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目标与标准 

(一) 培养目标 

培养掌握图书情报专业知识和技能，能够综合运用管理、经济、法律、

历史文献、计算机知识解决图书情报工作中的实际问题，具有较高职业素

养，胜任图书情报行业的实际工作，适应国民经济与社会信息化、文化建

设需要的高层次、应用型、复合型专门人才。 

(二) 学位标准 

根据国家图书情报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结合我校实

际和特色，制定河南师范大学图书情报（MLIS）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

方案，方案对学位授予标准进行了明确说明。完成总学分不少于 39个学分

的课程学习，其中包括 6 学分的专业必修实践。完成并通过学位论文答辩

者，经学位授予单位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授予图书情报硕士专业学位。 

二、基本条件 

(一) 培养特色 

本学位点培养体现厚基础理论、重实际应用、博前沿知识、展研究特

色的特点，在培养学生全面掌握图书情报领域基础知识和实操本领同时，

尤其注重培养学生利用历史学、文献学、阅读学知识解决古籍、特色文献、

地方文献发展需求的能力和利用专利情报分析支撑驱动创新的能力。 

（二）师资队伍 

本专业汇聚了一支由高级职称、博士组成的师资队伍。核心课程分别

由王瑞珍（正高、硕士生导师）、张垒（副高、硕士生导师）、姚玲杰（副

高、硕士生导师）、王安功（副高、硕士生导师）、郑爽（副高、硕士生导

师）、贾利锋（副高、硕士生导师）、贺科伟（博士，副高）、赵纪彬（博士、

副高）、李新磊（副高）、马洪良（博士，副高）、朱贺（博士，副高）、李



金环（博士）、贾雪利（博士）、沈贝蓓（博士）、杨彦智（博士）、岳凯峰

（博士）、刘梦楚（博士）等承担。 

(三) 科学研究 

本学位点重视以科学研究支撑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形成了一支由导

师队伍和任课教师组成的科研团队，2024 年发表专业学术论文 25 篇，其中

学 CSSCI 论文 2 篇，核心 2 篇。获批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 4 项，其中教育

部一般项目 2 项、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 1 项、河南省社科规划项

目 1 项。出版专著 13 部。荣获河南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新乡市社科优秀成果奖 5 项。 

本学位点依托机构在全国高校图书馆中学术能力排名第 36 位，继续位

列河南省高校第一位。2024 年张垒、姚玲杰两位导师继续评为全国图书馆

学 B 类、C 类学者荣誉称号，姚玲杰获河南省河南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

人才支持计划。2024 年张垒、李翔、许新军三位同志入选中国知网高被引

学者榜单。 

(四) 教学科研支撑 

为支撑学位点教学，培养单位已改建完成一个可容纳 30人的多媒体教

室和一个可容纳 30人的学习空间。为支持科研，培养机构与河南省人文社

科重点研究基地进行融合发展。 

(五) 奖助体系 

根据学校研究生奖助体系，本年度学位点制定了详细的研究生综合测

评细则、奖学金评定办法和教学科研社会实践资助办法。 

三、人才培养 

(一) 招生选拔 

2024年报考 103 人，上线 25 人，计划招生 6 人，实际招生 15人。2025

年预计招生规模在 20-25 人左右，有效报考人数 121 人。学位点及时制定



河南师范大学 2025 年图情专硕招生简章、制作河南师范大学 2025 年图情

专硕招生宣传片、完成河南师范大学图书与档案信息中心 2025 年硕士推免

研究生招生复试及录取办法。 

(二) 思政教育 

本学位点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全面贯彻全

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认真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着力构建“三

全育人”工作体系，在课程思想、意识形态、基层党建、思政队伍、实践

育人等方面精准发力，为党育人、为国育材，培养高层次、复合型信息管

理应用型专门人才。 结合专业特色，扎实推进课程思政建设。结合图书情

报专业特色，突出图书情报专业所具有的信息前沿、文明传承、文化引领

的特点，在课程教学设计中，自然融入思政元素，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

民族自豪感。 

培养机构重视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成立思政工作组织体系，建立以研

究生导师和辅导员为主体的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研究生思想政

治工作由培养机构党总支书记王鹏祥同志负责，研究生辅导员由阅读推广

与学生志愿服务中心的胡玉文同志担任。重视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强化

导师在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中首要责任人的作用。 

(三) 课程教学 

经过 2023 级研究生教学实践、在咨询专家、任课教师，综合学生的反

映基础上，对培养方案在学时、开课学期等进行微调。确定了 2024级培养

方案中课程体系设置及教学模式。 

课程学习采用学分制，总学分不少于 39 个学分，其中公共学位课不少

于 9 学分、专业核心课不少于 20 学分、专业选修课不少于 4 学分、专业实

践 6 学分。学位课须安排考试，75 分以上为合格；选修课可安排考试或考

查，60 分以上为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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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_002012 政治理论 36 2 第一学期 考试 

必修 9 学
分 

09_002011 英语 72 4 第一学期 考试 

21_000003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读
（线上课程） 

14 1 第一学期 考试 

21_000001 
科研伦理与学术道德（线
上课程） 

32 1 第一学期 考试 

22_000004 
研究生素养课——积极心
理与情绪智慧（线上课程） 13 1 第一学期 考试 

专
业
核
心
课 

23_32125501 
图书情报基础 
（Foundations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36 2 第一学期 考试 

 
 
 
 
 

 
不少于
20 学分 
 

23_32125502 

图书情报学研究方法
（Research Methods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36 2 第一学期 考试 

23_32125503 

文献与古籍专题研究
（Special Research on 
Literature and Ancient 
Books） 

54 3 第一学期 考试 

23_32125504 
信息资源建设
（Information Resources 
Construction ） 

54 3 第二学期 考试 

23_32125505 

图书情报行业发展前沿
（Research Frontier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54 3 第二学期 考试 

