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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館員知能的培育

柯皓仁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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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大綱

圖書館的角色與地位

圖書館所需的人才類型

圖書館館員的專業知能

專業知能與繼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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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的角色與定位 [14]
角色 使用者對圖書館的期望 圖書館員的專業知識與判斷

知識提供者
使用者期待圖書館有電子和其
他資源來滿足他們的需求

圖書館員作為使用者和資源之間的
橋樑，要積極徵集採訪資訊高速公
路上的電子資源

知識中介者
使用者希望能透過圖書館來使
用資訊高速公路

圖書館員負責制定政策、分配織資
源並且決定讓使用者以何種方式透
過圖書館使用資訊高速公路

知識教師
使用者希望透過圖書館來學習
如何使用資訊高速公路

圖書館員指導使用者如何檢索、評
估與利用資訊高速公路上的資源

知識組織者
使用者希望圖書館能夠提供經
過組織的資訊高速公路資源

圖書館員對資訊高速公路資源進行
選擇和組織，進而提供使用者導航
與快速的近用管道

知識生產與出版者
使用者希望圖書館能夠提供由
圖書館建置的線上資訊

圖書館員建置線上目錄與其他資訊
資源，並使它們可在資訊高速公路
上被使用者利用

知識合作與倡導者

服務的社區及機構團體希望圖
書館在設計與實施資訊高速公
路方面成為一個合作夥伴

圖書館員扮演催化劑，將社區與各
機構的資訊高速公路計劃整合起來
，並且促進圖書館在其中的作用與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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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代館員所可能扮演的角色 [15] 

文化角色

教學角色

提供資訊取用

空間提供

代表使用者進行遊說

出版角色

諮詢角色

專案管理

資訊組織

永久典藏管理

資訊檢索與研究角色

環境掃描

新利基市場的主動確認

行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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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位圖書館需要的人才類型 [16]

管理人才

數位圖書館員

技術人才

市場行銷人才

法律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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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A七大領域重要核心能力

美國圖書館學會所訂定於2000年舉辦的第一
屆專業教育會議(Congress on Professional 
Education, COPE)中討論有關第一層級的專業
教育問題，並在此會議中提出「圖書館員核心
能力草案」(Task Force on Core 
Competencies Draft Statement)
知識資源的組織

描述用來組織資訊的原則與應用方法，如編目、分
類、索引、摘要與後設資料

發展各種工具來幫助使用者管理其特定的資訊需求

評估用在資訊資源環境中組織系統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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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A七大領域重要核心能力(續)

資訊與知識

將使用者與適當的資訊連結在一起：展現對資訊尋
求行為和適當反應的瞭解、展現資訊來源的知識、
評估資訊的品質與適當性

展現對資訊產生、散佈和使用週期的瞭解：瞭解對
資訊與資訊散佈對社會與組織結構的影響、瞭解改
變中的資訊環境，如經濟、出版和媒體等、瞭解改
變中的資訊環境對專業的影響

綜合分散的資訊來源來滿足使用者的需求

瞭解資訊檢索技巧及其適當的使用

選擇適當的資訊資源與格式：滿足各種族群的資訊
需求、在經濟限制下更有效地符合使用者的需要

瞭解與維護保存資訊有關的議題與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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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A七大領域重要核心能力(續)

服務
維持一個正面的環境和呈現歡迎的行為

執行有效的諮詢技巧來決定顧客最正確的資訊需求

分析評估顧客的各種需求來調整、修改和改進服務

與顧客共同合作來界定和解決他們資訊需求的能力

使用有效的傾聽技巧和對資訊要求採取一種鼓勵的
方式，讓顧客願意提出進一步的詢問

發展資訊產品與系統的過程中以使用者的角度思考

對基本的資訊蒐集與研究技能提供指導，包括如何
評估資訊來源，評量其學習成果是否符合指導目的

發展和執行有效的公共關係計畫，來傳播資訊素養
的價值

為社會變遷與服務機會而檢視當地與全球資訊環境
的熟練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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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A七大領域重要核心能力(續)

