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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图书情报硕士专业学位教育质量保障体系

比较分析及启示*

■ 桂思思1 方婧1 陆伟1，2

1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武汉 430072 2武汉大学信息资源研究中心 武汉 430072

摘要: ［目的 /意义］美国图书情报教育历史悠久，具有完善的教育质量保障体系，而我国图书情报教育历

史较短。对比分析中美教育质量保障体系，能为我国完善图书情报硕士专业学位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构建、推
进学科发展提供借鉴。［方法 /过程］以中美 31 所设立了图书情报硕士专业学位授予点的培养单位为研究对

象，运用网络调研法和对比分析法，分别从内部保障体系和外部保障体系两方面入手进行调研和分析; 着重对

比分析中美两国图书情报硕士专业学位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特色与异同。［结果 /结论］针对我国图书情报硕

士专业学位教学质量保证体系的现状，提出相关改善建议，以促使我国逐渐构建高校、政府、社会组织相结合的

混合型图书情报硕士专业学位教育保障体系，共同推动图书情报专业硕士教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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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 2010 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议通过了图书情

报硕士专业学位设置方案并印发相关通知、各图书

情报硕士专业学位授予点于 2011 年开始招生以来，

我国图书情报硕士专业学位教育开展至今已有 5 年，

各培养单位在开展过程中逐渐建立起相应的培养模

式。为保障图书情报专业教育的培 养 质 量，高 校 自

身、政府及社会机构都在积极探索教育质量保障措

施，构建系统的教育质量保障体系。

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就是在研究生教育过

程中诸多要素共同参与，通过一系列的政 策、设 施、

过程来保障研究生教育质量，从而达到提高和改进

研究生教育质量的目的的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1］。

在教育学领域，学者们将其分为研究生内部教

育质量保障体系和外部教育质量保障体系［2 － 3］: 内部

教育质量 保 障 体 系 是 指 在 研 究 生 教 育 培 养 单 位 内

部，为实施连续有效的质量控制和不断提高质量所

建立的管理机制［4］，评估与监控主体一般 涉 及 生 源

情况［5］、师 资 建 设［6］、培 养 目 标［4］、学 制 及 学 习 形

式［7］、课程设 置［8］、实 习 机 会［9］ 等; 外 部 教 育 质 量 保

障机制是指除研究生教育培养单位以外，为监控培

养单位教育质量而实施的质量审计与评估等系列监

控机制［4］，评估与监控主体一般包括国家政府［10］、学

术组 织［11］、社 会 评 估 机 构［12］ 等。内 外 体 系 相 互 联

系、相互制约，共同形成完整的教育质量保障体系。

针对内部教育质量保障体系，E． El － Khawas［13］

分析了美国现有社会评估机构对高校教学质量的评

估情况，提出了针对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课 程 顺 序

的系列保障措施; J． S． Eaton［14］着重梳理了美国研究

生教育中“认证教育”的质量保障体系情况; 彭国甫、

梁丽芝［15］探讨了我国高校学科建设、导师队伍、个性

化培养、信息与反馈等内部教育保障体系子体系，总

结出高校应该在微观运行层优化培养流程，在生源

控制、课程教学和学位论文阶段严 把 质 量 关。针 对

外部教育质量保障体系，D． D． Dill［16］和 P． Ewell［17］分

别总结了美国 25 年外部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总体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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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和主要保障机制; 阎为民等［4］指出我国 应 加 强 政

府宏观调控机制，建立中介评估机制进行研究生教

育质量的中介评估; 邱洪斌［6］指出要成立 研 究 生 教

育质量保障协作组织或联合体，互派监督员实施教

育质量监控。

从现有研究成果看，大多数学者就研究生教育

质量保障体系的整体情况进行了调研与研究，提出

了一系列的改进与完善措施，但还没有学者针对图

书情报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情况进行调研、构建该学

科专业的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因此笔者试图对我国

图书情报硕士专业学位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构建情况

进行研究。

我国 开 展 图 书 情 报 硕 士 专 业 学 位 教 育 时 间 不

长，其 教 育 模 式、培 养 体 系 还 在 不 断 发 展 修 整 过 程

中; 美国是图书情报学教育历史较为悠久的国家，其

图书情报硕士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也较为完善。本文

通过网络调查法和对比分析法，概括总结出中美图

书情报硕士专业学位教育各方面的现状，旨在了解

其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情况。在此 基 础 上，从 内 部

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和外部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两方面

