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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Science、Library Trends、The Library Quarterly、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ibraries and 

Information Studies、The Journal of Academic Librarianship 进行了跟踪阅读，以求及时了解国外图书馆学

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掌握学科研究的前沿与热点，为未来进一步研究提供思路。［方法 / 过程］系统梳

理上述期刊 2020 年刊载的全部文章，分析归纳文章主题分布与研究前沿热点。［结果 / 结论］通过对上

述期刊 2020 年刊载的 417 篇研究论文进行主题分析发现，文章主要涵盖基础理论、信息行为、信息资源

建设、图书馆服务、知识管理、信息素养、学术出版、图书馆管理八个主题。研究热点包括基础理论研

究、信息行为研究、知识管理研究、开放获取研究、图书馆服务、图书馆管理六个方面。研究前沿包括

关注特殊群体的信息需求、重新审视文化遗产、图书馆员性别收入差异、图书馆与学生成功的关系四个

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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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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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图书馆学前沿专题研究”博士生课程在柯平教授的指导下，对国外图书馆学代表性期刊

所刊载的文章进行跟踪分析，了解学科发展趋势，及时掌握学科研究前沿与热点。到了 2019

年［2］，这项工作已经形成了一系列研究成果。本文在前人跟踪研究的基础上，继续对 Journal 

of Documentation（ 以 下 简 称 JOD）、College& Research Libraries（ 以 下 简 称 C&RL）、Library 

& Information Science Research（ 以 下 简 称 LISR）、Journal of Librarianship and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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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 以 下 简 称 JOLIS）、Library Trends（以下简称 LT）、The Library Quarterly（以下简称

LQ）、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ibraries and Information Studies（以下简称 IJLIS）、The Journal of 

Academic Librarianship（以下简称 JAL）八种期刊进行跟踪阅读，了解国内外图书馆学发展现状，

为我国图书馆学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开展提供借鉴。

1 文献来源   

JOD 期刊创刊于 1945 年，2019 年影响因子为 1.725，旨在提供与文件和记录知识相关的理

论、概念、模型、框架和哲学的独特焦点，是一本学术性非常强的专业期刊。C&RL 创刊于 1939

年，2019 年的影响因子为 2.052，旨在促进协会与会员之间的官方交流，研究议题主要是大学图

书馆面临的问题。LISR 期刊创刊于 1979 年，2019 年的影响因子为 1.485，主要关注图书情报学

的研究过程，特别是对创新方法和理论框架的展示，及对著名方法和工具的非常规扩展与应用。

JOLIS 期刊创刊于 1969 年，2019 年的影响因子为 1.479，侧重于研究成果、工作实践的重大发展

报告和对信息专业核心问题的讨论。LT 期刊创刊于 1952 年，2019 年的影响因子为 0.836，探讨

图书馆学的重要趋势，包括实际应用、深入分析和文献综述等。LQ 期刊创刊于 1931 年，2019

年的影响因子为 1.468，包含了用定量、定性、评价、分析和混合方法来评估图书馆在社区和社

会中的作用。IJLIS 期刊创刊于 1950 年，2019 年影响因子为 0.583，该刊关注世界范围内图书情

报学（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以下简称 LIS）研究趋势，并描述由于引进新的信息通信

技术、多学科方法和不断变化的实践而产生的转变。JAL 期刊 2019 年的影响因子为 1.235，主要

发表与高校图书馆相关的文章。

2 主题分析   

通过系统梳理以上八种期刊 2020 年的所有文章，确定文章的主题分布。JOD 期刊 2020 年

刊载文章共 6 期、73 篇，其中编辑部声明 1 篇，研究论文 72 篇。C&RL 期刊 2020 年刊载文章

共 7 期、90 篇，其中主编寄语与书评 35 篇，研究论文 55 篇。LISR 期刊 2020 年刊载文章共 4 期、

35 篇，全部为研究论文。JOLIS 期刊 2020 年刊载文章共 4 期、97 篇，其中 6 篇书评，91 篇研究

论文。LT 期刊 2020 年刊载文章共 4 期、43 篇，其中 4 篇编辑介绍，1 篇后记，38 篇研究论文。

LQ 期刊 2020 年刊载文章共 4 期、44 篇，其中研究论文 25 篇。IJLIS 期刊 2020 年刊载文章共 4 期、

25 篇，全部为研究文章。JAL 期刊 2020 年刊载文章共 6 期、76 篇，全部为研究论文。通过对

上述八种期刊 2020 年刊载的 417 篇研究论文进行主题分析，并参考王芳等对国内情报学研究主

题的划分［3］，以及张雪梅构建的国内图书馆学研究主题分类表［4］，并依据文章的实际情况进行

适当调整，将以上八种期刊 2020 年刊载文章分为基础理论、信息行为、信息资源建设、图书馆

服务、知识管理、信息素养、学术出版、图书馆管理八个主题，文章具体数量与主题分布如表 1

所示。

1 文献来源   

2 主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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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八种期刊 2020 年研究主题分类表

