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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智赋能情境下的数字素养教育实践*

———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图书馆创新创意空间的探索

罗小英 石志松 乔莎

  摘要 支持创新体验、创造性活动与跨学科交流的图书馆新型学习空间,能够为数字时代拓

展和创新数字素养教育,赋能数字社会提供新的窗口。文章在总结国内外高校图书馆数字素养

教育实践现状与问题的基础上,以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图书馆数智赋能的数字素养教育实践探

索为案例,阐释从空间与队伍建设对创新创意空间进行优化,将创新创意空间与数字素养教育有

机融合,并探索面向学生、科研、学科和社会等“四个面向”,以及在学习、科研、教学与创新实践、
社会服务等“四个场景”下,二者融合的数字素养教育实践。最后,总结服务经验,并提出在该探

索中的优化与推广策略,以期为推动图书馆服务转型提供一种新的实施途径和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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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数字素养指在数字环境下利用数字技术,发现

并获取、理解和评价、整合创造、交流和共享信息的

系列综合技能与素养[1]。该概念自1997年提出以

来,随着数字技术发展,愈发受到学界广泛关注与讨

论,并不断被赋予更加丰富的内涵。欧盟、大学与研

究 图 书 馆 协 会 (ACRL)、联 合 国 教 科 文 组 织

(UNESCO)等[2-4]均颁布了相应的数字素养政策文

件,数字素养已成为数字时代背景下全球关注的重

点。我国在2021年11月首次印发《提升全民数字

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以下简称《行动纲要》)[5],此
后每年制定工作方案,从战略高度部署重点任务[6],
这不仅对于全民建设网络强国和数字中国具有重大

战略意义,而且对于图书馆服务开拓创新具有重大

现实意义[7]。
高校图书馆作为高校的文献资源中心,对提升

师生数字素养与技能、推进数字素养教育工作责无

旁贷。全国各高校图书馆从数字素养教育的内容、
形式、空间等方面积极探索,在完善和推动体系化构

建与实践工作中取得了相应成果。但整体而言,我
国高校图书馆对数智赋能的数字素养教育关注较

少,缺乏情境与技术实践的融合。而在数字化环境

下,对数字素养的掌握,不仅是对数字技术和智能技

术的理解与应用,还应强调对数智赋能过程保持清

醒的认知与拥有较高的辨别能力,包括数字意识、计
算思维、数字技能和数字伦理[8]。印度著名图书馆

学家阮冈纳赞在《图书馆学五定律》中指出“图书馆

是一个生长着的有机体”[9]。随着互联网与科学技

术的发展,图书馆应更加注重新型网络空间下知识

的多元流通与技术的探索创新,培养学生捕捉有价

值的数字信息以及科学应用数字信息的能力,将图

书馆建设成支撑和促进创新发展的新型学习空间。
新型学习空间的创新体验、创造性活动与跨学科交

流,能够从实际问题出发,为数智赋能的数字素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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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提供有利的条件和平台[10]。但国内创新类空间

