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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简讯

安徽省高校“人才培养工作个性评估”专家组

莅临我校图书馆评估考察

5 月 7 日上午，高职高专院校“人才培养工作个性”评估组专家

们在合肥幼专党委书记胡守祝、校长方东玲、副校长袁萍、吴兆能

及图书馆副馆长陈云光等陪同下，对幼专图书馆开展视察评估工作。

考察中，评估专家们听取了党委书记胡守祝对幼专图书馆的创

新管理模式——安徽儒林图书馆咨询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对幼专图书

馆实行服务外包模式的介绍。幼专图书馆的外包服务模式引起了专

家组的高度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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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方雅琴老师在一楼大厅向专家组演示了我馆智能化设

备，让评估专家们切身感受到电子自动化给图书馆工作带来的便捷。

接着，专家组对第一图书借阅室、幼教特藏阅览室进行了参观。儿

童教育类图书借阅室是我校图书馆的一大亮点，专家们留出了较多

的时间参观了馆藏幼教绘本、儿童教育类教材、儿童教育类图书等

主题式图书展区。

在评估过程中专家组对我校图书馆的各项建设给予了肯定并提

出了宝贵的意见及建议。针对专家组提出的建议，我校图书馆下一

步工作将以建设全国一流儿童教育特色鲜明的图书馆为目标，在现

有基础上，进一步优化图书结构，丰富馆藏资源、更新自动化设施。

吸引更多的读者主动走进图书馆，感受知识带来的身心愉悦和满足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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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工作

图书馆召开迎评工作动员会议

为促进学校“人才培养工作个性评估”工作的顺利开展，向

评估专家们全方位、多角度的展现图书馆新型的管理体制、优质

的服务水平， 5 月 3日上午，幼专图书馆在会议室召开了以“迎

评促建，服务创新”的迎评会议，图书馆全体工作人员参加了此

次会议。

会议上，陈云光主任就此次评估意义、评估内容、评估标

准和重点考察项目,并结合《图书馆自评报告》、《全体职工需要

掌握的内容》等书面材料向馆员们做了详细地介绍，要求馆员

们熟记并掌握材料的基本内容，并以饱满的工作热情积极迎评。

通过此次动员会议，馆员们充分地理解了评估的目的、核

心内容以及重要性，为图书馆积极开展迎评各项准备工作奠定

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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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积极开展迎评工作

为迎接 5 月 7日—9日专家组对幼专图书馆的考察评估，

安徽儒林图书馆咨询服务有限责任公司高度重视，董事长余伯

成指示幼专图书馆全体员工全力配合校方完成图书馆系统的评

估工作。馆长温小明和副馆长王京平多次在工作会议上强调此

次评估工作的重要性，在与陈云光主任沟通的基础上，针对此

次迎接评估的准备工作做出统筹计划，细致安排。主要工作准

备如下：

（一）各借阅室张贴指示标牌

为了便于学生自助查找图书，使得图书馆的藏书布局更加

清晰，图书馆设计并制作了相关指示图，在各个借阅室里张贴

《中国图书馆分类法》指示标牌以及借阅室平面布局图。

三楼第一图书借阅室平面布局图

四楼第二图书借阅室平面布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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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图书馆环境

图书馆对幼教特藏阅览室也做了重新布置，增加幼儿特色绘本

展示区、幼儿师范特色教材展示区、幼儿教育专业图书藏书区、读

者休闲阅读区等。经过重新布局后，使得原本单一的特藏室功能区

域更加多样化。

幼教特藏阅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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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在二楼休闲区展出美术教育专业学

生的绘画作品，在过道、走廊增放绿植，尽可能的为广大师生读者

们营造一个高雅、幽静的阅读环境。

(三)图书整理

幼教特藏阅览室作为图书馆的特色馆藏室，是此次评估考察的

重点评估、参观项目。图书馆两位馆长、陈云光主任对幼教特藏馆

的图书整架、布局规划等工作特别重视，亲临现场做工作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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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扩大幼教特藏馆的文献资源，突出幼儿教育特色馆藏，迎评