（单位：篇）

序号 主题 JOD C&RL LISR JOLIS LT LQ IJLIS JAL

1 基础理论 29 1 12 21 16 12 1 2

2 信息行为 12 — 5 18 8 3 8 11

3 信息资源建设 5 7 — — — — — 9

4 图书馆服务 5 19 4 20 — 6 7 20

5 知识管理 5 — — 3 — — 4 —

6 信息素养 4 7 2 6 — — 2 9

7 学术出版 3 2 — — — — — 5

8 图书馆管理 9 19 12 23 14 4 3 20

资料来源：笔者整理

2.1 基础理论

分析与统计发现，学术期刊较为重视基础理论研究与理论创新。在 2020 年发表的 417 篇文

章中，超过五分之一文章是关于学科发展基础理论的研究，包括信息行为、知识管理、图书馆管

理、LIS 教育、数字人文等主题，内容大致涵盖概念辨析、理论拓展、理论转化、LIS 教育、数

字人文五个方面。

2.1.1 概念辨析

对专业领域内概念进行辨析，为理论研究奠定基础。一方面是从总体上进行概念研究，如

Dalmer 等概述了 LIS 中信息工作的使用条件，从而推进了信息工作的概念研究［5］；Bronstein 通

过理解问题双方的社会和文化鸿沟，重新构造了信息边缘化和信息抵制的现有概念［6］；Bosancic

等从两个角度概述了建构主义对信息概念的理解［7］。另一方面是提出并探讨新概念的价值，如

Birdi 等将“中立性”的概念整合在一起，从而把 LIS 中立性置于一个整体框架内［8］；Burnett 等

提出了“黑暗知识”的雏形模型，并更详细地探讨了该概念的特征［9］；Engstrm 等通过对丹麦哥

本哈根和瑞典马尔默公共图书馆政策文件的分析，探讨了在公共图书馆环境中，参与的概念如何

影响政策文件［10］。新概念为新问题的探讨注入活力，丰富了图书馆学理论。

2.1.2 理论拓展

建立新理论或发展已有理论，对现有理论成果进行拓展与完善。在建立新理论方面，Cruza

等提出了一个概念框架，考察了组织相关、操作相关和共同创造相关因素对图书馆服务创新以及

图书馆绩效的影响［11］；Yin 等提出了人文社会科学数据存储库的评价标准框架［12］。在发展已有

理论方面，Yu 等建立了一个解释社会信息访问差异的综合框架，为信息访问差异提供了综合而

新颖的解释［13］；Bosani 详细描述了观察者认知系统内的交流和知识获取过程，旨在深化香农的

信息论理论［14］；Erdelez 等提出了信息偶遇的概念化定义和范围、信息偶遇的时间模型和改进模

型，并扩展了信息偶遇的先前模型［15］。

2.1.3 理论转化

对理论的转化、传播与应用进行分析，探讨理论的实际应用情况与演化路径。有从多学科

SBBJB（加周年）.indd   15 2021/7/2   9:47:58



016

第 3 卷 第 2 期  2021 年 6 月

文 献 与 数 据 学报

016

宏观视角进行理论转化，如 Dewey 查找了对福柯作品的引用情况，评估了文章对福柯作品使用

的性质和深度［16］；Aurora 等研究了萨沃莱恩的日常生活信息搜索（Every Life Information Seeking, 

ELIS）模型的传播和影响，以及其作为研究理论和方法的用途［17］；Wang 等通过追踪技术接受模

型的传播来研究理论知识的跨学科传播机制［18］。也有结合 LIS 进行理论转化，Kushkowski 等说

明了潜在狄利克雷分布（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LDA）主题模型在研究跨学科领域方面的有用

性，建议图书馆和信息科学领域可以应用此理论［19］；Kitzie 对于如何利用“世界咖啡屋”方法

（World Café Methodology）支持 LIS 以社区为中心的研究和实践进行了分析［20］；Dabengwa 等概

述了在 LIS 和其他学科中使用解释现象学分析的方法论和理论途径［21］。

2.1.4 LIS 教育

对 LIS 教育中的课程设置进行分析，完善 LIS 课程内容，提升学生能力。除对发达国家 LIS

教育进行研究，如 Jones 通过对北美 10 个 LIS 课程网站的开放获取课程描述、任务陈述和核心学

习目标的内容分析，探讨了如何向学生传递社会公正教育［22］；Hare 等介绍了大学教育学院博士

学位课程作业的编制，为有兴趣设计开放式教学法实验并促进博士生采用开放式实践的从业者提

供建议［23］。还对其他国家进行了研究，Buarki 等调查了科威特基础教育学院 LIS 系校友过去和现

在的技能，从校友角度出发做出课程更新的决策，以满足就业市场的需求［24］。LIS 教育研究在实

践中探索新方法，如 Croft 探讨了在课程设计中嵌入一致性建构阅读清单的实践［25］；Pan 等提出

一种新的机器学习方法，分析学生在整个教学期间的考核分数，以预测他们的期末考试成绩［26］。

2.1.5 数字人文

数字人文的发展正推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进入一种数据驱动研究模式，为人文科学研究提

供了新的研究路径和方法。Wang 等通过历史分析和文献计量学的方法，揭示了数字人文在我国

的发展情况［27］；Wang 等以敦煌石窟为例，提出了基于文献、研究报告、学术论文、图像等多

模态文化遗产数字资源的智能数据建设的相关研究和工程路线［28］；Deng 等以数字人文的方法为

基础，提出了一个汉语口语记忆开发概念模型，并说明了这种细粒度的模型是如何帮助汉语口语

记忆中丰富而分散的账户进行分类［29］；Qian 运用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和量子地理

信息系统（QGIS），对中国一本比较重要的珍本《明诗综》中的诗人分布情况进行了分析和可视

化［30］；Zhu 等以中国语境下的“古代中国研究”和“数字人文”概念为基础，提出一种研究数

字人文网络基础设施的概念模型［31］。

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涉及不同的主题，其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化，理论的创新与扩展还应

通过实践来检验。

2.2 信息行为

有关信息行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信息搜寻与利用、信息需求、信息公开与共享、阅读行为四

个方面。通过研究不同群体的各类信息行为，寻找影响信息行为的因素，帮助信息搜寻者快速、

准确查询到结果。

2.2.1 信息搜寻与利用

分析不同群体的信息搜寻与利用行为，帮助信息查询者更好地管理与利用信息。有对信息利

用行为进行研究，如 Mowbray 等研究了苏格兰 16 至 24 岁的求职者使用求职网络的信息行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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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缺乏信心导致年轻人在找工作时不能充分利用自己的社交网络［32］。有对信息行为理论模型进

