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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 +”时代高职图书馆转型与创新
徐　涛

（河南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河南 新郑 451191）

摘要：互联网 +时代的到来，让大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时代节奏在变快，处理效率在提升。在这个剧烈变动的时代，图书

馆也需要进行相应的转型和创新，才能够不被时代淘汰，接着发挥其应有的效用。高职院校图书馆也要在如今互联网 +的时代进行转型

与创新，要能够满足当下学生们的阅读需求，提供更高效便捷的服务，让学生们能够在阅读中获得快乐，在图书馆中享受到应有的服务

和待遇，从而使高职院校图书馆获得更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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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今这个互联网 +的时代，电子书、视频层出不穷，使得

越来越多的学生不愿意来到图书馆进行阅读，沉浸在虚拟网络当

中。这样的情况给了高职院校图书馆巨大的挑战，如果不能够有

效解决，会严重影响到图书馆未来的发展。要想能够解决这一问题，

高职院校图书馆管理人员首先要明白读者对于信息的需求是什么，

继而从读者的需求上进行图书馆的转型与创新，满足读者的相应

需求，从而获得更多读者的青睐。除此之外，图书馆管理人员更

要注重对于信息技术的应用，迎合互联网 +时代的特点，让信息

技术来推动高职院校图书馆进行改革创新，实现质的飞跃，也为

图书馆未来的发展打开一条全新的道路。

一、互联网 + 时代下读者信息需求的转变

（一）信息需求碎片化

信息碎片化是当下互联网+时代的一个特点，很多短视频APP

就是根据用户信息需求碎片化的特点来进行视频设计，从而获得了

巨大的发展。在如今快节奏的生活时代，不论是社会上工作者还是

学院中的学生，每天都有忙不完的事情和工作，他们获取信息的时

间较短而且呈现碎片化的特点。也因此，他们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获

取完整的信息。仅仅是通过碎片化的信息来满足自己的信息获取需

求，得到心灵的满足。这也是互联网+时代下读者信息需求的一种

转变，可以作为高职院校图书馆转型与创新的一个方向。

（二）信息获取多元化

以往很多高职院校学生想要获取的信息的方式，就是来到图

书馆进行图书搜寻、借阅然后回到宿舍或者班级进行阅读。这样

的信息获取方式过于单一，效率也比较低下。但是在如今的互联

网 +时代，学生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变得多元化。不论是移动终端

还是电脑网络，都可以帮助学生随时随地的获取自己需要的信息。

尤其是高职院校的学生都是一些年轻人群，对于智能设备的应用

更加熟悉，获取信息的方式更加丰富，这也就导致了高职院校图

书馆的人流量下降，图书浏览量降低。

（三）信息需求个性化

互联网 +时代，大量的信息都被堆积到了网络之上，但是很

多的信息储存路径不同、浏览方式不同，导致很多用户迷失在了

信息世界当中，无法快速找到浏览自己需要的信息。这也是互联

网 +时代信息获取的一个难题。而高职院校图书馆则可以借助自

身强大的图书组织和分类能力，满足学生们对于信息获取的个性

化需求，从而能够获得学生们的青睐，实现高职院校图书馆的有

效转型和创新。

二、“互联网 +”时代高职图书馆转型与创新策略

（一）提升管理人员专业素质，满足读者个性需求

虽然互联网 +的时代对于信息技术的应用比较广泛，反而对

于人力资源的应用变得不是很重视。但是操作系统以及软件的依

旧是人，所以具有较高专业素质的人才才是企业和社会所需要的

人才。在高职院校图书馆管理当中也是如此，互联网+的时代到来，

让高职院校图书馆也开始进入到数字化时代。不再需要大量的工

作人员进行处理，但是却需要一些拥有过硬专业能力和素养的现

代化人才进行系统管理和信息处理。因此，提升管理人员的专业

素质，是进行高职院校图书馆转型与创新的关键途径。

高职学生来到图书馆获取信息，依旧需要图书馆管理人员的

引导和帮助，才能够更快、更精准地找到自己需要的信息。除此

之外，图书馆管理人员还需要学会有效掌握图书馆管理系统，能

够快速处理借阅、还书等等的环节，这样才能够给学生们带来高

效便捷的服务，留下良好的印象，提高图书馆人流量。但是对于

图书馆管理人员专业素质的提升，还是要从日常的培训和人员的

招聘出发，只有制定了有效的培训计划和招聘要求，才能够构建

高素质的图书馆管理人员团队，才能够为读者提供周到、高效的

个性化服务。首先是对于原有高职院校图书管理人员的培训，要

从加强信息素养方面入手，通过虚拟系统来让管理人员进行实践

操作，从而更好地掌握图书馆管理系统，在日常的管理工作中为

学生们提供高效便捷的服务，满足大部分学生的个性化需求。其

次便是对于人才的引进，建设专业的管理人员团队，还是需要引

进一些优秀的信息管理人才，通过招聘学校内部招聘或者是社招

来寻求高素质、高能力的信息人才进行担任图书管理人员或者是

培训人员，来提高整体高职院校图书管理队伍的专业素质，实现