建设侧重创新体验[11],未能进一步探索和挖掘其与

教学科研、项目实践、数字素养教育等深度融合的价

值。本研究将在总结国内外高校图书馆数字素养教

育实践现状的基础上,以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图书

馆(以下简称“深北莫图书馆”)为案例,介绍基于深

北莫图书馆创新创意空间的数字素养教育探索实

践,以期为国内开展相关服务提供借鉴。

2 国内外数字素养教育实践现状

国外数字素养研究起步较早,研究维度和深度

更为广而深,其在数字素养的教育内容、开展形式、
空间建设等方面的探索实践亦为我国数字素养教育

提供了借鉴。
(1)教育内容。除了数字资源检索与利用的知

识与技能,还包括信息数据隐私和安全,强调数字技

术能力、批判性思维与创新能力培养,如普林斯顿大

学图书馆开辟了生成式AI的伦理问题、资源与平台

索引、如何正确引用等主题沙龙[12]。
(2)开展形式。注重契合用户特点,嵌入学术科

研全过程,融入 MOOC在线教育,以项目实践、创客

工作坊、主题研讨等形式创造多元的学习方式。如

北卡罗莱纳大学图书馆将信息素养教育融入专业课

程教学过程,开展基于课程地图的嵌入式信息素养

教育[13];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图书馆课

程资源可通过 MOOC平台访问[14]。
(3)空间建设。国外众多高校图书馆依托数字

技术,构建了融媒体、虚拟现实、创客工作坊等多功

能的新型空间,强调通过数字体验、情境构建和实践

支持数字素养教育。例如,密歇根大学图书馆创新

学习空间(Shapiro
 

Design
 

Lab),集成音视频制作与

后期制作、游戏设计、3D与平面设计、数据可视化、
动画制作等,充分支持了学校师生项目的开发、实验

与跨学科交流协作[15];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图书馆设

有创新实验中心(Innovation
 

Hub),服务内容涵盖

无人机飞行、图形设计、3D打印、ChatGPT等的培

训、体验、比赛、主题研讨[16],为学生提供跨学科创

新创意协作平台。
而国内数字素养教育研究相对较晚,历经40年

信息素质教育发展,从手工检索到计算机检索,再到

数字素养教育转型[17]。学界和行业也多在调研国

外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总结经验,探索实践模式与

路径。在探索实践中,部分高校馆依托馆藏、空间、
技术、人力资源的建设,形成了相对完善或具有特色

的教育模式,如武汉大学图书馆构建了集教、学、研、
实践于一体的数字素养教育体系,特别地,围绕数字

工具使用,设计了Python、3D建模、自媒体制作等

主题培训[18];上海纽约大学图书馆嵌入科研工作流

程与专业课程的教学内容设计[18];近年来不少短视

频、在线游戏等形式也逐渐崭露头角[19]。但已有调

查发现我国高校图书馆数字素养教育仍普遍存在互

动性不够、忽视用户的主体作用、专业教育队伍规模

与素质有待加强等问题[20]。此外,较之于国外图书

馆通过空间改造或再造成功为数字素养教育提供多

元情境与技术支持的创新空间,国内图书馆建设的创

新空间大多空间有限或规划不足,多数以研讨、媒体

制作为主要功能;同时,普遍存在读者参与率不高、空
间使用率低、项目和设备不够丰富、管理制度缺乏、专
业性人才短缺等问题[21-22]。众多数字素养教育理论

或实践案例中也鲜有提及具体实体“空间”“场所”维
度的思考[23]。笔者通过网络调查国内部分代表性高

校图书馆开展素养教育的实践情况,发现线下开展

相关活动基本是在普通培训教室,少数空间未能确

认其性质,甚至有的高校图书馆已完全以在线形式

开展专题培训;也有图书馆在数据、工具、技能与空

间结合方面提供了较丰富的服务[24],但在以图书馆

作为桥梁,引导和促进与数字素养教育的融合方面

仍有发挥空间。
整体而言,我国高校图书馆在数字素养教育实

践中,主要存在以下几点不足:第一,教育模式、教育

场景相对单一,更多是在普通实体空间或在线教学;
第二,缺乏情境与技术实践的融合,对利用数字化与

智能化技术赋能数字素养教育的关注不够。而这些

问题与不足,正是图书馆在数字时代大力拓展和创

新数字素养教育、为数字社会赋能的重要突破口,也
是图书馆界合作构建新型数字素养教育生态的机遇

和重要战略方向。

3 基于深北莫图书馆创新创意空间的数字素养教

育探索实践

3.1 融合数字素养教育的创新创意空间优化建设

深北莫图书馆创新创意空间是为师生个人或团

体开展研讨与创新实践而建设的公共、共享、免费的

创新智造与创意演示空间。该空间集成了3D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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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三维动作捕捉、大空间VR多人交互、无人机,以
及3D演播及媒体空间等多项技术与功能分区,配
备相应软硬件设备、工作站等,自2022年10月正式