23_32125506 信息组织（Information 
Organization） 

54 3 第二学期 考试 

23_32125507 
数字图书馆关键技术（Key 
Technologies of Digital 
Library） 

54 3 第二学期 考试 

23_32125508 
情报分析与研究
（Intelligence Analysis 
and Research） 

36 2 第二学期 考试 

23_32125509 信息检索（Information 
Retrieval） 

36 2 第一学期 考试 

23_32125510 

科研选题与论文写作
（Research topics 
selection and paper 
writing） 

18 1 第三学期 考试 

 
专 
业 

23_32125511 
图书馆史专题研究
（Special Research on 
Library History） 

36 2 第二学期 考查 
至少修 4

学分 



选 
修 
课 

23_32125512 
阅读推广理论与实践
（Reading Promo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36 2 第三学期 考查 

23_32125514 数据挖掘（Data Mining） 36 2 第三学期 考查 

23_32125515 

中外图情经典文献导读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and Foreign Classic 
Literature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36 2 第三学期 考查 

23_32125516 信息计量学（Informetrics） 36 2 第三学期 考查 

23_32125517 

专利情报分析与利用
（Patent Intelligence 
Analysis and Utilization） 

36 2 第三学期 考查 

23_32125518 
信息处理工具与技术
（Information Processing 
Tools and Technologies） 

36 2 第三学期 考查 

 

(四) 导师指导 

通过动员、申请、评议、公示、审批等程序，本年度新增遴选导师 4

人，目前学科点已有导师 20 人：王瑞珍、李翔、张垒、姚玲杰、贾利锋、

陈留院、任文香、王安功、杨翔宇、郑爽、岳修志、谢琳惠、田利、郭育

艳、周园、王仁磊、吕美娇、杨勇、郭岭、杨静。 

（五）实践教学 

确定河南省图书馆、郑州西亚斯学院图书馆、中原工学院图书馆、河

南财经政法大学图书馆、新乡市图书馆、郑州科技发展战略研究所、广州

南方万方数据有限公司等 7家单位为实践研究基地，并进行集中签约授牌。 

(五) 学术交流 

全年有 20 余人次教师队伍到国家图书馆、省图书馆、吉林大学等单位

访学、进修、参加学术会议，组织邀请南开大学、浙江大学、郑州大学、

老师进行学术交流 4 次。承办“图书馆发展中的技术与环境学术交流会”。 

(六) 论文质量 

本学位点结合研究生院学位论文相关规定，制定了学位论文开题、中



检、申请学位资格条件预审和预答辩、盲审制度等环节以及论文抽检与评

审办法，以环节科学合理严把论文质量，严格落实导师负责制，树立导师

第一责任人的意识，严格落实学校论文管理规范。 

同时在课程培养方案中通过开设学术道德与论文写作课程，举办知识

产权、信息素养教育专题讲座等多种形式注重加强对研究生的科学精神、

学术道德方面的培养。 

(七) 质量保证 

本学位点初步制定了质量保证组织体系、管理体系、规章制度。 

(八) 学风建设 

初步完成制定本学位点学风建设组织体系、管理体系、规章制度。 

(九) 管理服务 

中心非常重视学位点工作，成立了研究生学科建设与学术学位评定委

员会、研究生思想政治工作团队、研究生管理团队等。崔宗超负责学术学

位评定等工作，王鹏祥负责研究生思想政治工作，王瑞珍作为学科带头人，

负责学科建设，李翔负责学位点日常管理，张垒、李金环负责研究生培养

工作，胡玉文负责研究生辅导员工作。 

(十一) 就业发展 

初步制定了本学位点就业发展组织体系、管理体系、规章制度。 

四、服务贡献 

(一) 科技进步 

本学位点依托河南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图书与档案信息中心信

息服务部，认真开展科学研究、积极参与科技创新决策咨询服务，为企事

业单位提供决策咨询、科技查新、专利服务等信息服务，参与智库研究，

有效促进科研成果转化。2024 年度联合科技部西南信息中心查新中心、教

育部科技查新工作站（Z16）开展科技查新、查收查引服务。以知识产权信



息咨询、科技查新咨询、科技情报咨询、论文查收查引等形式提供咨询服

务 1000 余次，以教育部产学研合作、知识产权软科学、省社科联调研等课

题形式提供决策咨询报告 191 份，极大促进科技进步。 

（二）经济发展 

本学位点依托新乡地方文献中心，开展地方特色文献古籍收藏、整理、

研发，进行地方文化经济资源开发和全民科普教育，有效促进地方经济发

展。2024 年度新增地方文献 2000 册（件），接待地方文献及古籍文献读者、

参观者及咨询者共计 7000 余人次；信息咨询教研部累计组织图书馆第二课

堂讲座 8场，累计参与学生约 1500 人次。 

（三）文化建设 

本学位点高度重视文化建设，依托图书馆、档案馆丰富的文化底蕴和

文化资源，开展校园文化建设、社科普及、地方文化服务等。 

利用“牧野存经典 卫水流书香”阅读推广品牌活动，积极营造良好的

校园文化环境，建设书香校园，打造“三全育人”的新格局。通过校史馆

开展校园文化展览、文化记忆、文化感悟活动，通过地方文献资源展览、

开发、编纂，进行科普活动，促进地方文化建设，2024 年发布新乡地方文

献阅读推广推文 15 篇，同时以品牌阅读推广活动“金石传拓”“手抄新乡

地方文献”为抓手，以”千年等一回——纸币诞生 1000周年纪念展“等六

次大型展览为依托进行文化弘扬、科普、传统技术传承培训 2000 余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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