出发，对各自保障体系进行对比分析，从而为完善我

国图书情报硕士专业学位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提出建

议。

2 调查对象及研究方法

2． 1 调查对象

对 于 我 国 的 高 校，笔 者 将 门 类 设 定 为“专 业 学

位”、领域设定为“( 1255 ) 图书情报”，查阅了中国研

究生招 生 信 息 网 2015 年 招 生 目 录［18］，发 现 开 设 了

“图书情报专业硕士”学位教育的招生单位共 计 29

所。因为中国开展图书情报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时

间不长，为了调查内容的完整性，保证上述招生单位

需要至少已培养了一届毕业生，因此本次调查选取

其中连续 3 年招生的共计 16 所培养单位作为中国图

书情报硕士专业学位教育代表进行调研。

欧美图书与信息科学学界普遍认为在硕士研究

生教育层面上，专业型学位和学术型学位无差别，在

研究生阶段都统称为 MLIS，都是专业取向、面向就业

需求的［19］。因此，对于美国 的 高 校，笔 者 在 iSchools

成员目录［20］中整理出 15 所开设了 MLIS 教育的培养

单位作为 美 国 图 书 情 报 硕 士 学 位 教 育 代 表 进 行 调

研。

综上，笔者于 2015 年 7 月对 31 所中美图书情报

专业硕士培养单位的教育质量保障体系进行调查，

培养单位如表 1 所示:

表 1 本研究选取的中美图书情报专业硕士培养单位

国别 序号 培养单位名称 序号 培养单位名称

中国 1 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

理学院

9 山西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2 南开大学商学院 10 黑龙江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3 河北大学管理学院 11 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4 上海大学图书情报档案系 12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5 华东师范大学商学院 13 安徽大学管理学院

6 山东大学管理学院 14 郑州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7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15 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

8 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16 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美国 1 德雷赛尔大学计算机与情

报学院

9 罗格斯新泽西州立大学通信

与信息学院

2 印第安纳大学情报与计算

机学院

10 北卡罗莱纳大学信息和图书

馆学院

3 密歇根大学信息学院 11 密苏里大学信息科学和教育

技术学院

4 华盛顿大学信息学院 12 威斯康辛大学密尔沃基分校

信息研究学院

5 肯塔基大学通信与信息学

院

13 波士顿西蒙斯学院图书馆和

信息科学学院

6 匹兹堡大学信息科学学院 14 伊利诺伊大学图书馆和信息

科学研究生院

7 雪城大学信息研究学院 15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育和

信息研究生院

8 佛罗里达州立大学通信与

信息学院

2． 2 研究方法

本文针对表 1 中 31 所图书情报专业硕士培养单

位的教育情况，采用网络调查的方法进行调研，具体研

究方法与步骤如下:

( 1) 选取调查样本。选取中美共计 31 所培养单位

进行调查，编制调查表。

( 2) 查阅国内外“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相关文献，

提炼总结出教育保障体系框架———包括内部教育保障

体系和外部教育保障体系两部分。

( 3) 进一步梳理文献，根据已有文献［4 － 12］确定图

书情报硕士专业学位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所包含的要

素: 内部教育质量保障体系要素包括生源情况、师资建

设、培养目标、学制及学习形式、课程设置、实习机会;

外部教育质量保障体系要素包括国家政府、学术组织、

社会评估机构。

( 4) 逐一访问 31 所培养单位的网站，利用主页提

供的站内搜索功能，对上述要素所在页面进行访问，并

记录相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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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美图书情报硕士专业学位教育质

