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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办高职院校智慧图书馆辅助教学模式及实践路径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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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智慧信息技术的升级发展，全球已经步入到了智慧时代。民办高职院校图书馆作为教

育辅导人才培养工作的核心角色，应及时创新服务模式，向智慧图书馆转型。本文探讨了民办高

职院校智慧图书馆服务模式的内涵和特征，并分析了其实践路径和实施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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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upgrading and development of smar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world has entered the era of

intelligence. The library of private vocational colleges, as the core role of educational counseling talent

cultivation, should timely innovate service models and transform into a smart library.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mart library service model in private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analyzes its

practical path and 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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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智慧图书馆是指利用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

信息技术，实现图书馆资源、设备、服务和管理的智

能化、数字化、网络化和人性化的图书馆。智慧图书

馆是数字图书馆的升级版，是图书馆发展的新方向。

智慧图书馆能够提高图书馆的服务质量和效率，满足

用户的个性化和多样化的需求，促进图书馆的创新和

变革。

高职院校是指以培养高等职业技术人才为主要目

标，以应用型人才培养为特色，以专科教育为主要层

次，以就业为导向，与行业企业紧密合作，开展多种

形式的教育活动的高等学校。

高职院校图书馆是高职院校教育教学和科研活动

的重要支撑和服务机构，承担着为高职院校师生提供

信息资源和服务的职责。高职院校图书馆面临着信息

技术快速发展、用户需求多元化、教育改革深入推进

等多重挑战，需要及时调整服务理念和模式，适应时

代变化和社会需求。

民办高职院校是指由社会力量举办的高职院校，

是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民办高职院

校具有灵活性、创新性、多样性等特点，为我国高等

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民办高职院校图书馆作为民办高职院校教育教学

和科研活动的核心角色，应该积极探索智慧图书馆建

设和服务模式，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提升自身水平，

为民办高职院校人才培养提供有力支持。

本文旨在探讨民办高职院校智慧图书馆服务模式

及其实践路径。本文首先分析了民办高职院校智慧图

书馆服务模式的内涵和特征，然后探讨了民办高职院

校智慧图书馆服务模式的实践路径和实施策略，最后

总结了本文的主要结论和建议。本文希望为民办高职

院校智慧图书馆建设和发展提供一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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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什么是智慧阅读服务？

