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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驱动下高校图书馆员知识服务创新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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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在 AI等现代信息技术的驱动下，高校图书馆知识服务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一方面，它重塑了信息资源的结构形态和获

取方式；另一方面，使得图书馆从封闭式、单一功能的服务模式，开始向开放式、网络化、多元化的服务生态转型。目

前，图书馆的服务手段变得越来越多样，服务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其中，以人工智能技术技术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发

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仅大幅提升了图书馆信息服务的效率，更为用户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便捷体验和服务感受。[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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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Driven by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such as AI, knowledge services in university libraries have 

ushered in new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On the one hand, it reshapes the structure and acquisition 

methods of information resources; On the other hand, libraries are transitioning from a closed, single 

function service model to an open, networked, and diversified service ecosystem. At present, the 

service methods of libraries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diverse, and the scope of services is constantly 

expanding. Among them,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represented by artif icial intel l igence 

technology has played a crucial role, not only greatly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library information 

services, but also bringing unprecedented convenience and service experience to user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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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知识服务的内涵分析

所谓知识服务，是指以图书信息查找、整理、分析和整合为

基础，针对用户的具体需求和场景，为其解决问题或进行知识创

新提供有效支持的服务。相较于传统信息服务，知识服务具有以

下特点：

（一）读者核心特点

它能够自主分析用户背景信息和行为数据，并挖掘读者潜在

需求，对其动态兴趣进行持续跟踪。在此基础上，系统能够主动

学习用户的检索行为和提问特征，并精准推送相关知识。

（二）个性化服务

知识服务的本质就是提高个性化的信息服务。借助于计算机

及 AI技术、大数据分析技术，图书馆可以快速完成信息资源的搜

寻、分类工作，并根据读者的日常行为，为其提供个性化的信息

内容。[2]

（三）创新化服务

无论是 AI技术、大数据技术的应用，还是个性化的读者信息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高校图书馆的服务模式也进入了转型升级期。在计算机和网络技术推动下，新型的服务方式更加契合数

字时代用户的阅读需求。然而，知识服务的实施也对图书馆的资源建设、人才队伍等提出了更高标准和要求。

表单设计，都是一种创新行为。在图书馆知识创新，主要体现在

数字化、网络化的知识服务方面。如利用 AI技术、大数据技术对

现有文献资料的“再加工”，可以达到创新图书资源的效果。

二、AI视域下高校图书馆用户的需求特点

（一）集成化

高校图书馆的读者主要包括三类：教师、学生和科研人员。

他们除了对知识服务存在基础需求外，更多的是在自身专业、科

研需求的基础上，要求对相关知识信息的整合，最好是集成于一

个页面，从而快速了解本专业、同领域的最新知识数据，而不是

大量访问知识数据库、不停地切换检索界面，这种低效率的阅读

体验。[3-4]

（二）知识性

当前高校师生对图书馆信息的需求，不再局限于文献提供，

而且对文献内容、结构框架等内部需求越来越高。为此，高校图

书馆应该以现有图书资源为基础，借助网路技术，开展分类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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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文献内部知识单元服务，从而提高高校图书馆读者的体

