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47 

圖資與檔案學刊 13:2=99 (Dec. ’21) 147-177 

DOI:10.6575/JILA.202112_(99).0005 

以系統性內容分析探究 2015-2019 年 

圖書資訊 TSSCI 期刊之研究趨勢 

鄭琨鴻

 莊昀蒨


黃雅玲


 石謙慧


 李佳宇



李雅筑 黃仙惠 黃筠珊

【摘要】 

本研究選定 3本指標性圖書資訊學 TSSCI 期刊，包括教育資料與圖書館

學、圖書資訊學刊及圖書資訊學研究，以此 3 本期刊為分析標的，探究近年

國內圖書資訊研究的趨勢。本研究針對 2015-2019 年間於該期刊所出版的論

文，以研究對象、研究方法及研究主題等 3 項指標進行系統性內容分析。研

究結果顯示，TSSCI 期刊論文所聚焦的研究對象除文獻或檔案外，以人為研

究對象（例如圖書館員、一般成人或學生）的論文數量亦為數不少；量化取

徑的研究數量雖逐年增加，但實驗法的運用相對較少，質性取徑與文獻回顧

研究數量也逐年降低；較受關注的研究主題有使用者觀點的資訊服務研究、

數位典藏與學習應用研究，以及資訊與知識組織，根據上述本研究提出圖書

資訊研究的未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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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圖書資訊 文獻回顧 內容分析 資訊服務 資訊組織 數位學習 

 

壹、前言 

圖書資訊學（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結合圖書館學與資訊科

學，屬於跨學科的知識領域（歐陽崇榮、關中、童瓊慧、薛志峰，2006），

著重各種形式資訊之創造、管理與使用之研究（柯皓仁、謝順宏，2019）。

隨著數位時代科技的發展，圖書資訊學科不斷演進，研究領域涉及的面向

也越趨廣泛，掌握研究趨勢更成為圖書資訊領域學者的重要挑戰。  

在過去十幾年，為了瞭解圖書資訊學的研究趨勢，學者們運用文獻回

顧的方式來探索不同階段的熱門研究議題。例如歐陽崇榮等人（2006）回

顧 2001 年至 2006 年國內圖書資訊學期刊文獻及博碩士論文，透過內容分

析法統計論文的領域分類來呈現研究主題的變化，他們發現期刊文獻的研

究領域類別分布平均，並無特別突出的研究分類體系，但在整體的論文數

量卻呈現逐年下滑趨勢。另外，歐陽崇榮等人（2006）則發現博碩士論文

的研究主題偏重於使用者服務、資訊系統與檢索及資訊組織。柯皓仁與謝

順宏（2019）接續科技部（原國科會）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在 2005 年的

《熱門及前瞻學術研究議題調查》（潘慧玲、陸偉明、黃慕萱、謝伸裕、方

永泉，2007；潘慧玲等人，2007），從國內外期刊與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的

資訊計量資料中，探索 2006 年至 2015 年間圖書資訊學的研究議題概況，

並歸納出 8 項圖書資訊領域的重要研究方向，包括（一）以大數據為中心

的圖書館管理與使用者研究、（二）基於鏈結資料之資訊與知識組織以及資

訊系統發展、（三）深化的資訊素養及資訊行為研究、（四）數位庋用、研

究資料管理、數位人文、（五）圖書資訊學教育的課程改革與認證制度、（六）

合作館藏發展與合作典藏、（七）圖書館價值與圖書館評鑑、（八）資訊計

量與學術傳播。 

綜覽近十年國外文獻針對圖書資訊學領域的趨勢探究，多數以特定主

題為範疇進行系統性回顧，舉例來說，以數位圖書館（digital library）為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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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範疇，Heradio 等人（2012）從使用者感知的觀點回顧數位圖書館品質評

