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

年
第3

期

人工智能时代图书馆促进大学教育
数字化转型:角色、挑战与路径*

王世强 朱宇婷 王娜

  摘要 在人工智能时代,大学教育数字化转型对推动教育现代化、提升文化软实力意义重

大。文章基于知识管理、构建主义学习、数字素养等理论及技术接受模型,探究人工智能时代图

书馆在促进大学教育数字化转型中的角色。研究发现,图书馆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整合资源、构

建知识图谱,成为知识资源的智能化整合者;凭借自然语言处理和机器学习技术提供个性化支

持,成为辅助学习的智能化推动者;依靠数据优化教学设计,成为教学模式的智能化重构者;通过

智能检索和学科交叉平台,成为学术研究的智能化赋能者。并在案例、调研中呈现技术与业务契

合不足、馆员数字素养滞后、资源建设与智能化失衡、服务与用户行为匹配不足等问题。由此,基

于理论框架提出构建智慧化知识生态系统、强化人员数字素养、构建泛在化学习环境、构建开放

知识体系等策略,助力图书馆深度融入教育数字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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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新兴科技的发展和产业创变,高校教育新

形态逐步形成,信息技术助推教育数字化转型成为

高等教育的核心议题[1]。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

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教育数字化是我国

开辟教育发展新赛道和塑造教育发展新优势的重要

突破口[2]。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进一步推进数字教

育,为个性化学习、终身学习、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

盖面和教育现代化提供有效支撑[2]。在此背景下,
以DeepSeek为代表的新一代智能技术正深度改变

教育领域[3],图书馆作为教育新基建的核心构成,正
引发国内外高等教育机构的建设热潮。当斯坦福大

学、麻省理工学院等国外高校图书馆积极引入人工

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技术优化服务时,
国内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双一流”高校图书

馆则聚焦人工智能知识服务生态构建,为教学科研

提供深度知识服务,并借助智能设备提升图书管理

能力与借阅体验。
从“技术性”智慧图书馆向“智能性”图书馆迭代

转型是人工智能时代图书馆发展的必然趋势[4]。智

能图书馆以自主学习、智能控制、信息传感等人工智

能技术为核心,推动服务从传统的文献借阅、资源定

制向基于用户行为数据挖掘的“知识生成与发现、策
略优化”转型[5]。在大学教育数字化转型进程中,图
书馆肩负着“三重使命”,具体表现为:在资源管理中,
能够实现海量资源的智能分类、整合与深度挖掘;在
服务模式里,可提供个性化学习资源推荐、智能教学

辅助、精准检索等服务;在用户体验上,致力于打破时

空限制,为用户营造便捷、高效的学习与研究环境。
目前,随着教育数字化战略的深入推进,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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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明确自身定位、探索适应教育新发展格局的策

略,成为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本文创新构建多理

论融合的分析框架,将知识管理理论(Knowledge
 

Management
 

Theory)、构 建 主 义 学 习 理 论(Con-
structivist

 

Learning
 

Theory)、数字素养理论(Digit-
al

 

Literacy
 

Theory)与技术接受模型(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TAM)进行系统性整合,形成涵

盖资源整合、学习支持、能力培养、技术采纳的协同

分析路径。以案例、调研为依据,深入剖析图书馆在

大学教育数字化转型中的角色作用,探究制约其服

务效能的关键因素,构建包含理论支撑与实践路径

的系统解决方案,推动图书馆实现教育服务能级的

长远提升。

2 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政策背景与研究综述

全球各国纷纷通过政策推动技术与教育深度融

合,如澳大利亚聚焦STEM 素养培养[6],美国致力

于缩小数字鸿沟[7],我国《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则
提出建设教育强国、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

的教育,重点部署了面向教育现代化的十大战略任

务[8],为高校图书馆融入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政

策指引。

2.1 文献梳理与研究进展

2022年1月国务院印发的《“十四五”数字经济发

展规划》,将“深入推进智慧教育”列为重点工作[9]。
在这一政策导向下,图书馆作为教育体系的重要服务

载体,其技术应用历程始终应与教育需求升级适配。
从早期引入自动化设备(如图书分拣机器人)提升基

础业务效率,到通过技术融合优化服务模式(如智能

问答系统支持读者咨询),再到借助物联网、大数据等

技术构建智能化服务空间,每一次演进均以“服务教

育教学”为核心目标。当前,在政策驱动与技术迭代

的双重作用下,图书馆正以更成熟的技术能力,聚焦

知识服务创新与教育数字化转型,致力于成为支撑高

等教育个性化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
在全球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大背景下,图书馆的

数字化转型不仅是重塑高等教育生态的一种必然选

择,更是 高 等 教 育 领 导 者 期 望 借 助 技 术 赋 能 教

育[10],培养更多的高素质人才,从而提升国家的国

际竞争力所倚重的重要途径。为此,高校图书馆应

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为高校教学、科
研和学科专业建设提供知识服务,推动大学教育

