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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高校图书情报管理模式创新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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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图书馆是高校信息与知识的“中转站”，不仅为师生提供图书情报，还肩负提高大学生信息素养的责任，促进高校教

育改革具有重要作用。新时期高校图书情报管理面临诸多新挑战，例如管理制度不健全、个性化服务发展滞后等问

题，影响了图书情报管理质量。本文分析了新时期高校图书情报管理模式特征，剖析了当前高校图书情报管理现状，

提出要提供个性化信息推送服务、加强特色馆藏情报管理、建立教研与科研数据库和推进智慧图书馆建设，以期提高

高校图书情报管理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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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Library is the "transfer station" of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t not only 

provides books and information for teachers and students, but also shoulders the responsibility of 

improving college students' information literacy, which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college 

education reform. In the new era,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facing many new challeng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mod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new period,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puts forward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provide personalized information push service, strengthen the information management of 

characteristic collections, establish teaching and research databases and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smart librarie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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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互联网 +”时代下，高校图书馆电子文献、书籍、学术期刊等数量逐步增长，这给高校图书馆图书情报管理工作带来了不小的挑

战。基于此，高校图书馆要积极应对新挑战，积极服务学校教研、科研工作，加强对科研、学术类图书情报的管理，积极引进人工智

能、大数据等技术，智能化分析师生检索词语，实现精准推送，提高图书情报服务质量。同时，图书馆还要加强实物藏书与虚拟馆藏建

设，推进智慧图书馆建设，为师生提供个性化阅读服务，助力高校教研、科研改革，促进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

一、新时期高校图书情报管理模式特征

（一）图书馆图书情报资源普遍共享化

高校图书馆要积极推进电子图书馆建设，及时更新电子文

献，满足不同专业师生阅读需求，并设置学术期刊、科研成果等

数据库，满足文史类、工科类专业师生阅读需求，促进各个学科

资源融合，为新文科、新工科建设奠定良好基础 [1]。同时，高校

图书情报要打破专业、学科之间的界限，优化图书、文献检索目

录，把关联专业、学科资源整合在一起，便于读者快速检索、阅

读、下载相关文献，体现出图书情报管理共享化特征。

（二）图书情报工作日趋网络化

新时代背景下智慧图书馆成为高校图书馆转型必然趋势，图

书情报管理模式越来越趋向于网络化 [2]。图书馆利用大数据优化

搜索引擎，精准分析读者检索词语，快速筛选图书馆相关图书、

文献，并提供准确的图书摆放位置，为读者提供在线浏览和下载

服务。同时，图书馆馆员可以利用互联网编写图书检索编目，创

新特色馆藏资源管理模式，这些都说明高校图书情报管理工作网

络化转型是必然选择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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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信息存储与检索瞬时化