验，建设具有特色的高校图书馆。

（三）个性化

在各类信息、知识快速发展的今天，“资源迷航”和“信息超

载”让不少读者倍感头疼。因此，越来越多师生期望图书馆可以

提供个性化服务，即根据自己的个人心理、需求、环境、知识等

特征，享受针对性阅读服务。[5]为此，高校图书馆应当利用 AI工

具，立足用户身份、兴趣、需求建设针对性的用户注册表单，并

将表单、AI工具、图书馆资源相连接，从而为高校师生提供个性

化的阅读服务、咨询服务、搜索服务。

（四）自助性

在无线网络全覆盖的时代，大大丰富了高校图书馆图书信息

资源。同时，利用网络技术，还可以为读者提供更加便捷、高效

的电子信息交互服务，吸引读者自信登录网站、使用自助借还机

等完成阅读、借还行为。

三、AI驱动下高校图书馆员知识服务创新实践路径

（一）建立以知识为基础的读者信息库

读者信息库的建立，除了读者常规信息外，还应收集他们的

科研领域、兴趣、知识结构、阅读方式、爱好等等，为其打造个

性化的读者信息名片，满足不同年龄、不同专业师生的阅读需

求。具体操作如下，高校图书馆可以在读者注册页面，设计具有

个性化的注册信息表单，如读者身份（如教师、学生）、所学 /所

授专业（如国贸、财会）、科研领域、阅读偏好（如工具书、小

说）等。[6]通过这些个性化信息的录入，图书馆可以为其提供针对

性的阅读服务。同时，一旦增加新的图书，后台还可以及时通知

读者，进一步满足他们的阅读需求。此外，为了更好地线上读者

转化为线下读者，图书馆还可以定期开展各种活动，吸引读者参

与，并根据读者借阅记录，适当挑战各类图书的占比，从而为读

者提供更为贴心的阅读服务。[7]

（二）建立网络信息资源导航库

Intenet网作为海量信息、数据的集散地，具有动态、开放、

覆盖范围广等特点。通过 Intenet网，全球各地的人可以产生联

系，相互沟通。而在阅读方面，海量的信息却成为阻碍读者有

效、快速阅读的障碍之一。高校图书馆网络信息资源导航库的搭

建，一方面可以便于读者快速、准确获取到有用的阅读信息，另

一方面也可以实现个性阅读、兴趣培养的目的。例如，南昌航空

大学图书馆，目前拥有电子期刊49.22万余册，电子图书542.03万

余册，中外文数字资源数据库64个，自建硕士学位论文库1个和

读者捐赠书库1个。[8]

