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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员学习方式与能力发展探析

罗 　卫
(河北工程大学 教务处 , 河北 邯郸 056038)

　　[摘 　要] 通过对图书馆馆员个人学习和工作相关的学习实证调查 , 论述了工作中的学习对图书馆馆员能
力发展的重要性;对工作相关学习产生的条件进行了深入的剖析 , 提出三种不同类型的独立学习过程 , 并对这
三种学习方式进行了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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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量研究表明 , 与工作相关的学习(w o rk - re lated
learning)是工作能力形成的重要途径。Morrison & Hock 认为 ,
处于组织环境中个人的主要发展源是工作经历而不是正式的培
训[ 1] 。根据这一理论观点 , 本研究在国内对四所不同类型的大学
图书馆馆员进行了证实调查 , 在被调查的 246 名馆员中 , 91.
06%的被调查馆员认为自己工作能力的形成主要源自于工作中
经验积累和自我学习 , 5.7%的被调查馆员认为源自于工作前的
学校教育 , 0.81%的被调查馆员认为源自于图书馆各种有组织
的培训。在问及学校所学的知识在工作中得到应用的比重时 ,有
高达 70%的被调查对象认为应用比重在 40%以下 ,由此可见 ,
工作中的能力主要源自于工作中的学习。因此 , 将学习有效地整
合于实际工作中 ,使馆员在工作中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学习机
制不断地发展和提高自己的能力 , 对图书馆的工作有着非常积
极的促进作用。

一 、与工作相关学习产生的条件

很多学习行为和过程经常是个体在无意识下完成的 , 但是学
习的产生和进行离不开一定条件 ,最终学习效果的有效性也在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条件的完备程度 ,与工作相关学习产生的条
件应具备如下几个方面:

(一)能力基础
任何学习行为必须建立在个体已有的能力基础之上。能力

是指:能胜任某项任务的条件[ 2] , 亦即个人所拥有的知识 、技巧 、
态度和个人特有的能够产生绩效所具备的知识 、技巧和行为。
“能力” 不是一种简单的技能 , 而是对人的综合素质的一种表
述。能力差别的背后实际上是知识存量的差别 , 能力基础一方面
决定了个体学习行为的空间和领域;另一方面也会影响短期内
个人学习速度和潜在的最终学习效果。

(二)学习需求
一定的能力基础为产生一定的学习提供了可能 , 而动机是

在需要的基础上产生的 ,可以说 , 动机的实质就是需要 。只有需
要才能形成动机 ,才能对行为有推动力。但具体学习需求的产生
来自于外部刺激 ,刺激可能是对能力现实差距和潜在差距的认
识 ,也可能是在工作过程中遇到了新的 、用现有能力所不能解决
的问题 ,需要做新的尝试。外部刺激为学习提供了明确的目标 ,
这一目标可能是图书馆根据组织的现实和发展需要所作的安
排 ,也可能是个人根据自己的发展需要而自我确定的。

(三)激励机制
潜在学习行为变成现实学习行为 , 还需要激励。在有激

励因素存在的情况下 , 知识的转移才更为有效 。同样 , 激励也
使得学习需求变成现实的学习行为 。这些激励可能是组织
的 , 包括精神 、物质在内的各种手段和措施 , 也可能是个人的
成就 、自我发展需求等内在动机。但应该让图书馆员工意识
到知识的共享与自己的利益相匹配 , 他们才会愿意共享自己
的知识[ 3] 。这样 , 外在激励和内在动机结合 , 共同作用而成为
学习行为本身的激励。

(四)学习资源
学习需要资源 ,学习资源是指学习者进行学习活动所需要的

物质基础和其天然来源[ 4] 。这些资源有些是有形的 , 有些是无形
的, 如图书 、期刊 、会议文献 、专利文献 、科技报告 、标准文献 、学位
论文 、产品资料 、档案文献 、政府出版物 、管理软件 、数据库 、网络

信息资源 、口头信息、组织的支持 、能够进行尝试的实践机会等。
(五)学习方法
在组织行为领域 , Ko lb 提出了个人学习循环四阶段模

型[ 5] , 这四个阶段是:1.实在的经验:人在一个阶段所获得亲
身的体验和经历;2.反思性观察:人在这一阶段对体验和经
历进行回顾和反思并重新进行有意识的观察;3.抽象的概念
化:根据对经验的反思进行抽象思维 , 提出概念(即知识);4 .
积极的实践:将获取的知识运用于新的实践并检验它 , 重新
回到第一步即再次获得实在的经验。个人的学习就是这样循
环反复进行的 。

由此可见 ,一定的能力基础 、特定的学习需求 、相应的激励
机制 、丰富的学习资源和恰当的学习方法是学习发生的必要条
件。当这些条件同时具备时 , 学习行为就应运而生 , 每经过一个
循环 ,个体能力基础就会得到一次提升 , 提升和发展程度取决于
学习效果。随着能力基础的发展 , 个人的学习空间也随之增大 ,
使得原有的学习需求得到越来越大的满足。其学习过程如图 1
所示。

