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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位图书馆人，我们不但要对我们自
己承担的图书馆工作尽心，还要对我与我
们息息相关的图书馆事业、图书馆学关注。
图书馆学是研究图书馆工作规律及图书馆
事业建设原理的科学。图书馆学研究是整
个科学研究的一部分，是建立在图书馆实
践基础上的一种创新活动。图书馆学研究
自身虽然要求很高，但并非高不可攀，每
一位图书馆人都有责任、有机会、有能力
从事不同内容、不同范围、不同层次的图
书馆学研究。 



事业使然 

学科使然 

工作使然 
 

责任使然 

兴趣使然 

心理使然 



• 美国的图书馆工作者戴尔S.慕塔内利曾在
《大学与研究图书馆》（1986年9月号）发表
一篇文章《大学图书馆员进行研究对自身和
他们服务的学校均有益》，认为图书馆员开
展研究的益处表现在五个方面： 

       有助于职务晋升； 

    在不可能晋升是提高自身的知名度； 

    改善与教学人员的关系； 

    增加应变和改革的能力； 

    通过知识和经验的交流而提供更优良的图
书馆服务。 

 

 



一、图书馆学论文的类型 
学术论文：凡以科学(包括社会科学)、技术为

内容，运用概念、判断、 证明和反驳等逻辑

思维手段，进行科学、系统的分析,阐明自然

科学或社会科学的原理、定律、科学技术研

究和应用中的各种问题,阐明社会活动中的各

种现象和本质的文章，都属于学术论文的范

畴。 



图书馆学论文应具备五种特性 

• 创新性（核心、灵魂） 

• 理论性 

• 知识性 

• 实践性 

• 可读性 



• （1）从涉及范围角度看 

 

• 基础理论型论文 

• 应用研究型论文 

• 学术争鸣型论文 

• 调研报告型论文 



（2）从内容创新角度看 

 

再现型论文：善于总结和积累，模仿性强。 
 

发现型论文：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发现和
提高。 
 

创见型论文：敢于走前人没走过的路，能
够不断创新。 



（3）从写作取向角度看 

 

求实型论文 

 

辨真型论文 

 

探秘型论文 

 



二、图书馆学论文的写作过程 
 

1.精心准备（核心：大胆假设） 
 

信息准备（贯穿全程） 
 

问题准备（选题） 
 

方法准备 
 

构思准备 
 

方案准备（提纲） 

 



• 捧着金饭碗，不能去要饭。 

本缘知识——核心、基础：图书馆学 “一
十百工程”（1本工具书、1个月；10本专
业著作、3个月；100篇专业论文、2个月） 

同缘知识——如情报学、文献学、阅读学 

近缘知识——如管理学、科学学、计算机
科学、网络技术 

远缘知识——如数学、文学、历史学、 

偶缘知识——任何学科与专业，如体育 

 



学术素质 
美国心理学家吉尔福特的观点： 

    （1）敏感性:容易发现新问题,接受新事物。 

  （2）流畅性:思维敏捷,反应迅速,对特定问题能
给出多种答案。 

  （3）灵活性:应变能力强,适应性强。 

  （4）独创性:产生新的非凡思想的能力。 

  （5）再定义性:擅长发现事物的多种用途和多种
使用法。 

  （6）洞察性:透过现象看本质。 

 



2.扎实写作（核心：小心求证） 
 

观察实验 

 

材料组织——26字母、杏呆困 

 

理论分析(意念-概念-观点-理论） 

 

结论提炼 

 

补改完善 



3.慎重推出（核心：择刊而发） 
 

征求意见 

 

再次修改 

 

交流发表 

 

推广应用 

 