现今提及的“智慧”名字，最早溯源自美国 IBM

公司执行官于十几年前提出的“智慧的地球”一词。

后来，“智慧”被广泛渗透入每个行业，人们相继

创新出了智慧社群、智慧学校、智慧教室、智慧农

村等新的智慧名字。“智慧”瞬间被赋予了另一层

面的社会意义，不再束缚在陈旧狭隘的智慧创新意

识，而是呈现出一种以现代先进信息技术为根基的

服务技术和方法，即服务主体为服务对象供给的整

体感知、数字化、全面化的服务过程[1]。整体且科

学化地借助物联网、高新技术等高端信息系统和发

达、智慧型的多媒体设备既可以高效满足信息客体

的需求，又能够利于服务本体的发展，就好像一个

“工程中心”（如图 1）。

图 1.智慧图书馆系统

2 图书馆智慧阅读服务的内涵分析

茆意宏等把智慧阅读业务的概念划定为：利用

具有人类智慧的高端信息技术展开的智慧阅读服

务，其内涵源自在新兴计算机技术的协助下，机器

系统可以查阅跟聆听还有明白交流和研究读物及

每类阅读服务的全部信息，辅助读者更快捷和科学

地作出准确的判断跟决定，并跟人互动和汇融，展

开便捷、准确、人性化的阅读服务，以满足不一样

的用户定制化的需求，持续扩展提高阅读服务的整

体效益[2]。

2.1 定制化的用户阅读需求

伴着移动互联网还有大数据分析等因素越来

越多的应用在智慧图书馆构建过程里面，读者的定

制化需求明显增加。

首先，不一样的兴趣爱好、不一样的年龄还有

不一样的岗位的用户的阅读需求明显表现不一样，

个人阅读习惯的不一致主要是表现在阅读内容上。

其次，每个用户的阅读习惯也不一样，不受时

间跟地点影响的移动阅读成为不少用户的阅读方

式之一。

最后，读者对可移动/可变化的阅读环境需求较

大，智慧型阅读体系便于用户搜寻有关书籍资料，

做到深层次的阅读，进而高效提高自己的阅读效率。

2.2 智慧化的阅读服务空间

智慧图书馆的核心点就是创设一种整体的认

知体系。在现今智能科技跟智慧设备的助推下，用

户主动熟知信息且对其展开高效分析跟处理是非

常必要的。

在此基础上，多维度感知空间越来越受到现今

图书馆的青睐，馆内门禁设备、空中无线定位装置、

空间位置传感器跟监测工具等能够辅助图书馆第

一时间掌握读者的阅读信息。在智慧图书馆空间里，

图书信息、设备跟读者互联互动，读者可以更加准

确、便捷地锁定自己所需要的资料，以符合自己的

需求，而不用外人辅助。

另外，借用馆内智慧设施跟机器人，包含智慧

书籍盘点机器人、智慧问答机器人等，能够高效提

高图书馆智慧阅览平台的自动化水平，改善阅读服

务效能，开创全自动的图书馆阅读空间。

2.3 智慧化的阅读服务模式

图书馆智慧服务侧重知识管理跟信息储备。智

慧服务的核心内容是智慧图书馆馆员，其关于推动

智慧型图书馆顺利地工作、优质量地开展意义重大。

一些掌握有效的专业知识能力跟技能的图书馆馆

员在有关工作开展的进程里起着主要的作用，他们

凭借自己熟知的技术，为读者供给越来越智能化跟

专业化的阅读服务，改善读者服务体验，高效推动

了图书馆智慧阅读服务质量的优化[3]。

图书馆阅读服务模式的智慧化集中表现为以

读者为中心，利用馆内信息管理系统与各类智慧装

置实时监控读者的阅读活动需求数据以及记录读

者阅读情况，基于读者的智慧阅读业务内容和策略，

随着读者的具体需求进行动态调节。

3 高校图书馆发展进程里智慧图书馆



孔祥通，等：民办高职院校智慧图书馆辅助教学模式及实践路径探析

Xiangtong Kong, et al.: Analysis on the Auxiliary Teaching Model and Practical Path of Smart Libraries in Private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https://cn.sgsci.org/ • 3 •

