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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2015 年 10 月，我国高等教育提出“双一

流”战略[1]。我国图书情报学科要想进入世界一

流行列，需要不断完善自身教育体系，提高本学

科人才培养的创新水平。我国图书情报学科研究

生教育已走过近 40 年历程，其间我国图书情报

教育、图书情报事业不断创新发展，国际化程度

显著提高[2]。然而，随着互联网技术迅猛发展，

传统图情教育要想在新环境下继续保持影响力和

前瞻性，还需不断与国外同行进行比较，找出不

足，优化教育体系。
南洋理工大学的黄金辉传播与信息学院

(Wee Kim Wee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WKWSCI)是新加坡唯一的图情研

究生教育机构，在图书情报领域实力强劲[3]。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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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KWSCI 发起的亚太图书情报教育与实践国际

会议(A- LIEP)是亚太乃至全球图书情报领域颇具

影响力的学术会议，已成功召开七届[4]。根据 QS
(Quacquarelli Symonds)2014 年世界大学排名，

WKWSCI 的传播与媒介研究排名居亚洲第一、
全球第六 [5]。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Wuhan
Univers ity Schoodof InformationManagement，
WHUSIM)是我国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信息

管理研究和教育机构，其一级学科图书馆、情报

与档案管理被评为全国第一[6]，成功主办国际顶

级信息学院联盟年会(iConference 2017)[7]。可以

说 WHUSIM 与 WKWSCI 是中新两国图书情报

领域最具代表性的图情教育机构。
我国图情教育研究大多侧重对欧美图情院校

的分析，缺乏对其他地区具有雄厚图情教育实力高

校的研究；而在分析非欧美地区图情教育的研究

中，也缺少与我国对比[8- 12]。新加坡是除中国之外，

唯一由华人占主体的国家，两国具有类似的文化背

景[13]；新加坡也是高等教育制度和高等教育水平发

达的国家，其高等教育模式和发展经验可以为我

国提供借鉴。WHUSIM 作为 iSchools 核心成员，

其图情教育模式是 IT 驱动下的图情教育现代化

探索；而 WKWSCI模式是信息传播驱动的图情

教育现代化探索。对比 WHUSIM 与 WKWSCI
图情研究生教育概况、培养方向和课程体系，有

助于分析我国图情教育模式的优势、差距及存在

问题，为完善我国图情学科培养体系提供借鉴。

本研究通过分析两个学院相关资料，从硕士

教育和博士教育两个角度，对比两所学院在培

养方向、海外交流、课程体系和教学方式四个

方面的现状，归纳中新两国图情研究生教育体

系的特点和差异，分析我国图情教育体系存在

的不足。

1 研究生图情教育概况

WHUSIM 图情培养体系涵盖本科教育、硕

士教育和博士教育，而 WKWSCI只涉及硕士教

育与博士教育。WHUSIM 设有 4 个硕士、3 个

博士培养方案，硕士培养方案包括情报学硕士、
图书馆学硕士、信息资源管理硕士、图书情报硕

士；博士培养方案包括情报学博士、图书馆学博

士、信息资源管理博士。WKWSCI 有 3 个图情

教育硕士培养方案，即知识管理硕士(Mas ter of
Science in knowledge management， MSc in
KM)、信 息 研 究 硕 士 (Master of Science in
Information Studies，MSc in ISt)和信息系统硕

士(Mas ter of Science in Information Sys tems，

MSc in ISy)，被视为信息管理教育“三大支柱”[14]，

其中，信息研究分为图书馆学(Library Science)和
信息分析(Information Analytics)。WKWSCI 在

图情领域设有 1 个博士培养项目，即信息研究博

士(Information Studies，Doctor of Philosophy)。
关于培养年限，WHUSIM 与 WKWSCI 的研究

生培养都实行弹性学制，详见表 1。

表 1 WHUSIM和 WKWSCI图情研究生教育概况

国际化是研究生教育发展的必然选择，也

是全球化大环境下的必然要求。WHUSIM 与

WKWSCI均重视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海外交流，

并对海外高水平学术会议进行资助。WHUSIM

明确给出了资助的会议列表，WKWSCI 则强调

资助的必须是海外高水平、声望较高、同行评议

的学术会议。WHUSIM 与 WKWSCI 海外学术

会议资助体系见表 2。

WHUSIM
硕士培养 博士培养 博士培养

培养类别
情报学
图书馆学
信息资源管理

图书情报
情报学
图书馆学
信息资源管理

信息研究

资助体系 中国教育部 自费&中国教育部
自费 & 中国教育部
&武汉大学研究生院

自费 &新加坡教育部

培养年限 3～4 年 2～4 年 3～6 年
2～5 年(全日制)
3～7 年(非全日制)