启用,从空间设计、队伍建设、空间管理、开放运行与

服务等方面有序推进和实施。
在推进和实施之初,考虑用户对创新创意空间

各项目的普遍认知为偏工程技术与实践,对其仍然

会有一定距离感。而实际上,一方面,无论是图书馆

或个人,应持有“技术为用”的态度,将技术作为工具

和手段;另一方面,用户对技术的理论学习与应用实

践过程,正是其综合信息能力的体现[25]。具体地,
于图书馆而言,图书馆的数字素养教育以数字能力

建设为核心,致力于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使其具

备独立思考、多方验证、辩证评判、交流共享与解决

问题的能力,以应对复杂的数字环境挑战,具有跨学

科、发展性、综合性、开放性等属性[18,26]。创新创意

空间所具备的空间基础与技术,以及创新体验、创造

性活动与跨学科交流优势,能够为素养教育提供良

好的学习场景、案例和实践条件;反之,以提升综合

信息能力为核心目标的素养教育,为创新创意空间

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可迁移能力基础。将二者结合起

来,有望在优化空间建设、扩大受众群体和影响的同

时,实现对数字素养教育的有效支持与提升。因此,
深北莫图书馆尝试在初始建设定位的基础上,从空

间建设、队伍建设与管理等方面优化,以更好地与数

字素养教育开展相配合。

3.1.1 空间建设:按需优化
 

空间建设方面,主要从整体功能、活动开展、空
间与技术等四个要素综合考虑设计与改造,具体如

表1所示。
表1 创新创意空间优化建设

要素 初始建设情况 优化建设后

整体功能
具有创新智造、创意演示、交流互动、管

理、上网、研讨、体验等核心功能

为与数字素养教育结合,考虑支持教学活动与灵活研

讨等功能

活动开展
支持项目培训、实践,个人自主或小型

研讨学习

面向全校师生、市民,融合开展不同形式与内容的数

字素养教育

空间(包括环境、家具和布置等)
主要为各项目功能分区与设备摆放,配

置少量灵活性较低的桌椅
 

①注重温度、湿度、气味、色彩搭配、隔音等条件的

优化

②根据实际体验与技术需要,调整整体布局,强调学

习的情境性、灵活性和创造性

③为适应讲座培训、研讨等多样化教学需求,后期配

置可移动的折叠桌椅、拼接圆桌、话筒、插排、展

板等

技术(包括ICT、智能设备等) 支持上网、研讨、自主学习、互动协作等
根据空间服务与教学活动反馈,优化网络与媒体条

件,调研论证采购新设备等

3.1.2 队伍建设:多元主体参与

在项目起步阶段,图书馆即对创新创意空间的目

标定位有所转变,因此在队伍建设方面,为兼顾创新创

意空间的项目实践和数字素养教育开展,主要体现为

跨部门、院系、学科深度融合的多元主体参与,以解决图

书馆人才不足问题。图书馆人才不足问题,既体现在

馆员队伍体量小(全馆含馆长共10位工作人员),也体

现在技术领域专业人才的稀缺,阻力与挑战可见一斑。
因此,协同合作与深度融合是关键。

具体举措主要包括:馆内项目负责制、院系深度

合作制、学生主体参与制。
(1)馆内项目负责制。指馆内分工协作,将不同

项目落实到不同馆员,共同助力创新创意空间的成

功启动与开放运行;同时发挥图书馆资源及数字素

养教育、学科馆员优势,在项目服务中嵌入不同主题

素养教育讲座、知识分享与资源推广。
(2)院系深度合作制。指寻求并邀请院系专业

导师团队予以项目技术支持与指导,共同推进技术

在科普、教学、科研等方面的深入应用。
(3)学生主体参与制。指发挥学生主体力量,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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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擅长不同项目领域的学生助理予以协助,并与相