期间，图书馆对幼教特藏室的藏书资源进行了调整，从第二图书借

阅室调整五千多册幼教专业类图书充实到幼教特藏阅览室，调整后

的特藏室书架的整体调动较大，工作量也较之繁重。为此，图书馆

多次召开会议商讨研究，决定对幼教特藏室图书进行全面排架、顺

架，同时对馆藏空间进行重新布置。

在馆长的动员下，我

馆员工以积极高昂的士

气投入到迎评估整书库

的工作中。馆员们首先

把一些不符合幼教的书

籍全部下架，然后将新

书整理细排后分门别类

再上架。整个流程看似

简单，却十分考验着馆

员们的耐力和协助精

神。为减少图书整架给读者带来的不便，在不影响正常开馆的情况

下，全体员工充分发扬吃苦耐劳的精神，放弃周末及休息时间，加

班加点进行书架集中整理工作。通过近一周的奋战，在 5月 7 日之

前顺利完成了幼教特藏室图书的排架、顺架工作。

在图书馆全体员工共同协作、努力下，使“人才培养工作个性

评估”准备工作圆满落下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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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举办“戏剧·艺术·人生”主题讲座

在幼专图书馆邀请下，安徽黄梅戏艺术职业学院艺术团团长、国家二

级演员刘红老师于 2015 年 5 月 13 日下午 3点半，在我校学术报告厅举办

了《鹤琴讲坛》第二讲，讲座主题为“戏剧·艺术·人生”。

讲座中刘红老师以授课方式向在座的师生讲授黄梅戏的起源、流传方

式等，以实例结合的方式讲授中国戏剧文化的表现形式。之后，刘红老师

详细地介绍了各大戏剧剧种，强调中国戏剧文化的表现形式即生、旦、净、

末、丑以及中国戏剧最早是以歌舞来体现的。在现场，刘红老师以舞动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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扇的方式，为在场的师生们声情并茂地展示了一段戏曲表演，使大家认识

到了戏剧与舞蹈的区别。为了让同学们更加了解和感受戏剧的魅力，刘红

老师不仅演唱安徽最有特色的黄梅戏，与同学们一起探讨中国戏剧文化，

而且邀请同学上台，与她一起表演戏剧动作，体会舞蹈与戏剧在动作表演

上的不同韵味，她精彩的表演赢得全场师生的阵阵掌声和喝彩声。

刘老师结合我校专业情况，对各个专业的学生提出希望和要求：黄梅

戏是安徽的代表剧种，希望幼儿教育专业的学生在今后的幼教工作中，培

养传统文化的新生力量，传承传统艺术。希望艺术系的学生能在以后的学

习、工作中，对中国的传统戏剧做到传承与创新，一定要汲取好的事物来

创造，也不可摒弃传统，盲目创新。艺术是需要时间来证明的,艺术是生

活的理解，要细细品味人生，才能有一定的艺术修为。

中国戏剧文化博大精深，通过今天的讲座，在座的师生们对中国戏剧，

尤其是黄梅戏的艺术魅力有新的认识，为我校营造艺术氛围，构建书香校

园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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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读者座谈会会议纪要

会议时间：2015 年 5 月 15 日星期五

会议地点：幼专图书馆会议室

参会人员：馆长温小明、副馆长王京平，社团联合会陈倩倩、葛亭亭等社

团负责人八位成员

会议主持：温小明

会议记录：甄春芹

会议内容：

为加强图书馆的资源建设，提升图书馆的服务水平，充分掌握学生读

者对图书馆建设和服务的意见和建议，图书馆召开了本次学生座谈会。会

上，同学们敞开心扉，畅所欲言，针对图书馆的管理和服务等诸多方面存

在的问题和困难，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见。温小明馆长以及王京平副馆

长认真的听取了学生的意见，并对学生提出的问题，一一耐心的做出了解

答。现针对学生代表提出的问题，梳理汇总如下：

（一）藏书

1、图书馆藏书还不能充分满足学生的阅读需求，种类有些少。

2、即便每个阅览室里已经张贴了图书分类的平面布局图以及《中图法》

指示图，但是读者往往容易忽略，还是不太清楚图书馆的图书类型分布，

希望尽快补齐并安装架标。

3、绘本归置不清楚。第一图书借阅室和幼教特藏都有放置，希望能够归

放到一个馆室内，方便同学们集中查找。

（二）开放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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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希望延长幼教特藏室的开放时间。