估的相關論文；Alipour-Hafezi 與 Khedmatgozar（2016）從透過系統性文獻

回顧探究數位圖書館的借閱服務與機制；Diekema（2012）則以文獻回顧探

討數位圖書館的多語功能設計。而以學術圖書館（academic library）為題，

學者們試著回顧論文去探討學習空間在學術圖書館中的定位（Turner, 

Welch, & Reynolds, 2013），以及從國際學生使用角度來探究學術圖書館國

際化的議題（Click, Wiley, & Houlihan, 2017），甚至透過文獻回顧來分析學

術圖書館運用資料探勘技術的概況（Siguenza-Guzman, Saquicela, Avila-

Ordóñez, Vandewalle, & Cattrysse, 2015）。此外，探究圖書館在行動學習與

服務上的角色也是圖資領域回顧論文的重要議題（Vassilakaki, 2014; Tu & 

Hwang, 2018）。然而，鮮少論文是從鉅觀的角度來分析整體圖書資訊學研

究領域的走向，例如選定數本具指標性的期刊作為分析標的（Hsu et al., 

2012），本研究認為除了特定議題的研究趨勢外，整體圖資領域的研究共識

也值得探索。 

相較於過去網路科技的逐步發展，近年內的資訊科技進展快速，例如

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 IoT）、延

展實境（extended reality, XR）、區塊鏈（block chain）及資訊安全（information 

security）等，除了影響人類的生活外，在社會科學研究方向上也扮演關鍵

的角色，當然，圖書資訊研究領域的變遷也無法置身事外，探索近來圖書

資訊研究議題的發展情況更是重要。在國內的圖書資訊學研究領域，2020

年共有 6 本期刊被列入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期刊評比暨核心期刊收錄，其

中受評為第一級與第二級者為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核心期刊（TSSCI），第

一級期刊共 2 本，包括《教育資料與圖書館學》與《圖書資訊學刊》；《圖

書資訊學研究》為第二級期刊；第三級期刊則有 3 本，分別是《圖書館學

與資訊科學》、《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以及《公共圖書館研究》。自柯皓仁

與謝順宏（2019）的 2006-2015 年間圖書資訊學研究回顧起，中文期刊缺

乏後續的研究趨勢整理，是故，本研究以選定的 3 本指標性之圖書資訊學

TSSCI 期刊（包含教育資料與圖書館學、圖書資訊學刊，以及圖書資訊學

研究）為標的，探究 2015-2019 年國內圖書資訊研究之趨勢，具體研究問

題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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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5-2019 年國內圖書資訊研究 TSSCI 期刊論文出版概況為何？ 

2. 2015-2019 年國內圖書資訊研究領域的研究對象趨勢為何？ 

3. 2015-2019 年國內圖書資訊研究領域的研究方法趨勢為何？ 

4. 2015-2019 年國內圖書資訊研究領域的研究主題趨勢為何？ 

 

貳、研究方法 

為了回答研究問題，本研究採用系統性內容分析法（systematic content 

analysis）針對所選定的 3 本指標性圖書資訊學 TSSCI 期刊於 2015-2019 年

間所出版的論文進行分析。系統性內容分析法常被運用於定期性的學術期

刊論文回顧（Lin, Lin, & Tsai, 2014; Lin, Lin, Potvin, & Tsai, 2019），也能針

對特定研究議題進行系統性的整理與歸納分析（Chang et al., 2020; Wang, 

Hou, & Tsai, 2020），此方法非單純資料收集，而是有系統地將資料進行分

類編目，例如可從研究主題、方法與對象進行分類與分析。相較於其他書

目計量方法，系統性內容分析法的研究資料範圍雖有所限制，但能針對特

定學術研究範圍進行全面且深入的分析，並提供相關研究者清楚的研究領

域趨勢。 

本研究排除各期刊於每期出版的〈編者言〉或〈主編的話〉外，其中

《教育資料與圖書館學》發行第 52 卷至第 56 卷共計 64 篇論文；《圖書資

訊學刊》發行第 13 卷至第 17 卷共計 60 篇論文；《圖書資訊學刊》發行第

9 卷至第 14 卷共計 46 篇論文，全數總計 170 篇論文納入系統性內容分析。

納入論文首先進行語言使用分析（包括中文與英文），同時，本研究參考過

去社會科學研究領域之研究趨勢探究論文的內容分析架構（Chou, Wu, & 

Tsai, 2019; Hsu et al., 2012; Hwang & Tsai, 2011），主要以（1）研究對象、

（2）研究方法，以及（3）研究主題等 3 項內容分析指標為基礎去探究圖

書資訊研究趨勢。其中，研究主題的編碼將依據《一○七年中華民國圖書

館年鑑》「圖書資訊學研究」的研究成果文獻分類架構，進行圖書資訊研究

的主題分析，編碼類別分別為圖書資訊學理論與發展、圖書資訊學教育、

館藏發展、資訊與知識組織、資訊服務與使用者研究、圖書館與資訊服務

機構管理、資訊系統與檢索、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研究、資訊與社會、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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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計量學共計 10 類。此外，研究對象與研究方法的編碼類別則以 Chou 等