关学生社团取得合作。

3.2 数字素 养 教 育 与 创 新 创 意 空 间 融 合 的 探 索

实践

3.2.1 实践思路:充分探索和利用二者之间的交叉

契合点

  (1)服务定位。基于创新创意空间的数字素养

教育定位是由图书馆的服务定位、数字素养教育目

标、创新创意空间的功能共同决定的。以满足用户

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作为一切服务的出发点和落

脚点,发挥创新创意空间的空间、技术条件优势与图

书馆作为资源中心的优势,围绕面向学生、科研、学
科和社会等“四个面向”,及相应的学习、科研、教学

与创新实践,以及社会服务等“四个场景”,通过与院

系、学科深度融合,以不同形式提供四个场景下的支

持与桥梁作用。
(2)服务思路。创新创意空间强调创新性思维,

数字素养教育强调批判性思维,二者能够产生交集,
同时也有各自相对独立的服务与管理。其中,在产

生交集部分服务的融合实践中,结合不同服务定位,
充分探索和利用二者之间的交叉契合点,将空间、技
术从“为我所有”转化为“为我所用”,有效服务于“四
个面向”和“四个场景”的教育实践。空间、技术、资
源、专业与兴趣团队等各个要素协同合作,为数字素

养教育提供良好环境和有效支持。
(3)互动模式。如图1所示,虚线六边形代表创

新创意空间,实线圆形代表数字素养教育,前者对于

后者,既是一个提供空间或技术支持的实体场所,也
可以作为提出问题或信息需求的源头,并可提供理

论、技能学习的技术设备与实践条件。因此,二者之

间具体可体现为三层互动关系。①第一层,实体空

间和不同于传统空间的环境(如图1a),主要体现创

新创意空间作为实体空间及承载的技术条件要素对

数字素养教育的基础支持,即其基本属性决定了能

够提供学习场所———可作为支持小型自由研讨和一

定规模(约40人容量)的分享活动开展空间,提供沉

浸、灵活、形式不拘于传统教学的空间与环境,还能

够提供高性能工作站等软硬件技术支持;②第二层,
基于创新创意空间的问题情境与信息需求(如图

1b),主要体现创新创意空间承载的技术项目,以及

与数字素养教育共同构成的团队与资源等要素结合

的进阶促进,即创新创意空间可为科普、通识、专业

学习的数字素养教育提供契机,以案例与情境给读

者更为具象的体验与思考,激发读者的探索欲望与

研究兴趣,将数字素养教育内涵的各个维度深入至

个人可感知的切实需求,该互动关系中,实体空间可

不限于创新创意空间;③第三层,基于创新创意空间

的探索实践(如图1c),体现为创新创意空间支持探

索实践对数字素养教育的高阶强化,即读者可基于

创新创意空间开展实践,并在过程中不断产生相应

信息与创作、协作等需求,形成良好的循环,以此充

分发挥读者探索与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在四个场景

中,既可能单独体现某一层互动关系,也可能同时体

现多种互动关系;在为解决问题,利用数字技术,检
索发现、获取利用、理解评价、整合创造和交流共享

的任意环节,始终贯彻批判性思维培养的核心理念,
批判性地评估每个过程与结果。

图1 基于创新创意空间的数字素养教育互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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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实践开展:围绕“四个场景”挖掘服务开展形式