量保障体系比较

3． 1 图书情报硕士专业学位内部教育质量保障体系

图书情报专业硕士培养单位本身是内部教育质量

保障体系的主体，其建设发展情况直接影响到教育质

量，也是其他主体开展工作的基础保障。本文从生源

情况、师资建设、培养目标、学制及学习形式、课程设

置、实习机会 6 方面来展开比较分析。
3． 1． 1 生源情况 我国自图书情报专业设立以来，研

究生入学考试和推荐免试是两种招录硕士研究生的途

径，其中通过研究生入学考试招录比例占大部分———

初试科目为“管理类综合能力考试和英语”。由于在

报考环节对学生本科阶段的专业没有提出限制，因此

各培养单位根据学院自行设定的要求在复试环节进行

图书情报专业知识的考察。表 2 为本文所调查的我国

16 所培养单位中复试科目为图书情报专业知识的 14

所培养单位复试科目的详细情况( 另两所培养单位及

其复试考察内容分别为: 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

学院———综合考试; 黑龙江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政

治理论) 。
表 2 中国部分培养单位图书情报专业硕士复试科目

复试科目类别 复试科目 培养单位名称

图书情报与档案 图书情报档案基础 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管理基础 图书情报技术与方法 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图书情报事业管理 华东师范大学商学院

信息管理概论 南开大学商学院

信息管理基础 山东大学管理学院

情报学概论 安徽大学管理学院

信息资源管理 信息资源管理 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

信息资源管理 河北大学管理学院

信息资源管理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信息资源建设 郑州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信息组织与检索 信息检索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信息检索 郑州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信息检索 山西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信息检索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文献检索 上海大学图书情报档案系

数据库原理 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档案管理 电子文件管理 安徽大学管理学院

知识产权法 知识产权法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从表 2 可以看出，图书情报专业硕士的复试科目

分为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基础、信息资源管理、信息组

织与检索、档案管理、知识产权法这 5 个类别，其中考

察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基础、信息资源管理、信息组织

与检索的培养单位较多; 且上述专业复试科目的考察

形式都为笔试，由各培养单位根据自身特色进行自主

命题。

美国的培养单位在进行图书情报硕士招生时寻求

具有多样化教育背景和职业背景的学生，在入学考试

种类上承认多种标准化考试，例如匹 兹 堡 大 学 针 对

GＲE、MAT、MCAT、GMAT、LSAT 都提出相应的分数要

求，只要学生本科 GPA 不低于 3． 0 并能达到上述 5 种

标准考试中任何一种的相应分数，便可以提出申请攻

读 MLIS。同时，所调查的 15 所美国 LIS 学院都面向全

球进行招生，非以英语为母语的考生需提供语言成绩

证明( 参加托福或雅思考试) 。

中美两国在招生方面都没有对学生的本科阶段专

业提出限制，来自不同专业的、具有多种教育和职业背

景的学生共同在图书情报领域学习和研究，利于思维

的碰撞，更能推动学科发展。同时，我国在复试时进行

本领域专业科目的考察，既使报考学生通过复习考试

掌握图书情报领域专业知识，又不限制报考者本科专

业背景，更利于保障生源质量。
3． 1． 2 师资建设 表 3 列出了部分中美两国图书情

报硕士专业学位培养单位的教师情况 ( 部分培养单位

的数据难以通过官方网站获得) ，具体包括专职教师人

数、教授人数、兼职教师人数。
表 3 中美部分培养单位师资情况

国别 培养单位名称
师资情况( 人)