人（2019）的研究趨勢分析架構為基礎，考量圖書資訊研究領域的獨特性，

並經由編碼過程持續不斷修正類別，最後確認的編碼類別如表 1 所示，研

究對象的編碼類別包括：K-12 學生、高等教育學生、專家學者、圖書館員、

一般成人、跨年齡對象、文獻、檔案與資料、其他共 8 項；研究方法的編

碼類別則包括：文獻回顧、量化研究、實驗法、質性研究、混合研究、技

術報告、其他共 7 項。 

本研究以表 1 的編碼指標為基礎，針對 170 篇論文進行系統性內容分

析，每篇論文將根據其招募的研究對象、主要採用的研究方法以及聚焦之

研究主題分別歸類於各三大項目並計算次數，編碼結果若有不一致處則由

研究參與人員（共 7 人）討論，並須達成共識後方能確定編碼結果。 

表 1 

系統性內容分析編碼類別表 

編碼類別 

研究對象 研究方法 研究主題 

1.K-12 學生 

2.高等教育學生 

3.專家學者 

4.圖書館員 

5.一般成人 

6.跨年齡對象 

7.文獻、檔案與資料 

8.其他 

1.文獻回顧 

2.量化研究 

3.實驗法 

4.質性研究 

5.混合研究 

6.技術報告 

7.其他 

1.圖書資訊學理論與發展 

2.圖書資訊學教育 

3.館藏發展 

4.資訊與知識組織 

5.資訊服務與使用者研究 

6.圖書館與資訊服務機構管理 

7.資訊系統與檢索 

8.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研究 

9.資訊與社會 

10.資訊計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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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結果 

一、TSSCI 期刊論文出版概況與主題趨勢 

為了解近年國內圖書資訊研究 TSSCI 期刊論文出版概況，本研究先從

論文使用語言及發表年份來檢視該 170 篇論文。整體而言，2015-2019 年

間出版的中文論文共 134 篇（79%）、英文論文共 36 篇（21%），若進一步

從期刊類別來看，如表 2 所示，我們發現相較於《教育資料與圖書館學》

（16 篇）與《圖書資訊學刊》（17 篇），《圖書資訊學研究》出版的英文論

文數量偏低（3 篇），特別是《教育資料與圖書館學》的英文論文數量逐年

增加，甚至在 2019 年還超越中文論文出版數量而高達 7 篇，以上數據顯

示出期刊論文語言別的出版趨勢。 

表 2 

TSSCI 期刊論文逐年出版概況 

 教育資料與圖書館學 圖書資訊學刊 圖書資訊學研究 

 中文 英文 中文 英文 中文 英文 

2015 14  1 10  4 10 0 

2016 11  2  9  3  7 2 

2017  9  3  7  4  8 1 

2018  8  3  8  4  9 0 

2019  6  7  9  2  9 0 

總和 48 16 43 17 43 3 

 

表 3 則呈現目前圖書資訊研究 3 本 TSSCI 重要期刊之研究主題趨勢，

我們發現《教育資料與圖書館學》近年內出版的論文主題雖多有涵蓋，但

大部分是聚焦於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研究（16 篇）和資訊與社會（12 篇）

議題；而《圖書資訊學刊》所著重的研究主題則明顯偏重於資訊服務與使

用者研究（22 篇）和資訊與知識組織（10 篇），其他議題的論文出版數量

相對較少；《圖書資訊學研究》重視的論文主題出版概況與《圖書資訊學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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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近，資訊服務與使用者研究（14 篇）的主題探討最多，其次為資訊與知

識組織（7 篇）和圖書館與資訊服務機構管理（7 篇）。 

表 3 

TSSCI 期刊論文之研究主題概況 

 教育資料與圖書館學 圖書資訊學刊 圖書資訊學研究 

圖書資訊學理論與發展  7  2  3 

圖書資訊學教育  5  4  3 

館藏發展  1  4  0 

資訊與知識組織  2 10  7 

資訊服務與使用者研究  6 22 14 

圖書館與資訊服務機構管理  2  7  7 

資訊系統與檢索  3  2  2 

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研究 16  3  2 

資訊與社會 12  1  3 

資訊計量學  7  4  0 

其他  3  1  5 

總和 64 60 46 

 