高质量发展[11]。另外,高校图书馆馆员需从传统角

色向智慧馆员转型,须具备技术应用与跨学科服务

能力[12-15]。
对于技术应用场景的探索,目前研究集中于人

工智能技术在图书馆业务流程中的应用,如人工智

能支持图书馆智能检索、资源推荐、用户画像构建等

方面。艾 琳 · 埃 塞 姆 · 古 尔 森 (Aylin
 

Ecem
 

Gürsen)等通过系统性文献分析,反映人工智能在图

书馆中的应用现状、影响及潜在威胁等[16]。由于AI
技术的飞速发展,从ChatGPT到DeepSeek对图书

馆造成了巨大的冲击[17]。部分学者提出高校图书

馆建设需要具有引领性的 AI支持服务[18],运用通

用人工智能(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AGI)支
持图书馆进行知识服务[19]。建设未来学习中心是

高校图书馆建设推动教育数字化变革进程中的重要

举措,多所高校图书馆建设已积累一些经验,能
够提供多样化的服务内容,促进人才培养和学术创

新[20-22]。数智化时代的发展推动了人工智能素养

教育研究,也使得用户素养问题备受关注,杨波等认

为开展人工智能素养教育已成为数智化背景下高校

图书馆面临的最新时代要求[23]。人工智能技术在

高等院校图书馆的应用,也需要考虑在人工智能应

用中的用户潜在的人工智能素养能力培养问题[24]。
此外,学界从借鉴国外经验构建融合模式[25]、搭建

内容体系并提出实施策略[26]、基于“双一流”高校图

书馆调查提出培育模型与策略[27]等方面,为高校图

书馆开展人工智能素养教育提供更多思路和策略。
有研究从剖析传统学术图书馆的视角下分析人工智

能尖端技术集成图书馆的优势与潜在危险,强调在

技术和传统中寻求平衡[28-30]。

2.2 研究局限与本研究视角

尽管上述研究为图书馆与大学教育数字化转型

的关联提供了丰富的视角,但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首先,技术融合机制研究相对碎片化,现有成果大多

集中在某一具体场景下(如智能化检索技术),对教

育教学、科研、管理等方面缺乏全局化、系统化、可复

制且可实施的解决方案。碎片化研究导致图书馆在

人工智能时代的全局价值难以显现,限制了其在教

育数字化转型中的角色定位;其次,管理风险防控体

系仍有待完善,虽然相关研究开始重视信息保护问

题(如图书馆用户画像构建中的信息泄露风险),但
对算法歧视、学术不端等AI时代衍生的新型风险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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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尚未形成系统性防范机制,导致图书馆在实践中

难以有效把控技术创新与伦理约束的动态平衡;最
后,用户行为适配研究的浅层化,智能服务模式与用

户需求的匹配度是影响服务效能的关键因素,但当

前相关文献更多局限于对技术功能的描述与介绍,
缺乏对用户实际行为动机的有效剖析,浅层化的“技
术主义”导致智能服务并不能完全适合用户实际的、
隐性的需求与偏好。

本文从知识资源整合、辅助学习、教学模式重

构、学术研究赋能等多个维度,揭示图书馆在教育数

字化转型中的协同作用机制。在研究方法上,综合

使用理论研究与案例分析两种模式,对当前国内外

高校图书馆的应用个案进行分析,使理论更具可操

作性和有效性,增强研究结论的说服力。在研究内

容上,关注图书馆于高等教育领域的技术应用与服

务创新的同时,着重研究人工智能应用于高校教育

数字化转型中的风险和防控问题,构建风险防控体

系,确保人工智能在大学教育中的合规、安全应用,
平衡技术创新与风险防范,为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

提供兼具学术前瞻性与实践可行性的解决方案。

3 理论框架

本研究以知识管理理论、构建主义学习理论、数
字素养理论和技术接受模型为基础,构建人工智能时

代图书馆赋能大学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角色框架(见图

1)。该框架系统阐释了其作为知识资源的智能化整

合者、辅助学习的智能化推动者、教学模式的智能化

重构者、学术研究的智能化赋能者的协同作用机制。

图1 人工智能时代图书馆赋能大学教育数字化转型角色框架

  选择上述四个理论与模型构建分析框架,主要

是基于以下考虑:其一,紧密贴合研究对象的核心功

能。知识管理理论关注知识的获取、组织与共享,其
本体论(Ontology)构建和知识图谱技术直接解决人

工智能时代图书馆“整合碎片化资源”的核心任务,
该任务是信息生态理论等无法解答的资源整合难

题;构建主义学习理论强调学习者通过互动主动构

建知识,与图书馆“辅助学习”的角色高度契合,其
“以学习者为中心”的理念为个性化资源推荐、学习

路径规划提供理论支撑,弥补了行为主义学习理论

侧重被动接受的局限;数字素养理论聚焦数字环境

下的信息能力培养,解释了图书馆如何通过智能检

索、数据处理提升师生信息获取与创新能力,是“教
学模式重构”的关键理论基础;技术接受模型专门分

析用户对技术的接受度,能针对性解答“为何部分师

生不愿使用智能服务”的微观问题,指导优化系统易

用性,这是创新扩散理论等宏观理论难以覆盖的。
其二,避免单一理论的片面性。现有研究中,单一技

术应用(如区块链理论)或教育理论(如混合学习理

论)无法覆盖资源管理、学习过程、用户能力、技术采

纳四个环节,而本研究的每个理论着力解决一类核

心问题,形成互补的解释体系。例如,知识管理理论

解决“如何整合资源”,而构建主义学习理论解决“如
何支持学习”,二者结合才能完整解释图书馆的双重

角色,这是单一理论无法独立完成的。
上述理论框架从不同维度为人工智能时代图书

馆的角色构建提供具体支撑:(1)知识管理理论覆盖

知识资源整合全过程。知识获取环节,通过整合生

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AI),图书馆不仅能产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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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erated
 