专职教师 兼职教师 教授

中国 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 36 10 15

南开大学商学院 13 15 8

华东师范大学商学院 14 4

上海大学图书情报档案系 29 10 10

美国 匹兹堡大学信息科学学院 29 8 8

伊利诺伊大学图书馆和信息科学研究生院 26 7

德雷赛尔大学计算机与情报学院 22 9

波士顿西蒙斯学院图书馆和信息科学学院 47 22 6

印第安纳大学图书情报学院 15 3

从表 3 可以看出，中美两国培养单位教师都由专

职教师和兼职教师组成，且我国设立兼职教师岗位的

培养单位较多。通过进一步调查发现，本次所调查的

我国 16 所培养单位都设有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一

级学科硕士点，培养单位多数属于省级重点综合性大

学，综合实力和专业实力强，因此师资力量雄厚; 各单

位都强调“双导师制”，即一位教师来自高校，另一位

兼职教师为校外图书情报领域专家，主要来自图书馆、

科技情报所、政府机关、档案馆、文化厅、企业，能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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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指导学生进行工作实习，提高实践能力。美国由于

学院规模的不同，各培养单位教师总数量差距较大。

相比而言，我国的“双导师制”较为有特色，但如

何落实兼职教师的指导工作，切实保障实践教育的质

量，则需要各高校出台相关政策规定来落实。
3． 1． 3 培养目标 我国图书情报专业硕士培养方案

的指导文件［21］指出了图书情报专业硕士的培养目标:

培养掌握图书情报专业知识和技能，能够综合运用管

理、经济、计算机知识解决图书情报工作中的问题，能

胜任图书情报行业的实际工作，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

专门人才。各院系的培养目标基本上与此差异不大，

涉及对学生理论水平、道德观念、专业知识、实践能力

等方面的培养，注重对其专业水平的提升。

所调查的美国各培养单位在 iSchools 协会提出的

培养宗旨［22］的基础上提出了职业化定位的培养目标:

培养学生成为信息与数据的管理者、最新信息技术与

用户行为的研究专家、信息文化的建构师、未来的信息

领导、变革推动者以及信息科学家(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

校、伊利诺伊大学) 。通过硕士期间的学习与实习，培

养和提高自身的信息素养和信息技能，同时培养解决

问题的能力和团队协作的意识( 匹兹堡大学、华盛顿大

学) 。

相对而言，我国的培养目标应该进一步强调图书

情报专业硕士职业化的定位，可以在现有培养目标的

基础上，适当加入职业化培养目标，培养学生解决问题

的能力和应用能力，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结合，使学生既

有理论基础又有实践能力。
3． 1． 4 学制及学习形式 中美两国图书情报专业硕

士学制及其学习年限、学分要求、毕业要求如表 4 所

示:

表 4 中美学制及其要求对比

国别
学制和学习年限

全日制 在职 远程教育
学分要求 毕业要求

中国 2 － 3 年 2． 5 － 3 年 － 有一定差异，大

致在 34 学 分 左

右

修满学分 + 实习

考核 + 毕业论文

美国 1 － 2 年 3 年 6 年左右 有一定差异，大

致在 30 － 40 学

分

修满学分 + 实习

考核 + 特色考核

项目

我国图书情报专业硕士学制大多为全日制学习年

限为 2 － 3 年，且有缩短的趋势。在学分方面，强调理

论学习与实践相结合，采用学分制进行管理。各院系

根据自身师资情况的不同，在学分及课程设置上有一

定差异，但都囊括了 4 方面课程: 公共必修课 ( 政治理

论和英语) 、专业核心课程、专业选修课、专业实践课。

学生修满所需学分、完成专业实习并通过论文答辩即

可申请毕业，其中学位论文评阅过程严格，须由具有高

级职称的图书情报领域专家评阅。

美国图书情报硕士的培养方式多样，包括全日制

研究生和在职研究生; 其学习形式比较灵活，包括面授

课程和远程教育，如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和肯塔基大学

所有的图书情报硕士教育都是通过远程教育完成。在

学习年限方面，根据学习形式、培养方式的不同而有所

调整，全日制一般为 1 － 2 年，在职攻读硕士学位为 3

年，而通过远程教育完成学业的学习年限则相对较长。

学生在学习年限内完成学业达到毕业所需学分后即可

申请毕业。各个学院会根据自身教学特色规定毕业考

核项目，包括毕业论文( 伊利诺伊大学) 、作品集( Port-
folio，加州洛杉矶大学、肯塔基大学) 和团队毕业设计

( Capstone，华盛顿大学) 等。
3． 1． 5 课程设置 我国图书情报专业课程设置实行

学分制，包括公共必修课、专业必修课程( 核心课程) 、

专业选修课、专业实践课，表 5、表 6 罗列出笔者在部分

培养单位网站上所搜集到的中美图书情报专业硕士学

分情况 ( 部分培养单位的数据难以通过官方网站获

得) 。
表 5 中国部分培养单位学分设置情况

培养单位

学分要求
专业选修

课程设置

总分
公共

必修

专业

必修

专业

选修

实习 /
实践

开设

学分

应修占

开设比例

上海大学图书情报档案系 42 4 24 9 5 12 75%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29 5 10 8 6 18 44%

山西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34 6 18 4 6 6 67%

黑龙江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36 4 22 4 6 14 29%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35 5 20 4 6 11 36%

郑州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34 4 22 2 6 18 11%

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36 4 21 5 6 8 63%

从表 5 可以看到，我国图书情报专业硕士课程由

公共必修课、专业必修课、专业选修课、实习 /实践课组

成。在必修课具体课程设置方面，我国沿用了图书馆

学、情报学等学术硕士学科课程设置的结构，必修科目

较多，其中专业核心课包括信息资源建设、信息组织、

信息检索、信息服务、图书情报基础等，偏研究方向课

程较多。

从表 6 可以看出，美国图书情报专业硕士课程与

中国的课程设置不同，主要由专业必修课、专业选修课

两部分组成。必修课程为专业核心课程，没有公共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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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美国部分培养单位学分设置情况

学分

培养单位

学分要求
专业必修

课程设置

专业选修

课程设置

总分
专业

必修

专业

选修

开设

学分

应修占

开设比例

开设

学分

应修占

开设比例

密歇根大学信息学院 63 15 48 42 36% 372 13%

华盛顿大学信息学院 63 31 32 164 19%

肯塔基大学通信与信息学

院

36 24 12 33 73% 114 10%

雪城大学信息研究学院 36 19 14 148 10%

佛罗里达州立大学通信与

信息学院

36 12 24 18 67% 207 12%

威斯康辛大学密尔沃基分

校信息研究学院

36 12 24 389 6%

波士顿西蒙斯学院图书馆

和信息科学学院

36 15 21 234 9%

伊利诺伊大学图书馆和信

息科学研究生院

40 6 34 704 5%

密苏里大学信息科学和教

育技术学院

39 18 21 42 43%

德雷赛尔大学计算机与情

报学院

45 18 分专业方向提

供选修课程，

匹兹堡大学信息科学学院 36 12 并规定该方向

应选修学分

罗格斯新泽西州立大学通

信与信息学院

36 15 51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教育和信息研究生院

54 12

修课程( 政治课与英语课) ，其必修课平均为 3 － 4 门，

核心课程一般包括信息资源与信息服务、信息技术、信
息组织与分析、信息教育、信息检索。其中密歇根大

学、肯塔基大学、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密苏里大学的必

修课程也提供了可选课程范围，而我国的专业必修课

则没有太大可选择的空间。

在选修课具体课程设置方面，相比而言，美国培养

单位提供的可选择的专业选修课数量较多( 应修学分

占开设 比 例 低 于 20% ，我 国 除 郑 州 大 学 外 都 高 于

30% ) ，学生选择的空间大; 其中德雷赛尔大学、匹兹堡

大学、罗格斯新泽西州立大学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都按照专业方向提供选修课程，并规定该方向应选修

