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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书以学科、学科建设与学科服务的联系为主线贯穿于整体，
共分八章，对学科、学科建设、学科分类、学科服务等概念的基本
含义、性质、特征进行了阐述，较为系统地介绍了学科服务的内容
和服务模式、学科服务组织机构管理、学科服务队伍及建设、学科
信息资源建设、学科服务平台及设计构建、学科服务用户研究及需
求分析、学科服务评价等。本书可供高校及高校图书馆管理者，尤
其是学科馆员参考，还适用于相关学科读者参考。



前　　言

随着图书馆学科馆员制度在国内的引入和发展，学科服务随之

在国内高校迅速发展。学科服务是图书馆参考咨询服务的进一步延

伸和拓展，它是一项开拓性的主动参与式的创新服务，它改变了现

代信息社会环境下图书馆的命运，不再仅仅是高校图书馆用户服务

的一项重要内容，更是高校图书馆的一种先进办馆理念和新型服务

运行机制。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的开展，对图书馆的管理者、学科

馆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虽然国内各高校都相继在开展学科服务工

作，但由于学科服务与本校学科建设现状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各

高校的学科建设都各具特色，因此到目前学科服务都没有相关专

业，都在不断地探索和实践。鉴于此，笔者编撰了这本关于高校图

书馆学科服务的书籍。

本书共分八章，第一章主要阐述学科、学科建设、学科分类、

学科服务相关概念的基本内涵、性质特征、学科服务系统构成以及

学科服务的意义和作用、学科服务发展的历程。第二章主要阐述学

科服务内容和服务模式。第三章主要阐述学科服务组织机构与管

理，它包括学科服务组织机构设置原则、机构模式、学科服务管理

的内容和对象以及学科服务日常业务工作管理。第四章主要阐述学

科服务队伍建设，主要包括学科服务主体———学科馆员、高校学科

馆员的作用和地位、学科馆员的职责和素质要求、学科服务团队建

设。第五章主要阐述学科信息资源建设，包括学科信息资源建设的

意义、学科信息资源的类型与特点、学科信息资源建设的原则与策

１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略。第六章主要阐述学科服务平台的组成、学科服务平台的设计与

构建以及技术应用。第七章主要是学科用户及需求分析，包括学科

用户类型及特征、学科用户信息需求、学科用户信息行为。第八章

主要阐述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评价的目的和意义、评价指标体系的

构建、评价的流程、手段和方法。本书可供高校及高校图书馆管理

者，尤其是学科馆员参考，还适用于相关学科读者参考。

本书的编撰得益于湖北民族学院图书馆研究馆员胡萍老师的帮

助和鼓励，并为此提出了难能可贵的建议，在此表示衷心感谢。在

本书的编撰过程中，参考了大量的资料，引用了大量的论文材料，

在此向所有的原作者表示深深的感谢。尤其是在书末的参考文献说

明中有疏漏的，在此深表歉意。本书涉及学科服务的多方面，没有

相应的专业书籍，加之本人才疏学浅，内容疏漏和错误在所难免，

望广大读者和同仁批评指正。

编　者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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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第一章　学科及学科服务概述

学科是高校承载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的基本单元，学科建设

是高校建设的核心，是高校建设的永恒主题，是构筑和提升高校核

心竞争力的必由之路。高校学科建设是高等教育事业改革与发展的

基础性核心工作，是高等学校办学理念的一种直接体现，是评价高

等学校办学实力、科研水平和社会服务能力的重要标志。一流的学

科离不开一流的学者队伍和一流的公共服务体系。高校图书馆作为

高校知识、文献信息集散地和信息网络及辐射中心，是高校的三大

支柱之一，依托其丰富的、专业化的知识、文献信息资源和信息技
术以及专门的资深的学科馆员队伍，为高校学科建设提供高效优质

服务是适应高校发展和自身发展需要的核心工作，在高校学科建设

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在此，有必要对什么是学科、什么

是学科建设、什么是学科服务等概念予以厘清。

第一节　学科与学科建设的概念

一、学科的基本含义及特征

对从事高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管理、研究的人们而言，学科、学

科建设等这些词语早已是耳熟能详了。只要有过高等教育经历的人

们，也都能深切体会到学科或学科建制是高等学校或大学的基本存

在形式。高等学校培养人才、发展科学、服务社会与引领文化等等

职能的实现，都必须通过各学科门类来实现，其实现过程和环节也

是按学科来进行组织和管理的，当今的各类高等学校或大学的各种

不同划分，无一不是根据学科特征来进行的。由此可见，学科是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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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学校或大学组成的细胞单元，是高等学校或大学赖以生存和发展
的核心，是高等学校或大学竞争力的基础，是高等学校或大学地位
和声誉的标志与象征，学科发展水平决定了高等学校或大学的质量
和水平。学科建设尤其是重点学科建设无疑成为了当今高等学校或
大学建设的龙头。

