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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图书馆开展人文素养教育工作探析 
——以河北工程大学图书馆为例 

安玉洁 

（河北工程大学 图书馆，河北 邯郸 056038） 

[摘  要]目前人文素养教育实践正在各大高校开展。文章以河北工程大学图书馆为例，分析高校

图书馆在人文素养教育中的地位，探讨高校图书馆开展人文素养教育的有效途径，以便更好地发

挥高校图书馆的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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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高等教育中人文素养教育的缺失导致

了大学生普遍出现抗压力不够、自信心不足、创新

意识与综合竞争力表现差等问题，因此国家和高校

层面越来越重视大学生的人文素养教育。1998 年教

育部在《关于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

中提出，文化素质是大学生基本素质的基础，加强

文化素质教育重点是人文素质教育。 

一、人文素养教育的内涵 

在我国，“人文”一词最早出现在《周易》“贲”

卦：“小利有攸,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

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1]
这里的“人

文”与“天文”相对，指的是人参与社会生活的规

范准则。而西方的“人文”一词源于拉丁文

Humanitas，意思是人性、教养
[2]
。“素养”一词在

高等教育领域的含义是大学生从事社会实践活动所

具备的能力。人文素养是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不断

习得人文知识，逐步内化为人文精神，并在实际生

活中彰显人文行为的总和。 

二、高校图书馆开展人文素养教育的有利条件 

（一）丰富的馆藏资源 

丰富的纸质资源和海量的数字资源是我们开展

人文素养教育的资源保障。河北工程大学图书馆共

有纸质藏书 220 余万册，另有中外文数据库 31 个，

其中中文数据库 21 个，外文数据库 10 个。数据库

基本涵盖了国内重要数据库商的文献资源，外文数

据库也能基本满足我校读者的信息需求。 

（二）高素质的馆员队伍 

高素质的馆员队伍是图书馆开展人文素养教育

的人才保障，馆员有了较高的人文素养，才能在日

常工作中向读者传递正能量，才能为读者传授人文

知识。我馆共有职工 94 人，具有职称的人占总人数

的 77%，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占总人数的 94.7%。

图书馆每年对馆员开展多种形式的业务培训，包括

业务技能比赛、拓展训练、消防安全讲座、外出会

议交流、去其它图书馆顶岗培训等形式。馆员文化

底蕴深厚，每年根据馆员的兴趣与特长，安排其为

学生开展书法、收藏、集邮等方面的讲座。 

（三）良好的文化环境 

首先高校师生对于人文素养教育是非常向往

的。作为一个工科院校，人文素养培养方面的活动

较少，因此图书馆组织的邮票展、书画展、“紫山

讲堂”等活动都受到读者的欢迎；其次图书馆作为

一个文化机构，与邯郸市文联等机构有着天然的联

系，合作较便利。2013 年图书馆与邯郸市文联签署

了《“文化传承与创新”合作框架协议》，将传统

文化培训等活动常态化，并建立沟通机制。协议的

签订标志着学校拥有了一个集教学、文化传承、文

化创新功能于一体的交流平台；第三，借着“京津

冀一体化”的东风，图书馆可以请到京、津、冀三

地的专家前来讲座，使读者可以欣赏到更丰富的文

化成果。 

（四）舒适的空间环境 

虽然馆舍面积有限，但是经过近两年来的调整

和装修，馆舍条件得到很大改善。温馨的阅读环境，

图书、期刊及数字资源各种信息资源集于一室的学

习共享空间，触手可及的上网环境（WIFI 全覆盖），

用于小型讲座的传统文化讲堂，鼓励团体协作的研

讨室等等，这些贴心布置受到读者的一致好评，接

待读者人数也逐年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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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校图书馆开展人文素养教育的途径 

（一）紫山讲堂 

“紫山讲堂”是为调动学生接受人文素养教育

的积极性，面向 2014 级本科生推出的一门综合素质

选修课，自从 2014/2015 学年第二学期开始以来，

颇受同学喜爱。该课程邀请京、津、冀众多文化艺

术领域的专家为学生讲授、演绎书法、绘画、音乐、

舞蹈、戏剧等艺术内容，在学分评定上规定学生一

个学年内出勤 5 次，修 1 学分。 

“紫山讲堂”在 2014/2015 学年第二学期共邀

请 10 名来自书法、绘画、摄影、音乐、舞蹈、非物

质文化遗产等领域专家，举办讲座 6 次，开展主题

活动 2 次，共报名 6800 人次，有 2171 学生参加，

占 2014 级本科生比例 29%。 

（二）信息素养教育讲座 

随着信息产业化对社会发展影响的日益巨大和

社会对大学生创新能力要求的日益提高，信息素养

能力的培养越来越受到高校的重视。图书馆因其丰

富的信息资源和雄厚的人才优势成为了高校信息素

养教育的重要基地。开展信息素养教育，有利于图

书馆宣传信息资源，使读者更了解图书馆的资源与

服务；有利于通过馆读互动了解读者需求；有利于

提高读者使用信息资源的能力。图书馆信息素养教

育的形式主要是讲座和现场展示，师资人员来自数

据库商和图书馆馆员，内容主要包括新生入馆教育、

数据库宣传与利用、大学生考试与就业指导等方面。 

（三）利用图书馆隐性课堂，对学生进行价值教育 

1.提倡自主管理，为学生提供自助服务平台 

图书馆为学生提供了勤工助学岗位，用以协助

馆员完成日常工作。另外图书馆还注重为学生提供

锻炼其工作实践能力的平台，漂流书屋就是完全由

学生自主完成借还书、捐书、宣传等日常工作，其

它如“紫山讲堂”、“圕影院”也是由图书馆与学

生社团合作开展的。总的来说，就是图书馆提供平

台、经费、指导等支持，学生单独完成具体工作。

这些工作对于提高大学生管理、沟通、创新等各方

面的能力具有积极作用。 

2.利用空间、人才、信息等资源组织文化活动 

图书馆馆员中有许多各个专业的精英，可组织

他们根据兴趣、特长为学生们举办讲座、沙龙、邮

票展、摄影展、书画展等文化活动，这样既给馆员

施展才华的机会，提高他们的自信心，又丰富了学

生的文化生活。目前开展的主题书展和“郭晖博士

沙龙”已成为了图书馆的日常工作。主题书展配合

文学院开展的“I-Reading”活动，每周根据主题不

同，布置相应图书。“郭晖博士沙龙”则是由励志

人物郭晖博士主持的为全校师生提供的学术和文化

交流平台，目前已举办三期。 

图书馆在人文素养教育实践中取得了一些成

绩，更发现了许多问题，如“紫山讲堂”内容不够

丰富；信息素养教育的开展还没有跟上新形势的发

展，没有更好的利用新技术、新媒体；馆员自身的

人文素养有待进一步提升；人文素养教育开展效果

评估机制还没有建立；还没有寻得更多合作伙伴以

扩大人文素养教育的影响，等等。总之，人文素养

教育在实践中还有很长路的要走，作为高校图书馆

工作者，应该明确自己的职责定位，积极参与到人

文素养教育的进程中，发挥图书馆和个人的各项优

势，创造性地开展图书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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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f university libraries attempting to develop humanistic quality 
education 

——taking the library of Hebe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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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umanistic quality education is being developed at many universities at present. Take the library of 
Hebe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for example, this paper analyzes university library’s position in the education of 
humanistic quality, and studies its effective way to develop humanistic quality education so as to play itself 
function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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