行研究，如 Marshall 等研究了信息在年轻波兰妇女移徙经历中的作用，并提出了一个描述移民信

息行为的关键因素模型［33］。有将理论用于特定信息行为研究，如 Willson 等采用建构主义理论

方法，描述了早期职业学者的情感体验及其与特定信息行为的关系［34］；Zhu 等基于查特曼的圆

周生活理论，研究了中国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的日常信息搜寻行为［35］。有对健康信息寻求行为

进行研究，如 Park 等探索了多种慢性疾病患者利用社交媒体获取信息的健康信息搜寻行为［36］；

Kim 等通过了解青少年在移动设备上寻求健康信息的信息行为，为年轻人使用移动设备和应用程

序来管理健康问题提供了启示［37］。

2.2.2 信息需求

信息需求导致信息搜寻行为，分析不同群体的信息需求，探寻引起信息需求的因素。

Buchanan 等探索了年轻新妈妈的信息需求问题，呼吁学者进一步研究人们如何认识并关注复杂

的信息需求和影响因素［38］；Schulthei 等通过研究老年人对公共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的“感觉需

求”，帮助公共图书馆开发和实施有意义的服务来满足老年人的健康信息需求［39］；Wang 等采用

系统的文献综述方法探讨了移民信息需求的原因、特征及内容［40］。

2.2.3 信息公开与共享

信息具有可传递性与可共享性特征，信息的交流、公开与共享对于发挥信息作用具有重要

意义。Hessami 讨论了社区信息学项目中孟加拉国女性参与者创建和共享信息的情况，并评估信

息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她们的短期和长期需求［41］；Savolainen 通过考察博客作者如何交流其小

说和非小说书籍的阅读体验来实现信息共享，以描述人们如何在社交媒体上分享其阅读体验［42］；

Isah 等描述了信息共享的三个独特实践——通过阅读吸收、通过记录补充和通过陈述叙述［43］。

2.2.4 阅读行为

阅读对于提升全民文化素质具有重要意义，研究阅读行为能够了解不同群体的阅读偏好，促

进全民阅读。一方面是对传统印刷载体文献阅读的研究，如 Ukpebor 探究了尼日利亚人阅读文化

比较薄弱的原因，认为印刷资源的可用性是影响尼日利亚埃多州中学生阅读文化的一个因素［44］。

另一方面是对电子文献阅读的研究，如 Soroya 等对来自公立和私立大学的不同知识领域的硕士研

究生进行了一项调查，探究了新兴数字文化对年轻人阅读行为的影响［45］；Wang 等检验了用户阅

读动机的有效性，以深入探讨用户社交媒体阅读的影响机制［46］；Liu 等测试和比较了信息瀑布

（Information cascades）对免费和付费电子书在线阅读行为的影响［47］。

不同群体的信息行为具有不同的特征，对信息行为的研究还需进一步细化研究主体与研究

内容。

2.3 信息资源建设

信息资源建设是信息资源利用的基础，对信息资源建设过程与标准进行研究，能够促进信息

资源建设工作的开展。信息资源建设相关研究主要涉及信息资源建设依据与标准、信息资源选择

与评价、信息资源存储与利用、信息资源共建共享四个方面。

2.3.1 信息资源建设依据与标准

信息资源建设的依据和标准为信息资源建设工作的开展提供了科学的框架与指导。Dobres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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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前书目标准资源描述和访问进行了案例研究，增加了不同知识组织实践中的工作考核依