１．关于学科的界定
学科的概念，在我国唐宋时期已有记载，在西方，最早可以追

溯到古希腊时期，在当时，所有的学问都统称为 “哲学”，自然科
学也是以 “自然哲学”的方式包含在哲学知识体系中而未被分化出
来，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开始，哲学家对自然和社会的笼统认识
逐渐分化为一系列分科的认识，出现了诸如哲学、天文学、数字、

医学、法学等等学科名词；１５—１８世纪，哲学开始分化为一系列
独立的学科；文艺复兴时期，自然科学才从哲学中分离出来，自成
一体；１５４３年哥白尼的 《天体运动论》问世到１９世纪，自然科学
得到了较为全面和系统的发展，而以垂直分化形式，形成了较为庞
大的学科系统，１９世纪中叶，知识体系中的自然科学的发展进入
一个新时期；人们用特定的研究分析方法，设定自然科学和社会科
学等特定的研究对象进行研究分析，由此而建立起了各自独立的理
论体系，进而形成各种专门化的学科。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现代
科学的发展使学科愈来愈分化，学科之间相互联系越来越密切，庞
大复杂的学科体系由此形成。由此可见，学科是近代以前就产生了
的一个历史概念，它的产生是以知识的不断分化为前提的，它是伴
随着知识的产生与分化而诞生的，是知识或学问的分支或分类。

学科一词，从其词源的角度来看，它最初源于希腊文的教学用
语ｄｉｄａｓｋｏ （教）和拉丁文 （ｄｉ）ｄｉｓｃｏ（学）。可见其概念与学习有
着密切的联系。后来人们都习惯于用英语单词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表示学
科，该词具有多种含义。在国外一些著名的辞书中，对学科一词都
有多个解释，如萨美尔的 《英语词典》（第一卷）关于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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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有６条，１９８１年出版的 《世界辞书》中关于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的注释有

９条，在１９７２年出版的 《苏联大百科全书》、１９８９年出版的 《牛津

大词典》（第一卷）等都对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进行了多种注释，它们大都包

含有科学门类、学科、学术领域、课程、纪律、严格的训练、规范

准则、戒律、约束、熏陶等含义。美国伯顿·Ｒ·克拉克在 《高等

教育新论》中认为：“学科明显是一种联结化学家与化学家、心理
学家与心理学家、历史学家与历史学家的专门化组织方式。它包含

两种含义：一是作为一门知识的学科；二是围绕这些 “学科”建立

起来的组织。从这些原始的本源和要义来看，说明学科一方面指知

识的分类和学习的科目，还指对人进行培养教育，尤其是带有强制

性的学科规训。说明学科不仅仅是一门知识，它同时具有知识、训
练制度和方法之义。我国的 《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按照学问

的性质而划分的门类。” 《辞海》对学科的注释为： “学术的分类，

指一定科学领域或一门科学的分支，也指教学科目，亦即学校教学

内容的基本单位。”比如自然科学中的物理学、生物学，社会科学

中的史学、教育学等；教学的科目，学校教学内容的基本单位①。

我国历史上对学科的解释也各异，如：唐宋时期科举考试的学业科

目。宋孙光宪 《北梦琐言》卷二：“咸通中，进士皮日休进书两通：

其一，请以 《孟子》为学科。”

刘仲林教授在其 《现代交叉科学》一书中，对国内外学者予学

科的界定进行了总结，德国学者、法国学者、比利时学者分别从不
同视角基于不同的观点出发进行分析，把学科定义为基于动态和社

会活动的分析，中国学者陈燮君从创造—生成与发展的角度把学科

定义为基于创生与发展的分析，提出了学科创生的五大指标体系：

特有的研究对象、学科应是时代的产物、学科创始人和代表作、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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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营造的理论体系、独特的研究方法①。在我国教育界学者通常从