图 1　馆员个体能力发展的学习过程

二 、馆员个体学习的过程分析

现代信息知识的组织 、开发和管理的高度复杂性 , 决定
了馆员既需要某一特殊领域中专门的高 、深 、精 、尖的专业技
能 , 同时也需要广博的知识与技能 。因而 , 对于馆员个体学习
而言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 , 为了深入地分析馆员学习机
理 , 将复杂的和相互联系的学习过程分解为三个具有典型意
义的独立学习过程 。

(一)“转移-吸收” 的学习过程
“转移-吸收” 类学习是指在个体外部存在着个体所需的知

识源 ,对于馆员个人所需的这类知识和能力通过知识源的扩散
和转移而实现 ,知识源是指这些知识的载体 , 可以是具有这些知
识和能力的他人 ,也可以是其他物理类知识载体 ,如印刷型文献
信息资源 、电子数据库或网络资源等。

这类学习的突出特点是个人在这一能力发展过程中 , 馆员
个体不涉及到知识的创造和建构 , 而仅仅是从知识源处吸收知
识 ,知识的吸收只是学习的第一步 , 在将吸收的知识进行内化 、
整合到自己已有的能力基础中 , 实现个人认知过程或行为改变
后才真正完成能力增长的过程。

在知识获取过程中 ,具体的学习方式有很多 , 如观察 、别人
的指导 、阅读记忆 、模仿等 ,可以是图书馆组织的正规培训 , 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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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是个人的自我学习(如图 2 所示)。

(二)“探索-反思” 学习过程
“探索 -反思” 类学习是指个人就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进

行自我探索 , 分析思考 , 不断修正 , 直至最后问题解决或者对
已有的知识和工作经历进行反思 、抽象概括的整个学习过
程。学习的特点在于能力的获取过程是一个知识的建构过
程。这一方面是因为工作所需的知识和能力具有较强的组织
和任务专用性 , 从外部知识源无法获得 , 或者个人不易接触
到知识源;另一方面 , 个人根据自己的工作经历 , 对行为进行
系统反思和抽象 , 思索工作背后的理论问题 , 并将其系统化 、
条理化 , 最终实现能力的提升 。

在这一学习过程中 ,个体不断地从工作所处的环境 、工作任
务中获取和收集行为作用结果的信息 , 并根据工作或环境反馈
的结果调整 、修正行为 , 直到问题的最终解决。通过这一系列修
正的过程 ,馆员个体在以后解决类似问题时会直接调用已证明
为有效的工作方法。在一系列过程完成后 , 馆员个人会对各种已
经使用过的解决问题的方案进行反思 , 探讨有效工作方法和行
为背后的规律和理论 ,这对原来的能力基础而言 ,是一个扩充和
重构的学习过程(图 3)。

图 3　“探索-反思” 学习过程

(三)“互动-进化” 学习过程
在这一学习过程中 ,参与学习的各主体相互启发 、相互学习 、

共同进步 ,在对他人的学习行为及时提供反馈的同时 , 也积极寻
求他人对自己的反馈 , 最终实现共同进步和提高。这类学习实际
上是一种团队学习 、组织学习。这类学习除了是价值观念 、品质能
力获取的主要学习途径外 ,在个人其他能力的发展中同样处于重
要地位。这类学习中 ,馆员个人成为了学习的中心, 学习效果能够

在群体中迅速扩散 ,并能够在扩散中得到进一步发展。

图 4　“互动-进化” 学习过程

在图 4 中 ,处于图书馆群体网络中的馆员个人 , 在同其他人
的交互作用过程中 ,一方面会获得新的知识和技能 , 另一方面会
在主流强势文化下 ,对自己的价值取向进行调整 ,以利于更好地
融入图书馆网络群体环境中 , 使自己的能力基础达到进一步的
进化和扩充。

三 、馆员个体学习过程间的关系分析

以上馆员个体学习三种类型学习过程的根本区别在于能力

的获取源和获取方式不同。获取方式不同 , 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
所能获得的能力和知识类型不同。“转移-吸收” 类型的学习过
程主要用于获取显性知识和程序性工作技能 , 也就是表层能力
的获取;“探索-反思” 类型的学习过程主要适用于获得技能类
和隐性知识;“互动-进化” 类型学习过程主要用于获得情感控
制 、技能类与价值 、品质类能力。

在实际工作中的学习 , 这三种类型的学习过程不是绝对孤
立和割裂的。工作中的某一学习行为 , 可能混合了多种学习类
型。如在完成某一项目任务时 , 处于项目小组中的个人有可能既
会谋求别人的指导(转移-吸收类型学习), 也可能大家共同探
讨 ,共同寻求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案(探索-反思类型学习),也
可能会在项目进行过程中和项目完成后对工作行为进行反思和
系统总结(互动-进化类型学习)。这里将三类学习分开 ,只是为
了研究方便 ,以便深入地分析馆员个体能力发展的有效途径和
具体的学习方法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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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alysis and research of the librarians learning mode
and ability development in view of working

LUO Wei

(Hebei Unive rsity o f Eng inering , Handan 056038 , 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survey of the librarian individual learning and the w o rk -related lea rning ,we discuss
that learning on w ork is important fo r the development o f the librarians' competence.Three types of
independent learning process are summed up wi th detai led analysis based on the condi tion of the w ork-related
learning .
Key words:individual learning;work -related learning;abi li ty base;know ledge acquisit ion categ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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