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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学科化服务的深层次研究与创新

吉洁贝

[摘要]分析了学科化服务的基本特征及目前高校图书馆学科化服务的两种模式和 4 种构成要素,针对高校图书馆管理与服

务方面目前存在的服务效率低、资源管理水平低、与学科化建设脱节、用户黏性不高等问题,提出了图书馆学科化服务的创新

思路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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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the two modes and four component elements of subject service in academic
libraries were analyzed with certain innovative ideas and measures proposed for the subject service in library
according to the low efficiency of service for users, poor management of resources, divorce of subject service from
subject construction, low attractiveness to users in the management and service in academic libr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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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学科化服务通过学科馆员对学科信息的加工存

储和对学科情报的挖掘分析,形成一个主动对用户

科研活动负责的服务体系[1],是当前我国高校图书

馆改革的主要方向。
学科化服务主要是通过计算机系统将高校不同

院系、专业、学科及学习项目形成相应的学科单元,
广泛收集相关资料内容与对应的学科单元融合,结
合图书馆对应的职能部门提供的信息服务,是学科

馆员以知识为服务手段,融入用户科研过程, 逐步

淡化图书馆与用户之间的界限,提供随时随地的知

识服务[2]。
学科化的首要目标是实现图书馆管理和服务的

信息化,终极目标是为图书馆用户提供高效、精准、
实用的信息资源,满足用户的多样化需求,并实现图

书馆的稳定发展。 高校图书馆的学科化服务改革,
强调的是全方位满足用户深层次信息需求,将有助

于从图书资源、学生自主学习的角度,推动院校学科

建设, 进 而 满 足 当 下 及 未 来 社 会 人 才 培 养 的

需求[3]。
目前很多高校图书馆依然采用咨询式的服务模

式,而没有针对高校教育机制及学生实际发展需求

进行管理服务模式的创新。 本文重点分析学科化服

务模式的关键要点和创新途径,希望能为我国高校

图书馆乃至整个教育体系的改革提供参考。
1摇 图书馆学科化服务的基本特征

1. 1摇 研究性

学科化服务是面向教学科研一线人员,主要为

读者构建一个适应其个性化信息需要的信息保障环

境,满足用户相关专业和学科的研究性需求,需要收

集、整理相关专业研究资源并进行针对性应用[4]。
因此,图书馆学科化服务还兼具优化资源系统,建立

完善学术、学科研究机制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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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摇 学术性

学科化服务通过熟悉对口学科的馆藏,配合学

科教学和科研的需要,为对口院系提供资源推荐、文
献传递和课题咨询等服务[5]。 高校图书馆的学科

化服务可为处于不同学术阶段的学生提供合适的资

源,并满足学生持续性学术研究的需求,同时与其他

高校、社会研究实践领域连接,收集最新的学术知识

和信息,进一步提高学科服务的学术价值。
1. 3摇 知识性

高校图书馆在持续提高学科化服务水平的过程

中,逐步建立起一个不断扩大的图书馆服务数据库。
在该数据库中,储存了高校特色学科大量的专业化

知识信息,储存形式包括文字、图像、影音等,用户可

通过多种操作终端获取。 通过学科化服务,高校图

书馆实现了对传统纸质文献的数字化转化,基于数

据库的海量知识,通过各种渠道为用户提供精准的

知识支持。
2摇 学科化服务模式

近年来,我国高校图书馆初步进行了学科化服

务模式改革,但由于各高校办学理念及图书馆管理

现状等方面存在差异,不同高校的学科化服务模式

存在差异。 目前我国高校图书馆学科化服务模式主

要有学科馆员模式和学科信息门户模式两种。
学科馆员模式是以用户需求为牵引而推出的一

种贴近用户一线的服务模式,按照学科的专业、项目

等来获取、组织、检索、存储、传递、提供及利用信息

资源[6]。 这种模式是目前我国高校图书馆学科化

服务模式改革的主要形式,也是改革难度较小的模

式之一。 这种学科馆员模式最早出现在 20 世纪 70
年代的欧洲,在多年的发展和优化过程中,逐步形成

了一套比较成熟的模式。 我国高校图书馆大多采用

该模式,学科馆员和学生、教师建立了很好的关系,
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高效、健康的学科化服务氛围。

