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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研究型大学图书馆的学科服务

———以纽约市立大学图书馆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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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摘 依据对纽约市立大学 5 所分校图书馆的实地考察，介绍美国地区高校图书馆学科服

务现状，详述纽约市立大学图书馆学科服务的组织形式、内容、拓展方式和对学科联系人的评

估方法，据此提出我国非研究型大学图书馆开展学科服务的建议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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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survey of five college libraries of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this arti-
cle introduce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subject services in United States，detailed the organization，

content，outreach of subject services in CUNY libraries and how they review the work of subject liai-
sons，finally made proposals and gave corresponding measures to carry out subject services for non
research － oriented university librarie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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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98 年清华大学图书馆在国内首先设立学

科馆员，学科服务在我国各高校图书馆已经推行了

十几年，虽然国内业界普遍认为这一服务模式是图

书馆发展的方向和出路之一，但是至今真正实行学

科化服务并取得实质性成果的图书馆却为数不多。
究其主要原因: 一方面，学科化服务源于美国，而我

国的教育体制和教学习惯与美国高校有很大区别，

显然将这一舶来品直接运用于我国高校是不适宜

的; 另一方面，我国高校数量众多，高校之间尤其是

图书馆之间的差别很大，大多数高校属于非研究型

大学，有自己的特色专业，但是整体水平不高，因此

初始以“高层次的服务形式”标榜的学科服务很难

得以推广。所以很有必要考察国外高校图书馆，特

别是普通高校图书馆的学科服务，分析其成功运行

的重要因素以供我们借鉴。
借助于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与纽约市立大学图

书馆之间签订的馆员交换协议，笔者于 2010 年 11

月至 12 月赴美交流和学习，在此期间深入考察了该

校 5 所高级分校图书馆的学科服务( 斯塔顿岛分校、
巴鲁克分校、布鲁克林分校、里曼分校和皇后分校图

书馆) ，在此基础上撰写此文，通过介绍和分析该校

的学科服务情况，结合我国普通高校的实际情况，提

出非研究型大学推行学科服务的途径。

1 学科服务在美国高校图书馆的发展
经笔者考察发现，美国地区高校图书馆学科服

务由来已久。为了使得图书馆所购买的资源和设备

得到充分利用，即资金投入收益最大化，图书馆在购

买资源之前会通过各种途径获悉院系的实际需求，

并根据院系学科和专业配给具有相应教育背景的馆

员以提供“点对点”的服务，这就是学科服务的由

来。以担任学科服务的人员名称来划分，目前美国

地区高校图书馆有 3 种形式的学科服务［1］:

①学科联系人( liaison) 。学科联系人指图书馆

与院系的主要联络人员，他 /她可能有一定学科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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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但不必须具备这个条件，其任务是根据需要与院

系联系资源建设和图书馆教学相关事宜。学科联系

人由来已久，是美国图书馆界最常见的基础性学科

服务形式。
②学科馆员( subject librarian) 。学科馆员与院

系保持了更紧密的联系，往往具有一定学科背景或

者是对该学科具有浓厚的兴趣。除了承担学科联系

人的任务外，还给院系教职工和学生提供研究相关

的专业咨询。
③嵌入式馆员( embedded librarian) 。嵌入式馆

员有两种存在形式: 第一种，馆员参与到某一专业课

程的整个教学过程中，提供课程资源链接和咨询，与

教师合作授课、设计作业和参与讨论等 ［2］。第二

种，图书馆员到所负责的院系中工作，这样从物理位

置上缩短了馆员与院系教师和学生之间的距离，服

务更加直接和方便。早在 1994 年，弗吉尼亚理工大

学就启动了“学院图书馆员项目”，学科馆员在院系

拥有办公地点，保障其 75% 的工作时间都服务于院

系教师和学生［3］。
值得说明的是，由于每个图书馆中每个馆员所

提供的学科服务深入程度不同，虽然名称统一为学

科联系人或者学科馆员，但是他们所提供的服务可

能有的只停留在学科联系人的层次，有的则已经达

到嵌入式馆员层次，所以以上 3 种形式的区分在实

际操作中并不是很明显。这在纽约市立大学图书馆

的学科服务中可见一斑。
纽约市立大学是美国纽约地区最大的公立社区

大学，提供副学士、本科、硕士三种学位教育，在各分

校分布着 20 所图书馆。其整体情况与我国普通本

科高校类似，注重实用型人才的培养，图书馆注重基

础服务，因此其学科服务的具体操作对我国非研究

型大学图书馆来说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2 纽约市立大学图书馆的学科服务
2． 1 学科服务的组织形式