网络信息资源导航库在基于因特网、AI技术建立时，还应以

高校自身的专业、学科、办校特色、办校理念为节点，增加与之

相关内容的占比，而不是“一股脑”的吸纳所有的图书内容。这

种有重点的建设网络信息资源导航库，可以在减轻高校图书馆工

作压力和工作量、促使高校合理安排财政支出占比的同时，保障

了读者可以第一时间接触到最新的图书版本、行业动态、科研成

果，最大程度上满足了读者对知识的渴望。

（三）建立个性化知识服务平台

个性化知识服务平台，作为高层次知识管理的有效策略，其

建设离不开现代先进技术的支持，如 AI技术、VR技术、AR技

术等。通过与这些先进的现代技术相对接，高校图书馆可以发挥

出更大的阅读作用，满足高校师生个性化的阅读需求。同时，为

了保障“AI+高校图书馆”的合力，高校还应建立专门的计算机

网站。AI赋能的高校图书馆网站，既可以针对不同年龄段、不同

研究层的读者提供“对口”图书，满足其学习、科研的需求，还

可以促进高校教学改革，从传统教学模式过度到“智慧校园”模

式。[9]以图书信息推送服务为例，图书信息推送服务是一种基础读

者读书特性，动态向其发送的图书最新信息的一种的主动性、深

层次和个性化图书服务方式。图书信息推送服务通常分为两种形

式，分别是 AI驱动的完全自动化图书信息推送服务和人工图书信

息推送服务。AI驱动的完全自动化图书信息推送服，其推送过程

如下：

第一，AI工具能够自动调取读者信息资源中读者的相关信

息，如阅读需求、研究方向、想看书籍等；第二，AI工具可以快

速将图书馆员上传的最新图书信息与读者信息进行匹配；第三，

当 AI完成图书信息和读者信息匹配后，会主动调用网络信息资源

导航库中的推荐功能，向读者发送所需图书信息；第四，在推送

方式上，一是读者已经下载图书馆 app，可以直接接收到高校图书

网站发送的信息，从而驱使读者进行借阅；二是，利用读者所留

电子邮箱、手机号码等，向其发送短信息，从而为读者提供及时

的跟踪服务，提高读者获取图书资源的效率；人工图书信息推送

服务，不同于 AI驱动的自动化，它需要图书馆员根据读者信息、

图书需求，自行上网协助读者寻找相关图书资料。当图书资料收

集到一定数量后，再对其进行分类、重组，并通过读者的电子邮

箱告知图书最新信息。[10]同时，由于电子邮箱的便捷性，读者无

需另行下载高校图书馆 app，只需定期查阅电子邮箱即可。

（四）提供用户自助服务模式

南昌航空大学图书馆，目前已建立人脸识别系统的门禁系

统、视频监控系统、座位预约系统、自助借还机以及实时数据分

析平台。通过已搭建的数字图书馆信息服务和信息资源管理平

台，高校图书馆可以在不参与读者信息活动的前提下，由读者利

用相关 AI工具，自主完成相关图书信息的搜索、借阅行为。[11]例

如，百度知道，该平台作为免费的互动问答知识平台，读者可以

通过搜索功能，快速找到所需内容。而在 AI赋能下的高校图书

馆，不仅可以满足读者的搜索需求，还能够为其进行初步筛选，

进一步提高了读者搜素信息的准确度和满意度。

四、AI驱动下高校图书馆员知识服务的未来发展趋势

（一）信息资源高度智能融合

目前，大部分高校图书馆馆藏信息资源仍旧是以资源罗列为

主，且图书馆信息资源仍旧是以提供馆藏书目和大量商业数据库

链接为方式，图书信息搜索模块也是只能搜索相关词条，无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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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提供准确、详尽的信息，是否符合阅读需要还需读者自行分

辨。而在 AI时代，高校图书馆未来的检索系统，必须要向百度知

道靠拢，即便是无法给出准确信息，也能保障提供的信息具有较

高的相关性，大大省去了读者信息整理、分辨的时间，使其可以

拥有更好的阅读体验。[12]这对高校图书馆 AI模块对接提出更高的

挑战，随着 AI技术、大数据技术的不断发展，将来图书馆的信息

检索，必然可以达到搜“一”得“一”的效果。

（二）用户行为深度智能分析

在 AI赋能背景下，高校图书馆应当积极收集用户信息、个性

行为，才能够利用大数据技术、 云计算技术满足读者的业务需求、

兴趣爱好、科研需求，而不再是简单交互行为。图书馆可以从科

研机构、工会、社团、学生会等场所，快速获取读者信息，并制

定个性信息表单，定期向读者推送图书信息。不过，在收集用户

信息时，图书馆员还应做好隐私保护工作。[13]

（三）知识服务精度智能表达

知识服务内容丰富化、多元化是其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原

因之一，就是在智能化社会中，享受知识服务的用户能够接触

到 AI精、准、快服务的层面越来越广，必然会对现有知识服务

内容提出更高的要求，进而促使知识服务内容朝丰富化、多元化

靠拢。在传统高校图书馆中，无论是信息咨询服务、馆藏信息服

务，还是学科知识服务，通常都由图书馆员负责，无法为读者提

供智能化、高效化的服务。[14]未来，在高校图书馆中， 类似淘

宝机器人客服服务、商业机构虚拟机器人服务的智能化阅读机器

人，必然会被应用于各大高校图书馆，从而在真实和虚拟智能机

器人服务下，进一步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

不过，现阶段真实、虚拟智能机器人服务的开发，对高校图

书馆、人工智能专家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未来，随着真

实、虚拟智能机器人服务在高校图书馆中应用，高校图书馆也会

再次与搜索引擎、商业机构、知识网站相对接，从而为高校师生

提供更为全面、更为便捷、更为丰富的知识服务。[15]

（四）持续提高图书馆员的素质

个性化知识服务的提供，通常与图书馆员的水平和素质挂

钩。为了进一步发挥图书馆员的作用，高校应当定期对其进行培

训。如学习其它高校图书馆的先进经验、督促图书馆员利用网络

提升自我职业素养、开设进修班、举办图书管理业务讲座等，从

而不断升级图书馆员的知识架构和服务水平。

五、结束语

总而言之，随着时代的进步，用户对信息的需求开始呈现出

覆盖广、响应快、高精准、全方面等特点。为适应这一变化趋

势，高校图书馆必须要依托 AI技术，持续创新、升级信息和知识

服务，如不断深挖知识层次、服务模式数字化等。通过这一系列

的变革，高校图书馆必然可以迎来“新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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