Content,AIGC),更
突破了传统单篇文献信息服务的局限,有效完成海

量资源的检索与汇聚;知识组织环节,采用本体论构

建知识网络,消除资源孤岛与认知壁垒;知识存储环

节,利用元数据标注(Metadata
 

Annotation)为电子资

源添加标签,提高资源的检索效率;知识共享环节,基
于知识组织环节通过自然语言处理(Natural

 

Lan-
guage

 

Processing,
 

NLP)和机器学习(Machine
 

Learn-
ing,

 

ML)技术构建的知识图谱,开展跨平台知识推送

等活动,促进知识价值流动。(2)构建主义学习理论

强调学习者以原有经验为基础,通过与环境互动主动

构建知识的过程。在辅助学习方面,基于学习者已有

经验与特性,通过智能技术为学习者提供个性化服务

支持,使学习者能够主动积极参与知识的建构过程。
在教学模式重构方面,利用学习数据改善教学设计,
推动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变革。(3)数字素

养理论聚焦个体在数字环境中获取、评价、利用和创

造信息的能力。在信息获取、利用及创造过程中,图
书馆的智能检索、数据处理和安全保护机制,既能提

升师生的信息素养,又能推动学科创新发展。(4)技
术接受模型通过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解释用户

对新技术的接受程度[31]。研究表明,有用性、易用性

和信息技能水平显著影响巴基斯坦高校图书馆馆员

对数字参考咨询服务的采纳意愿[32]。
因此,多种理论整合形成的框架,全面阐释了图

书馆在大学教育数字化转型中的角色与作用机制,为
后续研究和实践筑牢理论根基,进而推动图书馆与大

学教育深度融合,实现大学教育数字化转型目标。

4 人工智能时代图书馆在大学教育数字化转型中

的角色与挑战

4.1 核心角色定位

(1)知识资源的智能化整合者

在人工智能时代,图书馆通过专业化管理与智

能技术融合,能有效、精准、快捷地为用户提供文献、
信息、数据等资源及深加工知识服务[33],成为知识

资源智能化整合的核心推动者。生成式人工智能的

应用,进一步助力图书馆实现海量资源的全面吸纳

与高效整合[34],为大学教育数字化转型注入关键

动力。
基于知识管理理论,图书馆的知识资源整合涵

盖三个核心环节:知识组织环节,运用本体论构建完

整知识体系,打破资源界限,增加资源的相关性,让
资源更易于被发现与检索。知识存储环节,建立高

效的基于AI的知识资源管理系统,将纸质资源转化

为电子资源并进行元数据标注,降低信息获取的成

本,使信息的保存与检索更加高效便捷。例如,广东

省立中山图书馆“采编图灵”经过两次迭代,实现全

数字化智能控制与数据应用,并成功应用多轴工业

机器人等先进技术,提高了采编效率和质量[35]。知

识共享环节,使用自然语言处理(NLP)和机器学习

(ML)技术,对海量文本数据进行语义分析,构建结

构化知识图谱,满足大学教育对知识深度和广度的

需求。国内高校图书馆通过CADAL项目整合266
万件中外文资源[36],华盛顿大学则借助 AI技术连

接个体 与 数 字 资 源,推 动 跨 学 科 数 字 化 转 型 工

作[37]。这些实践共同凸显了图书馆在资源整合中

的“桥梁”作用。人工智能时代图书馆通过知识组

织、存储与共享建立知识资源智能化整合框架(见图

2),对碎片化的数据文本进行整理,并进行深度挖

掘,为大学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强大的知识内推力,
为教育创新及提升学生学习效率贡献力量。

图2 知识资源智能化整合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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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辅助学习的智能化推动者

从构建主义学习理论视角来看,图书馆作为学

习辅助工具,核心价值在于通过技术赋能引导学习

者主动参与知识构建。
具体而言,基于NLP的个性化图书推荐系统通

过对用户阅读历史、搜索记录等的分析,为其推荐所

需资源,帮助完成学习任务;基于 ML的学习路径规

划器能够根据用户的学习状况和知识背景为其制定

个性化的学习路径,以解决学习过程中盲目性的问

题;基于AIGC的智能教学助理能够为学生提供在线

测试、训练、答疑等服务,帮助解决学生学习过程中的

重点、难点问题;基于AI的智能评价系统能够对学生

的学习情况和学习成果进行评估,为学生提供及时有

效的反馈并给予指导,帮助其调整学习策略,以达到

更好的学习效果。不同智能技术的融合应用,赋予了

图书馆多元功能,这些技术已在智能采访系统、智能

问答机器人、盘点机器人等[38]业务场景中发挥重要作

用。例如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的图书盘点机器人结

合无 线 射 频 识 别(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RFID)技术读取书籍信息,既提高了纸质馆藏管理水