学分，这样的设置使学生所学课程针对性更强。同时

美国培养单位鼓励学生选择全校素质通选课、实习 /实
践课、自主学习课 ( 无教师授课，有学分) 来扩宽自身

知识面。

在调查中笔者发现，本次所调查的 15 所美国图书

情报硕士培养单位都在其网站上详细列出了专业课程

设置情况及课程内容介绍，而我国的培养单位网站仅

列出课程名称并无课程内容介绍; 详尽的课程内容介

绍可为学生选课提供参考，可以借鉴。

在专业学习与研究方向上，中美两国各培养单位

都根据自身特色开设了不同专业方向。我国所提供的

专业方向与学生所选导师相关。学生根据自身兴趣与

相应领域教授进行沟通，以“双选制”的方式选择导

师，当学生选择导师加入导师的科研团队后，可以参加

相关研究课题、项目活动，在研究中深入学习。美国培

养单位 所 提 供 的 分 方 向 专 业 选 修 课 ( specializations、
concentration) 种类繁多，较为热门的方向包括竞争情

报和知识管理、数字资源保存、数字图书馆、图书馆信

息服务、学校图书馆媒体、青年服务等。课程顾问根据

学生所选学习方向给出详细培养方案，包括: 职业规

划、该方向建议选修课、该方向指导教师等。

笔者认为，美国培养单位针对职业所需所开设的

分方向专业选修课值得我国借鉴，让学生根据自身职

业生涯规划进行学习研究方向的选择，量身定制课程

培养方案，根据其兴趣爱好实施个性化教育。
3． 1． 6 实习机会 我国要求图书情报专业硕士学生

至少有一学期的专业实践时间，旨在提高学生运用图

书情报及相关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多数培养单位已

建立图书情报研究生实习基地，主要以图书馆、档案馆

以及情报研究所为主，如上海大学建有上海研究生联

合培养基地、25 个教学实习基地和科研教学考察点，

为学生提供实习场所。

所调查的 15 所美国培养单位都为学生提供了实

习课程，其学分为 3 － 10 分。在实习地点方面，大多数

学校提供实习基地( 图书馆、档案馆、非营利性信息机

构 /企业等) ，肯塔基大学、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同时还提

供海外实习机会。为了保证实习的质量，部分学校要

求实习地点的主管必须持有相关资格证书、为实习生

配备相关实习指导老师。
3． 2 图书情报硕士专业学位外部教育质量保障体系

外部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是指除了高校院系外，为

保障研究生教育质量而实施的质量监管，通常由全国

性或地区性的专门机构完成。

我国图书情报专业硕士外部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以

政府为主，其他社会机构发挥辅助监督、促进作用。保

障体系主体包括国家政府、学术组织、社会评估机构。

美国图书情报硕士外部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则以社会机

构组织为主导，政府及其他组织发挥监督作用。两国

图书情报专业硕士外部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差异比较

见表 7。
3． 2． 1 国家政府部门保障 自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在

2010 年 5 月份开设了图书情报硕士专业学位，国务院

学位办制定了图书情报硕士专业学位的基本规范和标

准，每个培养单位在此基础上根据自身情况制定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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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中美外部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比较

比较项目 美国 中国

国家政府保障 联邦、各州出台有利于高

校师生开展科学研究的

法案，提供经费保障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国务院学位办

图书情报硕士专业学位

教育指导委员会

学术组织保障 美国图书馆协会( ALA)

iSchools 联盟

跨校合作平台

中国图书馆学会

中国社会科学情报学会

中国科学技术情报学会

社会评估机构保障 《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
( U． S． News ＆ World Ｒe-
port)

教育部教学评估中心

高校评估机构

报刊 /网络媒体评估

单位特色的培养目标、培养方案、课程设置等。为保证

各培养单位的教学质量，学位办定期组织开展学位授

权点评估工作及学位论文抽检工作。图书情报硕士专

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组织培养单位编写教学大纲、

教材、案例等，组织师资培训，促进培养单位与实践部

门的交流与合作; 同时制定评估标准、评估程序和办

法，组织开展评估工作。

美国由联邦、各州出台相关政策法案保障图书情

报硕士教学的政策，同时提供一定额度的经费保障。

相比而言，美国政府在图书情报硕士质量保障中作用

很小，其原因是因为美国教育学者认为“政府对于高校

的干预行为必须证明具有充分正当的理由，必须尽可

能少地用侵犯学校学术自主权的方法来实现其合法目

标”［23］。

3． 2． 2 学术组织保障 美国图书馆协会( ALA，Ameri-
can Library Association) 和 iSchools 联盟会定期组织各

学院之间进行教学交流和科研合作，同时 ALA 下属认

证委员会(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s Committee on
Accreditation) 每年出台《美国高校图书情报硕士教育