(1)学习需求场景:成立“集思广E”数字技能学

习社区,开展技能分享会

技能分享会的分享人主要为学生,通过学生自

荐或图书馆挖掘,经馆员与学生联系初步了解其技

能、想法,进而与其共同研究、探讨分享方案,包括

分享大纲、内容,教程、参考资料,以及宣传工作;
基于此,开展相关主题分享会。目前已举办包括

AI绘画艺术、3D建模、音视频制作与后期、平面设

计、摄影技术等多个主题的分享会,侧重培养学生

的数字内容创作能力,涉及创作思路、软件下载与

安装、软件应用,以及创作、传播过程中的版权、规范

等相关知识,并强调通过官网、社区论坛、网络媒体

等渠道获取资源时应具有的批判性思考。例如,在
平面创作与运营分享中,涉及创作过程中的版权问

题与素材获取,强调如国旗、各类地图、学校视觉形

象等官方、权威的信息获取渠道,确保素材严谨、规
范运用,并注意个人授权与商业授权问题;在3D建

模等理论、技能学习后,利用创新创意空间条件,学
生可实际了解3D打印技术,并将创作的三维数字

模型通过3D打印转换为实物。在分享会中,也鼓

励学生通过在线论坛、共享文档,创建知识社区等形

式实现交流共享与协同合作。此外,为便于交流与

互动,图书馆还建立了多个微信群,使其成为重要的

在线学习、分享与交流社区;馆员将相关通知、资源

推荐等信息直接推送到群内,解答群成员的咨询或

疑问,组织或参与群成员之间的互动讨论,并收集相

关意见与建议,使得读者与图书馆员之间能够减少

距离感,增进即时互动,有效提升了读者参与的积

极性。
(2)科研需求场景:结合创新创意空间项目,开

展主题讲座与指导

讲座的开展主要有两种方式:①与院系合作,邀
请相关技术专业教师开展3D打印、无人机、虚拟现

实等技术发展、应用与前沿主题讲座;②由图书馆员

结合师生在学习、教学、科研和项目实践中的需求或

问题,开展信息识别、获取、利用与评估,数据库检索

与利用、文献管理与论文写作等主题讲座。基于理

论知识,结合参考咨询、创新创意空间项目与实践问

题,在系列讲座中以案例与情境化问题给读者更为

具象的检索体验与思考。例如,结合《科学》(Sci-
ence)期刊发表多肉植物液体“定向传输”通路研究

发现中,运用3D打印技术仿制多肉叶片的案例,提
供期刊来源、主题及关键词等信息,让学生检索文献

并梳理分享,进而将文献检索与利用、文献阅读与管

理等贯穿其中,并以此建立用户对创新创意空间能

够为解决学习、科研、教学与项目实践等多场景问题

提供支持的意识,促进创新创意空间与数字素养教

育之间的良性互动。
(3)教学、创新实践需求场景:支持教学或创新

实践,提供个性化定制

目前嵌入教学或创新的实践主要包含学校、院
系与学生等三个层面:①学校层面主要有教材听力

录制与后期工作,以及通过建模与3D打印,开发学

校图书馆、主楼建筑纪念周边等;②院系层面主要有

支持课程教学、实验实践环节,提供3D打印服务,
如几何体模型、实验室器具;以及依托三维动作捕捉

技术支持相关项目的数据采集与分析,实现运动的

跟踪、仿真,指导模拟与数据分析、数字动画创作;③
学生层面主要为助理培训,以及支持学生参加各类

比赛、项目等的建模设计、零件加工、工艺验证。一

方面,读者在项目实践中,可自行探索并不断解决问

题,培养其在复杂数字环境中,捕捉有价值的数字信

息并将其科学应用的能力;另一方面,图书馆团队可

根据特定需求,提供如资源利用、全文获取、分析报

告撰写,以及媒体制作、3D打印、无人机技术等方面

的信息与技术支持。例如,在接受教材听力录制与

后期委托中,检索、推荐优质教学资源、社群,组织团

队学习数字音频编辑软件;在科创项目中,基于学生

咨询,在文献的检索发现与管理利用等方面提供指

