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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情数据视角下高校图书馆对大学生多维发展的影响*

张晓阳 柳鑫鹏 徐志艳 王锰 朱玉琴

  摘要 探讨高校图书馆对大学生多维发展的激励作用,并为高校图书馆促进教育教学改革

和提 升 服 务 价 值 提 供 新 的 视 角 和 路 径。文 章 融 合J高 校 中 国 大 学 生 学 习 与 发 展 追 踪 调 查

(CCSS)数据与图书馆用户行为数据集的4311份样本,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分析揭示高频利用

图书馆空间与文献资源对学生教育收获、高影响力教育实践、多维互动的影响,并验证了结果的

可靠性。研究发现,高频利用图书馆资源具有三种影响,一是对大学生教育收获具有正向影响,
其影响主要集中在知识增长和价值观形成,对其能力提高的影响较为有限;二是对大学生参与高

影响力教育实践具有较强的支持作用;三是对生生互动、人际关系具有负向影响。基于此,文章

提出高校图书馆应优化信息资源建设夯实文化育人基础、主动服务嵌入大学生高影响力教育活

动和重构空间功能强化协作学习氛围等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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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4年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

紧紧围绕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坚定朝着建设教育

强国的战略目标扎实迈进[1]。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

迭代发展,高等教育形态正在经历革命性变化,进入

以智能终端为信息载体和传递方式的教育5.0时

代[2]。高校图书馆的职能也从传统的文献信息资源

中心,逐步转型为集信息服务中心、学生学习中心、教
学支持中心于一体的新型教育与学习场所[3]。作为

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图书馆的育人功能和

服务成效受到国内外学界的关注。高校图书馆正处

于新一轮高质量发展与转型的关键阶段,如何展现其

服务成效,提升影响力,已成为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国内外学者对高校图书馆成效评估研究主要集

中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通过宏观的价值评价报告展

示高校图书馆作用与影响力。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

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和北京大学图书馆联合研制《大
学图书馆现代化指南针报告》,为大学图书馆开展业

务评估、绩效评估和效用评估等工作提供重要参

考[4];美国大学与研究型图书馆协会(ACRL)陆续发

布了系列《学术图书馆价值报告》(Value
 

of
 

Academic
 

Libraries
 

Report,VALR)[5]。二是从微观分析用户数

据评估高校图书馆服务成效。通过利用数据探究图

书馆使用与学生发展之间的关系,已成为高校图书馆

价值研究的普遍做法。但过去囿于数据和方法的局

限,难以全面有效地揭示图书馆的育人作用和价值。
鉴于此,本研究旨在融合使用更为全面的学情调查

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从教育收获、高影响

力教育实践、多维互动等维度探讨高校图书馆对学

生多维发展的影响,以展示高校图书馆服务价值。

2 文献回顾

2.1 学情数据与图书馆成效评估

学习分析(Learning
 

Analytics,LA)日益成为数

据要素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法与技术[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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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分析被定义为“对学习者及其学习环境的数据

进行测量、收集、分析与报告,以达到理解和优化学

习与学习环境的目的”[7]。现有研究常常通过用户

数据来评估图书馆成效,评估利用图书馆资源对学

生学习行为、学习成果以及科研创新等方面的影响,
优化图书馆的资源配置和服务策略[8]。学情数据作

为学生学习状态和综合素质的全面反映,常被作为

高校学习分析的主要数据来源,但较少与图书馆的

数据结合。国外学情数据调查实践相对较早,美国

“大学生学习投入调查”(National
 

Survey
 

of
 

Student
 

Engagement,NSSE)对美国和加拿大的1680所高

校开展学情调查[9];2008年起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

开始开展“中国大学生学习与发展追踪调查”(China
 

College
 

Student
 

Survey,CCSS),关注中国大学生学

习行为及其与大学教育实践之间的互动,以学生为

主体对高校的教育教学过程进行诊断[10]。CCSS数

据被广泛应用于教育评价研究,包括院校支持影响

机制[11]、教育质量满意度影响因素[12]、高校环境对

学生学习投入的影响[13]。学情调查中也有与图书

馆相关指标,例如CCSS调查中有题项“是否通过图

书馆资源进一步研究和探索”。国外利用学情调查

数据开展图书馆学习分析已有先例,ACRL资助“连
接图书馆与学习分析以促进学生成功(Connecting

 