据［48］；Clarke 等通过对 13 个现有元数据模式进行实地扫描，确定了可能用作资源创建者、主题

或主题内容多样性状态的潜在访问点的元素［49］。

2.3.2 信息资源选择与评价

研究信息资源的采访与评价工作，帮助科学采购信息资源，促进信息资源的合理配置。有对

人员选书决策进行研究，如通过要求对《采选清单》中的 287 本书作出“是”或“否”的决定，

Walters 等调查了 22 位曼哈顿大学图书馆员、教职员工和学生的书籍选择［50］；Zhang 使用访谈法

探究了学术图书馆员在购买电子书产品时的决策过程［51］。有对图书馆馆藏进行研究，如 Benson

调查了美国数字公共图书馆的馆藏中是否包括标准化版权元数据［52］；Klassen 探索了在一个美国

大学图书馆对特定学科的科学文摘和索引数据库进行了大幅度削减之后，其他大学图书馆是否也

进行了这样的削减，以及这些数据库馆藏具有什么趋势［53］。

2.3.3 信息资源存储与利用

随着资源量的不断增加，如何存储海量的信息资源并提供利用成为了新的挑战。一方面是对

信息资源存储进行研究，如 Moeller 等采访了 20 名在美国东南部中小学图书馆工作的图书馆员，

以更好地了解他们在平面小说方面的馆藏实践［54］；Mwilongo 等评估了坦桑尼亚高校图书馆的藏

书发展实践以及影响这些实践的因素［55］。另一方面是对信息资源利用进行研究，如 Shirazi 等介

绍了一套数字学位论文编制指南，旨在帮助图书馆提高学位论文的访问、保存和可复制性［56］；

Machimbidza 等调查了津巴布韦三所州立大学的学者使用电子期刊的学科差异［57］。

2.3.4 信息资源共建共享

信息资源共建共享能够在增加馆藏量的同时，减少信息资源建设成本。有从馆员视角分析联

合馆藏的优势，如 Levenson 等调查了图书馆员对当前的联合馆藏建设活动的好处、缺点、促成联

合馆藏发展项目成功的因素以及障碍的看法［58］。有对国内外信息资源共建共享实践进行研究，如

Ding 等利用中国高校图书情报系统 2018 年中文联机编目数据所构建的共享网络，探讨了信息资源

共享系统成员结构和共享行为的途径［59］；Amy 通过对 OhioLINK 大学图书馆联盟 10 年来近 10 万

本电子书不同学科使用情况的研究分析，探讨了学科、年龄和可用性对电子书使用率的影响［60］。

资源建设是信息管理工作中永恒的话题。随着时代发展与技术进步，信息资源建设内容、方

式的变化也应受到研究者的关注。

2.4 图书馆服务

图书馆的服务质量是图书馆的价值体现，如何提供高质量、精准化的服务是每个图书馆努力的

方向。图书馆服务研究主要集中在图书馆服务与学生成功的关系、如何完善图书馆服务并提升图书

馆价值、用户对图书馆的需求与偏好、图书馆服务利用与评价、面向儿童的图书馆服务五个方面。

2.4.1 图书馆服务与学生成功的关系

图书馆在支持学生成功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能够在多方面帮助学生成功。Mayer 等

通过两种方法探索了使用图书馆服务与学生成功的关系：一是通过个别的学生访谈来捕捉学生的声

音；二是通过对机构数据进行分层线性和逻辑建模来捕捉图书馆的观点［61］；Beile 等将具有代表性的

图书馆用户与整个学生群体进行了比较，以探索图书馆服务如何促进学生成功［62］；Anderson 等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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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调查数据探索了图书馆建设、图书馆资源使用、图书馆教学以及学生对图书馆在他们成功中的

作用的看法［63］；Cheng 等对图书馆员、研究人员、管理人员和其他从事学术图书馆对学生成功的相

关影响等方面研究工作的人员进行了调查，以全面考察大学图书馆对学生成功的影响［64］；Eshbach

探讨了大学图书馆如何为大学在校生的学术和社会参与创造条件，最终提高学生的成功率［65］。

2.4.2 完善图书馆服务，提升图书馆价值

通过研究图书馆服务的不足之处，寻找提升图书馆服务的路径。有对图书馆提升服务进行

研究，如 Lenstra 等发现从美国全国范围来看，公共图书馆为老年人提供的图书馆服务极不平衡，

需要开展更多的工作来理解这种不平衡，并加以解决［66］；2012 年至 2018 年间发表的最新研究

倾向于更广泛地接受社交网络的使用，以改善公共图书馆服务［67］；Srensen 探索了利益相关者对

公共图书馆的感知价值，并为公共图书馆价值经验相关研究提出了建议［68］。有对图书馆提升资

源利用率进行研究，如 Mhlongo 针对南非土著社区对图书馆利用不足的问题，提出让社区参与规

划和实施服务，以提高对图书馆的认识和利用率［69］。

2.4.3 用户对图书馆的需求与偏好

充分收集并挖掘用户对图书馆的需求与偏好，才能为用户提供更加精准的服务。有对用户阅

读资源偏好进行研究，如《国际学术阅读格式研究》收集了来自 33 个国家或地区的 21000 多名

大学生的阅读格式（印刷或电子）偏好和行为，定量分析结果显示，全球大多数学生对印刷阅读

始终保持偏爱［70］。有对用户服务偏好进行研究，如 Elkins 等确定了萨姆休斯顿州立大学学生对

当前技术和通信需求以及对图书馆服务和资源的偏好［71］；Scott 等探索了学生家长在高等教育蓬

勃发展的环境中所需的研究服务和图书馆空间［72］。有对用户学习需求进行研究，如 Igarashi 等

对日本公共图书馆流通数据进行分析，旨在准确掌握市民的学习需求以成功地支持市民终身学

习［73］。有对用户空间偏好进行研究，如 Min 等使用环境心理学中的个人空间概念和进化生物学

中的“贴壁”概念来解释大学图书馆阅览室学生的座位偏好［74］；Maggie 等探讨了志华学习共享

空间和香港大学图书馆的通宵使用情况，调查了学生的偏好和图书馆的社会资本水平［75］。

2.4.4 图书馆服务利用与评价

图书馆服务评价切实反映了图书馆的服务能力与水平，能够帮助图书馆认清服务存在的薄

弱之处，并进行不断提升与完善。对图书馆服务利用与评价的研究中，主要是用户对图书馆参与

度与满意度的研究。Kous 等调查了不同类型的终端用户对图书馆网站可用性（有效性、效率和

满意度）的评价［76］；Alsuhaibani 通过检视两个图书馆（学术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的推特账号

内容，评估其内容主题和用户参与程度［77］；Noh 通过探究使用者对图书馆服务的满意度与其生

活品质之间的关系，提出图书馆提升居民生活品质的策略［78］；Chan 等通过分析香港大学图书馆

的两个信息网站上的帖子和从校园访谈中收集的用户反馈，检验了香港大学图书馆使用 Facebook

和 Instagram 的有效性［79］。

2.4.5 面向儿童的图书馆服务

图书馆少儿服务是儿童素质教育的重要补充，能够培养儿童的阅读习惯，开拓儿童的思维，

支持儿童智力发展。Cahill 等调查了公共图书馆“故事时间”中语言使用的性质，以此作为确定

其对幼儿词汇和口语发展的潜力的第一步［80］；Xu 等从儿童视角探讨了中国六个儿童图书馆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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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以揭示儿童对图书馆的看法［81］；Kociubuk 等利用先前一项调查公共图书馆“故事时间”早