服务突出的问题

3.1 高校图书馆馆藏资源不足

使用率不高，凭借有关资料，可以研究我国高

校图书馆的资源收藏实况。研究结果显示，现阶段

一部分高校图书馆图书资源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

第一，部分高校图书馆没有把数字信息资源高

效科学地利用，还有就是现今专门领域的学术期刊

资源明显不足，不能跟实际需求相匹配。

第二，采集图书资源的渠道单一，种类不多。

第三，现今跟高校图书馆藏书资源相对应的资

源共享系统运转的条件不够，还存在借阅期限偏长、

借阅手续烦琐等一些问题。

3.2 读者服务观念落后

一些高校图书馆表面上看是把读者服务作为

工作核心，而实际是图书馆工作人员由于受陈旧观

念影响较大，读者服务理念一直没有太大创新，轻

视了对图书资源的利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被动服务理念的陈旧性。伴着信息技术

的创新发展，我国高校图书馆已经由传统的图书馆

慢慢转变为现代化的图书馆，再到智慧图书馆。环

境的发展对图书馆馆员提出了不一样的要求，馆员

从陈旧的被动服务创新为主动服务[4]。但是，从具

体情况来看，一部分馆员的服务理念还是受到陈旧

管理理念的影响，严重束缚了图书馆智慧服务的创

新。

第二，高校图书馆一般来讲会不注重自身的社

会责任，把服务对象定义在本学校老师们和学生们，

与广大社会读者分隔开来。所以，高校图书馆应改

变陈旧理念，积极推动图书资源共享工作的优质量

开展。

3.3 共享跨区域馆际之间文献不足

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下，图书馆对图书购买的规

则已不能符合其发展的实际。现今，我国高校图书

馆馆藏资源匮乏的因素主要是以下几方面。

第一，图书馆的藏书类型还是单一，特别是高

校图书馆的馆藏建设多少基于本校的重点学科或

者特色学术资源优势，严重束缚了学生的综合发展。

第二，数据信息资源太过欠缺，特别是国外的

学术杂志跟研究论文资源欠缺不少；馆际交流的网

络平台建设也不健全，缺乏共享信息资源，导致数

据信息的使用率不高。

第三，一部分高校图书馆的图书资源没有充分

利用，很难把外借的书籍信息变化为电子资料，不

能提升馆藏书籍的使用率。

第四，高校的图书馆多数都为“封闭式”管理

状态，馆藏书籍的流通率跟电子资料的使用率不高。

高校图书馆的开放时间有限，不能满足读者阅读的

私人化需求，阻碍读者的阅读效率。

4 促进高校智慧图书馆的构建

4.1 借助物联网技术建设互联互通的图书馆

信息化工具是智慧图书馆建设的基础。RFID

技术作为物联网识别感知技术，现已被越来越多的

应用于高校图书馆建设里。RFID 技术的岀现创新

了图书馆的陈旧服务模式，整体的自助服务使图书

馆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自动化跟智慧化。

图书馆强化对无线传感器WSN、GPS 定位、

WIFI、VPN 远程访问等信息技术的运用，完成从数

据采集终端采集数据输送到图书馆的数据处理中

心，再经过处理后建立高效互联的网络体系，辅助

用户打破时空限制，达到快速访问。

现今，移动终端设备的需求量已很大程度上超

过电脑终端，促进了高校图书馆智慧服务的建设方

向出现了变化。所以，高校的相关负责人跟专业的

图书馆负责人应侧重营造泛在的知识氛围，使图书

馆智慧服务通过多种形式、多种途径关联到用户，

为用户供给可以随取随用的图书馆资源，实现用户、

图书馆、互联网、数据库资源彼此的关联互通[5]。

创新理念，完善智慧服务生态人工智能带来了

知识内容的优化和知识取得方式的革新，高校图书

馆应强化构建不同的知识生产形式跟服务模式，创

设良好的信息服务产业生态。

4.2 推进数字资源建设

在互联网进程下，图书馆的全部资源都能够创

新为结构化的数据类资源。特别是高校的特藏跟古

籍，此类资料具有相对较高的价值，不容易被复制，

一旦对此类资料展开电子化跟数字化处理，不单单

能够较大程度地推动馆藏资源的使用效率，还能越

来越高效地保护此类资料。研究人员们借助对这些

电子数据展开深入地发掘跟分析。

另外，部分高校具有良好的师资优势，此类教

师的课程跟个人资料都能够变为图书馆特有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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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优势，学校能够有区分性地开展有关共享业务，

借助现代多媒体工具跟技术对有关工作加以宣传，

充分发挥信息资源优势跟本校学科的特色优势，越

来越好地为高校的教育工作服务。

高校图书馆在人工智能辅助下，能够为读者提

供更高效、更优质的服务（如图 2）。首先，推动信

息类知识服务平台创新，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升级采

编系统，强化资源平台建设，突出特色化跟个性化

服务，融合资源、社交、服务、合作等于一体，优

化服务精准性。其次，完善师生用户体验，优化服

务模式。基于人工智能创设智慧化服务模式，读者

利用 App、智能移动终端、智能可穿戴设备等获得

图书馆智能查询、场馆预约、知识导航等服务；通

过 VR 互动平台、3D互动立体书平台等，让用户进

入虚拟世界中享受全景式互动服务。基于人工智能

创设创客空间、创意孵化空间等，提供科研、双创、

知识产权保护等多样化服务类型。再次，打造特色

化服务模块[6]。利用人工智能开展图书馆“数字记

忆”等项目建设，借助数字化技术对历史文化遗产

进行数字化整理以及保护，助推文化传承跟发展。

图 2.人工智能辅助下的高校图书馆功能

4.3 整合与共享图书馆资源

实现图书馆资源的整合跟共享始终是现今图

书馆的创新方向。高校图书馆应持续完善信息资源

的整合服务跟数据资源共享模式，把每类文献信息、

数据资源、业务网络资源等汇融整合，把碎片化的

大数据资源串联起来，慢慢建立数字化跟智慧化的

资源公共数据库体系，达到用户跟服务机构、工作

前台跟服务平台、馆藏资源与使用者彼此的智慧交

互，达到每类馆藏资源的集中呈现、集成传递、便

捷性检索、高效传播、智慧管理等，逐步提高图书

馆的服务跟管理水平，让馆内信息服务功能更加人

性化、个性化、智能化和智慧化[7]（如图 3）。

图 3.图书馆资源整合和资源共享

4.4 通过在传统阅读模式中融入新媒体技术

从而让阅读融汇性提升，学生就能够在阅读进

程中发表自己对于所阅读信息内容的感受，同时在

读者彼此互动的进程中，还能巩固学生对于所读信

息的吸收，提高阅读的实质性效果。就像，图书馆

能够在目前发展相对较好的一些新媒体平台上注

册自己的官方账号，且做好阅读推广活动学生在微

博平台中发布所要推广的阅读信息，学生在阅读的

进程中，能够在评论区留下自己对于这些阅读信息

的见解。另外还有，学生们能够通过评论区进行汇

融，互相互通意见，深化阅读理解。

5 结语

总之，随着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

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各高校图书馆逐渐加

强信息基础设施的完善，推进智慧图书馆的建设，

在有力提升高校图书馆服务质量与服务能力的同

时，也革新了高校图书馆的服务理念，改变了管理

模式，进一步促进了智慧图书馆的建设[8]。各高校

在构建现代化图书馆体系的过程中，应坚持科技创

新，加快信息化发展，建立健全服务体系，以推动

高校图书馆的高质量发展，真正实现高校图书馆的

现代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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