Libraries
 

and
 

Learning
 

Analytics
 

for
 

Student
 

Suc-
cess,CLLASS)”项目,CLLASS专题报告推荐高校

图书馆通过Caliper
 

2.0互操作性标准,将图书馆数据

整合到机构学情数据中,以展示图书馆价值[14]。不同

于以往图书馆成效评估中的用户调查,学情数据调查

以“学”为本的设计思路将学生、学习和学校置于复杂

的社会现实环境中,多层次、多角度地了解学生的

“知、情、志、行”[15]。然而,融合学情调查数据探讨高

校图书馆对大学生发展的影响尚未被深入研究。

2.2 高校图书馆对大学生成长影响研究

国内外学者通过多元化视角与方法评估高校图

书馆对大学生发展的影响。在评估范式上,经历了

从传统资源使用统计向教育价值验证的转型,2010
年ACRL《学术图书馆价值报告》推动评估焦点转向

学生保 留 率、GPA 等 可 量 化 指 标[16]。奥 克 利 夫

(Oakleaf)提出通过研究学生与图书馆互动对其学

业表现 的 影 响 来 验 证 服 务 价 值[17],蒙 特 内 哥 罗

(Montenegro)等通过行为数据与GPA的关联分析

揭示资源类型差异化影响[18],而布莱克(Black)和
 

墨菲(Murphy)则强调需突破单一学业指标,关注图

书馆 对 弱 势 学 生 群 体 的 支 持 效 应[19]。吴 敏 欣

(Woo)等运用SEM 模型验证学习共享空间对学生

协作能力的提升作用,证实了图书馆空间服务的赋

能效应[20]。国内研究多聚焦行为变量与学业表现

的统计关联,如王凌发现图书借阅频次与成绩呈显

著正相关[21],刘桂宾证实图书馆使用对本科生创新

能力提升明显[22],李晓虹团队通过 QCA方法解析

空间再造中“专业嵌入”条件的关键作用[23]。另外,
德格鲁特(De

 

Groote)和斯库拉斯(Scoulas)通过学

生自述发现图书馆资源对心理健康的正向调节作

用[24],唐琼揭示研究生数字资源使用强度与论文产

出量呈剂量效应[25]。现有研究存在三方面局限,方
法上过度依赖问卷调查及相关性分析,研究结果存

在选择性偏差与内生性问题;评估维度上集中于学

业成绩与学术产出,缺乏对情感发展的测量;评估指

标上偏重结果性变量,忽视过程性学情数据的深度

挖掘[26]。王信娴(Wong)和韦伯(Webb)指出,当前

评估体系难以捕捉图书馆对学生发展的多维塑造作

用,需构建融合认知、情感、社会性发展的综合评价

模型,并通过追踪实验设计破解因果推断难题[27]。

3 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设

3.1 理论模型构建

输入-环境-输出(Input-Environment-Out-
put,IEO)模型是由美国学者亚历山大·阿斯汀

(Alexander
 

Astin)在其研究高等教育影响时提出的

理论模型[28]。本研究采用IEO模型作为理论框架,
输入包括学生的个体特征、家庭背景、学习行为和学

习动机等指标;主要的环境变量是学生对图书馆文

献资源和学习空间的使用情况;输出变量是学生在

图书馆使用后,在教育收获、高影响力教育活动实

践、多维互动等方面的变化。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方

法,减少输入对输出的影响。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3.2 研究假设

3.2.1 大学生利用图书馆对其教育收获的影响

图书馆作为高校重要的学习资源和支持平台,通
过提供丰富的文献资源与学习空间,不仅能够促进学

生的知识增长(H1a),还帮助其提升其批判性思维、信
息素养等关键能力(H1b)[24]。同时,图书馆对学生

的价值观形成(H1c)也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据

此,围绕教育收获,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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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高校图书馆对大学生多维发展的影响模型

