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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未来学习需求的高校图书馆大信息服务探索

□李新碗　张浩∗　徐璟　孙翌　宋海艳　林晓欣　张晗　杨昭

　　摘要　面对教育数字化变革和未来学习的新需求,高校图书馆正在向“新型基层学习组织”
转型.当前高校图书馆大信息服务应主要通过“大资源×大服务”模式开展.“大资源”聚焦学校

人才培养、学科建设、文化传承和创新发展需求保障;“大服务”以支撑科技创新为目标,为创新人

才培养创造条件和机会;利用信息技术,打通校内外各类学习系统平台并整合教育数据,支持跨

学科融合研究与应用,构建可扩展可关联的信息化平台,提供互联互通的大信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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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

社会、学习型大国”是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的

发展方向[１].２０２２年召开的第三届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世界高等教育大会提出了高等教育未来发展的

六大变革方向,其中包括“为学生提供更全面的学习

体验”和“推动跨学科、超学科的开放与交流”[２].

２０２４年以“数字教育:应用、共享、创新”为主题的世

界数字教育大会上,世界数字教育联盟正式成立,围
绕教师精准化教学、学生个性化学习、发展数字教

材、提升数字素养等举措,世界教育数字转型的探索

更加活跃[３].如何通过教育数字化转型和实践探索

满足未来学习的个性化需求和全面体验,从而推动

未来教育的创新发展,已逐步成为世界教育变革的

共同行动,也为高校图书馆转型发展提供了新的

机遇.
面对教育数字化变革和未来学习的新需求,«教

育部高等教育司２０２３年工作要点»中明确指出,要
“探索推进未来学习中心试点,发挥高校图书馆优

势,整合学校各类学习资源,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
打造支撑学习方式变革的新型基层学习组织”[４].
高校图书馆要努力思考如何围绕未来学习需求开展

教育数字化转型,加强智慧化建设,在数字化转换的

基础上,为当前数字图书馆中大量的文献资源数据、
用户行为数据以及空间服务数据赋予“生命”,并关

注数据的获取和分析[５],全面进入数据化阶段,实现

多类型资源与系统的智慧融合,综合联动图书馆提

供的资源服务、空间服务、学科服务、情报服务、个性

化定制等多种类型的服务,最终实现用户、资源、空
间三元融合交互的智慧化服务,为新时代大学的人

才培养和育人范式提供更高质量的支撑服务.

２　面向未来学习需求的高校图书馆大信息服务

模式

图书馆信息化变迁以及高等教育变革,需要高

校图书馆更关注高等教育环境以及所属高校不同时

期的发展使命与要求,以谋求大信息时代图书馆的

价值发挥.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

发展,学科交叉融合不断推进,科学研究范式发生深

刻变革,国家着力倡导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加快形成

新质生产力[６].面向未来的学习需求,从资源供给

角度,高校还普遍存在教育资源和系统平台分散的

现象;从服务支撑的角度,知识生成与利用产生了颠

覆性变化,服务需求也发生了变化.在«未来教育的

技术空间研究报告»(２０２１)中,６４．２％的高校调研对

象认为“信息孤岛”普遍存在,主要表现在:条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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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增加了信息共享的难度;教学信息资源重复建

设;短期的、零碎的IT解决方案不具可持续性等[７].
在产教融合大背景下,高校图书馆的教学与科研的

数字资源建设与服务需要根据课程改革持续迭代,
促成“四新”建设的智能基座[８].

面对教育数字化变革,图书馆界围绕相关主题

展开了积极研讨[９－１１]:资源供给方面,高校图书馆

需要加快数字化向数据化转型的发展,重新梳理“数
据”,将其转换为生产要素,成为“新型基层学习组

织”[１２];服务支撑方面,利用信息技术的加持,打通

校内外各类学习系统平台并整合教育数据,包括图

书馆拥有的学术数据、用户行为数据、开放获取的公

共数据、空间服务数据等,拓展高校图书馆信息化服

务外延,支持跨学科融合研究与应用,构建可扩展可

关联的信息化平台,提供互联互通的大信息服务.
总之,高校图书馆可以通过“大资源×大服务”的模

式实现大信息服务,更好地体现图书馆的使命担当.