期识字能力的研究中的视频记录，分析了幼儿故事类型和故事多样性的使用情况［82］；Tajedini 呈

现了伊朗一个农村图书馆在儿童非正规教育和村民阅读文化转型过程中所发挥的核心作用［83］；

Sung 探讨了中国台湾一所学校实施的针对农村地区小学生的“为你朗读计划”这一全校朗读活动

的益处［84］；Campana 深入考察了公共图书馆“故事时间”提供的早期教学环境，结果显示“故

事时间”广泛支持早期学习，并帮助儿童为上学做准备［85］。

用户对图书馆服务的精细化和精准化要求越来越高，图书馆服务也应分级分层、不断细化，

针对不同的群体提供更加精准的服务方案。

2.5 知识管理

知识管理包括知识创造、知识组织、知识分享和知识发现，涉及知识管理全过程。知识管理是

有效利用知识解决问题的前提。分析发现，对于知识管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知识组织与知识共享中。

2.5.1 知识组织

知识组织是使知识有序化的过程，是知识共享的前提。有对知识组织系统进行研究，如 Silva 等

介绍了一种多层次语义建模框架，促进基于语义搜索的知识组织系统的开发［86］；Zhitomirsky-Geffet

提出了多视角知识表达和组织系统的伦理建设和评估的五个可操作标准，为多视角知识组织系统

的伦理创造和评估提供了一个新的框架［87］。有对知识组织实践进行研究，如 Niu 等以北京为例，

使用知识图谱方法来组织、处理和挖掘与城市记忆有关的档案和文献数据，以建立城市图谱［88］。

2.5.2 知识共享

知识共享使知识在组织内外流动起来，促进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相互转化与新知识的创

造。有对知识共享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Alshahrani 等研究了科研人员自我效能的来源，以及这些

来源对研究人员使用社交媒体进行知识共享的影响［89］；Akosile 等探讨了影响尼日利亚博文大学

学者间知识共享的因素［90］；Kakhki 等以伊朗公共图书馆馆员为研究对象，探讨了组织氛围、员

工激励动机、领导赋权对馆员知识共享行为的影响［91］。有对知识共享实践进行研究，如 Mtega 等

通过调查坦桑尼亚农村地区的稻农如何提高知识管理最佳实践，以了解农民如何参与获取和分享

农业知识［92］；Ahmed 等探讨了图书馆员如何以员工满意度、良好的领导能力和组织支持为基础，

通过知识共享实践关系来构建组织文化［93］。

知识管理致力于提供真正解决问题的方案，包括对所有知识要素的控制和管理。

2.6 信息素养

信息素养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学习和工作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不断提升对信息的

认识与利用能力成为了每个人应该思考的问题，对信息素养的研究有助于了解信息素养的发展现

状，助力全民信息素养的提升。信息素养研究主要集中在信息素养评价框架、数字素养、信息素

养教育、信息伦理与法律四个方面。

2.6.1 信息素养评价框架

信息素养评价框架为信息素养的测度提供了依据，用于衡量信息素养水平。Bobkowski 等讨论

了源评估的发展，并介绍了在新闻专业学生的一学期信息素养课程中使用该工具的结果［94］；Barr

等揭示了护理学系学生的信息素养能力，建立了一个完整的护理学信息素养框架［95］；Aharony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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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高校图书馆的信息素养教学实践进行了研究，并探讨了他们的实践是否受到美国大学与研

究图书馆协会高等教育信息素养框架的影响［96］；Mabee 等探讨了信息素养的几个情感维度［97］。

2.6.2 数字素养

数字化的发展不仅要求我们具备基本的信息素养，还要求我们具备相应的数字素养。有对

数字素养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如 Thompson 等探讨了影响印度、智利和澳大利亚的女性数字技术

使用的八个因素［98］。有对数字素养现状及实施措施进行研究，如 Martzoukou 等发现在许多领

域，学生缺乏对数字能力的自我评估，这涉及信息素养、数字创造、数字研究和数字身份管理的

发展［99］；Pierard 等研究了学生使用电子书的障碍和能力，并提出支持电子书作为学习工具的策

略［100］。Lueg 等探讨了“个人数字化”的问题［101］；Casselden 等调查了高校学生的电子书使用情

况，考察了学习电子书的支持和搜索策略，用于电子书访问的设备以及阅读和使用策略等［102］。

2.6.3 信息素养教育

信息素养教育是帮助提升信息素养的重要途径，很多学校设置了信息素养课程，为学生提供

信息素养教育。Sample 追溯了已发表的 2000 年至 2015 年美国大一研讨班和大一通识教育信息素养

教学文献中信息素养定义的历史进程［103］；Hammons 回顾了将信息素养融入课程工作的多个例子，

以便深入了解采取这种方法可能对图书馆员、教师和学生产生的影响［104］；Chu 等探讨了学生对剽

窃的自我认知与实际理解，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105］；Dolničar 等测试了斯洛文尼亚中学教育对青

少年信息素养发展的附加价值［106］；Koler-Povh 等探讨了信息素养课程对工科博士生的影响［107］。

2.6.4 信息伦理与法律

信息的传播与利用带来了相应的伦理与法律问题，如何在道德与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使用信息成

为了需要思考的问题。在信息伦理研究方面，Poole 通过历史案例研究探讨了信息获取利用与信息

隐私之间的紧张伦理关系［108］；Ma 以美国匹兹堡大学独特的开放存取数字档案馆藏《中国婚姻文

献》（1909 ～ 1997）为个案研究，探讨数字化过程中涉及到的重要跨文化伦理，并探讨数字化和传

播文化敏感档案的最佳做法［109］；Doty 探讨了高校图书馆分析系统的使用对学生的福祉构成严重威

胁，这成为学术图书馆员面临的道德挑战［110］。在信息法律研究方面，Nield 等调查了澳大利亚典

型消费者的当前信息安全意识水平，结果表明，消费者的信息安全意识较高，但对立法的意识却很

低［111］。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信息素养的内容有所延伸，数据素养成为我们每个人应该具有的意

识和能力，也成为了图书馆学新的研究主题。

2.7 学术出版

开放获取运动冲击了传统的学术出版模式，提供了一种新的出版形式，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挑