二、研究對象趨勢 

根據表 4 所示，從整體發展趨勢來看，近年國內圖書資訊研究 TSSCI

期刊論文所聚焦的研究對象多以文獻、檔案與資料為主（54 篇、31.8%），

例如期刊論文、網路訊息、資料庫、借閱紀錄、圖書分類號、古書文件或

網站等。其次為高等教育學生（24 篇、14.1%），其他沒有特定對象的研究

也佔有一定比例（21 篇、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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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研究對象概況 

 論文數量 百分比 

文獻、檔案與資料 54 31.8 

高等教育學生 24 14.1 

其他 21 12.4 

跨年齡對象 18 10.6 

一般成人 16 9.4 

圖書館員 15 8.8 

專家學者 13 7.6 

K-12 學生  9 5.3 

總和 170 100.0 

 

值得注意的是，以圖書館員為對象的論文比例僅為 8.8%（15 篇），以

一般成人（16 篇）、專家學者（13 篇）、或跨年齡（18 篇）為對象的研究

比例也不高，其中，本研究中所定義的跨年齡對象為橫跨 2 個族群以上的

研究，例如從圖資系所大學生與圖書館員的觀點去了解他們對圖書專業的

看法。此外，我們也發現鮮少學者投入探索圖書館場域或圖書資訊應用對

K-12 學生的影響（9 篇、5.3%），這些少數的研究論文主題大多著重於圖

書教師的閱讀教學與 K-12 學生的閱讀素養或資訊素養等相關議題的探

討。不過，若將上述以人為研究對象的類別次數加總（95 篇），將高於文

獻、檔案與資料類別（54 篇），表示從鉅觀的角度來看，以人為研究對象

仍是主流。 

圖 1 呈現了近年來研究對象的變化，我們發現以跨年齡為研究對象的

論文發表有逐年減少的趨勢，在 2019 年出版的論文中，更是缺乏以專家

學者或其他研究對象為主的論文。另一方面，以高等教育學生與一般成人

的研究數量雖隨著時間偶有增減，但整體而言呈現微幅增加趨勢。另外，

我們也發現圖書館員相關的研究在 2017 年數量驟降，但近來學者仍持續

投入該研究領域。關於以文獻、檔案與資料為探究對象的論文，雖然在 2016

年的數量有明顯減少，不過近三年來依舊是研究者最感興趣的圖書資訊研

究對象，趨勢亦是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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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研究對象逐年趨勢 

 

三、研究方法趨勢 

表 5 呈現近年國內圖書資訊研究 TSSCI 期刊論文所採用的研究方法

概況，我們可以發現質性研究（45 篇、26.5%）與量化研究（42 篇、24.7%）

佔大多數，運用混合研究法的論文數量也不少（34 篇、20%）。相較而言，

採用文獻回顧或書目計量方法的論文不多（19 篇、11.2%），特別是本研究

將採用實驗法的論文獨立於量化研究來分析，我們發現在國內圖書資訊研

究成果發表的論文中，量化研究法（例如調查研究、評估研究）雖然被大

量使用，但實驗法的運用相對較少（17 篇、10%）。此外，技術報告類型（6

篇、3.5%）或其他無法歸類於特定研究方法的論文（例如立場論文、社會

網絡分析或視覺方法等）（7 篇、4.1%）比例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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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研究方法概況 

 論文數量 百分比 

質性研究 45 26.5 

量化研究 42 24.7 

混合研究 34 20.0 

文獻回顧 19 11.2 

實驗法 17 10.0 

其他  7 4.1 

技術報告  6 3.5 

總和 170 100.0 

 

另外，若從逐年變化的趨勢來看，根據圖 2 所示，我們可以很明顯地

觀察到 2015-2019 年量化研究取徑的論文發表有逐年增加趨勢，相反地，

學者們發表的質性研究取徑論文數量卻逐年下滑，在文獻回顧的相關論文

發表也有下降趨勢。而採用混合研究法的論文雖然在 2017 年的數量驟降，

但近兩年內馬上回升，表示混合研究法在圖書資訊研究的運用仍受重視。

此外，從 2015-2019 年的時間來看，其餘類別例如實驗法、技術報告與其

他研究法的採用並沒有呈現明顯的變化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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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研究方法逐年趨勢 

 