２．１　大资源建设模式

高校图书馆正面临着用户的个性化需求、海量

资源揭示等诸多挑战,以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为例,
截止到２０２３年底,拥有纸质馆藏４９０万册、数据库

４７７个、电子期刊５．８万余种、电子图书５５４万册、电
子学位论文９９４．７３万篇以及特藏３９万件,数字图

书馆服务平台１２８个,如何进行多类型资源与系统

的智慧融合是一大挑战.
高校图书馆在大信息服务探索中,始终聚焦学

校人才培养、学科建设、文化传承和创新发展需求保

障,重点从基础资源、学科资源和超学科资源三个层

次来构建多方位支撑、多方面发展需要的“大资源”
基础,也成为高质量发展道路上文献资源建设和保

障的主要抓手.其中“超学科”(Transdisciplinarity)
概念是在单学科、多学科和跨学科概念的基础上发

展起来的,是在跨学科研究的基础上出现的一种新

的研究形式[１３].它强调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

和互动,以解决复杂问题、发展创新理论和提高实践

效果.

２．１．１　基础资源:面向人才培养、通识素养与通识能

力培养

人才培养是高校办学的根本任务,图书馆大资

源建设应首先满足人才培养的需求.在三全育人的

理念指导下,需要图书馆将满足人才培养的专业基

础资源和满足通识素养与能力建设的素养资源作为

基础性建设资源.
保障教学资源.一直以来,图书馆以各类教学

参考资源保障为抓手,提供电子教参服务,但相对独

立,并未和学校的选课系统及全校课程打通和联动,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师生对教参资源的利用.从提升

教学资源保障和利用的角度出发,图书馆可以对接

学校教务处、研究生院,收集课程信息和课程对应参

考资源信息,并进一步嵌入学校选课系统平台,实现

教学参考资源全文保障的实时响应和精准保障,提
高课程教学资源获取的便捷性.此外,结合学校课

程信息,图书馆还可以组织梳理世界一流大学教学

参考资源,特别是国内外对标的一流大学课程教学

参考资源,进一步开拓教学资源保障来源,通过主动

建设,将国内外一流大学教参资源呈现给校内师生,
为他们提供更具国际视野的教学参考资源,拓宽学

习视野[１４].
培养通识素养.«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提出

从文化基础、自主发展、社会参与三个方面培养学生

的人文底蕴、科学精神、学会学习、健康生活、责任担

当、实践创新六大素养[１５],高校图书馆应该结合学

生核心素养发展要求和学校办学体色,在通识素养

培养方面,除了提供通识类图书保障,还可将科艺融

合于通识素养培养中.让文科学生多了解科普,让
理工科学生多了解人文,并融入艺术熏陶和科学思

维培养,逐渐成为通识素养培养的主要方式.例如,
在促进科普素养方面,图书馆可以从高品质科普期刊

和顶级期刊入手,通过保障Nature、Science、Cell、NaＧ
tionalGeographic Magazine、Scientific American、

Discover、MITTechnologyReview 等国际顶级期刊

和通识杂志,同时引进各类音频、视频、图像资源数

据库,满足师生对多类型多载体通识素养资源的需

求,成为学生拓展国际视野,丰富知识素养的“第二

课堂”.
提高通识能力.图书馆将用户对工具技能的掌

握作为通识能力培养的主要方式,通过工具类资源

保障,让学生在日常学习中善用工具解决问题,除了

保障Endnote、NoteExpress、SPSS等学习必备的软

件工具,助力数据处理和论文写作,还可以保障日常

学习中权威参考数据获取,增强对学术工具的掌握

和应用能力,例如,引进大英百科学术版(Britannica
Academic)、牛津在线英语大辞典(OxfordEnglish
Dictionary)、Wiley参考工具书等.除保障软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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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资源的供给外,图书馆还对采购及日常使用的软

件工具定期开展滚动培训,提高用户的软件工具使

用能力.