认证标准》，对全美开办图书情报硕士教育的培养单位

进行 资 格 审 查。同 时 由 美 国 图 书 馆 协 会 的 牵 头，

iSchools 联盟成员高校间有多种合作平台，例如 WISE

在线远程跨校选修课程———加入该平台的培养单位的

学生可以选修平台中其他学院提供的课程。在本文调

查的 15 所高校中有 6 所高校( 罗格斯大学、波士顿西

蒙斯学院、伊利诺伊大学、北卡罗莱纳大学、匹兹堡大

学、威 斯 康 辛 大 学 ) 的 培 养 单 位 加 入 了 WISE 平 台。

WISE 所提供的课程种类繁多、覆盖面广，可以较大程

度满足学生个性化知识需求，为其职业规划及综合素

质的培训提供参考。

在我国也有类似学术组织，如中国图书馆学会、中
国社会科学情报学会、中国科学技术情报学会。这些

学术组织定期开展具有前瞻性的学术活动、承担国家

级研究课题、举办高层次学术研讨会，研究学科发展的

新变化新趋势、为政府决策和科技行业发展服务; 同时

负责本组织旗下学术刊物的日常事务与本学科领域优

秀科研成果的评奖工作。

除此之外，美国图书馆协会有成熟的职业资格认

证体系，这是一种研究生在完成专业硕士的学习之后，

通过进一步的考评达标者获得相关岗位认证证书的认

证教育( 学习结束颁发证书，而非学位证) 。其学习形

式既包括在硕士阶段进行在线学习修满所需学分，也

包含 CAS( certificate of advanced study，在取得硕士学位

后进行的职业进修认证教育) ，其学分大多为 12 个学

分、学习形式多样 ( 大多为 online) ，认证种类丰富，例

如: 信息架构证书、信息领导和管理证书、参考服务证

书、青年服务证书、数据管理认证、学校图书馆媒体协

调员许可证、文化遗产保护认证、学校媒体专家认证

等。我国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与文化部于 2005 年

共同制订发布了《国家职业标准·图书资料馆员 ( 试

行) 》，但并一直没能真正建立起相关认证体系，在一

定程度上影响了图情行业的快速发展。
3． 2． 3 社会评估机构保障 美国学院社会评估排名

由《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 U． S． News ＆ World Ｒeport)

完成。该媒体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新闻媒体，每 7 年

会对经 ALA 认证的培养单位进行一次排名。

我国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中国科学评

价研究中心等评估机构定期收集各高校办学、教学数

据进行教学质量评估; 同时也有网络报刊评估机构，如

中国科教评价网( www． nseac． com) 定期发布高校各大

专业排名。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大学之间的有序竞争

和健康发展，激励院系提高其培养质量。

4 对完善国内 MLIS 教育质量保障体

系的建议

4． 1 构建以职业需求为导向的内部质量保障体系

中国在开展了学术学位教育之后，又专门开展了专

业学位教育，因此需要紧抓专业硕士设立的最初目标，

明确职业化的培养目标，设置职业化的培养方案，为我

国的图书情报机构或相关企业培养和输送专业型人才。
4． 1． 1 确立职业化的培养目标 在生源方面，虽然中

美两国都没有对学生的本科阶段专业提出限制，但是我

国的培养单位在研究生招生的复试环节，根据自身情

况，考察学生本领域分方向的专业课知识。这种做法不

仅能保证生源质量，更能提前明确学生的未来方向。

在培养目标设定上，需结合培养单位专业自身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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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在现有培养目标的基础上，适当加入职业化培养目

