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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组织方向课程教材体系建设思路探讨 ①

李　敏
（郑州大学 信息管理学院，河南 郑州４５０００１）

摘　要：信息组织方向课程教材体系建设思路主要体现为分类法教材、主题法教材、专题研究教材和信息组织教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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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教材出版情况
在我国高校的信息组织方向课程的改革过程中，无论

是在构建教学体系和教学模式，还是教学方式的改变、课

程内容的创新以及现代化教学手段的普遍使用等，都与教

材建设密切相关。为此，一些高校和出版社在全面规划的

基础上，一方面修订原有教材，吐故纳新，另一方面是积极

推出能反映信息组织课程群建设与信息组织学科发展新

成果、体现现代教育思想、运用现代教育技术的新型教材。

目前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在教材内容的选取与表现

方式上，仍处于探索、提高的阶段。本文依据我国信息组

织方向教材出版情况，对该类教材的建设提出一些想法。

通过国家图书馆书目数据库与 ＣＡＬＩＳ的 ＯＰＡＣ的查
询，并参考相关文献获取１９４９～２０１１年出版的高等学校信
息组织类课程教材的数据，见表１。

表１　１９４９～２０１１年我国出版的信息组织类课程教材一览表 （单位：种）

教材名称 ５０年代 ６０年代 ７０年代 ８０年代 ９０年代 ２０００～２０１１ 总计 占总量百分比

文献分类及类似名称 ２ ７ ７ １０ ２６ ２９．８８％

主题法及类似名称 １ ３ ６ ３ １３ １４．９４％

信息组织及类似名称 ２１ ２１ ２４．７４％

文献编目及类似名称 ２ ２ １ ４ ８ １０ ２７ ３１．０３％

　　数量上以文献编目和文献分类类教材最多，这与它们
是图书馆学专业基础课，并在高校广泛设置有关。信息组

织课程是在２０世纪末为适应网络化平台和数字化信息环
境而开设，所以集中在２０００年后出版。主题法教材稍显薄
弱，这与我国传统上对主题法的研究和使用密切相关。

这些教材中，以适用于图书馆学、信息管理和信息系

统、信息管理学等高校专业的“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和

普通高校教材最多，其次是针对图书馆岗位培训的岗位培

训教材。除通用性教材外，还编有面向医学方面的主题标

引教材和图书发行方向的分类教材。另外，信息组织的实

验教材武汉大学编有２种。大部分教材内容侧重于文献分
类与编目以及网络数字信息组织等。

二　教材存在的问题
现有教材内容主要针对图情和信管专业的本科生，相

对于其他相关专业或领域，如电子商务、计算机应用技术

等电子信息类专业的学习来讲，这些教材个性不足，共性

有余。相对于高职高专和自考学生来说，多理论阐述，不

实用。对于研究生群体来说，则缺乏前沿性和开放性。

现有大多数教材的编写象学术论文，过多地论述和探

讨，提供的操作性远远不够。信息组织之类实践性很强的

课程教材，具体而实用是第一编写原则，这需要编写者以

说明文的方式将大量的实践操作经验融入到定论的知识

传授中，通过案例和实际操作来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兴趣

和能力。

现有教材极少提供配套材料，教学基本上是依赖于一

个纸本教材而完成，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教学效果。正常

的教学至少应配有三种资源：反映当前信息组织实践需求

与理论研究前沿的实用教材，科学实用合理的课程实习指

导书，内容丰富、逻辑性与条理分明的Ｐｏｗｅｒｐｏｉｎｔ电子教案
等。如果有条件，能提供交互性易用性强的在线自测系统

以及能够实现远程访问和网络视听课程等则更好。

现有教材修订更新周期普遍很长。以武汉大学编的

《文献分类学》教材为例，１９８９～２００１年共更新３个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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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２００１年出版的第三版革新了教材体系和内容，但此后
１２年无任何修订。再看“信息组织”教材，２１种教材中仅
有马张华和周宁编著的两部《信息组织》在２００１～２００８年
间更新了３个版本。但前者的修订突破性小，后者虽调整
和更新了内容和结构，但系统性和逻辑性不够。

现有教材多为单独编写或三五人合作，受编者学识背

景的局限，教材内容和体系难有突破。若能将全国担任信

息组织方向课程的教师（图书情报专业背景的教师、计算

机专业背景的教师和其他专业背景的教师）组成编写组，

通过多学科知识的互补渗透方式分工合作编撰，定能编出

适用性强的教材。

三　教材体系建设构想
虽然信息组织课程教材编写取得了很好的成果，但问

题也客观存在。我们以表１所列教材为参照，结合信息组
织实践和信息组织学科发展需要，初步拟定一个含四部分

的教材体系，并提出每一部分教材应有的基本内容和注意

的问题。

１．信息组织教材。信息组织是强调理论的基础型课
程，其教材名称应与内容相适应。但实际情况却不尽然。

冠有“学”的教材，如“信息组织学”和“信息组织学教程”

等应以理论线索组织知识点，不冠“学”的，如“信息组织”

