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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學校圖書館主任不僅是圖書館的管理人員，現今他們也擔負了教學、顧問、行政、資訊專家和資訊

素養導師等角色；然而在亞洲國家，學校圖書館主任的這些角色與貢獻卻未被認定，其中尤以作為資訊
素養專家的這個角色特別不受認可與重視。因此本研究的主要在分析比較學校圖書館主任作為資訊素養
導師這個角色，在亞洲不同地區的情況與差異。本研究在香港、 日本、 上海、 韓國、及台北五個地區
共收集了 466 位學校圖書館主任的調查問卷。分析結果發現，圖書館主任在資訊素養方面擔當的範圍和
參與度，台北和南韓方面的表現優於其他地區，尤其台北學校圖書館的人員編制和組織結構更傾向富裕
和部門化。分析結果同時顯示學校圖書館主任進行資訊素養教育的數量，與他們和其他學科教師的協作，
以及他們作為資訊顧問和對整體教學的貢獻成正比。此外學校圖書館主任提供參考服務的數量和程度以
支援其他學科教師教學，是他們主要的貢獻。 

 

關鍵詞：資訊素養、東亞、學校圖書館主任、教學貢獻 

1. 前言 

以知識為本的新學習環境著重學生為本的教學和自學技巧，這樣的新環境正逐步取代傳統教育體系，
特別是被動學習、死記硬背的填鴨式教育。資訊素養，是指"判斷何時需要資訊，以及評估和使用有效所
需的資訊"的能力（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Presidential Committee on Information Literacy, 
1989），Rogers（1994）認為資訊素養是綜合圖書館、研究、認知和獨立學習的技能，這正逐漸成為中
小學生必須具備的技能，所以學校圖書館主任也被期望擔負起資訊素養專家的角色。 

比較研究幫助理解教育系統中的全球趨勢和當地回應的複雜互動（Arnove & Torres, 1999），顯示
出其優勢和不足之處，從而歸納優勝劣敗的原因以求改進。但學校圖書館在東亞地區一直缺乏跨區域比
較研究，所以本研究旨在收集分析實東亞五個不同區域學校圖書館主任作為資訊素養專家，與其他教員
的關係，以及他們對學校整體的貢獻。以下是研究的四個主要問題： 
1. 在這五地學校圖書館提供的資訊素養教育程度，及其對於整體課程中學生學習的影響有什麼異同？ 
2. 在這五地學校圖書館主任擔當資訊素養專家在他們職責中比重如何?  
3. 圖書館主任與教師之間的協作對資訊素養教育有何影響?  
4. 圖書館主任在資訊素養教育的過程中遇到了什麼挑戰?  
 

  



2.研究方法 

 
研究選擇了五個地區：香港、日本(大阪、東京)、南韓(首爾、釜山)、上海和台北。問卷原稿是英

文的，由五地研究人員協作開發，然後終稿翻譯成各地的語言以便進行調查。最初期望每地收集不少於
一百份回覆，除日本只能收集到 58 份外，其他地區的問卷都達到預期。(見表 A) 

 

 (表 A )問卷調查收集回應 

學校類型 香港 上海 釜山 / 首爾 台北 大阪 / 東京 

小學 
0 

(0.0) % 
39 

（39.0%) 
0 

(0.0) % 
0 

(0.0) %
0 

(0.0) % 

中學 
109 

(100.0) % 
61 

(61.0) % 
100 

(100.0) % 
0 

(0.0) %
24 

(41.4) % 

高中 
0 

(0.0) % 
0 

(0.0) % 
0 

(0.0) % 
93 

(93.9) %
31 

(53.4) % 

初中 
0 

(0.0) % 
0 

(0.0) % 
0 

(0.0) % 
6 

(6.1) %
0 

(0.0) % 

其他 
0 

(0.0) % 
0 

(0.0) % 
0 

(0.0) % 
0 

(0.0) %
1 

（1.7%） 

未知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2 

（3.4%） 

收集的總回應 109 100 100 99 58 

  