促進學習

應用各種不同的學習理論與方法

評估學習需求

設計與發展教育/指導課程來滿足學習需求

選擇適當的傳遞方法

使用適當的科技呈現有效的簡報技巧

持續評估學習和修正課程/計畫使之更為適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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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A七大領域重要核心能力(續)

管理

引導有效的策略與運作規劃、評估與行銷過程

使用合乎倫理與法律的決策

發展與執行必要的資訊政策與程序

執行有效的人力資源管理

激勵、刺激和引導其他人完成機構目標

展現有效人際溝通技巧的熟練程度

在一個彈性靈活和具有創造力的組織結構中成功地
運作一個團隊環境

培養共同合作，以社群為基礎的合夥關係與網絡；

促進一個容納多元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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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A七大領域重要核心能力(續)

科技能力

掃瞄有關圖書館與資訊服務的科技趨勢

描述電子資訊科技如何和為什麼影響圖書館服務

瞭解電子資訊處理科技硬體與軟體的術語、原則與
應用

使用當代技術和遵守相關的聯邦與州政府之指引來
熟練地創造可檢索之網路資訊資源

對相關科技標準與設置標準之機構的知識

熟練地評估科技產品使之有適當應用

廣泛閱讀先進科技的功能與評估陳述

評估在圖書館與資訊服務應用科技的經濟與服務利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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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A七大領域重要核心能力(續)

研究

評估研究探索與方法的有效性

設計適當的研究調查

使用以資料為基礎的決策與解決問題

對可行的LIS研究保持警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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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知能與繼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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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員繼續教育的意義

繼續教育：係指在專業人員整個工作生涯中，
有系統地更新其專業知識和技術，以彌補專業
理論與實務作業上的落差，並提昇專業人員執
行其專業責任所需的工作品質

繼續專業教育、繼續專業發展、在職訓練、在
職進修、人員發展[1]
張慧銖與邱子恆[2] ：

在館員的職業生涯中是一個持續不斷之過程

有系統地維持、改善與擴增館員工作所需之專業知
識與技術

追蹤、檢驗並提昇館員之專業技術與能力

加強館員進行技術服務與讀者服務之效率與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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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員繼續教育的意義(續)

美國圖書館學暨資訊科學委員會 (National 
Commission on Libraries and Information 
Science，簡稱 NCLIS)指出繼續教育具有五項
意義[3]：

終生學習的觀念，是一種保持個人吸收新知，避免
退化的方法

個人教育的更新

在新領域內求多樣化

個人對於自我發展基本責任的執行

進入專業領域所必須具備的基本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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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員繼續教育的實施方式[6]
職前訓練

在職訓練

修習學位

正式課程選修或旁聽

研習班或研討會

參與研究計畫執行

發表論著

參加讀書會

參與專業性會議與演講

參加討論群

閱讀專業書刊

聘請顧問

與職業團體合作交流

參觀訪問其他圖書館

輪調見習

委託學校或政府訓練中
心代訓

加入學術團體或是專門
性研究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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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員繼續教育的動機與障礙[7]
動機

學習新的知識

增進工作技能

求得職務上的晉升

個人興趣

主管的鼓勵

障礙
上課時間的限制

學費的負擔

地點太遠或交通不便

影響到工作

家庭或小孩的照護問題

缺乏主管的支持

授課方式與課程設計不符
合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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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館員繼續教育主要途徑 [6]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舉辦之各種活動，包括暑
期研習班及各種專題研討會

國立台中圖書館所舉辦之公共圖書館館員培訓
課程

為臺灣大學、政治大學、師範大學、交通大學
、輔仁大學、世新大學、淡江大學、玄奘大學
等圖書資訊相關學系所舉辦之繼續教育活動，
如正式學位(含在職專班)或專題研討會