四、研究主題趨勢 

根據表 6 所示，資訊服務與使用者研究為近年國內圖書資訊研究主題

的主流趨勢，其論文出版數量高於其他主題許多（42 篇、24.7%），其次受

到關注的研究議題為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研究（21 篇、12.4%），表示近年

來圖書資訊研究 TSSCI 期刊較重視使用者觀點的資訊服務研究以及數位

典藏與學習應用之相關研究。進一步檢視出版論文之研究主題概況發現，

資訊與知識組織（19 篇、11.2%）、圖書館與資訊服務機構管理（16 篇、

9.4%）、資訊與社會（16 篇、9.4%）等議題的論文數量些微低於上述 2 項

研究主題，再者，學者們投入圖書資訊學理論與發展（12 篇、7.1%）及圖

書資訊學教育研究（12 篇、7.1%）的程度相對較低，資訊計量學的研究主

題也呈現類似情況（11 篇、6.5%）。研究主題概況中值得學者及相關學術

單位或機構注意的是，近年來在資訊系統與檢索（7 篇、4.1%）及館藏發

展（5 篇、2.9%）的議題探究較為缺乏，無法歸類至圖書資訊研究十大主

題的其他類型論文約 5.3%（9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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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研究主題概況 

 論文數量 百分比 

資訊服務與使用者研究 42 24.7 

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研究 21 12.4 

資訊與知識組織 19 11.2 

圖書館與資訊服務機構管理 16 9.4 

資訊與社會 16 9.4 

圖書資訊學理論與發展 12 7.1 

圖書資訊學教育 12 7.1 

資訊計量學 11 6.5 

其他  9 5.3 

資訊系統與檢索  7 4.1 

館藏發展  5 2.9 

總和 170 100.0 

 

圖 3 呈現近年內圖書資訊研究領域的研究主題逐年趨勢，我們發現最

受關注的研究主題：資訊服務與使用者研究的發表論文數量雖有高低起

伏，但是沒有明顯的變化趨勢，第二大研究主題：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研

究雖然在 2017 年的數量降低，不過近三年內的發表數量趨勢為向上增長，

另一個具備較明顯增長趨勢的研究主題則是：資訊與社會（自 2016 年起）。

綜觀圖 3 結果，我們發現有幾個研究主題受到關注的程度有降低趨勢，包

括資訊與知識組織、圖書館與資訊服務機構管理、資訊計量學，以及資訊

系統與檢索等，其餘研究主題則無顯著的趨勢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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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研究主題逐年趨勢 

 

五、研究主題、對象與方法之交互分析 

為了解主流圖書資訊研究主題所聚焦的研究對象與方法為何，本研究

以資訊服務與使用者研究、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研究，以及資訊與知識組

織等主題為目標，進一步檢視研究主題、研究對象與研究方法之間的類別

關聯。 

如表 7 所示，資訊服務與使用者研究是近五年的主流研究議題，相對

於其他研究方法，學者們偏向採用量化研究（11 篇）與質性研究（17 篇），

且大多以跨年齡或成人使用者為研究對象。例如一些質性研究論文聚焦於

使用者資訊使用行為（Chou & Lo, 2015；張郁蔚、邵芷羚，2017），運用照

片引談法與使用者訪談探究服務環境設計議題（林芷君、邱銘心，2019），

也透過觀察及訪談檢索行為探討電子書目錄的使用者需求（謝孟君、陳

昭珍，2016）。量化研究則多用問卷作為去探究工具，涵蓋智慧圖書館服務

需求與滿意度、圖書館館際互借服務、資訊近用等議題（林豐政、李芊芊，

2015；王梅玲，2016；鄭如茵、蔡天怡，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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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研究主題、對象與方法之交互分析表 