平,又能利用盘点数据,避免图书在馆不在架、错架乱

架,方便读者找书[39];石家庄学院图书馆的“AI
 

馆

员”[40]通过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提供个性化资源推荐

与学术咨询,成为学生自主学习的重要工具。由此可

见,图书馆的智能辅助功能不仅可提高个人学习效

率,还促进教育数字化转型。
(3)教学模式的智能化重构者

在全球教育数字化转型趋势下,数字素养理论为

图书馆重构教学模式提供了关键指引,推动大学教育

从传统教学模式向数据驱动的个性化教学模式转变。
教育部发布的《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强调

教育信息化的重要性,将其视为教育系统性变革的内

生变量,并着重于推动教育理念更新、模式变革、体系

重构[41]。在此背景下,图书馆通过人工智能技术赋

能,构建数据驱动的教学新模式,为学生提供更为优

质的个性化服务。图书馆通过挖掘用户的学习行为

数据、参与学习轨迹数据和学习反馈意见等,基于学

生学习能力、习惯和兴趣爱好等差异,通过提供适应

性学习资源与学习过程推荐,从而帮助教师提高对教

学设计与教学方法的优化,提升教学效果。例如,四
川大学图书馆以建设“智慧图书馆”为目标,打造深层

次信息资源开发与个性化服务体系,为教学模式智能

化重 构 奠 定 基 础[42];清 华 大 学 图 书 馆 利 用 慕 课

(MOOC)、微课、雨课堂等线上教学资源,结合线下培

训讲座、科学研究训练营等多种形式,构建线上线下

融合的信息素质教育模式[43],创新教学方法,提升教

学效率和传播效果。由此可见,图书馆正通过数据挖

掘与智能技术应用,成为教学模式重构的核心力量

(具体过程如图3所示),推动大学教育向智能化、个
性化转型。

(4)学术研究的智能化赋能者

从技术接受模型来看,图书馆为学术研究提供的

服务,既有很强的感知有用性与感知易用性,又有很

强的技术采纳性与持续使用的倾向性。其智能检索

系统与知识图谱为科研提供精准的学术服务,大幅降

低科研人员的文献检索成本;数据分析和学科交叉平

台为科研工作提供大数据分析和创新理念,加速科研

工作的开展。
以美国首个高校图书馆人工智能实验室———

罗德岛大学人工智能实验室为例,其不仅提供独立

的人工智能教育培训,还与学校其他学科课程设计

紧密相连,为学生学术研究提供支持[44]。这一举

措拓展了图书馆的服务边界,为构建智慧型学术生

态系统奠定了基础。相较于传统图书馆基于关键

词检索、存在信息遗漏风险的发现服务,人工智能

时代的图书馆借助 NLP与语义分析技术,深度理

解用户搜索意图,提供精确的检索结果,助力用户

快速获取所需信息资源。在技术赋能下,图书馆可

以实现多方面的学术支持服务:一是实现数据的自

动化引入和处理,加快数据发现,获得丰富的大数

据服务;二是在用户数据安全和隐私方面给予支持

保障,确保学术研究符合伦理和法律要求;三是在

服务决策方面通过AI算法模型等对大数据进行分

析,为用户提供合理的意见建议,帮助用户做出正

确的决策,全面释放学术科研的创造力。因此,在
大学教育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图书馆应充分发挥其

服务与技术优势,全方位支持学术研究,促进大学

教育的数字化转型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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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人工智能时代图书馆推动教学模式智能化重构流程

  上述角色作用的实现高度依赖于用户需求与技

术供给的匹配。2025年3月,本研究通过问卷对国

内用户关于图书馆人工智能功能特性需求展开调

研,问卷涵盖受访者基本信息(性别、年龄、身份)、人
工智能功能认知、具体功能需求及期望等12个题

项。通过全国28所高校的线上渠道发放问卷,共回

收793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785份(有效率99.0%),
样本包括教师217人(27.6%)、研究生226人(28.8%)、
本科生342人(43.6%),覆盖不同教育阶段用户。在

数据处理阶段,首先对“您希望图书馆的人工智能提

供哪些功能?”
 