战。OpenGLAM 倡议组织（开放美术馆、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确定公开许可的艺术图像在

商业和非商业重用方面的障碍［112］；Bjork 指出，在过去的 25 年里，开放存取出版已经慢慢地将

其市场份额增加到近 20%，但未能实现许多早期支持者预测的迅速扩散的愿景［113］；Thomas 等

研究了构成开放式教育资源格局的利益相关者面临的情况，同时还指出了阻碍其向开放教育资源

转移的障碍［114］。

开放获取运动的发展给学术出版、学术资源的购买和利用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其影响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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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对其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图书馆学领域内，而应考虑其对于多学科、甚至整个学术界的影响。

2.8 图书馆管理

图书馆管理研究是图书馆学学科发展中持续不断的研究主题，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图书馆

技术越来越先进，资源形式越来越多样化，用户需求越来越精细化，图书馆管理面临着前所未有

的机遇与挑战。图书馆管理研究涉及图书馆人员、空间、技术、职能、评价、情感等方面，通过

了解图书馆的运营情况，提升图书馆的服务，建立更强大的图书馆。

2.8.1 图书馆人事

图书馆需要与时俱进地引进优秀人才，巩固人才队伍，建立合理的薪资制度与晋升制度，科

学管理图书馆人员。有对图书馆员招聘进行研究，如 Kung 等研究了高校图书馆在招募和留住

图书馆员的多元化举措［115］。有对图书馆员性别差异进行研究，如 Howard 等对研究图书馆协会

1976 年至 2016 年的数据进行分析表明，尽管女性在获得更高职位上取得了进步，但各个级别的

男女之间仍然存在薪资差距［116］。有对图书馆员晋升进行研究，如 Couture 等研究了公共机构中

担任教职的学术图书馆员的指导经验和晋升障碍，结果表明有五个因素影响寻求晋升的意愿：财

务、政治、工作量、工作 / 生活平衡以及过程 / 程序［117］；Rutledge 探讨了女性大学图书馆员对阻

碍她们晋升管理职位的障碍以及可能帮助她们成功的因素的看法，以便更好地支持女性参与大学

图书馆管理［118］；Puzon 等调查了某些组织内经历了工作轮换的菲律宾图书馆员的调整过程［119］；

Warren 支持创建同行支持小组以共同完成晋升和终身职位，以解决新图书馆员在任期和晋升过

程中可能会遇到的挑战［120］。

2.8.2 图书馆空间

合理设置并不断优化图书馆空间布局能够提升用户体验。Bossaller 等描述了建筑和室内设

计可能有助于提高图书馆用户的注意力和学术水平，试图通过舒适性的设计来改善图书馆［121］；

Hoffman 等探讨了图书馆和博物馆的发展历史，图书馆和博物馆融合的设想，以及融合对图书馆

的意义［122］；Warren 对公共图书馆和博物馆的物理融合趋势进行了分析，并进一步探讨了能够促

进融合成功的一般因素和实际因素［123］；Cao 等确定并比较了中国公共图书馆、学术图书馆和学

校图书馆创客空间的组织、服务、挑战和动机［124］；Hassinger-Das 等运用自然主义观察法科学地

评估了在图书馆中设计游戏和学习空间（Play-and-learn spaces）对于鼓励儿童及其看护者进行交

流与互动的功效［125］。

2.8.3 图书馆技术

技术的发展进步日新月异，图书馆也应紧跟技术发展趋势，及时开发或引进新技术，为图书

馆服务提供必要的技术保障。其中包括用户交互技术研究，如 Hendery 等展示了美术馆、图书馆、

档案馆和博物馆部门为其藏品使用有趣、沉浸式的发现界面的可能性［126］；Donaldson 等以一个

地质数据库为例，发现随着技术的发展，用户交互方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从面对面、参考访

谈式的对话转变为匿名的数字化、自动化的交互［127］；Lopatovska 还考察了用户与智能个人助理

（IPAs）的幽默互动，以对用户话语、IPA 反应和用户对系统响应的反应进行分类［128］。还有云计

算与移动技术在图书馆的应用研究，如 Adeginka 等考察了决定尼日利亚高校图书馆采用云计算

网络服务的因素［129］；Ocran 等调查了加纳海岸角大学（University of Cape Coast）图书馆实施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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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技术的图书馆服务的准备情况［130］。

2.8.4 图书馆职能

图书馆在承担社会责任，推动社会发展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Loach 等通过对独立图书馆

协会（英国）和会员图书馆集团（美国）图书馆网站的内容分析，表明独立图书馆保存了各种重

要的文化资产，为文化可持续性做出重大贡献［131］；Mansour 调查了埃及农村公共图书馆作为促

进发展的社会力量之一，在实现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的潜在作用［132］；Nancy 重

新评估了 21 世纪图书馆与民主之间的关系，认为图书馆可以团结他们的社区，致力于民主实践，

并发挥他们作为民主基石的重要作用［133］。

2.8.5 图书馆利用与评价

对图书馆的资源、服务、建设、管理等各方面进行评价，有助于图书馆掌握发展现状，实现

高质量发展。Hughes 讨论了当前报告和评估图书馆图书使用的方法，讨论了什么是有价值地使

用图书馆资料的问题［134］；Guajardo 评估了美国 339 个非营利性公共图书馆在实现基于电子、物

理和互联网的程序和服务输出时的技术效率［135］；Jadhav 等开发了一个用于计算图书馆智能指数

的模糊模型，以测量图书馆的智慧化［136］；Teasdale 从图书馆和参与者的角度出发，确定了对公

共图书馆创客空间成功定义的七个评价标准［137］；Me Cómez-Cruz 等介绍了耶稣会大学系统的四

所大学的图书馆服务质量、服务价值、用户满意度和用户忠诚度方面的评估结果［138］。

2.8.6 图书馆与情感

尝试通过特殊的情感研究方法，将一种基础广泛的文化研究方法扩展到图书馆和图书馆工作

人员。Allison-Cassin 运用信息网络的概念和图书馆员身体在信息系统中充当中转站的方式，对

信息工作中的身体进行了思考，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身体在历史上从属于图书馆工作和技术信息