导。在该场景中,更多地提供针对性服务,且强调技

术、应用与知识技能的综合应用。
(4)社会服务需求场景:作为图书馆特色项目,

开展系列科普宣传活动

创新创意空间一定程度向公众开放,与学生从

学校向社会过渡的创新实践场景相区别,社会服务

需求场景则特指面向社会公众。具体为参与4·23
世界读书日、校园开放日、学校知识科学文化节等活

动,以宣传海报、微信推送、主题展览、现场讲解与体

验等形式,开展3D打印、无人机、三维动作捕捉与

虚拟现实等技术原理、应用等方面的知识科普,提供

学习交互空间、参观体验与延伸阅读资源,进而增强

用户对数字技术和智能技术的意识、理解、应用与探

究,并引导其对相关信息与知识的有效获取与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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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思考。如针对家长及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帮助其

识别数字资源的适用性,并提供不同类型及层次的

参考信息源。

3.2.3 实施效果:积极互动促进“互惠共赢”
(1)数智赋能的创新创意空间推动了数字素养

教育由 普 适 技 能 向 情 境 化、嵌 入 实 践 范 式 的 转

变[27],二者之间的三层互动关系为素养教育增加了

更多可能性。创新空间作为高校图书馆创新性服务

的一个重要窗口和数智环境下发展的重要载体与平

台,不应只成为图书馆的一个体验角落或区域,而是

应与图书馆的整体发展规划、服务改革与创新紧密

结合,不仅为师生开展学术交流和创新提供物理场

所、技术支持,还为新兴、跨学科领域数字实践项目

的开展、技术的普及与应用,以及数字素养与技能的

提升提供有力保障。深北莫图书馆注重数字素养教

育的沉浸式环境,强调以情境化、实践性、启发式为

导向的学习模式,取得了一定成效。
(2)场景与对象拓展,以兼具人才培养、科学研

究与社会服务的定位扩大了影响力。数字素养不仅

是个人学习、科研与教学场景下的必要能力,也是适

应数字化社会,推动技术应用与创新的重要基石。
基于创新创意空间的数字素养教育,对象不局限于

高校师生。其多元定位一方面能够面向学校不同用

户需求,以不同形式提供支持与服务,同时也为不同

院系师生、社团提供了共同交流学习与研究的平台;
另一方面,在社会服务需求场景中,又将高校的丰富

资源一定程度作为社会资源,服务于大众,这与国家

战略层面的“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目标相统

一,也可体现图书馆作为公共文化服务机构所具备

的优势。反之,数字素养教育亦对创新创意空间的

推广、利用产生积极作用。

4 不足与展望

目前已初步构建深北莫图书馆创新创意空间与

数字素养教育的融合模式,探索并开展了系列活动;
然而,实践过程中在规模效应、人力、管理与评估等

方面也显现出一些不足和挑战,具体包括:(1)受众

基数仍然较小,学生由于时间、精力和动力等原因,
长期坚持的比较少;(2)队伍建设与系统教育仍有缺

口,如知识产权素养教育亟待开展,以及学生作为重

要主体力量,将面临中途退出、毕业等现实问题,需

避免技术断层;(3)尚未全面开展实践效果评估的调

查分析。面对上述问题,未来将从以下三个方面继

续优化和推进服务。

4.1 根据动态及个性化需求,优化完善教育内容与

开展形式

  
 