等开放性与封闭式题项进行内容分

析,提炼出智能检索、个性化推荐、学习路径规划、智
能问答等8项初始功能维度;继而针对“功能特性需

求”题项(如智能检索的精准度、个性化推荐的定制

化等),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降维,通过KMO检验

(KMO=0.821,P<0.001)和最大方差旋转,最终提

取特 征 值>1的4个 公 因 子,累 计 解 释 方 差 达

72.3%,对应形成四大核心维度:智能检索、个性化推

荐、学习路径规划和智能问答(见表1)。
以技术与场景为重心进一步解读四大核心维

度,透过用户端技术逻辑可以发现:①在知识资源整

合维度,“智能检索”以向量数据库为主[45],作为知

识资源整合的核心入口,本质是通过自然语言处理

和语义分析技术,将用户查询意图转化为结构化检

索指令,实现对跨格式、跨领域资源的精准定位,核
心价值在于解决“如何快速找到所需资源”的效率问

题,呼应知识管理理论中知识获取与组织的智能化

需求。②在辅助学习维度,“个性化推荐”通过“智能

检索”的数据库留存与主动需求输入双向作用进行

信息输出,主动性的存在促使其被纳入辅助学习的

主动服务范畴,依托机器学习算法分析用户阅读历

史、学习轨迹等行为数据,动态生成适配的资源列

表,核心价值在于解决“如何匹配个性化学习需求”
的适配问题,体现构建主义学习理论中以学习者为

中心的资源供给逻辑。③在教学重构维度,“学习路

径规划”作为教学模式重构的关键支撑,通过机器学

习算法解析用户知识基础、学习目标与能力短板,生
成定制化学习路线图,核心价值在于解决“如何系统

规划学习进程”的策略问题,既契合构建主义学习理

论中学习者主动构建知识的过程,又呼应数字素养

理论对跨学科知识整合能力的培养要求。④在学术

赋能维度,“智能问答”聚焦学术研究与日常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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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时交互需求,AIGC
 

技术凭借语义解析、多模态融

合与逻辑推理能力,能够处理学术研究中的复杂提

问,提供多模态的实时解答,核心价值在于解决“如
何深度处理知识疑问”的交互问题,是技术接受模型

中“感知有用性”的直接体现。这些数据不仅验证了

本研究理论框架的合理性,还揭示了技术应用与用

户需求之间的潜在差距,为后续阻碍因素分析提供

了实证支撑。

表1 图书馆的人工智能功能需求调查统计

功能类别 功能需求特点 比例(%) 功能类别 功能需求特点   比例(%)

智能检索

精准度高 87.16%

检索速度快 80.27%

支持多种语言 61.35%

提供可视化结果 70.95%

学习路径规划

基于个人学习情况         83.85%

支持多学科学习         75.56%

提供学习进度跟踪         71.91%

支持学习目标设定         67.57%

个性化推荐

推荐内容精准 85.86%

推荐种类丰富 73.33%

支持定制化设置 74.00%

提供实时反馈 63.33%

智能问答

回答速度快         77.85%

答案准确          85.91%

支持多语言问答         58.52%

支持图片、语音输入         73.83%

注:数据来源于笔者开展的图书馆人工智能功能需求问卷调查。

4.2 主要挑战

(1)技术层面:技术与业务契合不足

尽管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在图书馆业务领域覆盖

面非常广泛,具体体现在借还书、文献推荐等多个方

面,但这些技术的应用与实际图书馆业务流程的契

合度不高是当前该领域面临的关键问题。以某双一

流大学图书馆为例,其数字学术服务存在业务较分

散、部分业务环节重复、以“馆藏驱动”为核心动力,
以及新兴信息技术引入较为有限的问题[46]。这反

映出人工智能技术与图书馆业务流程的适配性难

题,在目前图书馆智能化建设中面临着普遍性的实

际困境。其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受网络环境、硬件设

备等情境因素所限,而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图书馆业

务部门与技术支持部门在业务和技术理解、彼此交

流等方面尚有不足,导致仅从个性化推荐、智能检

索、流程整合、数据安全等单一环节对AI应用进行

优化,忽视了各环节间的协同。南京大学图书馆研

发的“图客”智能图书盘点机器人,融合RFID感知、
计算机视觉与智能机器人技术,每小时处理图书

20000册,漏读率<1%,定位精度98%,实现了厘米

级图书定位[47],验证了技术与业务流程深度适配的

实践价值。反观部分图书馆引入的智能分拣系统,

因与原有分类流程适配不佳,分拣后仍需人工二次

整理,影响流程流畅性。这种契合度不足可能引发

如环境优化局限于特定环节而忽视全局,协同工作

中环节间自动化协同存在障碍,对非结构化信息等

特殊需求的处理能力有限等一系列问题,最终制约

大学教育数字化转型。张万民指出高校图书馆被誉

为大学“心脏”、知识“喷泉”、形象“窗口”[48],
 

基于

此,图书馆应用人工智能的核心目的是提升现有服

务能力,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在此过程中,应高

度重视技术与业务的系统性融合,以充分释放其在

教育数字化转型中的效能。
(2)人员层面:馆员数字素养滞后

学界已普遍认定高校图书馆馆员是图书馆进行

数智化转型的主体,李秋实等认为图书馆馆员的数

字胜任力是图书馆服务转型的核心业务能力,关系

到数智化转型目标的实现程度[49];图书馆馆员是

文献管理的提供者,更是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内在动

力[50],因此提升其数字素养是适应教育技术发展

的关键[51]。虽然大多数图书馆已经大量地应用互

联网信息化技术和工具,但是图书馆馆员的专业能

力和数字化转型的要求之间仍然存在一定差距,主
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见表2):①缺乏新技术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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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能力。新的数字服务模式繁多,如虚拟现实(Vir-
tual

 

Reality,VR)、增强现实(Augmented
 

Reality,

AR)等新科技正在深刻改变图书馆服务的模式,图
书馆馆员必须通过不断学习,跟上技术的进步[52]。
而目前在图书馆服务中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并不