  
K-12 

學生 

高等教

育學生 

專家 

學者 

圖書 

館員 

一般 

成人 

跨年齡 

對象 

文獻、

檔案與

資料 

其他 總和 

資訊服務

與使用者

研究 

質性 

研究 
   0    0    5    1    6    4 1 0   17 

量化 

研究 
   0    3    0    0    1    3 4 0   11 

混合 

研究 
   0    2    0    1    0    4 2 0    9 

實驗法    0    3    0    0    0    2 0 0    5 

總和    0    8    5    2    7   13 7 0   42 

數位典藏

與數位 

學習研究 

量化 

研究 
   1    2    2    0    0    1 2 0    8 

混合 

研究 
   1    3    0    0    0    0 0 0    4 

其他    0    1    1    0    0    0 1 0    3 

實驗法    0    2    0    0    0    0 0 0    2 

質性 

研究 
   0    1    0    0    0    0 0 1    2 

技術 

報告 
   0    0    0    0    0    0 1 1    2 

總和    2    9    3    0    0    1 4 2   21 

資訊與 

知識組織 

質性 

研究 
   0    0    1    0    1    1 2 1    6 

混合 

研究 
   0    1    0    0    1    0 1 2    5 

實驗法    0    1    0    0    0    0 2 0    3 

文獻 

回顧 
   0    0    0    0    0    0 1 2    3 

技術 

報告 
   0    0    0    0    0    0 0 1    1 

其他    0    0    0    0    0    0 1 0    1 

總和    0    2    1    0    2    1 7 6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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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研究的主題，其研究趨勢以量化方法為主流，

舉例來說，岳修平與梁朝雲（2015）以問卷調查探討於遠距教學情境中學

生、教師與教學情境等變項間的關聯性；賴婷鈴與林曉芳（2015）則發展

評量國中數學教師科技學科知識的量表。另外，我們也發現數位典藏與數

位學習研究的主題多以高等教學的學生為研究對象，探討的議題包括大學

通識課程的科技輔助教學模式導入（張迺貞、周天，2015；蔡娉婷、許慶

昇、林至中，2019）、磨課師教學影片對大學生學習之影響（王佩瑜，2017；

2018）及大學生線上家教的服務投入與社區支援（Lin, 2016），相對而言，

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研究的探討較少觸及其他研究對象，例如圖書館員、

K-12 學生、一般成人或專家學者等。 

以資訊與知識組織為研究主題的論文大多採用質性研究（6 篇）與混

合研究（5 篇）方法，研究對象則較為多元，例如歐俐伶與楊東謀（2016）

透過訪談開放資料承辦人員，以開放資料為研究場域探究詮釋資料的類型

與建構歷程，期能協助開放資料的推廣與取用；邱子恒（2019）則以跨年

齡兒童為對象，以質性研究方法（包括選書任務、觀察、半結構性訪談與

焦點團體等）分析兒童的選書行為，目的在建置一個適合兒童選書的圖書

分類架構。另外，也有研究以文獻與檔案為分析對象，運用文本分析法去

進行原住民族知識特性之詮釋與分類，希望透過國內原住民族相關出版文

獻的收集與分析，勾勒臺灣原住民族知識分布（盧谷砳樂、吳美美，2015）；

同樣以資料為研究內容，楊依婷與謝建成（2017）提出一個新的圖書館資

料倉儲應用模式，並透過實驗法評估並驗證該模式是否具備可行性。  

 

肆、討論與結論 

本文主要從研究對象、研究方法及研究主題 3 項內容分析指標去探究

近年國內的圖書資訊研究趨勢，整體而言，TSSCI 期刊論文所聚焦的研究

對象多為文獻、檔案與資料，以人為研究對象（例如圖書館員、一般成人

或學生）的論文相對較少。TSSCI 期刊論文所採用的研究方法類型分布較

為平均，量化研究取徑的論文數量雖逐年增加，但實驗法的運用相對較少，

質性取徑與文獻回顧研究數量也逐年降低。 

至於研究主題的趨勢，本文發現使用者觀點的資訊服務研究、數位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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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與學習應用研究、以及資訊與知識組織是近年國內圖書資訊較受學者關