  H1:利用图书馆对学生教育收获具有显著正向

影响。

H1a:利用图书馆对学生知识增长具有显著正

向影响。

H1b:利用图书馆对学生能力提高具有显著正

向影响。

H1c:利用图书馆对学生价值观形成具有显著

正向影响。

3.2.2 大学生利用图书馆对其参与高影响力教育

实践的影响

  高影响力教育实践通过沉浸式学习体验,促进

学生在复杂情境中实现知识迁移与元能力发展。高

校图书馆作为学习支持的重要场所,近年来主动融

入本科生科研创新项目、技能竞赛等高影响力教育

活动,但图书馆并非直接主导项目开展,而是提供文

献资源支持以及后期创新交流活动的空间场所,帮
助学生更有效地参与高影响力教育实践[29]。据此,
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利用图书馆对学生参与高影响力教育实践

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3.2.3 大学生利用图书馆对其多维互动的影响

协作学习理论认为知识是在社会互动和协作中

建构的,图书馆的学习社交空间为生师互动(H3a)、
生生互动(H3b)、人际关系建构(H3c)提供平台,促
进学生与教师、同学之间的交流与合作[27],增强学

生社交能力和社会支持网络[30]。据此,围绕学生多

维互动,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利用图书馆对学生多维互动具有显著正向

影响。

H3a:利用图书馆对生师互动具有显著正向

影响。

H3b:利用图书馆对生生互动具有显著正向

影响。

H3c:利用图书馆对学生人际关系具有显著正

向影响。

4 研究设计

4.1 数据准备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分为两个部分。首先是J高

校2020-2021学年图书馆用户行为记录数据集,该
数据集整合2020年9月1日至2021年8月31日

的用户进出馆记录、在馆时长、借阅记录以及座位预

约使用情况[31]。其次,学生个人特质和多维发展的

数据来源于2021年J高校中国大学生学习与发展

追踪调查(CCSS),CCSS数据采集后,基于常模样本

进行信效度检验,问卷质量良好。本研究将两部分

数据通过USER_ID字段进行匹配,共获得4311个

有效样本,为后续分析提供可靠的数据。

4.2 研究方法

倾向 得 分 匹 配(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PSM)主要用于控制研究中的混杂变量,进而准确估

计处理效应。在信息资源管理领域研究中,倾向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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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匹配的方法已应用于科学计量、健康信息学领域,
如学者利用倾向得分匹配研究了学术论文进入Alt-
metric

 

TOP100榜 单 是 否 会 倾 向 于 获 得 更 多 被

引[32]。本研究参考王筱纶等提出的情报学研究倾

向得分匹配方法,步骤如下:(1)选择协变量;(2)计
算倾向得分;(3)选择匹配方法;(4)评估协变量的均

衡性,确保匹配过程消除协变量上的系统性差异,罗
森鲍姆(Rosenbaum)等提出标准化偏差方法,通常

认为标准化偏差绝对值低于0.1是均衡的[33];(5)
计算平均处理效应;(6)检验结果灵敏度[34]。

4.3 变量选择及定义

本研究自变量是图书馆利用强度,目的在于探

究高频利用图书馆学习空间与文献资源对学生多

维发展的影响。本研究因变量包括教育收获、高影

响力教育活动、多维互动3个指标。教育收获是由

知识增长、能力提高、价值观形成3个二级指标构

成,全面反映学生在一年内的综合成长[35];高影响

力教育实践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生参

与高影响力教育实践与领导技能和多元文化能力

发展之间密切相关[36]。多维互动反映学生沟通、
协作解决问题等方面的能力[37]。本研究选择协变

量时,按照布鲁克哈特(Brookhart)的建议[38],学生

全面发展既受到个体特质、家庭社会资本、经济资

本、文化资本等先天禀赋条件的约束,也会受到个

体学习投入、学习动机强弱的影响[39],具体介绍如

表1
 

所示。

表1 变量介绍及赋值

变量

类型
变量名 变量介绍及赋值

参考

文献

因变量

教育收获
教育收获指学生对大学所带来的知识增长、可迁移能力的提高、自我认知和价值观发

展的感知
[40]

高影响力教育实践 高影响力教育实践指学生参与资源驱动型和一般型的高影响力教育活动的情况 [41]

多维互动
多维互动指学生与同学协作学习、老师交流互动的情况,由生师互动、生生互动、人际

关系三个指标共同构成

[40]

[42]