广泛,一些图书馆员不了解人工智能技术,这对于

人工智能技术在图书馆中的发展十分不利[53]。②
缺乏创新思维与战略视野。大多数图书馆馆员仍

然固守在传统的馆员工作中无法洞悉新技术的发

展趋势,也缺乏创新性的思考,无法满足用户在数

字环境下对图书馆多样化的、个性化的服务需求。

③缺少持续学习和知识自我更新意识。缺乏终身

学习机会以及对数字化教育和学术研究的深度参

与,容易使图书馆员在新技术浪潮中被边缘化,不
能适应图书馆工作的持续变化。这不仅影响图书

馆员个人的职业发展,也将严重阻碍人工智能时代

大学图书馆对大学教育数字化转型做出应有的

贡献。

表2 图书馆员在数字化转型中存在的专业能力差距

能力缺口 描述 影响

新技术应用能力 不了解VR、AR等新兴技术 服务创新受限

创新思维和战略视野 缺乏新技术洞察力 难以满足个性化学习需求

持续学习与自我更新 缺少终身学习意识 难以适应数字化工作环境

  (3)资源层面:建设与智能化失衡

根据智慧化发展的新要求,国家图书馆建设“全
国智慧图书馆体系”,推动图书馆从数字化向智慧化

发展[54]。在此背景下,尽管高校图书馆的资源数字

化已取得显著进展,但数字资源的智慧化利用建设

却落后于时代的需求,尚未完全实现高校图书馆的

人工智能服务的真正实用性。其一,高校图书馆虽

拥有丰富的数字化资源,但在资源有效地组织、检
索、推荐和构建知识图谱的步骤上较为困难,且整个

过程需消耗大量资源,使得用户难以从中迅速准确

地获取所需资源。以兰州理工大学图书馆早期打造

智慧图书馆为例,虽然数字资源丰富,但馆藏文献元

数据标准化、规范化不足[55],导致资源格式和描述

混乱,检索系统无法精准定位。这表明当前高校图

书馆数字资源建设快速发展,但智能化利用因关键

技术和基础建设缺失而滞后。其二,人工智能功能

的发挥依赖数据支持。在人工智能大模型训练过程

中,所使用的大量数据可能来源于未经授权的数据

或数据集,涉及个人隐私或受版权保护[56],这限制

了基础资源的合理开放使用。其三,图书馆数字资

源建设在思路上未充分结合人工智能环境的需求,
现有数字化资源格式、结构等难以适配人工智能,智
慧推荐元数据设置不足,严重制约了系统的智能推

荐和检索功能。上述问题以及建设的不平衡,造成

数字资源建设与智慧利用的脱节,成为人工智能构

建数字服务环境的主要障碍。
(4)服务层面:用户行为匹配不足

精准化智能服务集成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分析等

技术,从海量信息中精准提取知识,依据用户历史行

为与交互数据,快速响应需求,提供智能咨询、推荐、
知识等精准服务[57]。相较于传统服务模式,该模式

能更好地满足用户需求,弥补学习过程中的不足,全
面提升用户的学习效果与体验。然而,在准确把握

用户行为与信息检索需求上仍有提高的空间。由于

服务前无法准确地预判出用户的检索动机、偏好等,
所以最终提供的服务存在误差,无法完全满足用户

需求。例如用户询问某款手机在强光下的显示效

果,智能客服仅提供了商品的基本参数,未能理解用

户的深层次需求[58]。其次,用户对传统服务模式依

附性强,对智能服务模式的认知和接受程度低,主观

意识不强,造成服务不完善。同时,人工智能服务模

式具有先天缺乏用户需求导向的缺点,难以根据用

户意愿和需求构建适配系统。比如,当用户明确表

示对“历史文学”感兴趣时,智能服务系统基于设置

好的回答不能理解用户的真实需求,推荐的资源不

是用户所感兴趣的内容,反而增加了用户的检索难

度。这些问题导致智能服务模式无法运用智能体和

环境交互学习来发挥深度强化学习(Deep
 

Rein-
forcement

 

Learning,DRL)技术的优势,影响用户满

意度及服务效果,阻碍人工智能时代图书馆在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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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数字化转型中的作用发挥。