知识管理

自费

1～4 年

信息研究
信息系统

新加坡教育部

1～3 年

硕士培养
WKW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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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生教育的培养方向

研究生教育作为高层次学校教育，担任着促

进学科发展、培养图书情报学科高级人才的重任[15]。
WKWSCI的硕士培养具有清晰的职业定位，博士培

养紧扣前沿，注重跨学科的人才培养；而WHUSIM
的培养方向则主要根据学科的子领域进行划分。
2.1 硕士培养方向

WKWSCI 图情硕士培养方案均为授课型硕

士，无研究型硕士，各培养方案目标各有不同：

(1)知识管理培养计划致力于将不同学科的专业人

员培养成为下一代知识管理的领导者，通过管

理、信息和计算机等领域知识的结合，创造、增

强以及利用各类组织的知识资产。(2)信息研究培

养计划作为在图书馆和信息中心工作的专业资格

之一，主要解决公共和私人组织对信息专业人员

的增长需求，力求通过理论结合实践，培养学生将

信息资源转化为组织创新与发展的能力。(3)信息系

统方案是 WKWSCI 与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School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SCSE)的联合培养计划，旨在满足信息系统领域

对复合型人才的要求，培养学生在信息系统的设

计、开发、维护和管理等方面所需的技能。

院校 WKWSCI

资助
次数

会议
要求

高影响力会议，如 ASIST(美国信息
科学与技术学会)、AOM(美国管理学
会)、ICA(国际传播学会)、A- LIEP(亚
太图书情报教育与实践国际会议)、
ICADL(亚太数字图书馆国际会议)、
CIKM(信息与知识管理国际会议)等会
议；优先考虑需要完整论文(不是长
摘要)的会议，使用同行评议(盲审)，
且接受率相对较低(如不超过 70％)

iConference(国际顶级信息学院联盟年会)
ASIS&T(美国信息科学与技术学会年会)
AERI(美国档案教育与研究联合会年会)
ICAAnnual Conference (国际传播协会年
度会议)
ICEB(国际电子商务会议)
SIGIR(美国计算机协会：情报检索专业组)
CIKM(信息与知识管理会议)
JCDL(国际数字图书馆联合会)
ELPUBConference(电子出版国际会议)

培养期内：硕士研究生 1 次

培养期内：博士研究生 2 次

WHUSIM

培养期内：硕士 / 博士研究生 1 次

IS4SI(可持续社会数字化国际峰会)
IMCW(变化世界中的信息管理国际研讨会)
CHIIR(交互式信息检索会议)
IFLAWLIC(国际图联世界图书馆和信息大会)
ISSI(国际科学计量学与信息计量学大会)
WIS(国际网络计量、信息计量与科学计量学
大会)
NTCIR(亚洲语言信息测评会议)
ICIS(国际信息系统会议)
TREC(文本检索会议)

表 2 海外学术会议资助体系

表 3 硕士研究生培养方向

院校

要求 \ 层次

教育方式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WHUSIM)
学术型硕士 专业型硕士

图书馆学 情报学 信息资源管理 图书情报

全日制 全日制 全日制 / 非全日制 全日制 / 非全日制

培养方向

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与图书馆管理
现代目录学
知识组织与知识管理
信息资源建设与用户服务
信息检索与咨询
文献学与图书文化史
信息资源与知识产权管理
数字图书馆技术与管理

情报学理论与方法
信息管理与知识管理
信息经济与网络经济
信息组织与检索
信息系统工程
竞争情报与管理咨询
信息服务与信息保障

电子政务
企业移动办公
电商商务
数字化信息服务(含大数据应用)
网络计量与网络资源管理
知识产权管理
系统开发与管理

无具体研究方向

院校

要求 \ 层次 信息系统

教育方式 全日制 / 非全日制

培养方向

软件开发与平台
人机交互
信息管理
信息系统安全
系统管理与服务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黄金辉传播与信息学院(WKWSCI)
知识管理 信息研究