3.資訊素養工作之比較 

南韓和台北的圖書館主任員資訊素養的工作量比較多，包括獨立教學以及與其他學科教師合作；香
港的圖書館主任資訊素養工作相對而言也算多，但與其他學科教師合作則較少。而上海則最少，相關工
作主要集中在指導學生選擇專案所需的資源。日本的圖書館主任通常不參與評估學生的工作，參與規劃
資訊素養教學也是最少的，他們偏重於指導師生選擇適當的資源教學，亦即傳統的支援角色。換句話說，
日本和上海的資訊素養尚未融入課程整體（見表 B）。 

(表 B )資訊素養的工作 
 (平均評級基於 4 點尺度: 從不至經常) 

  香港 上海 釜山 / 首爾 台北 大阪 / 東京 

資訊素養獨立計畫、施教 2.04 1.57 2.73 2.70 1.5 

資訊素養與學科教師共同計畫、施教 1.76 1.53 2.32 2.56 1.60 

協助教師制定資訊素養教學及學習活動 1.73 1.70 3.00 2.73 2.14 

協助教師教教授資訊素養 1.71 1.60 2.89 2.81 2.02 

獨立評估學生 2.01 1.26 2.18 1.93 1.36 

與學科教師合作評估學生 1.97 1.20 2.10 1.98 1.46 

指導學生選擇專案所需的資源 2.68 3.10 3.47 2.94 2.98 

指導教師選擇所需的教學資源 2.41 2.07 3.41 2.79 2.79 

  

4.資訊及參考工作之比較 

台北的學校圖書館主任雖然很少直接教學,但支援教師的教學和資訊需求相對最多，人力資源也豐富，
高中多有設館長職位，並有讀者、推廣服務專家，以提供更廣泛的推廣和教育服務支援整體的教學。而
其他四地的主任（尤其日本），工作集中於圖書館維持日常運作，而不重於與其他教師合作（見表 C），
他們資訊專家的角色未能發揮，背後原因應是缺乏被瞭解及被支援。 

  



(表 C )資訊及參考工作 
(平均評級基於 4 點尺度: 從不至經常) 

  香港 上海 釜山 / 首爾 台北 大阪 / 東京 

管理圖書館資源的流通 3.42 3.94 3.85 3.56 3.21 

收集列印和電子格式參考工具 3.15 2.67 3.42 3.00 3.12 

準備教師要求的教學材料 2.39 3.53 3.34 4.00 2.87 

制定圖書館資源使用指南 2.76 2.36 3.43 4.00 2.98 

為教師舉辦圖書館電子資源講習班 1.97 2.32 2.52 4.00 1.30 

為教師安排圖書館參觀及課堂 2.80 2.09 3.15 4.00 2.30 

為教師提供圖書館迎新活動 2.02 2.72 2.49 4.00 1.77 

為學生舉辦圖書館電子資源講習班 2.42 2.43 3.56 3.00 1.25 

為學生提供圖書館迎新活動 3.03 3.48 不適用 3.00 3.11 

 

5.作為課程協作者 之比較 

台北的學校圖書館主任在課程協作的工作相對最多,香港次之。南韓則集中課程的整體發展及融入資訊素
養，但他們較少參與課程委員會及與其他教師協作發展資訊素養教程。日本和上海相對而言參與最少。 

 

(表 D )作為課程輔助者 

(平均評級基於 4 點尺度: 從不至經常) 

  香港 上海 釜山 / 首爾 台北 大阪 / 東京 

參加學校課程委員會的會議 2.62 1.72 1.81 3.17 1.45 

協助學校課程發展及融入資訊素養 2.13 1.45 2.39 2.99 1.78 

與教師協作發展集成資訊素養教程 2.00 1.58 1.97 2.79 1.41 

  