5 图书馆应用人工智能促进大学教育数字化转型

的优化路径

5.1 技术融合:构建智慧化知识生态系统

为改善人工智能技术与图书馆业务流程契合度

欠佳的现状,亟须构建智慧化知识生态系统,其中知

识整合和优化在系统构建环节中应当依托知识管理

理论加以实现。在前期需求规划中,大学和图书馆

应联合开展需求规划与分析,确定可整合的知识资

源类型和服务对象,以及采购、编目、借阅等各个业

务环节的技术应用需求,确保技术能够全方位融入

业务链条。资金保障是重要支撑,可通过校企合作、
政府扶持或设立创新基金等方式,实现系统建设和

运维。可以借鉴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与上海交大科

技园有限公司的合作[59]模式,既解决了资金问题,
也实现了知识传播与创新服务的深度合作。在系统

的技术架构构建中,选用具备强大数据处理能力和

稳定性能的硬件设备,定制开发与图书馆业务深度

适配的软件平台,且依托加强个性化推荐等,强化数

据交互接口以提升业务协同能力。如南方医科大学

图书馆通过智能机器人“阅途先锋”及“单人学习舱”
等场景创新[60],实现技术与服务的深度融合。在系

统研发中重点关注人工智能技术融合图书馆业务存

在的技术难题。一是强化非结构化数据管理技术和

方法的研究与应用,提升图书馆对更多文献形式的

处理水平;二是建立相关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的技

术与机制,并在有效保护个人隐私信息的情况下,全
方位开发利用数据资源;三是定时定人对用户进行

征询,根据用户需要和当前技术发展情况对系统进

行升级改造,不断增加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与图书馆

工作业务流程的耦合程度,促进大学教育数字化转

型与可持续发展。

5.2 能力建设:强化人员数字素养

为化解图书馆员专业能力与数字化转型要求不

相匹配的困境,应依据构建主义学习理论和数字素

养理论对图书馆员开展综合培养。针对新技术应用

能力欠缺的问题,可依据《中国图书馆学会“十四五”
发展规划纲要(2021-2025年)》组织开展业务技能

提升项目[61],通过组织 AI、VR、AR等新技术应用

培训,使馆员掌握技术应用场景与技巧。在培养创

新思维和战略视野方面,邀请业内专家开展前沿性

技术讲座与研讨会,指引馆员跟踪技术发展动向,学
习新的服务理念与创新模式,从用户需求出发,思考

如何以新技术作为服务创新的工具,改进服务过程、
创新服务供给来满足用户对于服务个性化、多样化

需求的适应性服务。为提升馆员持续学习与自我更

新能力,构建长效学习激励体系,提供持续的学习机

会、学习资源以及教育培训渠道,推动参与数字技术

教育及学术研究项目,在服务实践中引导他们提升

数字和信息能力素养。在智能服务建设中,馆员可

借助NLP、ML等技术构建个性化学习资源推荐与

智慧辅助系统,如开发智能教学助理,利用VR、AR
营造沉浸式学习环境,运用语义网(Semantic

 

Web)
技术对资源进行语义标记与描述,依靠感知交互

(Perceptual
 

Interaction)技术提高图书馆文献资源

检索查询服务质量,依托人工智能协作平台实现跨

学科学术资源的深度融合等助力智慧教育推进。在

此过程中,教师也能从中受益,实现从“信息搬运工”
向“学习指导者”的角色转变,进而推动教学模式朝

着智能化方向变革。借助图书馆存储的学生知识学

习信息,教师得以精准定位每位学生的学习需求,进
而开展个性化教学指导。同时,依托图书馆丰富的

教育资源和教辅工具,教师以新的方式教会学生如

何学习,激发学生的兴趣与动力,实现人性化教育和

个性化教育。

5.3 资源整合:构建泛在化学习环境

鉴于数字资源建设与智能化利用存在发展失衡

的现状,图书馆需着力推动泛在化学习环境建设,促
进资源的高效整合与利用。“卓越联盟”平台整合

330万种图书及千万级论文[62]的跨校资源共享模

式,为跨学科研究提供了丰富数据基础,也证明了资

源整合对学习环境优化的关键作用。在资源组织与

检索过程中,图书馆可通过智能分类、优化检索算法

提升准确性来缓解“信息超载”现象。针对资源受限

问题,图书馆可通过和版权方协商或采用数据脱敏、
数据加密等方式对基本资源进行处理,使训练和隐

私之间能充分顾及。在资源建设过程中,图书馆可

以应用人工智能理论对已经数字化处理好的资源做

转换并进行资源架构的再优化,添加智慧推荐元数

据,增强资源与人工智能系统之间的匹配度,从而提

升智能推荐的准确度与检索结果的精准度。泛在化

学习环境需利用智慧化手段建设个性化学习支持和

多领域交叉互动场景,让各个领域和专业的人员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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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有效的沟通和协调,整合学习者的思想和想法,提
供不同标准的转换、不同观念相互碰撞的创新资源。
同时,图书馆应加强与学校教学部门合作,积极参与

教学规划、课程开发和教学评估等教学环节,助力教

学模式从传统的以教师为主导转变为注重学生主体

性的学习模式。《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加快推进教

育数字化的意见》强调“建设未来学习中心”[63],以

“人+空间+信息资源”的三元关联为知识流动与资

源共享建立通道[64],通过跨学科学习,鼓励项目式

学习和协作解决问题,培养创新能力和批判性思维。
这种以人工智能为支撑、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泛在化