2、希望能够延长图书馆还书的时间。

（三）补办卡

目前学生丢卡现象比较频繁，在食堂补办后的饭卡不能够及时在图书

馆自助借阅，希望补办卡能够及时开通自助借阅图书的权限。

《中图法》培训（三）

为进一步深入学习《中国图书馆分类法》（以下简称《中图法》），

5月 15 日上午，幼专图书馆组织了第三次《中图法》培训学习，主要内容

为《中图法》标志符号的编制与使用。

培训开始，温小明馆长首先带领大家复习了上一讲的培训内容：《中

图法》体系结构及编制技术，帮助大家进一步巩固了既学的知识，同时强

调要做到温故而知新。接着，温馆长又对馆员们的作业进行了点评，并表

扬了得到优秀评分的馆员。

温馆长给大家介绍了《中图法》的标志符号，分为基本标志符号和辅

助标志符号。其中辅助标志符号具体包含：·间隔符号、a 推荐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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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替符号等十多种辅助性符号。温馆长结合精心制作的 PPT，通俗易懂的

讲解了不同种类标志符号的运用方法，同时还巧妙的结合了之前培训过的

知识通过纵向联系，使得新旧知识更加紧密的联系起来，更加便于馆员们

的学习与理解。

温馆长通过自身丰富的工作经验以及深厚的专业知识，生动幽默的

讲解了《中图法》的理论知识，充分的调动了馆员们的学习兴趣及热情；

在培训的过程中她还不断地鼓励馆员们充分利用业余时间学习图书馆的

专业知识，从而提升自身的专业素养及岗位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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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S 管理制度培训

为响应公司开展 6S管理制度培训计划，5月 29 日上午，幼专图书馆

开展了《6S管理制度》培训，培训会议由儒林图书馆咨询服务有限责任公

司吴忠平主讲，幼专图书馆全体馆员参加了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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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中，吴经理就 6S 管理制度的具体内容附以生动事例进行了详实

的讲解，馆员们认真听讲、学习。为了实施 6S管理制度，经研究决定在

幼专图书馆成立 6S管理监督小组，由副馆长王京平担任组长，组员由王

芳芳、冉露、谷丽敏组成。6S管理监督小组根据图书馆各部门、各岗位的

工作内容、职责制定了 6S实施细则，计划在 6月 8 日全面实施执行。

经过此次培训，馆员们不仅了解、掌握了 6S的基本要素，明晰了要

求和责任，进一步增强了以环境促工作的服务意识，对今后图书馆提高工

作效率，推动和促进服务质量、管理水平等都将产生积极的影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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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六月份工作计划

一、制定人员竞聘上岗细则及绩效考核并实施。

二、第二次读者座谈会及问卷调查。

三、制定 6S实施细则，启动日常监督和考核。

四、公司承包后 14年 9 月到 15 年 6月期刊盘点、造册。

五、馆员图书馆知识培训。

六、幼教特藏书目采购。

七、图书馆网站建设。

八、全馆设备的清理、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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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教育名篇

——读书与用书

一、三种人的生活

中国有三种人：书呆子是读死书，

死读书，读书死。工人、农人、苦力、

伙计是做死工，死做工，做工死。少爷、

小姐、太太、老爷是享死福，死享福，

享福死。

二、三帖药

书呆子要动动手，把那呆头呆脑的样子改过来，你们要吃一帖“手化

脑”才会好。我劝你们少读一点书，否则在脑里要长“痞块”咧。工人、

农人、苦力、伙计要多读一点书，吃一帖“脑化手”，否则是一辈子要“劳

而不获”。少爷、小姐、太太、老爷!你们是快乐死了。好，愿意死就快

快的死掉吧。我代你们挖坟墓。倘使不愿意死，就得把手套解掉，把高跟

鞋脱掉，把那享现成福的念头打断，把手儿、头脑儿拿出来服侍大众并为

大众打算。药在你们自己的身上，我开不出别的药方来。

三、读书人与吃饭人

与读书联成一气的有“读书人”一个名词，假使书是应该读的，便应

使人人有书读;决不能单使一部分的人有书读叫做读书人，又一部分的人

无书读叫做不读书人。比如饭是必须吃的，便应使人人有饭吃，决不能使

一部分的人有饭吃叫做吃饭人，又一部分的人无饭吃叫做不吃饭人。从另

一面看，只知道吃饭，不成为饭桶了吗?只知道读书，别的事一点也不会

做，不成为一个活书架了吗?