自变量
图书馆利用

强度

二分变量,学生在馆学习时长、借阅数量、入馆次数归一化后的算术平均值。位于前

50%为高频使用,赋值为1;后50%为低频使用或未使用,赋值为0
[43-44]

协变量

性别 男性=1,女性=0 [45]

学科 理工农医=1,人文社科=2 [22]

年级 按年级分别赋值 [22]

户籍类型 农村户籍=1,城镇户口=2 [46]

家庭经济资本
学生家庭年总收入。1=1万~2万以下;2=2万~5万以下;3=5-15万以下;4=

15万-30万以下;5=30万-50万以下;6=50万~100万以下;7=100万以上
[47]

家庭文化资本 父母受教育程度:1=父母受高等教育人数≥1,否则赋值为0 [47]

积极学习行为 学生在课堂内外积极主动投入学习的行为 [35]

高阶学习行为 学生运用高层次认知能力进行学习的行为 [35]

自主学习动机 学生自我驱动的学习动机强度 [45]

专业志趣 来自社会规范的学习动机强度 [48]

学习韧性 学生学习过程中体现出来的热情、韧性、毅力、自我效能感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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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实证结果

5.1 倾向得分匹配的均衡性与共支撑验证

按照图书馆利用强度,将样本划分为高频使用的

处理组和低频使用的对照组。本研究采用最近邻匹

配的方法进行匹配,处理组和对照组的倾向得分绝大

多数位于共支撑域内,具有较强的可匹配度。匹配前

的处理组与对照组在性别、专业背景、家庭背景、学
习行为等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异,匹配后所有的协变

量的T检验均不显著,且标准化偏差降低到10%以

内,说明有效地控制了混杂因素干扰,如表2所示。

表2 匹配后的样本均衡性检验结果

变量
匹配

前后

平均值

处理组 对照组
偏差(%) 偏差降低率(%)

T检验

T值 P值

性别
匹配前 0.540 0.586 -9.23%

匹配后 0.542 0.548 -1.25%
86.42%

-3.029 0.002

-0.317 0.751

学科
匹配前 1.309 1.272 8.05%

匹配后 1.303 1.300 0.68%
91.56%

2.642 0.008

0.172 0.863

年级
匹配前 2.631 2.215 38.54%

匹配后 2.424 2.460 -3.35%
91.32%

12.654 0.000

-0.847 0.397

户籍类型
匹配前 1.482 1.448 6.75%

匹配后 1.459 1.473 -2.97%
55.99%

2.216 0.027

-0.752 0.452

家庭经济资本
匹配前 2.174 2.117 5.51%

匹配后 2.141 2.132 0.90%
83.62%

1.809 0.071

0.228 0.819

家庭文化资本
匹配前 0.305 0.269 8.08%

匹配后 0.289 0.291 -0.34%
95.75%

2.652 0.008

-0.087 0.931

积极学习行为
匹配前 72.843 57.164 85.72%

匹配后 63.979 63.836 0.87%
98.98%

28.142 0.000

0.221 0.825

高阶学习行为
匹配前 74.514 59.483 84.43%

匹配后 66.115 65.926 1.16%
98.63%

27.719 0.000

0.293 0.770

自主学习动机
匹配前 52.489 46.676 34.91%

匹配后 49.691 49.384 1.86%
94.67%

11.462 0.000

0.471 0.638

专业志趣
匹配前 70.942 57.998 63.85%

匹配后 63.117 62.733 2.03%
96.82%

20.962 0.000

0.514 0.607

学习韧性
匹配前 75.255 63.175 73.17%

匹配后 68.388 68.409 -0.14%
99.80%

24.020 0.000

-0.037 0.971

5.2  倾向得分匹配的ATT结果与讨论

平均处理效应(Average
 

Treatment
 

Effect
 

on
 

the
 

Treated,ATT)是倾向得分匹配方法的核心结

果。本研究中ATT差值衡量的是图书馆本科生群

体高频用户与低频用户的差异。在考察教育收获的

基础上,本研究纳入图书馆使用强度对二级指标知

识增长、能力提高、价值观形成的平均处理效应。在

多维互动的基础上,继续探索图书馆使用强度对生

师互动、生生互动、人际关系的影响。图书馆对学生

多维发展影响的平均处理效应如表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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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大学生利用图书馆对其教育收获的影响