标，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应用能力，理论性和实

践性相结合，保障学生既有理论基础又有实践能力。
4． 1． 2 设置职业化的培养方案 为保障专业硕士职

业化定位目标的有效实施，各培养单位应根据自身师

资力量与研究方向的特色进一步修改培养方案。具体

包括:①在师资建设上，将学术型教师的教学与行业专

家的指导相结合，加强专业指导教师与学生间的联系

交流，落实“双导师制”，共同培养专业型硕士。②在

学制与学习形式上，需缩短学制，降低授课型课程的比

例，增加实践类课程，丰富课程形式，如设立在线 ( 跨

校) 网络课程等。毕业考核不局限于毕业论文这一模

式，而是采用多样化形式，如创业项目展示、编制团队

作品集等。③在课程设置上，开设以职业需求为导向

的细分专业方向的课程，并为学生量身定制课程，还应

紧随时代需求、及时更新课程内容，并注意理论基础课

程和实践应用课程的数量比例。④在实习机会上，发

挥学院自有资源的优势，安排研究生到具有较高业务

水准的机构进行专业实践。同时，对学生实习实践的

质量严格把关，切实提高学生实践水平，让学生活学活

用，能将课堂中学到的知识充分应用到实践中，为其毕

业后的就业打好基础。
4． 2 构建以社会需求为导向的外部质量保障体系

由于图书情报专业硕士的培养目标为应用型人

才，其教学质量评价主体就应当是社会和市场。从美

国图书情报专业硕士培养经验中可以看到美国图书馆

协会和权威媒体对图书情报专业硕士教育质量的影

响，包括规范院系教学标准、构建职业认证体系、为评

价机构提供排名依据等。社会和市场能够直接反映出

人才的培养教育结果和质量是否满足市场需要，其评

价具有客观性和公正性，能够促使专业硕士教育的良

性发展。

因此，我国图书情报专业硕士的质量评估体系中，

应当加强学术组织、社会评估机构等社会组织对图书

情报专业硕士教育质量的评价，提高这些组织的影响

力和受认可度; 促使我国以政府为主体的图书情报专

业硕士教育外部质量保障体系逐渐发展成为以政府、

社会中介机构、协会组织、高校为主体的混合型保障体

系。

5 结语

综上，本文对中美 31 所图书情报专业硕士培养单

位的教育质量保障体系进行了调研，着重对比分析了

中美两国图书情报专业硕士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特色

与不同。由于美国图书情报硕士教育历史悠久，其教

育质量保障体系也更为完善———教育体系以职业需求

为导向、培养模式多样、质量评估机制科学合理，我国

图书情报专业硕士培养单位在这些方面与美国还有一

定差距。我国可以借鉴美国图书情报硕士教育质量保

障体系之特色，结合我国国情，逐渐构建高校、政府、社
会组织相结合的混合型图书情报硕士专业学位教育保

障体系，共同推动图书情报专业硕士教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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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ative Analysis and Enlightenment of Education Quality Assurance
System in Master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A

Gui Sisi1 Fang Jing1 Lu Wei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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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 / significance］Master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 MLIS) education in the USA benefits
from a long history，and establishes a relatively perfect education quality assurance system． Considering the relative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MLIS education，comparing and analyzing Chinese and American education quality guarantee system
will provide a considerable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the constitution of China’s MLIS education quality assurance system
and development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Method /process］Through the network research method，this paper
takes 31 schools that have the right of degree-conferring of MLIS in both China and USA as the research objects，and focu-
ses on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differences of education quality assurance system from the aspects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Ｒesult /conclusion］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aiming at improving MLIS education quality
assurance system in China． It will help China to set up a mixed MLIS education quality assurance system which universi-
ties，government and social organizations work together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MLIS education．

Keywords: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master education quality assurance system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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