全日制 / 非全日制 全日制 / 非全日制

知识相关(Knowledge- re lated)职位
信息相关(Information- re lated)职位
信息技术(Information Technology- re lated)职位

图书馆(library)职业
研究(research)职业
技术(Technology- re lated)职业
信息分析(Information analytic- re lated)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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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USIM 图情硕士培养方案分为学术型与

专业型，二者培养侧重点不同，前者面向图书馆

与信息服务，致力于培养学生的图书情报与信息

科学理论基础，信息系统分析、设计、开发与维

护等能力，理论与实践兼备，注重扎实的学科理

论基础，全面的专业知识，独立从事教学工作、
科学研究、管理工作或技术工作的专业能力，以

及熟练阅读本专业相关文献的能力；后者主要面

向图书馆和信息服务机构有关信息收集、整理、
存储与检索服务方面的工作，强调实践应用，关

注培养学生跨文化交流的能力，要求熟练运用管

理、法律、经济、计算机等学科的知识解决图情

工作中的实际问题。
通过对比硕士培养方向(见表 3)，发现如下差

异：(1)WKWSCI硕士培养主要面向就业；WHUSIM
既面向就业，也面向学术研究。(2)WKWSCI 在

培养方向中列举了该专业毕业硕士生能从事的职

业范围，有清晰的职业定位，而 WHUSIM 并未

明确给出专业型硕士(图书情报学)的职业定位。
WKWSCI 信息系统硕士由 WKWSCI 与 SCSE
联合培养，更注重跨学科知识与技能的融合。
(3)WHUSIM 强调跨文化交流能力的培养，由于

新加坡是多元文化国家，WKWSCI 更重视中西

方多元文化优势的发挥。
2.2 博士培养方向

WKWSCI 与 WHUSIM 图情博士的培养计

划都是为了培养能够从事本学科教育及研究工

作，且具备独立学术和科研能力的人才，具体培

养方向见表 4。WKWSCI 设置的培养方向紧扣

学科前沿热点，如人机交互、社交媒体、移动与

普 适 计 算 (mobile and ubiquitous computing)、
信息行为。而WKWSCI则比较关注信息教育过程

中的游戏及游戏化模式，这符合新加坡政府推行

的各个层次教育都须“寓教于乐”的理念，可以看出

WKWSCI对博士的培养紧密结合国家发展需要。
在 WHUSIM 的培养方向设置中，无论是图

书馆学、情报学还是信息资源管理，培养方向主

要根据学科子领域进行划分，所设培养方向基本

涵盖传统图情领域的各类研究，更强调培养方向

的全面性。在理论方面，WHUSIM 针对每个学

科均设置理论与方法的培养方向；在实践方面，

WHUSIM 设置信息资源建设、信息经济与信息

资源管理、数字资源长期保存与增值服务、网络

信息安全等培养方向。

表 4 博士研究生培养方向

2.3 研究生培养方向设置的差异

(1)硕士教育模式的差异：WKWSCI 图情硕

士教育主要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WHUSIM 则

是学术型人才与应用型人才培养相结合。WKWSCI
图情硕士教育主要面向就业，课程设置是为了培

养学生在组织和社会环境中探索和分析信息需求，

并采取适当和有效的策略来满足需求的能力。调研

发现，WHUSIM 与我国其他大部分高校为图情

专业硕士提供的就业方向都比较模糊。
(2)博士教育模式的差异：WKWSCI 在图情

博士的培养方向设置上更注重与前沿热点的结

合，而 WHUSIM 在培养方向中并未突出前沿热

院校

专业

教育方式

培养方向

WHUSIM
图书馆学 情报学 信息资源管理

图书馆学理论研究
目录学文献学研究
信息资源建设研究
知识组织与知识管理研究
信息检索与服务研究
信息资源与知识产权研究

情报学理论与方法
信息组织与信息检索
信息分析与竞争情报
信息经济与信息资源管理
信息计量与科学计量
信息服务与信息保障
信息系统管理

信息资源管理理论与方法
知识管理与知识工程
数字资源长期保存与增值服务
数字信息资源管理与服务
信息资源知识产权研究
网络信息安全

全日制 / 非全日制

WKWSCI
信息研究

人机交互
游戏及游戏化
信息检索与分析
社交媒体
移动与普适计算
信息行为
信息素养
知识组织
知识管理应用与实践

全日制 / 非全日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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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 强 调 培 养 方 向 设 置 的 全 面 性。这 说 明