和“信息组织教程”等则应更多地从实践的角度进行介绍。

但现有教材大多均按照“总论———分论”结构进行编排，分

论一般又包括分类语言、主题语言、描述语言、数字资源组

织基本知识等内容，即便是未以“总论———分论”结构编

排，所涉内容也基本上包括了这些方面。所以，在理论线

索上差别不大。在教材内容上，冠“学”的教材应讲授信息

组织的目标、原理、技术、语言和信息集约、标引、存储、整

序、转换、自由获取和创新应用的发展规律，注重信息组织

概念的外延和拓展研究。不冠“学”的应更多关注不同载

体信息组织的方法和技术，特别是新环境中对于信息组织

方法的要求。而今无论用何名，大多均采用传统的纸质信

息组织体系，非纸质信息资源和信息管理的相关领域等的

信息组织的内容并未作为主要内容涵盖其中。

将信息组织学科全部内容融于一本教材中，且要与

“信息组织学”这一学科名称相一致或者相呼应，这是不可

能的，只有根据信息组织教学需要，编写一系列的教材，才

能形成一个完整的教材体系。基于此，建议信息组织课程

的教材宜采用“信息组织学教程”这一名称，以“总论———

分论”的结构组织教材内容，不仅与授课内容相配合，也利

于学生从信息组织学理论和技术方法两个层面清晰地掌

握信息组织知识。但信息描述与分类主题标引等内容不

宜详细涉及，建议在其他教材中作专门介绍。

２．分类学教材。我国分类学方面的教材出版高潮是在
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当时教材主要内容是图书分类理论、
中外图书分类法介绍、各学科各类型图书的分类标引工作

以及同类书排列等。共同特点是资料性较强，理论偏弱；

详国内分类法而略国外分类法，较少从理论角度对编制原

理各异的各国分类法的有关内容进行系统的分析和整合。

目前出版的分类学方面的教材，除继续保留上述内容外，

还重点介绍网络信息分类系统和传统分类法在网络信息

组织中的应用，以及《中图法》电子版及其使用等知识。

分类法教材编写注意的问题：一，教材编写思路注重

理论建设。加强对各国分类法内容的梳理和提炼，同时对

分类法的研究方法、研究目标和意义、各国分类法发展的

一般规律等问题进行系统分析和深入研究，以达到课程建

设的理论性与实践性并重的要求。二，教材结构和内容应

根据教学的实际需要合理安排。分类学除关注国内分类

法内容外，还应关注国外不同类型分类法，特别是国外分

类法在标引印刷型文献、电子资源和网络资源等不同载体

信息的适用情况，及时介绍新型分类法的产生及使用。如

此安排，既阐明分类学研究对象从以往单纯研究印刷型的

文献分类法拓宽到还研究电子分类法以及基于与非基于

文献分类法的网络分类法，也阐明外国分类法发展经验对

我国分类法编制和完善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３．主题法教材。目前国内不多的主题法教材在体系结
构上也大多采用“总论———分论”的框架。总论主要探讨

主题法的理论基础和基本知识，分论主要结合具体词表分

别介绍先组式为特色的标题词法、后组式字面组配为特色

的元词法，以及以后组式概念组配为特色的叙词法等的构

成原理，以及标引方法。总体来说，这种体系结构是较为

合理的。

主题法教材编写注意的问题：一，总论部分要加强理

论研究。主题法的理论来源主要是受控语言和自然语言，

故其理论创新应在受控语言理论框架内进行，并要求教材

对自然语言在计算机技术的应用以及网络技术的普及和

发展环境中具有的独特性的内容要进行梳理、总结和提

升。二，分论部分应兼顾现实性与前瞻性。目前分论内容

都较丰富，但其中有些内容未能及时反映相关领域主题法

的最新发展。如，自然语言的应用、计算机检索系统中对

主题法的改良、主题词法在网络信息资源组织中的使用以

及分类语言与主题语言的兼容互换等。这些有助于学生

明确主题法现状并判断其未来发展走向，拉近国内外主题

法距离，促使学生将主题法与信息组织和分类学课程上学

到的相关知识进行整合，形成相对完整和全面的知识体系。

４．专题研究教材。这部分教材的主要读者和使用者是
图情档专业和信管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基于该教材的用途，

编写应注意三方面：一，体现课程本身特色和院系学科优势。

本科阶段的信息组织教育强调普适性，而硕士研究生阶段则

应更关注开课学校信息组织学科的特色。编写教材时应基

于本院校信息组织的学科优势和自身特点。二，注重前沿性

和重点性。前沿问题既包括信息组织学界在现阶段着重思

考和探讨的理论问题，也包括图书馆和情报所等信息管理机

构，以及工商企业、经贸部门、交通运输、公安检察与政府部

门的信息管理工作在现阶段和未来的一段时期内的主要关

注的热点问题。三，强调理论性和研讨性。教材理论性的提

高，有助于学生对信息组织前沿问题进行深入的理论思考，

并基于此指导其进一步学习和研究。增强教材的研讨性，有

助于培养学生的思考习惯和研究能力。

另外，信息组织教材体系中还应包括现代信息组织技

术、面向不同对象的信息组织以及实验课程的教材。目前

这类教材不多，开课教师大多是根据自己的研究和总结，

并结合国外的有关教材开展教学工作。因此，针对这些课

程编写高质量的教材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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