对于教育收获,PSM 匹配前的结果显示,高频

使用图书馆对学生的教育收获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ATT=1.450,P=0.005);PSM 匹配后,高频使用

图书馆仍然对学生的教育收获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ATT=0.133,P=0.000)。在控制混杂因素后,

ATT差异从1.45降低到0.133,说明高频使用图书

馆对提升学生教育收获具有稳定的正向影响,验证

了本文的研究假设 H1。2020年9月-2021年8
月,全样本平均入馆2.3次,而高频用户平均入馆

33次,入馆次数的增加使之接触到更多图书馆服

务,是提升学生教育收获的重要途径[23]。

表3 学生多维发展一级指标ATT结果

因变量 PSM 处理组 对照组 ATT差值 标准误差 T值 P值

教育收获
匹配前 76.568 75.118 1.450 0.510 2.84 0.005

匹配后 76.568 76.435 0.133 0.022 5.965 0.000

高影响力

教育实践

匹配前 34.419 26.709 7.710 0.800 9.633 0.000

匹配后 34.419 30.546 3.873 0.803 4.821 0.000

多维互动
匹配前 64.699 63.793 0.906 0.531 1.705 0.088

匹配后 64.699 65.523 -0.824 0.495 -1.663 0.096

  在考查学生整体教育收获的基础上,分别从学

生知识增长、能力提高、价值观形成三个方面分析图

书馆资源和服务的具体价值,如表4所示。PSM 匹

配前后处理组和对照组在知识增长、能力提高和价

值观形成均具有显著差异,知识增长的 ATT差值

由匹配前的1.297降低到0.233,能力提高的ATT
差值由1.27降低到0.033,价值观形成的 ATT差

值由1.758降低到0.216,验证了本文的H1a、H1b、

H1c的假设,说明高校图书馆主要从知识增长和价

值观形成两个方面提升学生教育收获,对学生能力

提高的贡献较弱。知识增长的直观反映是学生的课

程成绩或GPA,此前学者的研究表明利用图书馆资

源能够提升学生的GPA[21]。另外图书馆作为高校

思政育人的重要基地,对学生价值观引领具有重要

作用。高校图书馆发挥着文化育人、思政育人的作

用[49]。学生能力提高方面,PSM 匹配后,高频使用

图书馆对学生能力具有显著影响,但作用较小。学

生能力提高的差异主要是由协变量相关的因素导致

的。此前研究中,高校图书馆对于学生能力提高主

要体现在信息素养提升,包括信息检索技能、科研素

养、人工智能素养等[50],且对学生的信息教育主要

形式是以合作课程教育为主[51]。大学生综合能力

提升来自多方面教育训练,使用图书馆空间和文献

资源对其的直接影响不大。

表4 教育收获所属的二级指标ATT结果

二级指标 PSM 处理组 对照组 ATT差值 标准误差 T值 P值

知识

增长

匹配前 75.491 74.195 1.297 0.571 2.272 0.023

匹配后 75.511 75.278 0.233 0.024 9.643 0.000

能力

提高

匹配前 75.056 73.785 1.270 0.542 2.346 0.019

匹配后 75.056 75.023 0.033 0.004 9.064 0.000

价值观

形成

匹配前 79.234 77.476 1.758 0.547 3.213 0.001

匹配后 79.234 79.018 0.216 0.057 3.789 0.000

5.2.2 大学生利用图书馆对其参与高影响力教育

实践的影响

  对于高影响力教育实践,PSM 匹配前的结果显

示,高频使用图书馆对学生参与高影响力教育实践

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ATT=7.71,P=0.000);

PSM匹配后,高频使用图书馆仍然对学生参与高影

响力教育实践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ATT=3.873,

P=0.000),即图书馆高频用户比低频用户参与高影

响力教育实践平均得分高3.873分,验证了本文研

究假设H2。该结果凸显了图书馆在支持资源密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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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高影响力教育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图书馆提供的