２．１．２　学科资源:面向学科专业学术资源保障和

支撑

高校担负有科学研究的重要职责,在学科建设

支撑方面,需要专业学术资源的配套保障.在“大资

源”建设模式下,学科资源是在满足人才培养等基础

资源的基础上,面向各学科开展的专业性学术资源

保障,从而形成覆盖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和新文

科的“四新”资源保障体系.
面对不同学科的资源发展需求,图书馆可以针

对学校的支柱学科、基础学科、特色学科和新兴学

科,分别采取重点保障、全面兼顾、特色扶持和灵活

倾斜的建设思路,持续建设以学术图书、学术期刊、
会议资源、学位论文、专利以及报告/标准等为主体

的学术资源保障生态圈;并通过资源整合和发现系

统,将各类学科专业学术资源进行整合和集中揭示,
消除信息资源孤岛.与此同时,鼓励和促进学科交

叉,在资源整合中,实现与教育部１４个学科门类、

１１３个一级学科、４０４个二级学科对应的资源组织与

揭示,促进不同学科资源的关联、映射,促进学科资

源的一站式整合和学科化组织,为学术资源的充分

利用提供便捷平台,也可形成面向不同学科的学术

资源保障体系,有助于进一步优化学科资源保障和

供给,促进学科建设与学科资源保障的平衡[１６].

２．１．３　“超学科”资源:面向基于数据挖掘的学术创

新支持

２０２４年国家数据局等１７部门近日联合印发

«“数据要素×”三年行动计划(２０２４－２０２６年)»,选
取工业制造、现代农业、商贸流通、交通运输、金融服

务、科技创新、文化旅游、医疗健康、应急管理、气象

服务、城市治理、绿色低碳等１２个行业和领域,推动

发挥数据要素乘数效应,释放数据要素价值[１７].随

着大数据挖掘以及数据作为生产要素价值效应凸

显,基于数据的科研范式日益增强,师生对于数据资

源的需求不断增长,也成为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和

保障的新发展方向.
“超学科”资源整体上是面向基于数据挖掘的学

术研究,满足学术创新需求.近年来,图书馆通过各

种服务渠道收集到许多专业性数据资源需求,主要

分为三种类型:其一是基于数据的专业学术数据库,

如ICSD、Knovel、SciFinder、ICDD、WRDS、IPA、

ASM相图、TAIR等数据类数据库,直接用于各学

科科研和创新,是学术创新和产出的必备;其二是基

于数 据 挖 掘 的 学 科 分 析 和 创 新 支 持,如 WOS、

Scopus、Ei、BP、CAB、ComAbstracts、万方科慧等数

据库,通过专题性和学科性数据挖掘和分析,便于了

解和掌握不同学科的学科发展态势和状况,辅助学

术成果产出;其三是基于数据挖掘的学科评价和分

析,如Scival、JCR、ESI、InCites等数据库,通过对学

术出版物的分析和评价,辅助开展成果评价,成为支

撑管理决策的重要抓手.随着学科交叉的不断发

展,通过数据挖掘和分析,有助于推进交叉创新和开

放融合,从而更好地支撑学术创新.上海交通大学

图书馆于２０２３年推出“全球科学技术奖项成果数据

库”,涵盖８０个奖项、６４００项成果、１４１８位学者,实
现奖项、成果、学者和机构等数据的深度整合与一站

式检索,促进科学技术奖项及成果的内外传播[１８];
当前正在建设全球顶尖人才库,梳理全球高被引学

者、全球顶尖青年奖项得主、国内重点人才、世界一

流大学优势学科华人博士及博士后等四类人才,为
学校的人才队伍建设提供丰富的资源,赋能学校中

长期发展.