学习环境,实现了从传统的以“教”为中心向以“学”
为中心的转变,为培养创新型人才奠定了坚实基础。
未来学习中心框架如图4所示。

图4 未来学习中心建设框架

5.4 服务创新:构建开放知识体系

图书馆要改善智能服务模式与用户信息行为匹

配度低的现状,应引导开放式知识创新文化,完善智

能服务模式。在精准匹配服务方面,需要对用户行

为数据进行深入分析,采用机器学习技术对智能推

荐、路径优化算法进行改进,增加对用户检索目的与

喜好的拟合程度,降低推荐偏差。针对用户智能服

务模式接受度不足的弊端,扩大宣传推广力度,让更

多用户进行学习、参与,通过学习知识等方式增强用

户的了解度、信任度等,构建基于用户体验的意见反

馈机制,通过用户的意见反馈改进图书馆的服务系

统,为其量身定制个性化的服务界面、推荐内容等。
图书馆正从传统知识消费场所发展为知识创造、交
流与共享的综合型知识平台,构建出“知识自有+共

享”的新型服务运营机制。作为知识共享的主要节

点,图书馆需要依托信息生态平台,推进信息生态循

环流动,建设智能内容管理系统(Intelligent
 

Content
 

Management
 

System,ICMS),引导、培养开放共享

文化。在促进知识共享、创新工作中需构建参与知

识共享的利益驱动机制,通过给予分享知识的用户

一定的物质奖励、精神奖励等,在一定程度上激发用

户参与知识共享的积极性。一是建设开放互动的交

流区、创客区等,鼓励用户分享知识和经验,增强用

户之间的互动体验感和参与感,构建开放共享的知

识创生文化环境。二是在持续实现技术融合与创新

的同时,要强化提供高水平的差异化、创新性服务,
既实现开放共享领域的知识文化精细化转化,推进

大学的教育数字化转型,又驱动知识创生与服务创

生的有机互动,为满足未来发展需求的人才培养提

供保障。

6 结语

人工智能作为大学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关键驱动

力,其在教育领域的角色与作用愈发显著,正深度重塑

大学教育的模式与方法。图书馆在人工智能时代的建

设,不仅需要融入国家教育领域战略发展,也需要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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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数字化转型进程中作为知识供给载体去提供更优

质服务的要求。本研究基于人工智能时代图书馆在大

学教育数字化转型中所承担的四个关键角色:知识资

源智能化整合者、辅助学习智能化推动者、教学模式智

能化重构者、学术研究智能化赋能者,深入剖析了其面

临的技术、能力、资源、服务挑战,通过构建智慧化知识

生态系统、强化馆员数字素养、构建泛在化学习环境和

知识服务体系等路径,旨在促进图书馆建设更契合大

学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发展需求,为培育更多适应未来

社会发展的创新型人才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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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ibraries
 

are
 

emerging
 

as
 

critical
 

drivers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university
 

education 
 

This
 

study
 

integrated
 

knowledge
 

management
 

theory 
 

constructivist
 

learning
 

theory 
 

digital
 

literacy
 

theory 
 

and
 

the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M 
 

to
 

explore
 

the
 

role
 

of
 

libraries
 

in
 

promoting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during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ra 
 

The
 

research
 

employed
 

literature
 

analysis 
 

case
 

studies 
 

and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785
 

faculty
 

and
 

students
 

across
 

28
 

universities
 

to
 

conduct
 

its
 

analysis 
 

The
 

study
 

reveals
 

that
 

libraries
 

assume
 

four
 

core
 

roles 
 

 1 intelligent
 

integrators
 

of
 

knowledge
 

resources 
 

which
 

use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AI 
 

and
 

knowledge
 

graphs
 

to
 

consolidate
 

fragmented
 

resources 
 

 2 smart
 

facilitators
 

of
 

learning
 

support 
 

which
 

provide
 

adaptive
 

assistance
 

through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NLP -based
 

recommendation
 

systems
 

and
 

machine
 

learning
 

 ML -driven
 

learning
 

path
 

planning 
 

 3 intelligent
 

reconstructors
 

of
 

teaching
 

models 
 

which
 

reshape
 

instructional
 

methodologies
 

based
 

on
 

analyses
 

of
 

learning
 

behavior
 

data 
 

and
 

 4 smart
 

enablers
 

of
 

academic
 

research 
 

which
 

empower
 

scientific
 

inquiry
 

through
 

semantic
 

retrieval
 

and
 

interdisciplinary
 

platforms 
 

However 
 

libraries
 

also
 

face
 

significant
 

challenges 
 

including
 

inadequate
 

alignment
 

between
 

technology
 

and
 

operational
 

workflows 
 

lagging
 

digital
 

literacy
 

among
 

librarians 
 

imbalances
 

between
 

resource
 

development
 

and
 

intelligent
 

utilization 
 

and
 

insufficient
 

matching
 

between
 

services
 

and
 

user
 

behavior
 

patterns 
 

To
 

address
 

these
 

issues 
 

the
 

study
 

proposes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at
 

the
 

technological
 

level 
 

promoting
 

cross-institutional
 

collaboration
 

to
 

build
 

smart
 

knowledge
 

ecosystems 
 

at
 

the
 

human
 

resources
 

level 
 

implementing
 

AI
 

technology
 

training
 

to
 

enhance
 

librarians
 

digital
 

literacy 
 

at
 

the
 

resource
 

management
 

level 
 

optimizing
 

resource
 

organization
 

and
 

security
 

mechanisms
 

through
 

data
 

processing
 

technologies
 

to
 

create
 

ubiquitous
 

learning
 

environments 
 

and
 

at
 

the
 

service
 

innovation
 

level 
 

leveraging
 

user
 

behavior
 

analysis
 

to
 

refine
 

intelligent
 

interfaces
 

and
 

recommendation
 

algorithms 
 

thereby
 

fostering
 

an
 

open
 

knowledge
 

system 
 

These
 

strategies
 

aim
 

to
 

deepen
 

libraries
 

integration
 

into
 

educational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provide
 

robust
 

support
 

for
 

personalized
 

learning
 

and
 

the
 

cultivation
 

of
 

innovative
 

talent 
Key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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