WKWSCI 对博士研究生的培养更加关注学科在

新兴与热点领域的人才培养，而 WHUSIM 的博

士培养方向对图情学科各个子领域皆有涉及，注

重人才体系的全面系统的建设。

3 研究生教育的课程体系

WHUSIM 与 WKWSCI 研究生教育的课程

设置各具特色，WHUSIM 强调传统图情理论与

方法应用的同时，突出“信息、技术与人”的

iSchools 建设理念。WKWSCI 注重跨学科的教

育，关注图情教育与传播学等学科的融合，体现

信息传播驱动的培养模式。
3.1 WHUSIM 研究生课程设置

3.1.1 硕士生课程

由于 WHUSIM 专业型硕士与学术型硕士两

个方案培养人才的侧重点不同，专业硕士旨在通

过高水平的专业训练，培养具备一定理论基础且

适应特定行业或职业实际工作需要的高层次专门

人才，所获学位具有职业背景，属应用型；学术

型硕士旨在培养学生的理论基础知识与专门职业

能力，注重学术研究，主要向教学及科研机构输

送人才，属科研型。因此，两者在学制、学分设

置、课程设置等培养方案上存在较大差异。
(1)差异化的学分设置。鉴于学术型与专业型

硕士培养目标不同，二者在学制、学分设置方面

差别较大。WHUSIM 学术型硕士(包括图书馆

学、情报学、信息资源管理)，突出课程环节，委

培类研究生的实践环节可申请免修；专业型硕士

(图书情报)突出实践环节，具体学分设置情况见

表 5。相对而言，对学术型硕士的科研论文要求高

于专业型硕士，而实践环节要求低于专业型硕

士。总体而言，二者在专业性和学术性上的分野使

得培养方案、目标有所差别，但存在重合交叉。

学术型硕士
总学分 公共必修课 学位论文

42 5 10

专业型硕士
总学分 公共必修课 学位论文

29 5 8

学科通开课 研究方向必修课 选修课 实践环节

7 6 12 2
专业必修课 选修课 专业实践

10 2 6

表 5 WHUSIM硕士生学分设置

(2)层次分明的课程设置。WHUSIM 在课程

设置与学科体系上致力于实践内核的巩固、人文

与技术并重、理论与应用结合。学术型硕士须修

4 门学科通开课(5 选 4)，涉及计算机网络、数据

库、信息系统、研究方法等；而专业型硕士开设

4 门专业必修课，包括信息检索、组织、建设与

服务。在选修课方面，可根据课程内容分为 8
类，即图书情报学理论与方法课(如图书馆研究进

展、情报学理论)，信息管理(如信息管理与信息

法学、信息检索进展)，信息用户与服务(如科学

数据管理、信息行为研究)，信息技术、系统与网

络(如数据挖掘的原理与方法、数字图书馆原理与

技术)，组织管理与环境(如国际视野中的图书馆、
信 息 资 源 法 律 问 题 研 究 )， 相 关 专 业 课 (如

E- Learning 理论与实务、电子政务系统)，其他

专业课(如 IT项目管理、战略管理)。

学术型硕士力求在各专业的研究方向上进一

步塑造人才培养特色，图书馆专业重点面向图书

馆方面的资源组织、用户、图书馆管理等问题，

关注学术图书馆、公共图书馆的具体业务(如馆藏

资源建设、参考咨询)，以及针对不同用户群体需

求与行为的个性化服务；情报学专业面向更广泛

领域的信息资源和信息系统，实现以用户为中心

的组织、管理，以及开发和应用；信息资源管理

专业侧重掌握系统的信息资源管理基础理论知识

和专业知识，以及独立从事科学研究、教学工

作、专业技术工作和管理工作的能力。与学术型

硕士相比，专业型硕士选修课选择面相对狭窄，

主要围绕图书馆(信息中心)管理、技术以及情报

分析、信息资源管理等问题设置，涉及行业发展

前沿讲座、竞争情报、情报分析与研究、信息资

源知识产权、资源保存与保护、数字图书馆关键

理论研究

54



◎2018 年第 2 期◎

技术、信息系统、各类型图书馆(信息中心)管理。
总的来说，WHUSIM 趋向于把图书情报学研究

引向纵深，比如当前处于数据信息时代，重视信

息 经 济 学 理 论 与 大 数 据 研 究 课 程 的 开 设 ；

WHUSIM 关于图书馆学与情报学理论课程分立

单独开设，基本不存在二者合并开设情况，强调

学科细分与精细化研究。
