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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我国中专学校图书馆建设取得了较大发展，但相比于公共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仍

然存在受关注不够、发展不足的问题，无论在馆藏结构还是馆员专业水平等方面都有提升的空间。随着《现

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 年）》的公布，中专学校迎来了最好的发展时期。中专学校图书馆

应抓住这个有利条件，加强馆藏建设,强化图书馆职能，积极参与到学校建设中，促进自身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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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图书馆行业中，中小学图书馆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中小学图书馆的规模、经费、人员编

制及学术地位等各方面均无法与公共馆和大学馆相提并论，使得中小学图书馆处于弱势地位。而在中小学

图书馆中，中专学校图书馆又处于边缘的地位。中专学校图书馆之所以被忽视，与它的主要服务对象不无

关系。中专生大多是中考落榜的学生，这些学生给人的印象往往是不爱看书学习之人。社会对中专生缺乏

关注，那么对服务于他们的图书馆缺乏重视也就不难理解了。虽然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教育水平的提高，

中专学校图书馆近年来也与其他中小学图书馆一样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发展中面临的困难仍然很多。

1 中专学校图书馆普遍存在的问题

1.1 馆藏结构不尽合理

随着近年来教育经费投入的增加，中专学校图书馆的藏书建设有了很大的进步，许多图书馆的藏书量

都有了明显的增长。按照福建省教育厅印发的《福建省中小学示范图书馆评估实施办法（修订）》[1]要求，

以Ⅰ类小学人均藏书 30 册，Ⅱ类小学人均藏书 15 册；Ⅰ类初中人均藏书 40 册，Ⅱ类初中人均藏书 25 册；

Ⅰ类高中人均藏书 50 册，Ⅱ类高中人均藏书 35 册来评估的话，大部分中小学都能达到或接近这个馆藏要

求。如笔者曾工作过的学校——福州机电工程职业技术学校，在校生有 2300 多人，该校图书馆虽不是示

范馆，但藏书量已超过 6 万册，接近Ⅱ类高中生均 35 册的要求。在以评促建的带动下，各中专学校图书

馆对藏书建设都比较重视，藏书量逐年增长。但对于有一定规模的中专学校图书馆来说，藏书结构的科学

化才是馆藏建设的中心问题。从笔者的调查来看，文学类书籍普遍在中小学图书馆藏书中占据较大比重，

少则 30%，多则超过一半。中专学校图书馆也不例外。从读者阅读的角度看，文学类图书比重大固然有其

合理性，但中专学校的工作重点是职业教育，应用型专业课程较多，因此在藏书建设上应注重专业书籍的

采购，增加这部分藏书比例。

1.2 馆员综合素质不高，工作上缺乏创新

目前中专学校对图书馆员的素质还是有一定的要求，如福州市规定要进入中专学校图书馆工作，需要

通过中小学教师招聘考试，而且必须有本科以上学历才有资格报考。因此近年来中专学校图书馆员的整体

水平比以往有了较大提高。然而相对于公共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来说，中专学校图书馆员的素质总体上看

差距较大。在职称的评定上，中专学校图书馆工作者能够评聘的最高职称是中级，因为没有上升空间，

使得他们缺乏工作热情。也无积极性从事学术研究。在中国知网上查找有关中专学校图书馆的论文会发现，



中专学校图书馆文章的质量普遍不高，在核心期刊上发表的文章更是屈指可数。

目前中专学校图书馆读者服务工作主要还停留于常规的借阅服务，较少开展多种形式的读书活动。究

其原因，除了馆员素质差距外，与中专生的文化水平、学习热情和中专校园氛围也不无关系。例如中专生

对于图书馆举办的读书活动参与的热情普遍不高，福州机电工程学校图书馆举办的一次征文比赛只收到 4

篇投稿。但中专生与其他青少年一样具有活泼、好动的特点，中专图书馆除了一般性的新书推荐、读书征

文活动之外，还可举办一些棋艺竞赛、漫画设计等趣味性强的活动，以吸引学生走进图书馆，参与到活动

中，逐步增加对图书馆的了解，进而爱上图书馆。

1.3 中专学校图书馆在学校中地位不高

大学图书馆在学校中通常占有重要地位，而中专学校图书馆在学校中大多不够受重视。一方面在于中

专学校图书馆不像大学图书馆那样在教学科研中起着重要的辅助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其作为“信息中心”