多样化资源和服务为学生参与创新创业竞赛、学科

竞赛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另外一般型高影响力教育

活动,如社会实践与实习、公益与志愿服务、学生社

团组织等,虽然也从图书馆的信息支持中受益,但对

资源的依赖程度相对较低。高影响力教育活动的特

征包括提供多元文化体验、大量的阅读或写作机会

以及较高的学习自由度[52],图书馆的资源和服务恰

好能够有效地支撑这些活动,增强学生的学术能力

和文化理解,从而助力整体教育质量提升。

5.2.3 大学生利用图书馆对其多维互动的影响

对于学生多维互动,PSM匹配前的结果显示,高

频使用图书馆对学生的多维互动不存在显著的影响

(ATT=0.906,P=0.088);PSM匹配后,图书馆使用

强度高低对学生的多维互动也不存在显著的正向影

响(ATT=-0.824,P=0.096)。多维互动的二级指

标中,高频使用图书馆对生生互动和人际关系均具有

显著的负向影响作用,如表5所示。使用图书馆无法

提高学生在生师互动、生生互动以及在人际关系方面

的表现,反而降低生生互动和人际关系的得分,原因

可能在于用户高频使用图书馆空间的同时,空间分区

无法满足差异化社交需求[53]。本研究的案例高校空

间分区主要是以安静学习区为主,配有一定的开放性

的社交空间,但缺少独立的强社交空间[54]。

表5 多维互动所属的二级指标ATT结果

二级指标 PSM 处理组 对照组 ATT差值 标准误差 T值 P值

生师

互动

匹配前 51.851 50.368 1.483 0.809 1.833 0.067

匹配后 51.851 51.456 0.395 0.441 0.895 0.371

生生

互动

匹配前 66.588 65.855 0.733 0.692 1.059 0.290

匹配后 66.588 68.179 -1.591 0.317 -5.013 0.000

人际

关系

匹配前 76.661 76.305 0.356 0.578 0.616 0.538

匹配后 76.661 77.831 -1.17 0.327 -3.577 0.000

5.3 倾向得分匹配的敏感性分析

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方法,本研究排除了协变量

引起的选择性偏差。然而,研究无法将影响图书馆

使用和结果变量的其他混淆变量全部纳入数据分析

中,还会出现“隐藏性偏差”导致研究结果不稳健。
本研究参考罗森鲍姆(Rosenbaum)提出的灵敏度分

析方法,通过改变未观测因素的影响力,检验处理效

应是否对潜在的混淆因素敏感[55]。该方法通过设

置一个“隐藏性偏差”参数γ评估不同大小的未观测

偏差对处理效应估计的影响。当γ大于2,处理效

应仍然保持显著性,表明平均处理效应对潜在的未

观测混淆因素是稳健的。表6报告了所有因变量的

敏感性分析结果,在全部因变量的γ值增加到3时,
原有的结果仍然是显著的,说明本文全部因变量的

平均处理效应对潜在的未观测混淆因素是稳健的。

表6 倾向得分匹配敏感性分析结果

变量 γ sig+ sig- t-hat+ t-hat-

教育收获

1 0 0 75.928 75.928

2 0 0 69.442 81.500

3 0 0 66.700 83.350

知识增长

1 0 0 75.025 75.025

2 0 0 66.700 83.350

3 0 0 66.700 83.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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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γ sig+ sig- t-hat+ t-hat-

能力提高

1 0 0 75.000 75.000

2 0 0 66.700 80.575

3 0 0 66.683 83.350

价值观形成

1 0 0 77.800 77.800

2 0 0 72.250 83.350

3 0 0 66.700 83.350

高影响力

教育实践

1 0 0 28.571 28.571

2 0 0 21.429 35.714

3 0 0 14.286 42.857

多维互动

1 0 0 63.883 63.883

2 0 0 58.340 69.433

3 0 0 55.540 72.453

生师互动

1 0 0 50.000 50.000

2 0 0 41.650 58.350

3 0 0 37.475 62.525

生生互动

1 0 0 66.667 66.667

2 0 0 61.100 72.233

3 0 0 55.550 77.783

人际关系

1 0 0 77.075 77.075

2 0 0 70.825 83.325

3 0 0 66.663 85.413

注:Sig+和Sig-分别表示平均处理效应(ATT)的上限和下限显著性水平,t-hat+和t-hat-分别表示平均处理效应(ATT)的点估计的上边

界和下边界。

6 研究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采集了J高校4311名大学生有效学情

数据与图书馆行为数据,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方法,探
讨了利用图书馆学习空间和文献资源对大学多维发