注的主題，此結果部分呼應了歐陽崇榮等人（2006）及柯皓仁與謝順宏

（2019）過去的研究趨勢發現。特別是資訊服務與使用者研究，在不同的

文獻回顧結果中都是被突顯的議題，因此，下面討論將從資訊服務與使用

者研究主題開始，並進一步提出圖書資訊研究未來可能的方向。  

一、資訊服務與使用者研究取徑與觀點建議 

基於國內期刊論文之發表現況，我們發現近年來的主流研究議題是資

訊服務與使用者研究，多數學者傾向使用量化或質性研究取徑來探討使用

者的資訊行為與服務知覺，且多以跨年齡或成人使用者為研究對象，例如

鄭如茵與蔡天怡（2019）針對跨年齡的讀者調查其對於智慧圖書館館藏、

設備及服務之需求與滿意度；謝孟君與陳昭珍（2016）則透過觀察及訪談

檢索行為，從使用者觀點探討大學圖書館電子書目錄之功能需求。  

建議未來研究可納入混合研究法檢視更深入的資訊服務使用者觀點

議題，例如運用量化內容分析與集群分析能探究使用者資訊行為的潛在類

別，進一步的滯後序列分析則可解構資訊行為歷程（Cheng & Tsai, 2016）。

此外，也建議運用實驗研究去探求不同資訊服務設計的使用者評估結果，

基於較紮實的因果研究證據力能提出更符合使用者需求的資訊服務。再

者，現階段資訊服務與使用者研究對象多著墨於成年人，多元族群（如樂

齡、青少年或兒童）的資訊服務使用者觀點研究需要更多投入。  

二、結合圖書資訊教育與數位學習進行 K-12 教學實踐研究 

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研究在近年來也備受關注，我們發現此類主題論

文以量化研究取徑為主流趨勢，且多以高教學生為研究對象，不過有趣的

是，本研究中所歸類的數位學習研究主題較為發散，例如遠距教學情境的

學習探討（岳修平、梁朝雲，2015）、數學教師的科技學科知識信念調查（賴

婷鈴、林曉芳，2015）、或磨課師影片的學習成效研究（王佩瑜，2017；2018）

等，大部分探究的議題與圖書資訊教育無關。反觀本研究中所分析的圖書

資訊教育研究主題則以 K-12 學生為主要研究對象，但卻鮮少運用數位科

技輔助圖書資訊教育的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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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上述發現，本研究認為未來學者可以試著結合圖書資訊教育與數

位學習策略進行 K-12 的教學實踐應用，同時導入質性或混合研究設計，

探討如何運用適當的數位學習工具與策略促進圖書資訊教育，進一步紮根

相關的理論基礎，特別是處於 108 課綱公布後強調素養學習的時代，落實

K-12 圖書資訊教育素養及數位閱讀素養教育，並投入相關議題的教學實踐

研究，應能更強化圖書資訊領域的數位學習研究特色。 

三、運用前瞻資訊分析技術深化圖書資訊研究 

知識組織是將關於文獻的描述、內涵、特色及目的組織起來，以提供

使用者方便搜尋，但除了重視知識的組織結構外，學者建議更應從知識的

關聯性為中心，重新思考知識組織的基礎理論架構與方法（陳亞寧、陳淑

君，2001；鄭慧珍、陳雪華，2004）。雖然資訊與知識組織是近來受到學者

關注的前三大研究主題之一，但本研究進一步檢視論文發現，這類主題研

究多採用質性方法，例如觀察、訪談或焦點團體（邱子恒，2019；歐俐伶、

楊東謀，2016），較無法以資料數據為中心去重新詮釋知識組織的架構，及

因應數位世代變遷提出新的基礎理論。 

因此，導入以人工智慧為基礎的前瞻資料分析技術，或許能為資訊與

知識組織研究提供新的詮釋觀點，也更能強化知識關聯性的脈絡，特別是

在其他圖資領域熱門研究主題的應用，例如：運用社會網絡技術能分析資

訊服務機構的組織或人員互動（Chuang & Chen, 2021），而文本探勘技術

也能更深化資訊與社會的議題研究（Timakum, Kim, & Song, 2020）。 

四、限制與未來方向 

最後，本研究探討的資料範圍為 2015-2019 年間於臺灣 3 本指標性圖

書資訊學 TSSCI 期刊（包括《教育資料與圖書館學》、《圖書資訊學刊》及

《圖書資訊學研究》）出版的論文，TSSCI 具備嚴謹的期刊審查機制，第一

二級期刊中所出版的論文在該研究領域能具代表性與重要性，以此為系統

性文獻回顧可以呈現一定程度的研究趨勢。然而，本研究納入分析的資料

範圍為五年，無法呈現長期的研究變化與趨勢；本研究採用的內容分析指

標有限，無法呈現特定研究主題項下更深入的研究議題（例如：數位典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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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數位學習研究主題下的網路學習、行動學習、精準學習、學習數據分析

等議題）；本研究分析的出版品僅限於 TSSCI 期刊，未納入國內外研究書

籍、會議論文及相關研究報告無法描繪圖書資訊研究的整體輪廓。因此，

建議未來研究可增加文獻資料範圍，包括年限與出版品種類，同時可納入

更多的內容分析指標，深化文獻回顧之研究貢獻。 

 

（接受日期：2021 年 7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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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ed to explore the research trends i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in the selected TSSCI (Taiwan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 journals 

including Journal of Educational Media & Library sciences, Journal of Librar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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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ations from 2015 to 2019 were conducted with systematic content analysis. 