的作用[2]；另一方面也与它的服务对象密切相关，中专学生的阅读水平普遍不高，在笔者曾工作过的福州

机电工程职业技术学校图书馆，借阅量最多的书籍是玄幻类小说，达到总借阅量的 70%，而借阅专业类图

书的学生很少。与普通高中的学生相比，中专生对图书馆的利用率相对较低，这也使得学校领导认为图书

馆的作用不大，因而对图书馆建设与发展也不够重视。

2 中专学校图书馆发展的策略

2.1 中专学校图书馆应根据学校特点办出特色

教育部等六部门组织编制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 年）》明确指出：“中等职业教

育是职业教育发展的重点，今后一个时期总体保持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招生规模大体相当”。
[3]
也就是

说，今后参加中考的初中生将有一半进入职业学校学习，与普高学生的人数一样多。从服务人数来看，未

来的中专学校图书馆将占到中学图书馆的半壁江山，发展前景可观。

建国以来，中专学校图书馆一直作为中小学图书馆的一部分进行管理，并没有区别对待。[4]然而，中

专学校教育有别于普通中学，它施行的是“技能教育”，而不是普通文化教育。中专学校的教育性质更接

近于大专院校的职业教育，只是职业教育的程度与大专院校存在差距。[5]考虑到中专学生不同于普高学生

的阅读特点与需求，中专学校图书馆的建设也应因地制宜，从藏书结构、服务方式等各方面办出自身特色。

2.2 加强特色馆藏与数字资源建设

如上所述，中专图书馆馆藏建设方面不单是馆藏不足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没有一个科学的馆藏结构。

[6]从中专学校师生的需求出发，专业图书采购比例应有所提升。不同的中专学校有不同的专业设置，应根

据学校的专业特色进行有针对性的采购。如计算机和电子技术在福州机电工程职业学校占有重要地位，该

校图书馆就应加大对计算机和电子类书籍的采购比例，以满足师生的教学需求；而作为福州财经职业学校

图书馆，对财会类专业图书的需求明显要大于其他专业图书。

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手机阅读相对于纸质图书有着无可比拟的便利性，学生对电子图书的需求也与

日俱增。
[7]
按照《福建省中小学示范图书馆评估实施办法（修订）》的要求，Ⅰ类初中的电子图书应达到总

馆藏纸质图书的 15%；Ⅰ类高中的电子图书应达到总馆藏纸质图书的 20%。而从目前的发展趋势来看，这

个比例还相对较低。另外，目前绝大部分图书馆的电子资源都是通过采购数字资源库而来，而这些资源往

往不是最新的或热门的，师生的兴趣有限，使得电子资源的利用率不是很高，因此可考虑同时购买这些热



门图书的纸质版和电子版。另外可加强馆际合作，各馆分工将其特色文献资源数字化并实现资源共享。

2.3 加强中专学校图书馆职能，提高“存在感”

中专学校图书馆（包括其他中小学图书馆）往往同时承担教材的征订和分发工作，每到开学初，往往

是图书馆一学期里最忙碌的时候。教材的按时发放是学校教学顺利进行的重要保证，此时的图书馆在学校

领导和教师眼里就显得“很重要”。这也给了我们一个启示，图书馆部门的地位高低和它发挥的作用直接

相关。因此，中专学校图书馆想要提高它在学校中的地位，只提供简单的借阅服务是不可能的，应当多承

担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以提高在校领导和师生心目中的“存在感”。例如，中专学校每年都面临招生压

力，图书馆可以主动参与到招生工作中去。再如，教师评职称写论文时，可能欠缺文献检索知识，不了解

数据库检索方法，查找资料有困难，这时图书馆员就可利用自己的专长，或指导检索途径与检索方法，或

直接帮助检索。这样不但可以体现图书馆的作用，还可以提高图书馆员的专业水平。总之，中专学校图书

馆应积极主动地参与学校的相关工作，而不只是被动地提供图书借阅服务。

2.4 促进馆员自我成长与发展

中专学校图书馆馆员在学校中属于教辅编制，工作安逸，内容单调，待遇也不高，因此难免精神懒

散，缺乏工作热情。这样的状况也让学校领导形成一种图书馆员“工作轻松”“闲得发慌”的不良印象。

为此，图书馆领导要鼓励馆员树立一个自我成长与发展目标，并提供业务培训与外出学习机会，让馆员看

到自身的不足，通过多种形式的继续教育提高自身素质，从而克服倦怠情绪，提高工作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3 结语

随着国家对中职教育重视的程度不断提高，近几年中专学校建设飞速发展，中专学校图书馆也迎来了

良好的发展契机。中专学校图书馆要努力优化馆藏结构，创新工作方式，积极参与学校建设，充分发挥图

书馆为教学科研服务的职能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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