学科信息门户由学科信息导航发展而来,是一

个动态的、开放式的数字化学习空间[7]。 学科信息

门户模式主要利用互联网平台,将图书馆资源进行

信息转化,建立开放式的数字信息服务机制。 高校

图书馆可通过这种模式在特定学科范围内检索和管

理相关知识及资源,构建优质的信息平台,学生、教
师可以在一定权限下通过计算机终端快速检索和获

取信息资源。 这种模式有助于降低用户信息检索的

难度,降低图书馆人力资源成本的投入。
3摇 图书馆学科化服务的构成要素

3. 1摇 学科馆员

学科馆员是高校图书馆学科化服务的关键角

色,是代表图书馆实施学科化服务的主体[8 ]。 学科

馆员在高校图书馆的学科化体系中,不仅是知识资

源的消费者,也是提供者。
3. 2摇 信息资源库

开展学科化服务要以信息资源库为基础,利用

数据库技术、信息挖掘技术、信息标准化技术、信息

的检索技术, 探索网络信息整合技术,建立标准、统
一的数据库和统一的数据服务,降低信息资源使用

成本,提高信息的使用效率[9]。 信息资源库可分为

实体馆库和虚拟馆库两部分,前者是传统图书馆的

实体馆藏部分,后者是基于计算机、电子阅览室、数
据库的虚拟馆藏部分。 无论哪个部分,都可以通过

统一的信息化资源库,实现快速检索、定位、获取。
3. 3摇 智能化平台

学科服务平台是一个基于个性化需求驱动的智

能化平台,计算机、信息化技术是平台的技术基础,
通过计算机技术满足相关人员的操控需求,通过信

息化技术满足信息传输、检索和沟通需求,通过智能

化技术实现用户需求的自动化分类、识别和处理。
智能化平台能够实现用户与学科馆员的互动,在互

动中促进学科馆员实时掌握科研动态并融入科研活

动过程中,提供知识化服务,满足科研知识管理、学
术交流的需要,为科学研究的顺利开展提供有效

保障[10]。
3. 4摇 知识库

在学科知识服务系统中,知识库的服务有别于

信息服务。 知识库中的知识不仅包括图书馆各类资

源,还包括学科馆员所掌握的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
通过知识库的运营管理,可以研究、分析和解决特定

学术问题及用户问题,同时实现知识库的升级。
3. 5摇 学科馆员业务平台

学科馆员的业务平台包括相关服务工具和功

能,为学科馆员的工作提供支持。 相关功能包括特

色资源建设、学科需求沟通服务、知识组织服务、系
统管理服务、虚拟资源定制服务等,可以满足用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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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获取需求,推动高校学科化建设。
4摇 当前高校图书馆管理与服务方面存在的不足