纽约市立大学以上 5 所分校图书馆设有 10 到

20 个全职馆员不等，除了负责技术性工作的馆员如

网络服务、视听资源管理等岗位，其他馆员均为学科

联系人，每人负责 1 到 3 个学院的学科服务，负责的

学院数量一般根据院系大小而定。图书馆会按照学

校的学科设置来招聘馆员，一般情况下学科联系人

需具备两个硕士学位，除了图书情报专业外，几乎每

个馆员都具备某个学科教育背景。学科联系人除了

承担学科服务外，每人都承担一定的管理工作，即图

书馆基础业务工作。除了流通服务全部由兼职人员

完成外，其他如特藏、编目、采访、馆际互借、参考咨

询、网络服务、电子资源管理、期刊管理、视听资源管

理等分别由一个全职馆员负责，其手下可能有几个

到十几个兼职人员辅助。
2． 2 学科服务的基础内容

( 1) 馆藏建设和学科资源维护。与国内图书馆

不同，纽约市立大学图书馆的资源建设由采购人员

与学科服务馆员共同承担，每个学科联系人负责自

己的学科所有纸本书的选书任务。每个学期初，图

书馆都会把采购额度分配给各个联系人，学科联系

人按照出版社提供的书评信息挑选出需要采购的书

单，并交给自己所负责的学院方面的联系人，征求他

们的建议，再把确定下来的书单提交给采购馆员去

购买。此外，每个学科联系人负责维护本学科的研

究指南网站。
( 2) 与院系保持联系。与院系领导、院系里的

图书馆联系人、院系行政助理和教师通过电子邮件、
电话或者见面的形式保持联系。学科联系人会征求

学院建议，主要是关于资源建设方面的建议，包括纸

本资源和电子资源，如在电子资源方面，询问老师对

试用数据库的想法等，此外学科联系人还能获悉院

系里的重要决策、研究项目、教学大纲等信息，以保

障图书馆提供了他们所需的信息服务。
( 3) 参考咨询工作。主要包括两个部分: 第一

部分为参考咨询台值班，每个正式馆员每周轮流坐

岗咨询台提供面对面咨询和网上即时咨询服务，一

般为每周 8 个小时，保障图书馆从早晨 8 点到晚上 7
点之间都有正式馆员在咨询台上，另外设兼职咨询

馆员，一般是从其他图书馆请来的专业馆员。咨询

台设在图书馆正门对面，是人流量最大的地方。咨

询内容涉及图书馆各个方面，一般为较为浅层次的

问题。第二部分是通过电话和 email 预约咨询，咨询

内容一般为较为复杂和深入的检索课题。皇后分校

图书馆还在咨询台旁边设立咨询室，由本馆学科联

系人轮流值班，在入门的咨询台上接到比较复杂的

问题时，学生便被指引到咨询室，由专业馆员来回答

问题，这样把问题分类处理，提高工作效率。
( 4) 图书馆教学服务。图书馆的课堂教学与院

系教师合作，以讲座形式开展，有三种类型: ①新生

入学培训，如图书馆 OPAC 的使用、实地介绍图书

馆、如何评价和筛选出有用和可靠的信息等;②为学

生和教师提供的专题讲座，如防剽窃软件 Turnitin
的使用、Blackboard 的使用、Refwork 的使用、如何撰

写研究论文等;③与课程相关的授课，主要讲授如何

查找信息资源，如信息源的选择以及检索技巧等。
授课内容由教师或者学科联系人决定，教师带学生

到图书馆的教研室听学科联系人的讲座，并算作其

课程的一部分。这样，每个学期每个学科联系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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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讲 8 次 － 20 次课，有的达到 30 多次课。
除了管理工作和科研外，学科联系人以上几项

工作内容均针对学科开展。这些任务占每个学科联

系人所有工作量的比例不同，其中参考咨询、图书馆

课堂教学、馆藏建设占了很大比例。
2． 3 学科服务的拓展［1］

学科服务绝不是等待用户上门提出服务请求，

而是图书馆与学院的互动过程。为了使提供的学科

服务更有用和有效，在图书馆方面，学科联系人需要

采取一些措施把图书馆的资源和服务推介给相应院

系。服务拓展的形式和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种:

①面对面的交流。学科联系人会参加学校和院

系举行的各种活动，争取与教师交流的机会，询问他

们的研究兴趣，了解和协调教师在利用图书馆的过

程中遇到的问题，必要时还会联系其他图书馆建立

资源共享协议，帮助教师和学生获取到更多信息。
在新学期开始，与新教工和研究生见面，介绍图书馆

提供的教工检索入口和图书馆中与该学科相关的资

源与服务，以支持他们的教学和科研。学科联系人

还会主动与学院主管人见面，了解学院的建设方向、
最新动向和对资源的需求，索要课程教学大纲和研

究项目资料，以保障馆藏中收录有学生所需课本，为

学生成功的完成研究项目准备了恰当的资源。
②利用网络发布信息。图书馆充分利用了电子

邮件、社交网络等媒介来传递服务。学科联系人会

定期发送电子邮件给院系教师，推送图书馆的资源，

包括试用数据库、新书和新课本等。图书馆还特地

编辑了《图书馆快递》，介绍图书馆服务、资源、展览

等更新信息，并要求每个学科联系人根据自己的工

作撰写稿件。新学期开始，给教师和学生发送欢迎

邮件，介绍图书馆的新服务和使用规则，当学科联系

人看到教师可能感兴趣的信息后，还会以电子邮件

发送给对方。学科联系人还利用 Facebook、Twitter、
YouTube 等发布图书馆资源更新情况、图书馆新闻、
图片和视频等，提供 RSS 订阅，扩大宣传面。

③举办讲座和参加会议。学科联系人每个学期

都会安排各种专题数据库的培训讲座，给学生讲授

专业相关信息素养课，为教师和学生提供引文指导、
被引率查询、馆际互借指导、研究咨询等。图书馆每

年都会举行一些会议，如馆藏建设会议，交流和讨论

图书馆新变化，如新的服务、资源和图书馆预算问

题; 在图书馆阅读系列会议中，阅读和推荐学校教师

撰写的新书。这些活动都会邀请感兴趣的教师、学
生和公众来参加。同样的，学科联系人也会参加院

系举行的会议，参与本科生奖学金评奖和发放活动。
④建立和维护研究指南网站。研究指南是学科

联系人建立和维护的学科信息门户。在该网站上，

汇集了某一学科的信息资源链接入口，如数据库、免
费网络资源、统计数据、写作指南、课件等。里曼分

校图书馆利用 libguide 软件建立研究指南，并为课

程建立了信息素质教育模块，提供学习该门课程和

完成课程作业有可能用到的资源链接，指引学生如

何查找该专业的书籍，提供该门课程最相关的数据

库、期刊的链接，指导如何写作论文和参考引用他人

的研究成果等等。
⑤嵌入科研和教学。把图书馆服务嵌入到教师

的专业课程教学过程中是一种较为深入的学科服务

形式。斯塔顿岛分校学科联系人 Judy 与她负责的

护理学系教师合作，利用教学管理软件 Blackboard，

在其中建立信息素养模块，链接了该课程相关的信

息资源，提供相关软件的操作指南，并建立了两个讨

论版，每日负责回答学生提出的有关防剽窃软件

Turnitin 和在利用图书馆资源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在遇到共性问题时，及时制作视频课件挂到网上供

学生参考，并发送电子邮件提醒学生关注对他们有

用的信息。经调查发现，这种嵌入式学科服务得到

了学生和教师的一致肯定［4］。与此类似，在教师完

成科研项目过程中，往往需要大量参考资源，熟知专

业信息源和检索技巧的馆员提供跟踪服务，辅助教

师完成研究，这是嵌入式馆员的另一做法。
2． 3 学科联系人的评估

学科服务的推动除了依靠学科服务人员的主动

和对工作的热情外，定期对学科联系人进行评估从

制度上起到了很好的监督、评价和激励功能。在市

立大学各图书馆，鲜有专门对学科联系人的评估条

例和举措，而是采用了与院系教师一样的评价标

准［5］，从几个方面进行粗评，但是在具体操作中，评

估委员会会根据每个馆员的具体工作内容和特点，

权衡各项指标的权重。这些指标应用到馆员评估上

解释如下:

①课堂教学和相关活动。考察馆员在课堂上的

表现，包括上课次数和授课效果。
②管理工作。考察馆员承担的管理工作的业绩

和表现。管理工作内容在上文已提及。
③科研表现。考察每个馆员在本研究领域内的

表现和影响。
④学术写作。考察发表学术论文和撰写书籍的

情况。
⑤部门、分校和大学任务。考察馆员的职业活

跃程度，如出席和参加各职能委员会情况、担任社团

职务情况等。
⑥学生指导情况。考察参考咨询工作，包括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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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和教师的各种交流情况。
⑦课程设计。考察为教师设计作业、制作课件

和举办讨论会的情况。
⑧在本学科的创新性工作。考察在工作上是否

采用了新方法，开拓了新服务领域等。
⑨在本研究领域内的公共和职业活动。考察参

加学术会议，在不同层次会议上做报告的情况。
每年由馆长带头组成的五人评估小组都会对馆

员进行一次总体评估。按照纽约市立大学规定，具

有两个硕士学位的图书馆全职工作人员工作满 7 年

之后凭自己在以上各个方面的表现可以申请“永久

职位”，英文叫“tenure”，拿到 tenure 后的馆员才能

继续申请副教授及以上职位，但对馆员来说拿到

tenure 有更重要的意义，即成为 tenure 后就不会被轻

易辞退了。因此每年的评估对每个馆员来说都很重

要，在他们得到稳定工作职位之前，每年都可能被辞

退。评副教授和教授的馆员需要在工作和科研上有

更突出的表现，往往需要外审论文。

3 启示和建议
目前，国内很多非研究型高校图书馆推广学科

服务时会遇到以下困境: 在图书馆方面，缺乏具有学

科背景的人才和推广学科服务的有效途径，此外很

难突破传统服务模式; 在服务环境方面，我国高校教

学以灌输为主，缺乏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另外社

会对图书馆和图书馆员的认识存在偏差，认为图书

馆仍只是借借还还的地方，对馆员的认同度也不高。
实际上，人才可以通过招聘解决，但惯性思维和服务

模式却很难克服和突破。通过此次考察，笔者认为，

学科服务只有与教学科研紧密结合才能取得成功。
成功的学科服务是有针对性的、主动的和互动的服

务。
( 1) 针对性服务。OCLC 于 2006 年对大学生的

调查显示“89%的大学生在检索信息时首选网络搜

索引擎”［6］，这一调查结果提醒我们，需要采取措施

引导学生使用图书馆花费重金订购的书籍和数据库

这类最权威和最准确的信息资源。把课程相关图书

馆资源无缝地嵌入到专业课程教学中是一个有效的

解决途径。可以通过 Blackboard 及类似的网络教学

平台或者是在图书馆网站建立课程模块，把图书馆

OPAC、课程相关数据库、教学大纲、实验素材、研究

软件等学习资源链接其中，提供一站式检索入口，并

结合使用讨论版、邮件群发这类工具，及时解决学生

的提问。
( 2) 主动性服务。要真正地做到学科服务，馆

员需要深入了解教师和学生所需，与教师紧密合作。

目前各个图书馆都面临着来馆读者越来越少的问

题，这促使我们转变思想，改变以往只注重资源建设

和等待读者上门的做法，以学校重点和优势学科作

为示范，主动和定期与教师和学院主管人员联系，了

解他们的实际需求，寻求合作的前提和基础。在服

务过程中遵守承诺，如保障在一定时间内回复读者

咨询，以树立专业形象，获取教师的认同。此外，在

复合图书馆形态向数字图书馆过渡阶段，图书馆不

再只依赖实体馆藏，而是把注意力逐渐转移到虚拟

馆藏的建设和服务。无疑馆员在其中将起到至关重

要的作用，担负着筛选、评价、组织、推介和传递信息

以及肩负培训、指导、协调等任务，这些技能的提高

和服务的推广都需要馆员积极主动地参与其中。
( 3) 互动性服务。成功的学科服务是馆员与教

师和学生之间的良好互动的过程。在了解读者所需

并提供针对性资源和服务基础上，保持交流才能保

障服务质量。除了与他们面对面的交流外，可以借

助教学软件、电子邮件、讨论版和 SNS 等 Lib2． 0 技

术搭建起与学生交流的平台，打破时间和地域限制，

促进双向沟通。此外，定期调查读者对学科服务的

想法和建议，作为改进工作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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