三层含义上定义学科：一是学问的分支，二是教学的科目，三是学

术组织②。还有著名学者丁雅娴认为， “学科是相对独立的知识体

系”③。

除此以外，还有学者从知识形态和组织形态角度来阐述学科的

内涵。所谓知识形态的学科，按照 《辞海》的解释，也有两方面的

含义，一是学术的分类，指一定的科学领域或科学分支，如自然科

学中的物理学、生物学，社会科学中的教育学、史学等；二是指教

学的科目，是学校教学内容的基本单位，如语文、数学、外语等。

所谓组织形态的学科，是指由学者、知识信息及学术资料 （学者的

生产资料）所组成的实体化的组织系统。学科组织主体为学者，学

者活动对象为知识信息，学术活动的物质基础是学术资料。也就是

说，学科是由一群学者以及学者们依赖于一定的物质基础进行的知

识信息的创造、传递、融合与应用的活动所组成的组织系统，是一

个实体化存在的学术组织系统。由此可见，学科作为一个学术概念

是人们为增进、传播知识或完善知识体系，按一定的范式所从事的

学术活动及其学术成果。归纳起来学科同时属于两种范畴：知识范

畴与活动范畴。一方面，学科是分类的知识；另一方面，学科的分

类与综合是对知识的丰富和增值。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学科是以

知识创新和人才培养为目标，以人为核心，以与外在环境物质、能

量和信息等方面的交流为条件，以系统内部人、财、物、知识等资

源的互动为表现形式而形成的复杂、开放的功能系统。

当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被译为 “学科”之时，它的其他含义常常被忽略

了，尤其在对它的 “知识门类”和 “规范”意义的使用上都会在互

４

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研究

①

②

③

陈燮君．学科学导论 ［Ｍ］．上海：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９１．
庞青山．大学学科论 ［Ｍ］．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６．
丁雅娴．学科分类研究与应用 ［Ｍ］．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１９９４．



不相关的情况下进行。无论如何对其进行界定，而学科是知识或学
问总体中的一种划分或一个部分这已经得到了广泛认可，在庞青山
的 《大学学科论》一书中，将学科定为 “学科知识的分类或学问的
分支”①。因此，参考以上定义，本书比较认同将学科定义为：学
科是整个科学体系中学术相对独立，理论相对完整的科学进行划分
的一种单位，是一定科学领域或一门科学的分支，是人类经过长期
的知识创新，经过不断创造、积累、发展和完善而形成的相对独立
的知识体系。它既是学术分类的名称，又是教学科目设置的基础。

它主要包括三个要素：一是构成科学学术体系的各个分支；二是在
一定研究领域生成的专门知识；三是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专门
的人员队伍和设施。由于对知识划分的目的和标准不同，划分的结
果也不一样。同一个知识单位，在不同的划分体系中可能处于不同
的层级，即属于不同级别的学科。但不论哪一种学科划分体系，它
都具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是起目录性的指导作用，规定了探索的范
围和领域，成为人们认识和实践活动的对象；二是起规范作用，指
导着人们的认识和实践，因为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学科组织、制
度、传统和文化。现在大家比较一致的观念是把整个知识体系分成
三大块，即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一般来讲，作为学科
必须具备四个条件，即：组织、独特的语言系统、独特的研究策
略、潜在公共层次相对稳定的特有规则。

总之，学科作为一个使用广泛而含义多重的术语，不同的人，

不同的情境，不同的视角有不同的定义和标准，纵览学界关于学科
的界定主要可归纳为知识说、组织说和规训说三种。知识说是基于
知识增长、知识传播和知识分类的视角定义学科的，它一直占据着
主流地位，它还分为学问 （学术）分支说和教学科目说两种；组织
说是把把学科和组织联系在一起，将学科作为知识的本体含义延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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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划分和组合学术活动的基本方式，并指向与以创造和发展知识为
内在职责的专门化的组织系统；规训说从学科的历史和社会两个范
畴进行厘清，从词源角度，古拉丁文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涵盖了知识和规训
制度两层含义，而规训的含义更为明显。在社会学的视角下，学科
不仅表现为静态的知识，还涵括了一种动态的知识分类和知识生产
结构、生产方式和生产制度①。虽然学者们对学科的论述各有不
同，但在本质上基本一致，只是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条件下侧重
点不同。同时，由于科学和学科以知识为共同的细胞而有着密切的
联系，科学的发展水平和程度决定了学科发展的水平和程度，科学
的自身规律决定学科规律，科学的发展决定学科的建设和发展，科
学因各门学科的不断深化和发展而使科学总体不断向前推进。

２．学科的特征
从以上不同学者关于学科的定义的界定可见，学科是一个伴随

科学实践不断丰富的概念，从不同视阈来理解其差异，会从客观上
更加丰富对学科的认识。那么，从学科特征上来对学科进行认识和
理解，将会对学科理论和学科建设有更好的作用。学科作为一个动
态发展的概念，它主要具有以下特征：一是知识性。从学科的基本
含义看，学科以知识为基本细胞，也就是说学科的起点和归宿都是
知识，知识将贯穿于学科发展始终。根据学科学的研究结果可知，

任何一具体的学科都有相对稳定的知识体系，在学科深入发展的时
候，都将在此基础上生成和发现新的知识。因此，知识是学科的核
心，知识造就了学科，学科成就了知识。二是组织性。高校中的学
科不是单一的一种知识或学术分类，它更是以知识系统为基础的学
科，以具体的建制为依托的学科，前者是一个知识体系，后者则是
一种实体化了的学术组织。三是文化性。它是由学科本身的文化属
性以及科学研究思想或理论的文化关怀决定的。无论是在学科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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