展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一是高频利用图书馆资源

对教育收获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主要表现在知识增

长和价值观形成方面;二是高频利用图书馆对学生

高影响力教育实践活动具有显著的支持作用;三是

高频利用图书馆对学生多维互动的影响有限,且对

生生互动、人际关系产生负面影响。根据上述研究

结果,结合当前高校图书馆实际,本文提出以下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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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优化资源体系建设,夯实文化育人基础

研究发现高频使用图书馆对学生知识增长和价

值形成的显著正向作用,且整体教育收获ATT 差值

为0.133,表明资源建设仍然是图书馆立足和服务的

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图书馆是国家文化发展水

平的重要标志,也是滋养民族心灵、培育文化自信的

重要场所[56]。高校图书馆可围绕学生“知识增长、能
力培养和价值引领”三位一体建设高校图书馆资源体

系。构建多元化与精准化的资源体系,根据本校学

科专业需求汇聚优质信息资源,解决优质学术资源

供给的问题,采集学情数据进行用户画像,做好个性

化推荐,满足大学生个性化资源需求;强化资源与实

践相结合的服务模式,推动资源建设与学生能力培

养相结合,提供专题学习包、实践案例库、技能培训

材料等实践性资源,帮助学生提升批判性思维、学术

研究和问题解决能力;加强优秀传统文化与红色资

源的供给,建立特色文化资源阅读推广机制。

6.2 主动服务嵌入大学生高影响力教育实践活动

研究显示高频使用图书馆对大学生参与高影响

力教育实践具有显著的支持作用,其 ATT差值为

4.738。高影响力教育实践对于一般大学生的高阶

思维、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和团队合作具有重要作

用,对弱势群体的补偿效应在既有研究中已形成共

识,即它对弱势群体知识、能力、素质提升的促进作

用更加突出[57]。美国大学和学院协会(AAC&U)
提出学习共同体(Learning

 

Communitie)、写作强化

课(Writing-intensive
 

Courses)等高影响力教育方式

能够有效提升本科生质量[58]。因此,高校图书馆应

主动参与大学生高影响力教育实践活动,如融入大

学生科研写作、挑战杯、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等

竞赛活动,提供信息检索、数据分析、资源推荐与文

献管理等服务,帮助学生提升信息素养和研究能力;
创新嵌入服务模式,提升服务效能,例如针对高影响

力教育活动实践性、协作性的特点,搭建学生、导师

和馆员共同参与的学习共同体,并对学业困难群体

给予针对性帮扶。

6.3 重构学习空间功能,强化协作学习氛围

研究结果表明高频使用图书馆对生生互动、人
际关系具有负向影响,但图书馆作为高校学习中心,
图书馆在促进学习过程的社交互动和协作创新方面

潜力巨大[59]。因此,高校图书馆应面向学生协作学

习与科研全过程,构建多功能协作学习空间,提供数

字化协作工具支持,组织主题化协作学习活动。构

建多功能协作学习空间,按照任务类型设置空间分

区,如分别设立面向团队协作任务的研讨空间、面向

创新实践的创客空间、面向科研的研究支持空间,满
足学生对学习科研活动的多样化需求[60];按噪音分

级设置空间分区,分别设立静谧学习区、低噪讨论

区、开放互动区,满足学生对空间声景的不同需求。
提供数字化协作工具支持,推动虚拟智能空间与物

理空间结合,部分学习活动从物理空间延伸至虚拟

智能空间,拓展学习场景的广度。例如凯斯西储大

学(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CWRU)打造

了数字学术协作共享空间—弗里德曼数字学术中心

(Freedman
 

Center
 

for
 

Digital
 

Scholarship,FCDS),
该中心将专业知识和技术结合起来,以跨学科、协作

和实验的方式开展合作,促进数字学术的创造和交

流[61]。组织主题化协作学习活动,图书馆可以定期

举办协作学习主题活动,如学术研讨会、创意工作坊

和团队竞赛,以激发学生参与协作学习的兴趣,并提

升其团队协作能力和创新能力。

7 结语

本文融合学情数据探讨了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

与学习空间对大学生多维发展的影响,使用倾向得

分匹配法有效控制了混杂因素的干扰,揭示高校图

书馆对学生知识增长、价值观形成和高影响力教育

实践等方面的正向影响。尤其发现,图书馆对大学

生高影响力教育实践具有显著作用。本研究还存在

一些不足,首先,高校图书馆对学生的影响还存在学

科异质性、社会异质性,未来研究中可以利用学情数

据探索高校图书馆对于不同学科与社会背景学生的

效应差异。此外,未来研究将拓展到泛在数字资源、
信息素养教育等方面,融合更多数据测评高校图书

馆对学生成长的影响,更好体现高校图书馆对人才

培养的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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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iversity
 