流的方式［139］；Santamaria 使用了丰富的民族志技术来探索种族如何通过图书馆中的情感来调节

和构建，探讨图书馆如何发挥幻想空间的作用［140］；Prosser 运用物质文化理论对图书馆馆藏剔除

进行了思考，她要求我们思考人类对书籍的依恋，以及对围绕书籍和图书馆产生的社区和身份的

依恋［141］；Adler 认识到编目工作是图书情报工作的认识论脊梁，要求我们从历史和理论两个层

面审视编目实践，思考编目工作背后的情感力量［142］。

2.8.7 图书馆员胜任力

图书馆员的能力与素养对图书馆的服务质量有着直接影响，因此探讨图书馆员的胜任力是改

进图书馆服务的重要方面。对图书馆员胜任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图书馆员自身科研教学、图书馆

员服务能力与图书馆管理者能力三个方面。在图书馆员能力方面，Crampsie 等考察了新手和有经

验的图书馆员对研究技能的感知信心［143］；Namaganda 探讨了图书馆员学习教学技能的经验，研

究发现有意义的成人学习经历有可能改变图书馆员的职业实践［144］；Sandy 等研究了 ARL（美国

研究图书馆协会）图书馆中馆员数据支持工作所必备的技能和能力，以及这些技能和能力如何

与研究生命周期相关［145］；Rachel 等探讨了公共图书馆馆员的核心知识、技能和能力以及他们

如何与该领域的当前趋势保持一致［146］；Read 等为了探讨支持学术交流的图书馆员的关键能力，

对英国图书馆有关馆员进行了深度半结构化访谈，提出了社会技术能力的概念来概括这一技能

集［147］。在图书馆管理者能力方面，Freeburg 将公共图书馆视为复杂的适应系统，从复杂性和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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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性的角度分析了这些系统中的领导能力［148］；Lo 等在变革型领导的框架下，探讨了受访人士在

面对机遇与挑战的背景下，如何管理及领导他们的图书馆组织［149］。

图书馆的变化日新月异，对于图书馆的管理也应考虑新形势的复杂性、新技术的先进性、新

需求的动态性等特征，不断更新图书馆管理理念。

3 研究热点

通过对 417 篇文章进行系统梳理与主题分析，并与先前研究成果进行对比，寻找国内外图书

馆学研究热点，为未来图书馆学研究提供参考。

与 2019 年相比，2020 年国内外图书馆学研究热点有所变化。“信息素养”相关研究数量有

所下降，未再作为 2020 年研究热点出现。基础理论研究、信息行为研究、图书馆服务研究、图

书馆管理研究是图书馆学领域多年来持续关注的研究热点与研究方向，目前为止已经形成了大

量的研究成果，但相比于 2019 年相关研究，在具体研究内容方面有所继承与区别。此外，知识

管理研究与开放获取研究热度逐渐上涨，已经成为新的重要研究热点。主要表现在：

3.1 基础理论研究

一个学科的基础理论是该学科发展的基石，丰富的基础理论研究成果是指导实践的理论源

泉，因此对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是图书馆学学科发展延续不断的工作重点与热点。2019 年

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主要包括图书馆学理论、图书馆学研究方法、图书馆作用、公共图书馆价

值等方面，2020 年则主要包括概念辨析、理论拓展、理论转化、LIS 教育、数字人文等方面。

3.2 信息行为研究

信息行为研究关注不同群体的各类信息行为，包括青少年、大学生、研究者、育儿父母、社

交媒体用户、濒危语言群体的信息偶遇、信息搜索、信息浏览、信息共享、阅读行为等。2019

年信息行为领域研究成果集中在信息搜寻行为、阅读实践、引文实践、隐藏信息行为、科研数据

交流与共享等方面，2020 年则集中在信息搜寻与利用、信息需求、信息公开与共享、阅读行为

等方面。同时，现有研究较关注不同群体的信息行为差异，尤其会关注特殊群体的信息需求，更

加注重用户在信息检索过程中的交互体验。

3.3 知识管理研究

简单的文献管理、信息管理已不能满足我们复杂的知识需求，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相关的信

息，而更期待能够找到真正解决问题的答案，因此知识管理应运而生。随着知识管理被越来越多

地利用，知识管理的价值得以彰显，知识的创造、传播、分享、转化、利用的全过程成为了图书

馆学的关注领域与研究热点。

3.4 开放获取出版

开放获取作为一种新的出版方式，不断冲击着传统的出版模式，也对现有信息资源建设工

作提出了新的挑战。如何在开放获取的大背景下，享受开放获取带来的便利，避免开放获取的弊

端，解决好开放获取出版中的隐私权与知识产权问题，更好地利用开放资源成为图书馆学新的研

究热点。

3 研究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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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图书馆服务

服务读者是图书馆永恒的主题与使命，图书馆的服务质量是图书馆综合实力的外在表征。

2019 年图书馆服务研究主要涉及图书馆服务实践分析、弱势群体读者服务研究、用户研究以及

对图书馆批判性研究几个方面，2020 年则主要涉及图书馆服务与学生成功的关系，完善图书馆

服务、提升图书馆价值，用户对图书馆的需求与偏好，图书馆服务利用与评价，面向儿童的图书

馆服务等方面。归纳得知，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图书馆的服务有以下特点：其一，常规服务更加重