由政府機構、專業團體或私人企業舉辦之繼續
教育活動，形式包括研討會、產品展示說明會
等

國立空中大學開設之圖書館學課程，透過電視
與廣播媒體提供圖書館學隔空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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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研習班課程
與ALA核心能力之對照

領域名稱 課程類別 數量 課程類別 數量

編目 55 書目控制 3

分類 14 資訊組織 18

主題 13 知識組織 7

權威控制 6 其他 10

總 計 125

館藏發展 18 期刊 13

參考資料 3 電子資源 20

地方文獻 11 網路資源 6

數位典藏 9 機構典藏 4

知識管理 20 維護 9

多媒體 3 其他 4

總 計 120

資訊與知識

知識資源的
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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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研習班課程
與ALA核心能力之對照

領域名稱 課程類別 數量 課程類別 數量

參考服務 7 行銷 38

資訊服務 25 閱讀 39

使用者 24 社區資源 4

資訊素養 19 數位內容 7

法制 61 其他 6

總 計 230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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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研習班課程與
ALA核心能力之對照 (續)

數位學習 33 教學設計 24

多媒體 2 教學科技 3

總 計 62

人力資源 17 經營 37

領導 10 知識管理 6

人際溝通 6 其他 6

總 計 82

管理

促進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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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研習班課程與
ALA核心能力之對照 (續)

數位圖書館 15 自動化 3

XML 35 電子出版 13

Web2.0 8 電腦繪圖 3

網頁 18 數位攝影/影像 18

網站 13 數位版權 5

數位化 13 其他 11

多媒體 12

總 計 167

3

總 計 3

研究

科技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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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會89-96年度暑期研習班課程主題
分析

技術服務、電腦與網路，以及基礎主題課程比例下降；圖書館行政與管理、讀者服
務課程比例上升；而新增的數位圖書館主題約佔所有課程的四分之一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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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會89-96年各年度研習班課程主題
的分布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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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會研習班VS. CILIP課程主題

年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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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會與CILIP課程開課比例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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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教育與認證

學會研習班僅與公務人員學習護照認證配合，
提供公務人員學習時數的認證

研習班若與專業認證制度結合將有助於繼續教
育課程的推廣

課程必須具備完善的評量機制，方能發揮認證
的效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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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教育與認證(續) 

待釐清問題
學會的課程性質：研習班課程是屬於教育課程，還
是訓練課程

認證的基準：例如教育部有其認定的圖書資訊專業
，但接受學會課程的情況是否能夠納入該圖書資訊
專業範圍仍未有一定論

發證單位的權威性：要頒發證書，需先建立發證單
位的權威性。目前學會尚無固定會址，連公務人員
學習時數的認證都無法核發

圖書館是不是一項專業，及其專業如何認定：醫師
、律師、工程師…！「圖書館師」或「圖書資訊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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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LIP認證架構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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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研院在職訓練課程分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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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職能模式展開訓練地圖」的方法
來擬定課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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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員繼續教育課程建議

領域名稱 課程類別 課程類別

編目 書目控制

分類 資訊組織

主題 知識組織

權威控制 NA
館藏發展 期刊

參考資料 電子資源

地方文獻 網路資源

數位典藏 機構典藏

知識管理 維護

多媒體 NA
參考服務 行銷

資訊服務 閱讀

使用者 社區資源

資訊素養 數位內容

法制 NA

服務

資訊與知識

知識資源的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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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員繼續教育課程建議(續)
領域名稱 課程類別 課程類別

數位學習 教學設計

多媒體 教學科技

人力資源 經營

領導 知識管理

人際溝通 NA

數位圖書館 自動化

XML 電子出版

Web2.0 電腦繪圖

網頁 數位攝影/影像

網站 數位版權

數位化 其他

多媒體 NA

研究 研究方法 NA

科技能力

管理

促進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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