由于深北莫办学定位与人才培养的独特性,学
校规模本身较小,师资队伍、学生培养也呈现更为复

杂的特点。未来,图书馆可充分调查师生的动态需

求,进而更精准地提供个性化的方案。其次,与时俱

进,提高对技术发展的敏锐度,增强与社会发展、学
校人才培养的契合度。例如,新一代人工智能生成

内容技术的发展,在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可解释

性,学术规范与伦理,数字版权,信息安全,以及数字

鸿沟等多方面带来系列新的问题和挑战[28];在发挥

创新创意空间优势基础上,引导学生合理、有效地使

用生成式AI等AI素养教育方面,图书馆可重点加

强[29]。再者,进一步开发、优化更具有吸引力的教

学设计、实践活动,并增加激励机制,进而促进学生

参与的积极性。

4.2 注重内沉淀与外拓展,积极调动内外部力量助

力人才储备

  图书馆在融合创新创意空间项目,系统性地设

计与规划数字素养教育内容与形式,全方位支持学

习、科研、教学与创新实践,以及社会服务过程中,工
作量大与人力资源短缺问题凸显。因此,应充分调

动内外部力量,具体包括:(1)专注前期融合实践过

程中,持续性、可复用资源、工具与方法等的积累与

共享,形成典型案例、实践在馆内的沉淀,降低后期

成本;(2)与院系建立和保持深入、长期的合作关系,
由图书馆“聘请”院系专家作为讲座教授和专业导

师,共同推进融合教育的系统与深化建设;(3)针对

学生,通过予以个人工作空间、学习支持、价值获得,
以及“以老带新”加强对新人的培训,巩固学生基础,
从优化激励机制与避免技术断层两个方面,保持与

开拓并举。

4.3 深化教育实践效果评估,不断提高服务水平与

服务效果

  用户反馈与效果评估是优化服务的有效依据。
为充分掌握服务效果,应建立清晰台账并有效设计、
开展评估工作。一方面,在既定的计划框架下,完整

记录每次教育实践的情况,包括主题、时间、形式、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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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人及其基本信息、微信群发布与讨论的动态信息、
用户咨询等;另一方面,通过问卷调查、访谈调研用

户的了解程度、了解渠道、参与度、满意度以及意见

建议。基于此,总结存在的问题,优化空间建设与教

育实践开展的各环节工作,适当调整或制定新的实

施方案,不断完善服务体系,提高服务水平。

5 结语

图书馆有机体是基于图书馆物理空间和社会空

间的生命体,具有发展性和成长性,空间、资源、读
者、馆员等在建立联系与开展服务中不断提升、优化

图书馆的形态与结构[30]。就信息社会、知识经济与

技术发展的大趋势而言,图书馆应该是准备得最充

分的社会机构之一[31]。而在数智时代的浪潮中,图
书馆的服务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结合本

馆的实践经验来看,通过数智赋能的创新空间,将不

同技术实践与数字素养教育有机融合,为推动图书

馆服务转型提供了一种新的实施途径和思路。
图书馆数智赋能的新型空间在探索技术创新、

传播知识技能、促进跨学科交流与合作等方面体现

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如何建设支撑和促进创新发展

的图书馆新型学习空间;如何挖掘新型学习空间对

教学科研、项目实践等不同场景下与数字素养教育

深度融合的价值;如何基于数智生态,培养学生捕捉

有价值的数字信息以及科学应用数字信息解决实际

问题的能力,都是值得深入探索的问题。

致谢:感谢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信息管理系张雪博士、暨南大学图书馆杨鹤林副研

究馆员对本文提供的宝贵意见和学术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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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gital
 