２．１．４　大资源建设初探:全媒体资源中心

为了有效提升上海交通大学全类型、跨媒体、多
模态学习资源的全面利用和广泛传播,帮助师生一

站式全面发现和高效利用多模态学习资源,上海交

通大学图书馆建设“上海交通大学全媒体资源中

心”,实现电子教参、学位论文、地方历史文献、教学

视频等一站式发现和跨模态检索[１９].该平台对全

校多模态学习资源进行整合与集成,尤其对于各种

类型的音频、视频、图片、文本资源进行统一揭示,实
现跨模态检索,提高读者对所需多类别资源的统一

检索效率,提升高质量学习资源供给的数字赋能水

平.已完成一期建设并提供服务,完成入库发布６７
万余条元数据,包括纸质馆藏数字化资源(电子教

参)、图书馆自建多媒体资源(滚动培训、思源微课、
交圕FM)、上海交通大学学位论文、名师讲坛、地方

历史文献、数字图片、教学视频、科技视频等.面向

全校师生开展全媒体资源服务,将电子教参关联至

CANVAS平台支持课程教学,将多元化课程资源进

行统一揭示,支持学生自主学习,利用人工智能技术

处理多模态数据,加速学生知识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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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大服务建设模式

高校图书馆始终坚持以需求为驱动,不断探索

服务变革,一流图书文献情报服务应当以支撑科技

创新为目标,为创新人才培养创造条件和机会,服务

内容逐步从传统的基础服务向学科服务发展,进而

迈向“超学科”服务,从而建设“大服务”架构,支撑学

校建设世界一流高校的发展目标.

２．２．１　基础服务:传统服务的“无限”升级

以图书馆馆藏资源、空间资源为基础,图书馆通

过馆藏管理系统、一站式资源发现系统以及空间预

约系统等管理系统为读者提供全方位的基础服务,
包括图书阅览与外借、电子资源获取、座位及其他空

间预约等.基础并不意味着一成不变,随着大学人

才培养目标的多元化,图书馆同样需要根据读者不

断变化的需求,不断调整、完善服务的内容.为提高

参考咨询服务水平,南京大学图书馆推出“图宝”智
慧问答服务,该系统基于多年积累的关于学校图书

馆的基本情况常见问题及其解答,整理为规范的问

答库形式,并结合人工智能技术进行自然语言处理、
用户画像分析、定期自我学习,以支撑各种形式问题

的智能问答,提高了参考咨询服务的精准化、智慧

化、专业化[２０].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建设２４小时

学习空间,响应读者需求、借鉴国外一流高校图书馆

政策,主动提出外借图书“三无限”服务,即外借册数

无上限、预约册数无上限、外借时间无上限[２１].

２．２．２　学科服务:服务矩阵支撑大学高质量发展

自１９９８年清华大学图书馆率先在国内开启学

科服务以来[２２],国内高校图书馆始终紧跟国家战略

与学校发展战略需要,以支撑学科建设、辅助人才引

进、助力科研转化为主要服务内容,探索构建“面向

前沿探索、面向人才强校、面向学科发展、面向成果

转化”的“四个面向”立体化服务矩阵.
(１)面向前沿探索:主要服务于学科发展规划.

例如,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学科前沿追踪是分析并发

布北京大学以及中国高校各学科热点研究前沿.利

用各种数据来源,包括论文发表数据、论文下载和引

用数据、用户检索数据等,从不同角度析出各学科领

域的研究热点,为各学科的发展规划提供参考,比较

具有代表性的是«北京大学科学研究前沿(２０１８
版)»[２３].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通过对包括诺贝尔

奖、菲尔兹奖、图灵奖等在内的全球顶尖获奖得主学

术轨迹进行分析,启发人才队伍建设和科研模式创

新;自主布局体系化情报产品,为学校的科研工作提

供全面、准确、及时的数据支持.
(２)面向人才强校:主要服务于人才队伍建设.