视广度与深度，积极寻求新技术在传统领域的应用，注重与其他机构建立合作关系，尤其注重用

户的评价；其二，创新服务满足用户新需求，如设立新部门，增加新业务，尝试对不同服务进行

整合以实现服务创新；其三，服务对象逐渐分化、细化，如对退伍军人、大学生、特殊群体读者

开展服务。

3.6 图书馆管理

图书馆管理随着馆员的发展需求提升、馆藏资源多元化趋势、图书馆要素的转型、图书馆评

价机制的逐渐完善而不断面临新的挑战，图书馆管理研究也是图书馆领域关注的热点。2019 年

图书馆管理领域研究主要涉及变革管理、营销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图书馆评价、开放与合作、

图书馆员几个方面，2020 年图书馆管理研究涉及图书馆人员、空间、技术、职能、评价、情感

等方面。综合分析，现有研究更加重视馆员的能力、职业发展，由传统的对业务的关注转向对人

的关注。此外，对图书馆的评价维度也更加多元化，注重不同人群的差异化评价。图书馆技术相

关研究也是一个持续不断地研究热点，大数据技术、云计算技术、人工智能技术、5G 技术、物

联网技术、区块链技术等新技术的更新与普及深刻影响着图书馆的日常工作与未来发展，图书馆

想要紧跟技术发展的趋势，就要不断更新对技术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

4 研究前沿   

通过对 417 篇文章进行研读与主题分析，寻找国内外图书馆学研究前沿，为未来图书馆学研

究提供参考。关注特殊群体的相关研究数量相对较少，但呈现逐渐增长的趋势；数字人文引发的

对文化遗产的重新思考；平权运动下图书馆员性别工资差异亟待解决；审查制度下大学图书馆需

要更加明确其对学生成功做出的贡献等问题成为了研究的前沿领域。

4.1 关注特殊群体的信息需求

由于身体残疾或经济地位不佳，或作为少数群体担心被歧视等社会原因，特殊群体的信息需

求往往不能很好地表达，因此也不能被图书馆等信息机构了解。近些年来，图书馆开始关注特殊

群体的信息需求，并主动倾听特殊群体的声音，致力于提供针对特殊群体的精细化服务。对特殊

群体的关注是图书馆公平、正义、包容的图书馆精神之体现，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

4.2 重新审视文化遗产

数字人文研究之热潮让研究者重新认识了文化遗产的价值。除了先进的数字技术对文化遗产

的挖掘外，还有其他视角“重新认识”文化遗产。现有研究中，对十九世纪歌剧《爱情灵药》场

景中信息偶遇的研究很有启发性，此外，对跨越近百年的《中国婚姻文献》档案馆藏的数字化与

4 研究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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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设计的文化伦理问题的研究，也给我们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思路。

4.3 图书馆员性别收入差异

随着平权运动的开展，性别收入差异的矛盾日益凸显，并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图书馆行

业也不例外，关注图书馆员的性别工资差异，分析图书馆员性别收入差距的原因，提供解决性别收

入差距的思路，为女性馆员争取更多的谈判机会与平等的薪资收入成为了图书馆学的研究前沿。

4.4 图书馆与学生成功的关系

为了应对审查制度，进一步明确大学图书馆的工作职能与工作价值，大学图书馆不再以简单

的方式描述其自身的服务与能力，而是以定性或定量的方式分析其在学生成功路上扮演的角色与

发挥的作用，大学图书馆越来越关心与重视其与学生成功的关系，具体包括使用图书馆是否可以

提升学生科研能力、信息素养、考核成绩等。

5 结 语   

学科研究热点与学科发展前沿是一个学科发展的航向标。本文通过对八种期刊 2020 年文章

进行系统分析发现，文章主题分布包括基础理论、信息行为、信息资源建设、图书馆服务、知识

管理、信息素养、学术出版、图书馆管理八个主题。研究热点包括基础理论研究、信息行为研

究、知识管理研究、开放获取研究、图书馆服务、图书馆管理六个方面。研究前沿包括关注弱势

群体的信息需求、重新审视文化遗产、图书馆员性别收入差异、图书馆与学生成功的关系四个方

面。学科发展日新月异，对学科主题与前沿的分析并不能一蹴而就，未来还应继续跟踪研读学科

代表性期刊，继续了解学科发展脉络与发展方向，特别需要关注研究热点与前沿问题，为理论研

究与实践指导奠定基础。此外，本文仅选用具有代表性的八种期刊进行分析，在样本选择上具有

一定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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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otspot and Frontier Analysis of Library 
Science Abroad in 2020

KE Ping WANG Jie BAO Xin LU Jinyi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Resources Management, Business School,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Abstract:［Purpose/significance］Eight representative journals of library science abroad, including 
Journal of Documentation, College & Research Libraries, Library & Information Science Research, Journal 
of Librarianship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Library Trends, The Library Quarterl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ibraries and Information Studies and The Journal of Academic Librarianship, are carried out follow-up 
reading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foreign library science research 
in a timely manner, grasp the frontiers and hotspots of subject research, and provide ideas for further research 
in the future. ［Method/process］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reviews all the articles of the above-mentioned 
journals in 2020, and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distribution of article topics and research frontier hotspots. 
［Result/conclusion］Through subject analysis of 417 research papers published in the above-mentioned 
journals in 2020, it is found that the subject distribution of articles includes basic theory, information behavior, 
information resource construction, library services, knowledge management, information literacy, academic 
publishing and library management. Research hotspots include six aspects: basic theoretical research, 
information behavior, knowledge management, open access, library services and library management. The 
frontiers of research include four aspects: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information needs of special groups, re-
examining cultural heritage, gender income differences among librarian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brary 
and student success.
Keywords: Library science; Research hotspot; Research frontier; Academic journ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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