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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析資訊組織與技術服務繼續教育 

魏令芳與游玉芬 

這是一篇來自編目與詮釋資料專業發展的調查報告，發表於今年技術服務專業

期刊 Library Resources & Technical Services內，主要是就當前技術服務採用的新標準

與技術，指出來自語意網（Semantic Web）與 鏈結資料（Linked Data）應用下與此

相關的鏈結資料技術與BIBFRAME繼續教育主題。這個報告能讓我們一窺分編專業

館員需求的翻新主題為何，其次也強調專業分編人員應學習的知識與技能。 

該報告文獻分析指出，資訊組織方面亦需要翻新的繼續教育，2006年IFLA出版

了”Continuing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Principles and Best Practices”，2009年ALA

的”Core Competencies of Librarianship，至2017年ALCTS草擬”Core Competencies for 

Cataloging and Metadata Professional Librarians”，指出分編人員的核心能力，此份文

件界定出分編專業人員應具有的基礎能力、技術與行為，更重要的是學習新知，強

調繼續教育的重要。然而繼續教育方面的主題會有哪些呢？作者感於文獻發表有限，

因此設計此計畫產出此報告。 

此調查報告調查時間為2014年12月9號到2015年2月15，回收有1,237份，其中共

有646份完成全部調查問題。報告結果可以由表3到6看出當前繼續教育主題，亦可視

為當前技術服務教育重點。 

作者表3指出當前從業人員認為繼續教育最有興趣的學習主題，主要是有關新

的資訊標準與技術，排列前三分別是：當前資料標準概論（ overview of 

current/emerging data standards and technologies）、鏈結資料應用與BIBFRAME。其

次學習RDA，特別是學習特殊格式描述方面。排序低的有圖書館大眾分類法與標籤

（folksonomies and social tagging），其次是專業的簡單知識組織系統（Simple 

Knowledge Organization System，簡稱SKOS），部分專業人員具程式設計能力的排

序低。 

表4指出他們認為繼續教育主題，就個人專業上與機構或計畫需求間差異，可以

看出機構方面並未在意專業人員所需的教育，這也指出他們所處圖書館或機構缺少

有此相關的計畫進行，也就是當前的工作並不需要一些新的知識與技術，換言之報

告揭露了組織或機構可以為專業訓練方面設計一些繼續教育有關課程，如RDA、當

前資料標準概論、數位典藏（digital repositories）、資料管理（data management）、

詮釋資料計畫管理（metadata project management）與數位圖書館（digital libraries）

等。 

表5指出當前支援開放交換所需的書目記錄與資源探索有關的語意網議題。LC

計畫MARC formats to BIBFRAME即為此目的而產生，此部分作者目的是要瞭解當

前分編專業對於語意網應用的認知，結果指出有一半的回答者同意語意網是分編專

業的新機會。專業認為語意網能帶來的好處，是希望語意網可以改善讀者服務與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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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資源探索服務，語意網可以提高圖書館資料在網路上的能見度，鏈結資料應用亦

相同。 

表6則指出當前21世紀專業分編核心能力，排名於前的有：有能力學習與使用軟

體、具詮釋資料標準與品質控制知識、共同協作能力、口語與書寫溝通能力、使用

控制與非控制詞彙能力等，居多與傳統認知無異。相對的一向被視為非常重要與重

要的項目如：具計畫管理能力、程式設計技能與外語能力，回覆內的排序很低。 

此調查問卷中作者亦探討分編專業人員對於所處專業與發展中的角色，超過一

半回覆指出是在提供測試與回饋以提升有關標準與技術，實務方面則有三分之一認

為他們的角色是作為非專業人員的諮詢角色。最後更重要的是作者想要探討的是未

來分編館員的角色，這個角色我們可由《商業周刊》1608期的「非懂不可AI超人才」

專題中揭露出來，「標註如果不精準，機器會越學越歪」，AI 前提需要的是一群如

分編專業人員先進行的資料標註、連結與整理的人（如下圖）。 

 

資料來源：沒有這群人，AI同事無法「上工」！（見商業周刊1608期頁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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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我們由ALCTS 2017-2018年度報告內指出的繼續教育課程內容也可窺見

當前的繼續教育內容，此專業學會設計有七種高品質基礎課程於年度內持續授課，

分別為編目、詮釋資料、徵集、館藏評鑑、館藏發展與管理、電子資源徵集、資料

保存，雖然都是圖資專業學過的課程，但內容是有許多的實務議題，如電子資源徵

集上需要的試用、授權、採購與計價方式等。學會也由2018年3月起設計有六次的網

路論壇，有From MARC to BIBFRAME: Linked Data on the Ground，其他涉及主題有

PyMARC、讀者隱私權（patron privacy）、紙本館藏分享（shared print collection）與

資料保存。 

作者原表3至表6表內主題如後： 

表3 個人有興趣的繼續教育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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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個人需求與機構需求差異 

 

表5 語意網的潛在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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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21世紀分編專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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