价值评估（评论、评奖） 



4.凝炼方向 
 

“学术方向”是一个人或一个团体进行学
术研究时在一个相对长的时间阶段内选择
的或表现的方位和走向，其中方位指学科
领域，走向指一系列选题的总趋势。 

      信息检索 

      阅读学 

      竞争情报 

      图书馆管理 

      图书馆服务 

      图书馆文化 



一个人或一个团体学术方向的形成往往 

    因地（例如地域、机构、环境）制宜、 

    因时（例如时机、时局、时会）制宜、 

    因人（例如专业素养、知识视野、研究水
平）制宜。 

 

 



从事科学研究的学者似乎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持久战型学者，他们长期或终生从事一

个领域或一个课题的研究，很多人成为某

个学科领域造诣深厚的专家。但容易忽视

相关学科理论与方法的引进，产生研究成

果缺乏时代感、脱离实际的缺憾。 



• 二是游击战型学者，他们善于追踪时代

潮流，能根据社会需要不断变换研究课

题，经常转换学术方向。但是也容易产

生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研究成果零乱缺

少主线、削弱科研竞争力的弊端。 



• 三是阵地战型学者，他们有自己长期不

懈奋斗的学术阵地，但又能及时运用其

他学科领域的理论和方法，不失时机地

向外辐射和出击，延伸领域，扩大战果。

实际上阵地战型学者的研究方法吸取、

揉合了前两类学者研究方法的优点。 

 

 



三、图书馆学论文的内容聚合 



1.选题角度 
 

“选题区域论”  

 

新区（从未有人涉猎的课题、原有课题中的新
问题） 

 

疑区（有疑点和值得商榷的问题） 

 

浅区（已有人研究但还未深入的问题） 

 



热区（热点问题） 

 

要区（非常重要的问题） 

 

交区（交叉学科和边缘领域） 

 



误区（存在错误和失误的领域） 

 

富区（易于产生成果的领域） 

 

禁区（由于政治、权威等原因受到限制的领
域） 

 

特区（拥有特殊资源或优势资源的领域）  

 



2.选题途径 

 

从理论研究中选题 

（基金项目） 

 

从实践应用中选题 

 

从文献资料中选题 

（综述、指导性论文） 

 



从同行交流中选题 

（会议、微信、QQ） 

 

 

从趋势未来中选题 

 

 

从差距问题中选题 

 



从时间过程中选题 

 

从空间地域中选题 

 

从社会发展中选题 

 

从政策导向中选题 

 



四、图书馆学论文的方法运用 
 

2010年，我国5种主要图书情报学期刊发表
544篇论文，用了40种研究方法。见陈传夫、
马浩琴的《图书情报学现实研究中科学方
法应用的调查分析》/人大复印资料.图书
馆学情报学，2012（4）。 

 

《图书馆学学术论文研究方法统计分析》分
析，常用的15种。贾二鹏、易靖涵（郑州
大学信息管理系）。见《图书与情报》 



• 理论分析法 

• 操作实验法 

• 调查研究法  

• 实例分析法 

• 历史方法 

• 系统方法 

• 管理学方法 

• 数理方法  

• 文献计量学方法 

• 比较法 

• 经济分析法 

• 控制论方法 

• 引文分析法 

• 内容分析法 



五、图书馆学论文的形式把握 
题名、摘要、关键词、分类号 

正文       

引言 

主体 

结语 

参考文献 

项目信息 

作者简介 

 



容易被采用的稿件 

（1）符合该刊的刊载范围 

（2）内容新颖、实用性强(能解决当前急需的问题

或是当前研究的热点） 

（3）有翔实的统计数据或调查内容 

（4）文句通顺、无字句错误、有文采 

（5）逻辑性强、思路清晰、段落层次划分得当 

（6）打印版面美观（抄写字迹工整）、图表清晰 

（7）文章标题简明、醒目、引人 

（8）符合该刊撰稿格式（标识、引文等） 

（9）篇幅适当 



祝各位图书馆员同仁佳作连连 
 

敬致“研究方法论与青年图书馆员 

科研能力提升”分会场同仁 

图苑煦风濡长毫， 

字字篇篇勤筑巢， 

只缘襟怀破万卷， 

岁岁翰墨着新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