例如,浙江大学图书馆以学校战略发展方向为牵引,
利用丰富的事实数据和多种情报分析手段,为职能

部门提供各类数据及报告服务,包括:各类评估数据

支持、对标分析、人才库构建、规划调研支撑、院系贡

献度分析等[２４].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通过高被引

学者潜力预测,帮助学校识别和培养具有潜力的学

者;通过引进前后人才评估报告,为学校的人才引进

提供决策依据.
(３)面向学科发展:主要服务于学科建设与监

测.例如,重庆大学图书馆结合学校发展定位与学

科建设特色,重新梳理用户在学科信息服务中的各

种需求,通过集成信息资源,挖掘文献资源,打通数

据架构,构建一站式学科信息服务平台,通过咨询与

培训、文献服务、决策参考等服务满足教学支持、科
学研究、科研管理以及发展规划,达到了图书馆学科

服务“融入一线,嵌入全程”的效果[２５].上海交通大

学图书馆通过提供引领学科发展的正数据分析(顶
尖期刊发文分析等),促进高水平研究产出;通过完

善学科发展中的零、负数据(零被引、预警、撤稿论文

分析等),帮助学校及时发现和解决学科发展中的问

题;通过正/零/负数据结合综合诊断评估;保障院系

评估工作全面性和综合性;情报产品赋能智库,为学

校的学科发展提供科学的决策支持.
(４)面向成果转化:主要服务于创新能力提升.

发挥高校优势,推动区域协同创新,加快实现高水平

科技自立自强.例如,同济大学图书馆构建促进成

果转化的专利信息服务体系,服务于高校科技创新

及成果转化,积极探索知识产权信息增值服务,主要

措施有:上线专利查新服务、发布信息素养微课、孵
化创新创业项目、支持学术研究等[２６].上海交通大

学图书馆通过支撑重点行业研究需求,帮助学校与

社会各界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通过辅助国家重点

实验室转型升级,提升学校的科研能力;通过培育新

农药高价值专利,为社会的发展提供创新的科技支

持;通过探索未来产业科技园建设,推动学校的科研

成果转化为实际生产力;通过助力乡村振兴,实现学

校的社会责任.

２．２．３　“超学科”服务:协同研究与智库服务

近年来,学科交叉及跨学科研究成为全世界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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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发展趋势之一,我国也不断推动学科的交叉和

融合,超学科研究也得到高度重视.２０２０年１１月

２９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宣布正式成立交叉

科学部,同年１２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正式

发布设置“交叉学科”门类.２０２１年４月,习总书记

视察清华大学时提出“要用好学科交叉融合的‘催化

剂’,加强基础学科培养能力,打破学科专业壁垒,瞄
准科技前沿和关键领域,推进新工科、新医科、新农

科、新文科建设,加快培养紧缺人才”[２７].从科睿唯

安发布的全球高被引科学家名单来看,２０１８年新增

了交叉学科领域(CrossＧFieldCategory),产生于交

叉学科的高被引科学家占比从２０１８年的３３．２３％逐

年上升(２０１９年４０．０７％,２０２０年３９．０２％,２０２１年

４２．８４％,２０２２年４４．９０％),至２０２３年已有３３３２人

次的高 被 引 科 学 家 产 生 于 交 叉 学 科,占 比 高 达

４６．７６％.
面向“四新”建设、学科交叉与融合研究和跨学

科研究和人才培养,“超学科”服务是高校图书馆正

在探索的“以知识发现与创造”为特征的全新服务模

式,它将打破传统的学科、院系、文化和行业的界限,
通过整合各领域的资源和优势,为学科交叉创新提

供强大的支持.