四、吃书与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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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叫做蛀书虫。他们把书儿当作糖吃，甚至于当作大烟吃，吃糖

是没有人反对，但是整天的吃糖，不要变成一个糖菩萨吗?何况是连日带

夜的抽大烟，怪不得中国的文人，几乎个个黄皮骨瘦，好像鸦片烟鬼一样。

我们不能否认，中国是吃书的人多，用书的人少。现在要换一换方针才行。

书只是一种工具，和锯子、锄头一样，都是给人用的。我们与其说“读

书”，不如说“用书”。书里有真知识和假知识。读它一辈子不能分辨它

的真假;可是用它一下，书的本来面目就显了出来，真的便用得出去，假

的便用不出去。

农人要用书，工人要用书，商人要用书，兵士要用书，医生要用书，

画家要用书，教师要用书，唱歌的要用书，做戏的要用书，三百六十行，

行行要用书。行行都成了用书的人，真知识才愈益普及，愈易发现了。书

是三百六十行之公物，不是读书人所能据为私有的。等到三百六十行都是

用书人，读书的专利便完全打破，读书人除非改行，便不能混饭吃了。好，

我们把我们所要用的书找出来用吧。

用书如用刀，

不快就要磨。

呆磨不切菜，

怎能见婆婆。

五、书不可尽信

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在书里没有上过大当的人，决不能

说出这一句话来。连字典有时也不可以太相信。第五十一期的《论语》的

《半月要闻》内有这样一条：

据二卷十二期的《图书评论》载：《王云五大辞典》将汤玉麟之承德

归入察哈尔，张家口“收回”入河北，瀛台移入“故宫太液池”，雨花台

移入南京“城内”，大明湖移出“历城县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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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小孩子们查一查《王云五大辞典》，究竟是不是这样，小孩子们

的报告是，《王云五大辞典》真的弄错了。只有一条不能断定，南京有内

城、外城，雨花台是在内城之外，但是否在外城之内，因家中无志书，回

答不出。总之，书不可尽信，连字典也不可尽信。

六、戴东原的故事

书既不可以全信，那末，应当怀疑的地方就得问。学非问不明。戴东

原先生在这一点上是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引导。东原先生十岁才能开口讲

话。《大学》有经一章，传十章。有一条注解说这一章经是孔子的话，由

曾子写的;那十章传是曾子之意，由他的门徒记下来的。东原先生问塾师

怎样知道是如此。塾师说：朱文公(夫子)是这样注的。他问朱文公是何时

人。塾师说是宋朝人。他又问孔子和曾子是何时人。塾师说是周朝人。“周

朝离宋朝有多少年代?”“差不多是二千年了。”“那末，朱文公怎样能

知道呢?”塾师答不出，赞叹了一声说：“这真是个非常的小孩子呀)

七、王冕的故事

王冕十岁时，母亲叫他的面前说：“儿啊!不是我有心耽误你，只因

你父亲死后，我一个寡妇人家，年岁不好，柴火又贵，这几件旧衣服和些

旧家伙都当卖了。只靠着我做些针线生活寻来的钱，如何供得你读书?如

今没奈何，把你雇到隔壁人家放牛，每月可得几钱银子，你又有现成饭吃，

只在明天就要去了。”王冕说：“娘说的是。我在学堂里坐着，心里也闷，

不如往他家放牛，倒快活些。假如我要读书，依旧可以带几本去读。”王

冕自此只在秦家放牛。……每日点心钱也不用掉，聚到一两个月，偷空走

到村学堂里，见那闯学堂的书客，就买几本旧书，逐日把牛拴了，坐在柳

荫树下看。

现在的学校教育是对穷孩子封锁，有钱、有闲、有面子才有书念。我

们穷人就不要求学吗?不，社会就是我们的大学。关在门外的穷孩子，我

们踏着王冕的脚迹来攀上知识的高塔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