6. 資訊專家的角色之比較 

台北的學校圖書館主任是唯一積極參與此類別各項職責的地區，原因應是台灣政府的高中人力配額
準則中，制定了 48 班需要 3個團隊的指引（如技術服務、 讀者/推廣服務、IT/多媒體、等），每團隊
更需由獨立主任或老師監督。（台灣政府教育部，2003） 

由表 E 進一步反映其他四地側重於圖書館的日常運作，如自動化系統及館內裝置等，但如圖書館網
頁的維護及擔任科技規劃團隊等工作則較少。在香港、上海和日本做成這個現象的原因，可能是由於主
任有太多非圖書館的職責，例如需要教其他學科(Lo 等人，2013)。 
  

 (表 E ) 資訊專家的角色 
 (平均評級基於 4 點尺度: 從不至經常) 

  香港 上海 釜山 / 首爾 台北 大阪 / 東京 

管理圖書館自動化系統 3.67 3.59 3.86 3.52 2.95 

支援館內電腦及其他設備中的運作 3.26 2.94 3.79 3.48 3.16 

參與學校科技服務規劃團隊 1.84 1.67 2.78 3.09 1.82 

開發和維護圖書館網頁 2.94 2.13 3.09 3.48 1.64 

協助教師使用新科技教學 1.90 1.47 2.67 3.02 1.60 

  

  



7. 研究結果與討論 

 
很明顯，台北的圖書館主任由於有較豐富的人力資源、團隊努力，以及高度“專業化”和“部門化”

的結構，不需兼教其他學科，並由專業的主任專注帶領施行、拓展各種圖書館服務。圖書館主任的高職
級、專業地位、工作量、和晉升機會也是成功的因素（Lo 等人，2013）。 

相對其餘四地，許多學校不容易找到一位專業資格的圖書管主任，也不能安排他們專注圖書館工作，
不受其他非圖書館相關的課堂教學或行政工作影響（ Lo 等人，2013），因此他們都被綁在圖書館日常
運作的傳統職責，所以不能充分參與資訊素養工作。尤其上海和日本，高中教育以考試為核心，資訊素
養與公開考試無直接關係，通常被視為不值得去學習，因此未能被納入核心課程，甚至不能以課外活動
形式推廣。至於南韓，據 Han（ 2006 年，第 70 頁），「南韓開始強調教育，以建立一個強大的經濟體
系，政府採用了基於杜威的民主教育思想和進步主義的教育政策，提供了一個良好的環境來發展學校圖
書館」；所以自 2000 年以來，學校圖書館經歷了顯著的改善，包括建立、重新設計、改造和修復，把圖
書館融入到整個學校課程，聘請專業主任和培訓員工，改善公私營部門合作發展學校圖書館系統，擴大
藏書、引進電腦和互聯網服務，以及改善其他設施和服務等。 

綜合五地收集的結果，學校圖書館主任推行資訊素養的正面因素為：一、與其他學科教師合作教學；
二、對課程發展作為資訊科技專家及提供課程協作；三、支持其他學科教師提供資訊和參考服務。而和
這些因素有關的，包括館員的專業地位、人力、以及其他可以投入的資源。很明顯，館員向師生提供愈
多資訊素養培訓，資訊和參考服務也愈多，對學校整體課程的貢獻也愈多和愈有影響力。 

 
8.結論 
 

資訊素養教育須和新興科技與時並進，也須配合學生快速變化的學習需求。雖然資訊素養教育在世
界各地備受推崇，然而本研究結果說明，東亞地區的學校，較少將資訊素養融入整體課程，成功的資訊
素養教育需要校長和各教師的支持合作，而不能單靠館員的自身努力。館員也需要借鑒各地成功例子，
努力說服高層和其他教師，資訊素養是對整體課程有利並應全面執行。 

本研究在日本的調查回應率非常低，上海的受訪者 39 ％為小學圖書館，所以不免對整體的有效性
和可靠性有些影響，期望日後能增加調查的地區和數量。此外值得進一步研究的是台灣政府高度重視和
宣傳高中圖書館服務的背後原因，及個別學校怎能持續負擔圖書館的豐富人力和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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