3.1.2 博士生课程

WHUSIM 博士生培养方案中并没有如硕士

般列出具体研究方向，但博士研究生在研究方向

上均有一定的积累和偏好，一般通过独立研究、
与导师协商等形式完成学分要求。博士生需修

12 学分，其中公共必修课 4 学分，其他学位课

不少于 4 学分，其余为选修课学分。
WHUSIM 的博士生课程设置较灵活，根据

不同的性质，这些课程有：(1)专业课，如复杂

科学理论、信息计量与科学评价；(2)方法课，

如图情档研究方法论；(3)技术课，如信息检

索技术、人机交互研究；(4)专题课，如科学数

据管理专题研究、数字出版专题研究、中国编

辑思想史专题研究、民国出版业专题研究；

(5)前沿课，如知识产权前沿问题，国际档案

事业发展研究；(6)讨论课，如国外经典文献

选读。
总体而言，WHUSIM 博士生课程涉及面较

广，但对专门研究方法课程的重视程度有待提

升，除开设概论性图情档研究方法论外，还应关

注图情领域其他特色研究方法课程，如信息政

策、信息系统研究方法；信息技术课程种类较为

丰富，基于计算机网络与技术，围绕数据库技

术、信息技术与信息系统，开展信息检索技术与

人机交互研究。这说明 WHUSIM 作为 iSchools
成员，重视利用 IT 技术驱动图情学科的现代化

发展，这有利于适应当前大数据与互联网 + 环境

下的多元信息环境。WHUSIM 博士生课程与社

会需求结合紧密，知识产权前沿问题、国际视野

中的图书馆等课程的开设反映其对学科前沿的思

考，及对国外先进经验的吸纳，有利于驱动学科

的变革与发展。

3.2 WKWSCI 研究生课程设置

3.2.1 硕士生课程

WKWSCI 设有 3 个图情教育硕士方案，即

知识管理、信息研究和信息系统。
(1)知识管理。该方案具有跨学科属性，以管

理学、计算机、信息科学三大领域为学科基础，

结合企业管理、图书馆和信息科学、信息系统、
计算机科学、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

的理论与实践，目的在于培养能够为各组织机构

创造、挖掘以及善用知识资产的知识管理领导

者。其必修课程包括知识管理基础、知识管理实

践与实现。选修课程分为 A、B 两组：A 组主要

涉及信息和知识组织、知识管理和政策、知识技

术与实践；B 组包括商务智能、情报资本、知识

社会学、组织案例、知识管理测度、社区实践、
信息创业、组织领导，以及商务信息来源与服务。
通过对专业课程的学习使得学生熟悉在组织机构

内部进行知识管理的策略与技巧，加深对知识管

理系统内的关键理念、功能和热议话题的认识，

理解内容管理方面的重要原理，将相关技巧灵活

运用到知识的整合和分类、信息检索系统中去。
(2)信息研究。该方案分为图书馆学和信息分

析两个研究方向，旨在解决组织日益增长的信息

专业人员需求。图书馆学重点提供适用于任何类

型图书馆和信息管理工作的基本知识，而信息分

析专注于方法、工具和框架的应用，以管理分析

以及衍生传统和数字信息资产。同时，信息分析

也兼顾学生的领导能力和分析能力，通过搜索挖

掘、组织分类、分析使用信息，从而构建和管理

组织信息。两个研究方向必修课相同，包括核心

课程(人类信息行为研究方法)与基础课程(如信息

表达与检索、信息化组织、信息管理、信息职

业：遗产价值与伦理、组织技术管理)；图书馆学

选修课包括收藏开发与管理、编目与分类、企业

管理资源与服务、儿童及青少年资源与服务、参

考与信息发现、遗产工作理论与实践；信息分析

选修课涉及组织记录管理、数字图书馆、社交媒

体分析、文本与 Web 挖掘、数据提取技术、信

息可视化、信息挖掘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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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信息系统。该方案作为 WKWSCI与SCSE
之间的合作硕士项目，侧重与信息科学与计算机

