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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类社会信息化的进程以及我国不断推进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深刻地影响着档案事业和档案学的
发展，档案工作实践中层出不穷的新事物、新问题强烈地呼唤着理论的关注与回应，造就了我国档案
学术研究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
随着档案学研究领域的开阔与多学科化，研究内容的丰富与深化，研究方法的娴熟与多样化，我国档
案学术研究的气氛日益活跃，一代学人正在成长。
如果把档案学比作学术之林中的一颗大树的话，令人欣喜的是，不仅在传统档案学理论的变革和完善
之处新花绽放，在充满时代气息的档案信息化、电子文件、知识管理等新领域中也是枝繁叶茂，硕果
累累。
　　近年来我国档案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是不争的事实，但成果的形式多为专业刊物上发表的论
文，相比之下，专著数量显然不多。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做的“十五”期间档案学科调查显示，据不完全统计，2000.2004年，我
国出版的档案学专著只有30余种，档案学研究人员和学生也常有“专业书荒”之感。
看来，多编写和出版一些高质量的专著应当引起档案学者的重视了。
　　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原档案学院）是新中国开展档案专业教育最早的高等院校，也
是目前国内公认的档案学研究重镇。
针对国内档案学专著相对薄弱的现实，我院精心组织编写了这套“当代档案学理论丛书”，由一系列
档案学专著组成。
参加丛书编写的作者都是我院具有博士学位的中青年教师，或从我院取得博士学位的其他高等院校、
科研机构的中青年学者，他们是我国档案学研究的新锐力量，他们以自己对档案学科的钟情和深思写
出了一本本在学术上独树一帜的档案学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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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作者基于学术评价视阈，以当前档案学术界的研究为基础，在解决了“为什么要评价、如何评价
和评价什么”等问题之后，从档案学的理论分析层面和个案研究层面具体展开了研究。
其中涉及中国档案学应研究什么、研究了一些什么、是什么人在研究和采用什么方法研究四个基本问
题，并以吴宝康、档案管理学、湘潭大学档案学专业为例，从档案学人、档案学科发展和档案学专业
建设三个角度进行了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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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2章　档案学术评价理论范畴体系　　2.4 档案学术评价类型划分　　档案学术评价类型的划分
并不是绝对的，根据实际工作的需要，采用不同的标准，可以做出不一样的区分。
　　2.4.1 内容评价与形式评价　　根据评价选择角度的不同，学术评价的基本形式有两种，一是基于
内容的学术评价，即基于学术发展的内在规律和学科本身的逻辑结构的评价方式；另一种是基于形式
的评价，即游离于学术研究之外，客观描述学术研究成果的外在特征和学术成果之问的形式联系，描
绘出学术研究的形式化图景，从而达到学术评价的目的。
这两种方法显然有主次之分，但又是相辅相成的，基于内容的评价显然是一种最符合逻辑的评价，形
式化评价本质上是基于内容分析的评价方法的一种工具和补充。
　　基于内容的评价模式就是以学术成果的内容特征来评价学术成果。
其先决条件是评价人应该能够读懂和理解学术成果的内容，应该对相关的学术领域有深刻的理解力和
非凡的洞察力。
而要满足这样的条件，评价人非该领域的专家莫属。
所以，基于内容的学术评价本质上就是专家评价，或同行评价。
许多学术刊物采用的专家审稿就是一种典型的基于内容的学术评价方式。
但由于内容评价主要依托评价人对内容的理解，往往受到评价主体的主观因素的影响，受制于评价主
体的学识、兴趣、情感等个人因素，这些因素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学术评价的准确性、公正性，因此
，内容评价方法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为了尽量降低这种主观因素的负面影响，基于内容的评价往往需要多个评价人从不同的角度进行。
　　⋯⋯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档案学阐释与批评>>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