２．２．４　大服务实践:“超学科”创新促成行动计划

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以行业未来需求为驱

动,以创新促成为手段,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于

２０２３年推出“超学科”创新促成行动计划,支撑上海

交通大学对理科学院板块、工科学院板块、生命学院

板块、人文社科学院板块以及国际化学院板块等学

生开展跨学科板块、跨学院机构、跨专业方向、跨学

历层次、跨年级培养的未来人才培养新范式转型发

展.立足“大零号湾”、上海市全球影响力科创中心,
覆盖长三角,辐射全国高校,聚焦各行业发展重点和

“卡脖子”难题,依托上海交通大学人才与资源优势,
以本科生为主,利用图书馆一流图书文献情报资源

优势,为行业未来发展提供具有可行性和可操作性

的新思路、新方法,同时促进大学生兴趣驱动的自觉

性、学科交叉创新实践能力、多学科素养与科学家精

神植入,面向未来学习与知识转化能力培养,构建从

“行业与社会需求－CFD,CallForDemand”到“问
题解决方案－CFS,CallForSolution”的人才成长

“大服务”平台,探索未来学习中心新模式,助力上海

交通大学世界一流人才培养.第一期计划率先瞄准

图情行业方向,以未来学习中心建设为主线,围绕开

放科学、AIforScience,以及各类新技术、新形势给

图情行业发展带来的挑战,以及现有的发展难题或

存在的技术瓶颈,面向高校及公共图书馆,各类科技

情报服务和研究机构以及对图情有浓厚兴趣的读者

和馆员,征集图情行业与社会需求[２８].

３　面向未来学习的高校图书馆大信息服务队伍保

障和技术路线

３．１　大岗位职责下的服务队伍保障机制

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背景下,图书馆面临着

开放性、互联性和交互性的战略转型,这要求馆员具

备更高的业务水平和创新能力.上海交通大学图书

馆以新一轮岗位聘任为契机,成立了专项工作组,进
行广泛的国内外调研,分析图书馆发展趋势,并结合

读者需求,发现原组织机构中存在的岗位职责碎片

化、多业务能力薄弱、创新活力不足等制约图书馆服

务效能提升的问题.
按照图书馆“十四五”规划发展要求,全面梳理

业务,制定了以全业务为核心的“大岗位”职责,解决

了部门与岗位业务重叠等问题,激发了创新力与发

展活力,提出“学习型”岗位要求,提高馆员的学习和

研究能力.此外,还完善了人才队伍建设的保障机

制,包括业务培训课程和考核,以提升馆员的基本能

力[２９].图书馆内设机构由原来的７个部门调整为８
个中心(详见图１),围绕学校“以本为本”的发展目

标,增设了教学支持中心;优化实体空间与虚拟空间

建设,设立系统技术与空间服务中心;适应时代发展

需要,数据驱动服务,新增数据服务中心.通过不断

优化完善机构设置,持续提高服务能力与管理支撑

水平,建设与世界一流大学相匹配的知识服务中心.

３．２　高校图书馆大信息服务的技术路线

面对多模态海量资源,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大

信息服务拟通过数据化知识处理实现资源融合与关

联应用,并以知识为对象规划技术路线,主要分为知

识管理、知识关联、知识组织、知识发现、知识加工和

知识生成等六个部分(见图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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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组织机构图(２０２３版)

图２　图书馆大信息服务技术路线图

(１)知识管理:不同类型的资源通过标准规范进

行有序整理,可形成机器可识别的知识单元.知识

组织领域标准分为术语和标识标准、元数据及描述

标准、分类和标引及索引标准、类表和词表及其互操

作标准、关系网络构建标准等,如 WH/T４８－２０１２
«信息与文献 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GB/T３２１５３
－２０１５«文献分类标引规则»、WH/T６７－２０１４«期
刊论文元数据规范»、INCITS/ISO/IEC１９５０３:２００５
«信 息 技 术 －XML 元 数 据 交 换 (XMI)»、GB/T
３７９６５－２０１９«信息与文献 文化遗产信息交换的参

考本体»、GB/T３８３７８－２０１９«新闻出版 知识服务

知识关联通用规则»等[３０],涵盖了从资源标识到互

操作的各类标准规范,通过知识整理后以公有云或

私有云的方式进行存储.
(２)知识关联:知识单元只有知识表达,需要通

过知识关联才能构建知识网络.从知识管理的存储

容器中抽取知识单元,通过云计算、关联数据等信息

技术处理,可实现不同类型的资源之间的知识关联,
形成全域多模态的知识关联.