科学的结合，专注于信息系统设计开发与维护管

理，结合信息系统、信息管理、软件工程、知识

管理以及其他计算机相关领域的优势，强调信息

系统专业人员的技术和软技能。必修课程内容涵

盖信息机构与设计、软件工程、数据库系统、计

算机编程、人机交互，以及信息研究方法与数据

分析等；选修课程包括信息检索、分析与可视

化、应用程序开发、测试与性能分析、信息检索

与分析、数据挖掘、信息系统管理、信息系统安

全，以及高级人机互动等。
整体而言，WKWSCI 较重视数据分析类课

程的开设，注重培养学生从海量数据中提取并挖

掘信息与知识的能力，强调数据驱动背景下的研

究与应用，同时也注重学科新兴技术相关课程的

开设。特别是信息系统这一方案，鉴于其合作项

目属性，在交互技术和网络通信上有较为明显的

优势，如数据挖掘、入侵检测、高级人机交互

等，这些课程都反映了技术的最新发展。
3.2.2 博士生课程

WKWSCI 博士课程的核心目标是使博士生

深入了解图情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信息检索、参

考咨询服务、信息组织和信息检索等领域。必修

课包括科学研究方法、信息传播领域定量研究、
信息传播领域定性研究，选修课程涉及信息科学

独立研究、健康传播理论与基础、智能信息检

索、新媒体与社会、用户信息行为。
WKWSCI 博士课程 设 置 具 有 如 下 特 点 ：

(1)WKWSCI 突出对研究方法的高度重视，博士

必修课均和研究方法论相关。注重博士生的独立

研究，比如在选修课程中设置“信息科学独立研

究”，旨在引导学生在自己的研究方向上进行独

立探索和实践。(2)WKWSCI 开设了传播学类课

程，图情研究与传播学结合紧密，体现了该学院

在信息传播领域的特色和融合发展的趋势。
WKWSCI 将传播学课程引入图书情报学博士

生课程，有利于学生思路的拓展、视野的开阔。
(3)WKWSCI 不定期开设研讨课(seminar)，邀请

国际知名学者和业界人士与师生互动交流，强调

课程内容的与时俱进，注重学校教育与社会实践

的紧密结合。
3.3 WHUSIM与WKWSCI课程设置对比

WHUSIM 与 WKWSC 研究生课程类型较为

多样化，不拘泥于单一的课程类型形式，课程体

系追求多样化是两个学院共同的特征。WKWSCI
虽然开设了较多信息技术与计算机编程等实践

课 程 ， 但 是 在 研 究 生 教 育 上 ，WHUSIM 与

WKWSC 均以基础教育为首要任务，只有让高知

人才具备扎实的理论素养，才能正确指导学科前

进的方向，继而保持学科的核心竞争力。两所学

院课程差异如下：

(1 )WHUSIM 课 程 更 具 传 统 图 情 特 色。
WHUSIM 图书情报学教育保留了传统图情特色，

图书馆学、情报学理论类的课程开设较多，但注

重学科细分与精细化研究。图书馆学、情报学分

专业分别设置相关理论课程，如图书馆学理论、
情报学理论；图书馆学研究、情报学研究，图书

馆研究方法、情报学研究方法等。
(2)WHUSIM 课程更注重图情基础理论。

WHUSIM 图书情报学基础理论的地位突出，开

设多门图书情报学理论与方法、图书情报学进展

的课程，例如，情报学理论、图书馆学基础理论

研究、信息资源管理原理等。而 WKWSCI 罕见

相关课程。可见 WHUSIM 比 WKWSCI 更加重

视图书情报学科基础理论研究。同时，对于诸如

竞争情报等学科重要分支，WHUSIM 开设了相

关课程，从理论到实践，由系统到应用，对各分

支进行相对集中的、全方位的研究。
(3)WKWSCI 课程更强调跨学科研究。由于

WKWSCI 是一种信息传播驱动下的图情教育现

代化模式，因此，WKWSCI 在图情课程体系中

融入大量传播学相关理论与方法，而 WHUSIM
在课程设置中着重强调的是传统图情方法的运

用。跨学科研究是当前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发展

趋势，面对当前多元化的社会需求，图情研究生

的培养应以问题为导向，兼具精细化研究与跨学

科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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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WKWSCI 课程更具针对性。WKWSCI硕
士生根据培养方案类别选修相关课程，课程设置