libraries
 

are
 

at
 

a
 

critical
 

stage
 

of
 

a
 

new
 

round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 
 

How
 

to
 

effectively
 

demonstrate
 

their
 

service
 

effectiveness
 

and
 

impact 
 

and
 

enhance
 

their
 

influenc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that
 

must
  

to
 

be
 

urgently
 

addressed
 

in
 

their
 

development
 

proces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learning
 

data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ncentive
 

role
 

of
 

university
 

libraries
 

in
 

promoting
 

the
 

multi-dimensional
 

develop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provides
 

new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and
 

practical
 

insights
 

for
 

university
 

libraries
 

to
 

promote
 

educational
 

reform
 

and
 

enhance
 

service
 

value 
 

This
 

study
 

integrated
 

the
 

data
 

from
 

the
 

China
 

College
 

Student
 

Survey
 

 CCSS 
 

of
 

University
 

J
 

and
 

the
 

user
 

behavior
 

data
 

of
 

the
 

university
 

library 
 

obtaining
 

a
 

total
 

of
 

4 311
 

valid
 

samples 
 

To
 

reduce
 

selection
 

bias
 

and
 

ensure
 

the
 

robustness
 

of
 

the
 

research
 

results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PSM 
 

method
 

was
 

employed
 

to
 

systematically
 

analyze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library
 

usage
 

intensity
 

and
 

students
 

multi-
dimensional

 

development 
 

The
 

study
 

focused
 

on
 

three
 

core
 

dimensions 
 

students
 

educational
 

gains 
 

participation
 

in
 

high-impact
 

educational
 

practices 
 

and
 

multi-dimensional
 

interactions 
 

In
 

addition 
 

the
 

study
 

validated
 

the
 

reliability
 

of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through
 

sensitivity
 

analysis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frequent
 

library
 

use
 

has
 

three
 

important
 

impacts
 

on
 

students
 

development 
 

First 
 

students
 

who
 

frequently
 

use
 

the
 

library
 

show
 

significant
 

improvements
 

in
 

knowledge
 

growth
 

and
 

value
 

formation 
 

but
 

have
 

a
 

relatively
 

limited
 

impact
 

on
 

ability
 

enhancement 
 

Second 
 

frequent
 

library
 

use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students
 

participation
 

in
 

high-impact
 

educational
 

activities 
 

Third 
 

frequent
 

library
 

use
 

has
 

a
 

negative
 

impact
 

on
 

students
 

interactions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this
 

paper
 

proposes
 

three
 

optimization
 

suggestions 
 

First 
 

optimize
 

the
 

construction
 

of
 

information
 

resources 
 

consolidate
 

the
 

foundation
 

of
 

cultural
 

education 
 

and
 

allocate
 

library
 

resources
 

more
 

accurately
 

to
 

better
 

support
 

students
 

knowledge
 

accumulation
 

and
 

value
 

shaping 
 

Second 
 

actively
 

integrate
 

into
 

high-impact
 

educational
 

activities 
 

enhance
 

students
 

learning
 

experience 
 

and
 

promote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libraries
 

with
 

research 
 

internships 
 

and
 

interdisciplinary
 

projects
 

to
 

increase
 

their
 

participation
 

in
 

the
 

educational
 

process 
 

Third 
 

reconstruct
 

spatial
 

functions 
 

foster
 

a
 

collaborative
 

learning
 

atmosphere 
 

optimize
 

the
 

library
 

space
 

layout 
 

and
 

provide
 

more
 

interactive
 

learning
 

scenarios
 

to
 

reduce
 

the
 

negative
 

impact
 

of
 

frequent
 

library
 

use
 

on
 

social
 

inte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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