literacy
 

education
 

in
 

university
 

libraries
 

is
 

centered
 

on
 

digital
 

capacity
 

building
 

and
 

is
 

committed
 

to
 

cultivating
 

students
 

critical
 

thinking
 

to
 

cope
 

with
 

the
 

challenges
 

of
 

the
 

complex
 

digital
 

environment 
 

As
 

an
 

important
 

window
 

for
 

innovative
 

services
 

and
 

a
 

platform
 

in
 

the
 

digital
 

intelligence
 

environment 
 

the
 

innovation
 

space 
 

with
 

its
 

spatial
 

foundation
 

and
 

technology 
 

as
 

well
 

as
 

the
 

advantages
 

of
 

innovative
 

experiences 
 

creative
 

activities
 

and
 

interdisciplinary
 

communication 
 

can
 

provide
 

good
 

learning
 

scenarios 
 

cases
 

and
 

practice
 

conditions
 

for
 

digital
 

literacy
 

education 
 

However 
 

in
 

previous
 

studies 
 

there
 

is
 

little
 

mention
 

of
 

the
 

space 
 

and
 

place 
 

of
 

specific
 

entities 
 

and
 

there
 

are
 

problems
 

including
 

the
 

lack
 

of
 

various
 

educational
 

scenarios
 

and
 

the
 

integration
 

of
 

context
 

and
 

technical
 

practice 
 

Employing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view 
 

online
 

research 
 

and
 

case
 

study 
 

this
 

study
 

took
 

Shenzhen
 

MSU-BIT
 

University
 

as
 

a
 

case
 

and
 

focused
 

on
 

the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digital
 

literacy
 

education
 

based
 

on
 

the
 

innovative
 

learning
 

space 
 

Specifically 
 

 1 
 

In
 

terms
 

of
 

practice
 

ideas 
 

firstly 
 

to
 

achieve
 

more
 

effective
 

integration
 

between
 

the
 

two 
 

optimized
 

construction
 

of
 

the
 

space
 

and
 

team
 

was
 

conducted 
 

secondly 
 

it
 

aimed
 

at
 

exploring
 

the
 

practice
 

of
 

digital
 

literacy
 

education
 

that
 

integrated
 

the
 

two
 

under
 

the
 

four
 

directions 
 

of
 

students 
 

scientific
 

research 
 

disciplines 
 

and
 

society 
 

as
 

well
 

as
 

their
 

corresponding
 

four
 

scenarios 
 

of
 

learning 
 

scientific
 

research 
 

teaching
 

and
 

practice 
 

and
 

social
 

service 
 

There
 

are
 

three
 

levels
 

of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two 
 

a 
 

the
 

first
 

level 
 

the
 

physical
 

space
 

and
 

environment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spaces 
 

reflecting
 

the
 

basic
 

support
 

for
 

digital
 

literacy
 

education
 

by
 

the
 

innovative
 

learning
 

space 
 

b 
 

the
 

second
 

level 
 

problematic
 

situations
 

and
 

information
 

needs
 

based
 

on
 

the
 

innovative
 

learning
 

space 
 

reflecting
 

advanced
 

promotion
 

as
 

well
 

as
 

the
 

combination
 

of
 

the
 

team 
 

resources
 

and
 

other
 

elements
 

for
 

digital
 

literacy
 

education 
 

c 
 

the
 

third
 

level 
 

exploration
 

practice
 

based
 

on
 

the
 

innovative
 

learning
 

space 
 

reflecting
 

the
 

advanced
 

reinforcement
 

of
 

digital
 

literacy
 

education 
 

which
 

fully
 

facilitates
 

the
 

subjective
 

initiative
 

of
 

the
 

readers
 

in
 

exploration
 

and
 

learning 
 

 2 
 

In
 

terms
 

of
 

practice
 

implementation 
 

actions
 

taken
 

in
 

four
 

scenarios 
 

included 
 

a 
 

learning
 

scenario 
 

setting
 

up
 

the
 

digital
 

skills
 

learning
 

community
 

and
 

carrying
 

out
 

sharing
 

sessions 
 

b 
 

scientific
 

research
 

scenario 
 

carrying
 

out
 

thematic
 

lectures
 

and
 

guidance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innovative
 

learning
 

space 
 

c 
 

teaching
 

and
 

innovation
 

practice
 

scenario 
 

providing
 

personalized
 

customization 
 

d 
 

social
 

service
 

scenario 
 

carrying
 

out
 

a
 

series
 

of
 

science
 

popularization
 

activities 
 

However 
 

deficiencies
 

and
 

challenges
 

have
 

been
 

revealed
 

in
 

practice 
 

thus
 

prompting
 

the
 

proposal
 

of
 

further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for
 

thriving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hoping
 

to
 

provide
 

new
 

ways
 

and
 

ideas
 

for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library
 

services 
Keywords 

 

Dig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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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ower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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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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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Literacy
 

Education 
 

Service
 

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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