更具针对性。如信息研究研究生分为图书馆学和

信息分析两个方向，二者选修课课程内容差异较

大，图书馆学主要为图书馆培养专业人才，因此

其课程设置主要涉及信息管理、知识组织、信息

咨询服务等；而信息分析则是培养信息专业人

才，因而其课程设置涉及数字媒体技术、社会网

络分析以及其他信息分析技术相关内容。
(5)WKWSCI 课程更注重技术与实践。信息

系统硕士是 WKWSCI 与 SCSE 合作培养项目，

主要培养信息系统研发与设计方面的人才。该培

养方案重视用户研究，需要学习人机交互、用户

界面设计等实验课程。该方案还非常重视研究生

信息技术能力的培养，开设的其他实验课程还包

括信息技术、信息安全、计算机编程等，重视培

养研究生的管理与技术能力的融合。WHUSIM
在课程设置上除了基本的图书情报理论与方法、
信息检索、组织、分析、管理、服务外，还涉及

各重要分支相关课程，如竞争情报、企业管理咨

询，课程内容较偏重于理论阐释，相对缺少相关

的实践型课程。

4 完善我国图情研究生教育体系的建议

4.1 加强网络环境下课程设置的深度，丰富课程

设置模式

WHUSIM 课程设置种类丰富、形式多样，

但课程层次有待加强。首先，课程大多集中在信

息计量、信息服务、信息资源管理、数据挖掘等

传统图情领域[16]，缺少像 WKWSCI 开设的学科

交叉课程，如智慧资本(Inte llectual Capital)、知

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Knowledge)；其次，虽开

设信息管理国际学术前沿以及多门专业前沿选修

课，但均为概论性的介绍，课时较短。在动态复

杂的网络环境下，国内应引导图书情报研究生教

育向纵深发展，积极设置具有学科交叉性、紧密

结合前沿热点的课程。
WHUSIM 课程教学模式较为单一，研究生

课堂教学多为传统课堂教学。经相关实地调研得

知，我国图情研究生教学大都停留在传统的“传

授 - 接受”模式。而 WKWSCI强调在移动互联

时代，教学方式也要随之变革，如翻转课堂教学

法实现学生、教师、网络的有机结合[17]；专业研

讨会增加学生与图书馆、企业人士的互动交流[18 ]。
对此，我国图情研究生课程模式应该逐步实现多

元化，在传统教学模式的基础上，根据实际情

况，分阶段有选择性地引入翻转课堂教学法、专

业研讨会、实地教学、远程教学等模式，不同性

质的课程采用差异化的教学方式，积极探索图情

课堂教学改革的新途径。
4.2 尝试多领域、跨学科的合作培养模式

培养适应社会需求的复合型专业人才是图情

教育的发展方向。WKWSCI 为加强研究生信息

技术的培养，与计算机学院开展联合培养项目。
WHUSIM 在跨学科选修课的基础上，应注重培

养图书情报学与其他专业的复合人才。图书情报

学科研究已呈现跨学科发展态势，与图情学科研

究结合最为紧密的学科领域包括计算机科学、传

播学、管理信息系统和媒介研究等[19]。国内图情

研究生教育应充分借鉴新加坡的先进经验，与其

他相关学院开展联合培养，有利于完善研究生知

识体系、增强职场竞争力。而对于学术研究而

言，加强不同学科和领域的互动合作，能够开拓

研究视角和研究方向，研究广度与深度都可以得

到全方位加强。
4.3 构建以职业需求为导向的专业硕士教育体系

相较于 WHUSIM，WKWSCI对于硕士的教

育体系的就业定位更明确，课程设置更具针对

性，教学方式更多样化。经过调研发现，国内其

他高校在图情专硕培养方向与 WHUSIM 存在同

样的问题。专业学位教育需要强调职业性，避免

与学术学位培养模式的雷同[20]。因此，对于国内

图情学科专业硕士的培养，首先应在培养方向设

置中应细化专业培养方向，给学生以明确的职业

定位；其次，在课程设置中，专业硕士课程应该

以职业能力与社会参与为导向，更加强调实践与

技能的培养，可采用将实践基地实习纳入学分体

系的方式来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21]。国内虽然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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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高校在尝试实践基地的建设，但是培养过程中

专业型硕士实际参与实践的比率还很低；最后，

对于专业硕士的教学方式应该多元化，可以采用

如专业研讨会的形式加强与产业界的交流互动，

在加深对职业定位认识的同时，也可作为产业界

与学术界之间需求与成果转化的沟通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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