(３)知识组织:大科学时代背景下,跨学科跨类

型的知识组织是支撑大科学研究的重要基础.依托

语义网、知识本体等技术,对多模态知识进行学科概

念跨学科关联[３１],实现支撑大科学研究的知识图

谱,从而达到知识组织层面的全息表达.
(４)知识发现:知识图谱实现了知识组织后的知

识表达,用户通过个人定制可获取信息,然而数据安

全是知识发现的重要环节,通过隐私计算保证数据

隐私安 全 的 基 础 上,实 现 数 据 价 值 的 流 动 与 共

享[３２],完成全域资源的知识发现.
(５)知识加工:在隐私计算的基础上,充分考虑

数字资源与实体资源的融合,在知识表达的基础上

进行知识再加工.
(６)知识生成:AIGC的大环境下,图书馆正处

于知识生态环境和知识技术体系的交汇重塑中,通
过数据、模型、计算和交互来进行知识生产[３３],通过

大模型分析与改进,持续迭代,产生支撑“大资源×
大服务”的大信息服务数据.

４　结语

伴随数据时代的到来,无处不在的信息服务已

经渗透到众多领域,其形式与内容随着科技的发展

而不断丰富和创新,同时信息服务面临着如何帮助

用户从海量的信息中快速获取有用信息等一系列问

题[３４].不断增长的信息获取需求与有限的信息供

给之间的不平衡是当前信息服务面临的巨大挑战,
打造泛在化信息融合、个性化知识服务、动态化信息

服务是未来信息化服务的主要方向.信息泛在化使

传输与感知呈现无感、无线、无限的发展趋势,大量

的信息融合在互联、互补、互增中重塑知识结构与服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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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智联、智能、智慧化的信息获取与处理催生全新

的信息化服务.
教育数字化变革加速高校图书馆转型,高校图

书馆馆数字化转型应该是面向未来的可持续创新的

学术与文化信息服务机构[３５],面对无处不在的信息

服务和与日俱增的用户需求,应运而生的是高校图

书馆的大信息服务.图书馆将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空

间服务、基础的资源和学术服务,而应融入大学的整

体发展,以“服务大学,促进人才培养”为目标,打破

现有图书馆的服务边界,以学生学习为需求,建设

“大资源”平台,以融合创新为导向,提供“大信息服

务”平台,以期成为“超学科”学习与创新的育人基

地.在高校有组织科研中发挥战略科技情报的作

用,以人才、成果、学科信息为抓手,引进新技术手段

和工具,建设战略科技数据基座和服务平台,打通管

理、学术、信息,支撑自立自强的学术生态,发挥智库

功能,主动布局,形成高水平的支撑服务体系.
泛在化信息服务已成为图书馆发展的必然趋

势[３６],高校图书馆应抓住机遇,利用技术手段,联合

校内各院系单位,整合各类结构化数据资源,嵌入教

研平台与环境生态,开展个性化“研究型学习”服务,
创新“超越多个学科与领域”的“超学科”服务,重构

智慧化知识服务体系,打造“图书馆无处不在,服务

无处不在”的大信息服务,从而推进高校图书馆的可

持续发展,助力“双一流”大学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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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UbiquitousInformationServiceofFutureLearningCentersinUniversityLibraries

LiXinwan　ZhangHao　XuJing　SunYi　SongHaiyan　LinXiaoxin　ZhangHan　YangZhao

Abstract:Facedwiththedigitaltransformationofeducation,universitylibrariesaretransforminginto

anewtypeoflearningorganizationsandexploringpotencialoftransformingintoFutureLearningCenters．

ThecurrentUbiquitousInformationservicesinuniversitylibrariesshouldmainlybecarriedoutthroughthe
“UbiquitousResources& UbiquitousServices”model．“UbiquitousResources”focusesonensuringthe

needsoftalentcultivation,disciplineconstruction,culturalinheritance,andinnovativedevelopmentincolＧ

lege．“UbiquitousService”aimstosupporttechnologicalinnovationandcreateconditionsandopportunities

forcultivatinginnovativetalents．UniversitylibrariesshouldutilizeinformationtechnologytoconnectvariＧ

ouslearningsystemplatformsandintegrateeducationaldatabothinsideandoutsidethecollege,support

interdisciplinaryintegrationresearchandapplication,buildscalableandinterconnectedinformationplatＧ

forms,andprovideinterconnectedUbiquitousInformationServices．

Keywords:UniversityLibrary;UbiquitousResources;UbiquitousServices;UbiquitousInformation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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