高校图书馆积极推进数字资源库建设，把海量图书、文献、

期刊等转化为电子文献，更好地存储文献，便于馆员管理各类图

书和电子文献。同时，人工智能、大数据优化了高校图书情报检

索方式，快速、精准分析读者输入的检索词，并在图书馆馆藏资

源库进行筛选，为读者精准推送相关文献、图书和期刊，缩短文

献检索和查找视频，有效提高的高校图书情报管理工作效率，推

进了智慧图书馆建设 [4]。

（四）实体馆藏和虚拟馆藏联合建设

人工智能时代下，图书馆实体和虚拟广场资源共建已经成为

高校图书馆情报管理工作重点，也是图书情报管理转型显著特

征 [5]。这一背景下，高校图书馆一方面要积极采购专业书籍、科

研期刊，满足教师教学工作、学生专业课学习需求；另一方面要

积极推进虚拟馆藏资源建设，搜集相关专业前沿科研成果，及时

更新图书情报资源，对实体馆藏资源进行拓展，从而提高图书情

报管理质量。

二、新时期高校图书情报管理现状

（一）缺少健全的管理机制

目前我国高校图书情报管理缺乏健全制度，一方面体现在没

有明确情报管理流程，对图书、电子文献、馆藏资源等情报管理

方式不科学，影响了图书情报资源建设与共享，影响了读者阅读

体验。另一方面，图书馆对科研、教研等图书情报资源管理不到

位，资源更新不及时，难以满足师生阅读需求，无形中影响了高

校教育教学改革、科研工作开展和科研成果转化，没有发挥出图

书馆文化育人价值 [6]。

（二）难以满足读者多样化需求

高校图书馆主要以服务师生为主，不同专业师生对图书信息

资源的需求不同，更追求个性化阅读服务，但是目前高校图书馆

难以满足读者个性化阅读需求。例如图书馆没有对图书情报进行

细致划分，无形中增加了读者图书检索时间，影响了他们阅读体

验 [7]。此外，图书馆馆藏资源更新不及时，缺少行业前沿科研成

果、国内外顶级学术期刊等资源，难以满足师生科研需求。

（三）信息技术应用存在局限性

当前高校智慧图书馆建设开展得如火如荼，但是人工智能、

大数据和区块链等技术的应用存在一定局限性，无法智能化识别

读者检索信息，延长了图书、文献检索时间，也影响了图书、文

献更新速度，影响了馆藏资源建设质量。同时，信息技术在图书

馆情报服务中的应用不太合理，没有利用微信公众号、微信小程

序等开展图书馆座位预约、文献与图书预约借阅等服务，影响了

情报服务质量 [8]。

三、新时期高校图书情报管理模式创新策略

（一）提供个性化信息推送服务，满足师生需求

高校图书馆要秉持“读者第一”的服务理念，优化图书情报

管理模式，积极引进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为读者提供个性化

图书情报信息推送服务，帮助他们快速检索、阅读、预约借阅相

关书籍，从而提高他们阅读体验 [9]。首先，图书馆可以引进智能

化分析软件，并把其和智慧图书馆平台连接起来，智能化分析读

者借阅记录、文献下载记录和检索数据，精准分析他们阅读喜

好，根据他们的喜好推送相关图书情报，从而满足他们阅读需

求。例如西南交通大学图书馆建设了智慧图书馆系统，实现了纸

质资源和电子资源“一站式”检索，便于读者获取全文，并增加

“用户校外访问”功能，解决了长期困扰师生的电子资源校外访问

难题。其次，图书馆要积极引进人工智能，为读者提供24小时在

线服务，帮助读者解决基础问题，满足他们个性化需求 [10]。例如

西南交通大学图书馆提出了数智服务理念，把 AI融入图书馆智慧

服务中，提供线上咨询、文献智能化检索等服务，提高图书情报

管理质量。

（二）加强特色馆藏情报管理，发挥育人价值

馆藏资源建设是高校图书馆情报管理工作重点，也是衡量图

书馆综合能力的重要指标。高校图书馆要重视校史、古籍等特色

馆藏资源建设，凸显图书馆图书文化育人特色，进一步推进校园

文化建设，为打造书香校园奠定良好基础 [11]。例如西南交通大学

图书馆成立了文化育人与特藏古籍部，统筹图书馆文化宣传和阅

读推广、特藏与古籍资源管理和保护工作，对本校清代前期刻印

的《六经疑问》《禹贡锥指》《周礼述注》等珍贵善本古籍进行

保护，拍摄相关照片和短视频，便于师生了解学校历史脉络和学

术精神，增强他们校园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发挥出图书情报管

理工作育人价值 [12]。此外，图书馆可以把图书情报管理和校园文

化活动结合起来，组织特色馆藏资源展览，展示本校珍贵历史古

籍、校史和党史资料，并把相关视频、照片发布在智慧图书馆平

台，便于读者线上了解图书馆展览相关信息，吸引更多读者参与

展览活动，提高图书情报管理质量。

（三）建立教研与科研数据库，助力教育改革

高校图书馆要积极服务学科建设、科研工作，建立科研与教

研数据库，积极开展科技查新、论文收录引证检索及信息素养教

育，助力学校教研和科研工作。第一，图书馆要积极成立教研与

科研工作小组，明确馆员图书情报管理职责，增强馆员责任感，

扎实推进图书情报管理改革，从而提高图书情报管理质量。例如

西南交通大学图书馆成立了教学支持与科研服务部，选拔优秀馆

员，让他们负责信息素养教育、科技查新、论文收录引证检索、

学术不端检测等工作，通过科技查新帮助科研人员评估项目或技

术是否具有创新性，避免重复性研究，为科研工作提供准确数

据；通过论文收录检索帮助教师、科研人员了解学术论文被哪些

数据库收录、论文影响因子等信息，为学术和科研研究提供参

考 [13]。第二，图书馆还要及时更新科研与数据库信息，关注各个

专业前沿科研成果、核心期刊等信息，并把优质文献融入图书馆

数据库中，提高图书情报新颖度，为教研、科研工作的开展奠定

良好基础。例如图书馆馆员要及时与教研室负责人沟通，了解他

们教研和科研需求，有针对性搜集图书情报资源，积极采购相关

书籍、电子期刊和核心期刊，丰富馆藏资源，提高图书情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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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

（四）推进智慧图书馆建设，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高校要积极推进智慧图书馆建设，优化情报分析和知识产权

信息服务工作模式，为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教学科研工作奠定

良好基础。首先，图书馆要积极运用大数据、云计算技术，对图

书情报进行整合、分类，细化文献、期刊、图书馆分类标准，优

化图书编目信息，便于馆员整理书籍和文献、缩短读者检索和查

找纸质书籍的时间。例如图书馆可以定期搜集、汇总本校优势专

业相关发明专利信息，并开展专利检索、专利预警、专利信息分

析工作，并为本校教师提供知识产权咨询服务，帮助他们申请

发明专利，提高教师科研能力，提高学校知识产权保护工作质

量 [14]。其次，图书馆还要及时汇总本校师生在各大学术网站发表

的学术论文、实验报告、发明专利等信息，并把其纳入图书馆数

据库中，便于本校师生下载和使用，并线上推送知识产权保护相

关法律知识，增强师生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总之，高校图书馆要

积极推进智慧图书馆建设，加强图书情报知识产权管理，增强教

师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从而提高整体教研和科研水平，助力高校

高质量发展 [15]。

四、结语

总之，图书情报管理是促进高校教育改革、推进科技成果转

化，提高学生信息素养的重要保障，有利于为师生提供高质量、

个性化阅读服务，为学校教研、科研工作的开展奠定良好基础。

高校图书馆要为读者提供个性化信息推送服务，满足师生阅读需

求；加强特色馆藏情报管理，发挥图书情报育人价值；建立教研

与科研数据库，助力教育改革和科研工作；推进智慧图书馆建

设，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全面提高高校图书情报管理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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