4. 1摇 服务效率低

目前高校图书馆大多还是按照传统的借阅模式

提供服务,需要凭借阅证进入图书馆,然后根据分类

体系,找到所需书籍、文献,再通过人工或计算机终

端渠道完成借阅手续。 传统借阅模式需要消耗大量

的精力和时间,服务效率较低,影响了用户对图书馆

资源的利用率,也降低了图书馆在高校学科建设和

管理中的应用价值。
4. 2摇 资源管理水平低

能否对信息资源进行妥善管理,是反映图书馆

管理水平的关键。 传统纸质资源存在一定的保管难

度,容易受到损坏。 虽然部分高校图书馆建立了电

子图书借阅系统,但纸质资源的管理仍存在不少问

题,而且传统的较粗放的资源管理模式不利于高校

学科体系的建设与改革。
4. 3摇 与高校学科化建设脱节

当代高校的教学改革,重点之一就是关于学科

建设的改革。 不同的高校在学科划分、教学和管理

方面分别建立了强调学术性与实用性的学科机制,
需要从教师教学方法、课程安排,到图书馆的资源等

方面给予相应的支持。 然而,部分高校虽然实行了

学科机制改革,但传统图书馆服务无法迅速为不同

学科、专业的学生提供针对性的资源支持,难以及时

发挥图书馆的应用价值。
4. 4摇 用户黏性不高

如今计算机、互联网、智能手机早已成为用户日

常学习和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工具,但不少高校图书

馆仍采用传统服务模式。 虽然几乎所有高校都建立

了电子阅览室,但是受到设备性能、系统流畅度、信
息资源丰富性的影响,图书馆的用户黏度较低,这对

图书馆的持续发展极为不利,也不利于学生的发展

及学术研究工作的推进。
5摇 高校图书馆学科化服务的创新思路和措施

5. 1摇 创新思路

5. 1. 1摇 服务途径方面

学科馆员是高校图书馆的学科化服务创新的关

键,需要掌握足够的专业知识,并拥有足够的责任心

和牢固的服务意识。 学科馆员要通过新媒体平台或

相关渠道发布相关专业知识及技巧等,让用户了解

如何获取图书馆资源、检索文献、解决相关信息平台

使用难题等。 学科馆员不但可以通过新媒体平台拉

近学科馆员与用户的距离,还可以开展更为丰富、深
入的服务。
5. 1. 2摇 服务方法方面

传统的图书馆管理和服务都是封闭式的,表现

为服务的空间、位置相对固定,文献检索、借阅流程

也相对封闭化。 可以搭建学科化服务的网络咨询平

台,实现用户与学科馆员的直接对话,便于双方就专

业问题或图书馆服务方面的问题进行沟通和交流,
这样可以大大提高用户问题的解决效率,同时也有

利于学科馆员了解用户需求。
5. 1. 3摇 用户教育方面

在高校图书馆学科化服务体系中,用户教育是

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 图书馆应对用户教育内容进

行创新,根据用户的个性化信息需求和特点分享各

类媒体、信息平台的操作技巧、应用前景,利用信息

化技术如开通微信公众平台、微博账号等,创新用户

教育的方式,进一步培养用户的信息意识。
5. 2摇 创新措施

5. 2. 1摇 创新人才培养机制

扎实掌握专业知识、具备高水平专业素养的人

才,是推动高校图书馆学科化服务改革的关键。
图书馆应掌握人才引进的主动权,提高管理、服

务、技术、研究等方面人才的准入门槛。 建立全面的

人才培训机制,对以学科馆员为代表的相关图书馆

工作人员进行全面培训。
针对不同的工作岗位、工作内容建立一套成熟

的奖惩机制,激发人员的工作积极性,提高其责任

心。 在学科馆员的管理和培养方面,应制定具有持

续性的学科馆员专业知识培训和考核制度,不断提

高其专业素养。 学科馆员通过互联网思维和服务模

式,主动承担起优化用户体验、培养用户黏性的责

任。 通过人才培养机制的创新,可以全面提高高校

图书馆的市场竞争力。
5. 2. 2摇 创新图书馆管理机制

在图书馆学科化服务创新中,如何做好改革阶

段及改革之后的图书馆管理,是相关人员需要重点

考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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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需要转变、创新管理思维,摒弃传统封闭

式、单一化的管理机制,树立基于信息化体系的管理

意识。 图书馆管理者要深刻认识到当今时代背景下

图书馆所肩负的社会责任,在管理中同时重视图书

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建立科学的图书馆管理发

展目标。
其次,要针对图书馆的组织结构进行创新。 高

校图书馆应引入网络化的横向结构机制,管理者广

泛听取各方意见,确立学科化服务改革期间及之后

的管理方案。 通过优化组织结构,激发全馆人员对

图书馆服务的认同感,弥补相关人员在知识更新、理
念优化方面存在的局限和不足。

最后,要实现管理方法的创新。 管理者应基于

信息化运营管理模式,建立信息化的创新管理机制,
并在图书馆的综合管理中引入现代先进的全面质量

管理、集成管理机制,进一步实现科学化管理。
5. 2. 3摇 构建科学化与个性化服务的整合模式

高校图书馆的学科化服务改革要充分坚持以用

户为主的基本原则,逐步构建以用户为中心的学科

化、个性化服务的整合模式。 可根据不同学科、不同

专业的用户需求提供针对性的信息推送服务,或根

据用户习惯进行相关信息资源的整合优化,并针对

这部分用户创建个性化的信息采集环境。
如图书馆员可通过用户的常用检索关键词对该

类用户进行身份识别,向其推荐专业或兴趣相关的

图书、文献、图像资源。 通过这种模式,不但可以让

用户体验到图书馆“智能化冶和“人性化冶服务,还可

以让用户逐渐形成使用图书馆信息平台的习惯,从
而提高用户忠诚度。

6摇 结语

信息化时代,高校图书馆应积极创新服务思想,
利用现代化的计算机、大数据等先进技术,积极推动

图书馆的学科服务创新,建立信息化的学科服务体

系。 同时以学科馆员为主体,实现图书馆管理服务

思想、机制、制度、方法等方面的创新,推动图书馆服

务和管理水平的提高,助力高校的学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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