Three indicators for the coding scheme were (1) sample, (2) methodology, and (3) 

topic.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in addition to focusing on literature and documents, 

the studies tended to choose users as research sample (e.g., librarians, adults, or 

students). Although the amount of quantitative studies have increased by years, the 

usage of experimental methods were relatively rare, as well as qualitative research 

and literature review research decreased every year. The three topics which have 

drawn scholars’ attention were (1) information service and user studies, (2) digital 

archive and e-learning studies, and (3)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organization. 

Based on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ies, several directions for future work o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were proposed. 

 

Keywords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Literature review, Content analysis, 

Information service, Information organization, E-learning 

 

 

【Summary】 

From the overview of international research on the trends i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in past decade, most studies preceded systematic review of 

specific topics, such as quality assessment of digital library (Heradio et al., 

2012), borrowing service and mechanism of digital library (Alipour-Hafezi & 

Khedmatgozar, 2016), positioning of learning space in academic library (Turner 

et al., 2013), application of data mining in academic library (Siguenza-Guzman 

et al., 2015), and the role of library in mobile learning and service (Vassilakaki 

et al., 2014; Tu & Hwang, 2018). Few papers analyzed the overall trend i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research from macro perspective, e.g. selecting 

several indicative journals as the analysis subjects (Hsu et al., 2012). In addition 

to research trends in specific issues, the research consensus in the entire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domain is worth discussion. For this reason, three indic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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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TSSCI journals, including Journal of 

Educational Media & Library Sciences, Journal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tudies, and Journal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Research, are selected 

as the analysis subjects in this study for exploring the research trends i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in Taiwan. Aiming at papers published on the journals 

in 2015-2019, indicators of sample, methodology, and topic are preceded 

systematic content analysis. Excluding “Editor’s Preface” or “Editor’s Note” in 

each publication, total 170 papers are analyzed. 

The research result reveals that literatures, files, and data are the research 

samples focused in papers in the TSSCI journals, including journal papers, 

network message, database, borrowing record, class number, ancient book file, 

and website; many papers take people as the research samples (e.g. librarians, 

general adults, and students), in which higher education students are the most. 

Papers with the methodology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quantitative research, and 

mixed methods are average. It is worth noticing that the number of quantitative 

studies is increasing annually, while the application of experimental methods is 

comparatively little, and the number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and li terature review 

research is decreasing annually. The concerned topics contain information 

service and user studies, digital archive and e-learning studies, and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organization, where the publication of digital archive and e-

learning studies appear increasing trends in past three years. However, it is 

discovered that the focus on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organizatio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 institution management, informetrics, and information 

system and retrieval is decreasing annually. Furthermore, the interactive 

analysis of topic, sample, and methodology reveals that scholars tend to 

quantitative research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information service and user 

studies, and most of them choose different-age or adult users as the research 

samples. Quantitative approach and higher education students are the 

mainstream in digital archive and e-learning studies, while other research 

samples, such as librarians, K-12 students, general adults, or experts, are seldom 

discussed. Papers with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organization as the topic 



A Systematic Content Analysis of Publications in the TSSCI Journals for Exploring 

Research Trends i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from 2015 to 2019 in Taiwan 

171 

mostly apply qualitative research and mixed methods, and the research samples 

are comparatively diverse. 

Based on above research findings, the possible direction for future research 

o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is proposed in this study. It is suggested that mixed 

methods (e.g. quantitative content analysis, cluster analysis, and lag sequential 

analysis) could be included in future studies for more deeply inspecting issues 

from information service users’ points of view, and the viewpoint of diverse 

groups of information service users (such as seniors, youths, or children) 

requires more involvement. It is also considered in this study that scholars could 

combine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education and digital learning for K-12 

teaching practice as well as introduce the design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or mixed 

methods to discuss the application of proper digital learning tools and strategies 

to enhance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education and further root the relevant 

theoretical bases. What is more, the introduc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ased 

prospective data analysis could provide new interpretation for research on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organization and reinforce the context of knowledge 

relatedness. Finally, the publications analyzed in this study are limited to the 

TSSCI journals.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coverage of literature data could be 

increased in the future studies, including year and type of publications; 

meanwhile, more content analysis indicators could be included to deepen the 

research contribution of literature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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