互联网 +时代下高职院校图书馆的转型和创新。进行学校内部招

聘，可以招聘一些学生担任图书馆管理人员。一方面可以磨砺学

生的意志和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另一方面，现代高职院校学生就

有着不错的信息素养，在进行现代化信息处理上更具有优势，对

于高职院校图书馆的转型与创新会起到相应的促进作用。进行社

会招聘则是招聘一些高精尖人才，主要用于图书馆管理系统的设

计以及日常维护，而且可以根据学生的需求进行相关功能的开发

以及更新，让图书馆管理系统更加符合学生的需求，获得更好的

发展与成长。

（二）建设图书馆管理系统，提高图书管理效率

以往的高职院校图书馆没有相应的信息系统和设备，所以大

部分的情况都是通过简单的记录和人力分配来进行图书馆管理。

这需要大量工作人员的配合才能够完成，也在无形之中加重了图

书馆的投入。但是在如今的互联网 +时代，这种情况可以得到有

效的缓解，信息管理系统可以取代大量的工作人员完成信息数据

的处理、分析，使得图书馆管理效率进行有效提高，这也是互联

网 +时代下高职院校图书馆的转型和创新方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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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图书馆管理系统的建设，要依托于实际情况和学生们的

个性化需求进行建设，这样才能够满足学生们的个性化需求，使

得图书馆成为学生们去浏览图书、获得提升的场地。在建设中，

首先要注重图书数据库的建设，在图书馆当中有无数的文献资料

和信息，这些信息都应该纳入图书馆的数据库当中，然后将数据

库与图书馆的服务器相结合，从而构建出一个完善的图书馆管理

系统。图书馆管理系统的内容除了简单的图书借阅、还书记录之外，

还应该有书刊管理、读者管理、手机移动端、快速检索以及 RFID

智能化等等的内容。这些都是学生们在进行信息获取时需要的个

性化服务，对于提高图书馆管理效率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

书刊管理，其主要的作用便是对于图书馆内的期刊、文献、报纸

以及图书等等不同类型的文学体裁进行合理的规划、分类，在学

生们进行检索时可以提供详细的信息，帮助学生们快速找到自己

想要获取的信息。又比如手机移动端，这一部分的建设主要是为

了迎合如今的移动互联网时代，移动终端已经成为绝大部分人获

取信息的主要工具。而高职院校图书馆也要与时俱进，将图书管

理系统与手机移动端进行连接，主要是为了让管理人员通过手机

移动端就可以进行线上管理操作，这样可以极大地提高管理效率。

因此，在管理系统中设立手机移动端，就是为了让图书管理人员

也可以通过手机移动端来直接进行协助管理，提高高职院校图书

馆管理效率。对于图书馆管理系统的建设还是具有必要性，这是

高职院校图书馆向现代化进行转型和创新的一大关键途径，也是

为了实现发展和进步的重要举措。

（三）连接用户移动数据端，提供多样化信息服务

高职院校图书馆向现代化进行转型创新的一大方向，便是连

接用户移动数据端，从而为用户们提供多样化的信息服务，这样

可以获得更多用户的青睐，提高图书馆的管理效率。手机可以说

是每一个高职院校学生必备的通信工具，也是他们获取信息和资

料的关键途径。而如果将手机移动端与图书馆系统进行连接，就

能够在线为学生们提供多样化的信息服务，帮助学生们快速获得

自己想要的信息，推动高职院校图书馆获得更好的进步。

想要达到这样的效果，高职院校图书馆可以专门建设一个图

书馆用户 APP，在这个 APP 上布置多样化的信息功能，让学生们

进行用户登录之后，可以通过界面选择来选择自己需要的功能，

获取自己需要的信息。尤其是在线阅读图书馆信息资源功能，是

吸引更多用户的关键性功能之一。很多的学生没有时间来到图书

馆进行浏览阅读，而在线阅读可以让学生们在宿舍、在教室都可

以随时随地的进行资料获取和信息阅读。除此之外，图书馆管理

人员在设计 APP 时，可以将图书馆信息资源配合 RFID 技术来构

建图书馆的导航系统，让学生们在来到图书馆之后，可以通过导

航系统对于图书馆的整体布局进行立体观察，并且提前可以进行

图书馆位置信息查询、图书所在位置查询等等。如此多样化的信

息功能，在给用户们带来高效便捷服务的同时，也让高职院校图

书馆的管理效率有着巨大的提升。当然图书馆 APP 的建设也要与

最新的信息技术进行结合，才能够绽放出最亮眼的光彩。在如今

大数据技术应用的潮流下，高职院校图书馆 APP 在建设时也应该

加入大数据技术。而大数据技术的应用体现可以在图书推荐、数

据导航等等方面。首先是图书推荐，很多的学生在阅读完自己想

读的书之后，会产生一种迷茫感，不知道下一本书该读什么。而

大数据技术则可以通过学生日常的浏览信息和阅读信息，结合图

书馆内的藏书资源，来第一时间为学生们推荐符合学生喜好以及

需求的相关书籍，为学生们提供周到的推荐服务。而数据导航可

以将不同的图书资源进行合理的排版、罗列，让学生们根据类别

选择、作者选择等等进行直接检索，从而找到自己需求的书籍。

将大数据加入图书馆 APP 当中，能够为学生们提供更周到、更便

捷的移动服务，符合互联网 +时代的潮流方向，这也是高职院校

图书馆转型与创新的有效途径之一。

（四）建立读者信用度体系，规范图书馆管理秩序

传统的高职院校图书馆在管理秩序上一直存在着秩序混乱、

难以管理的情况。其中最主要的一点便是没有建立起读者的信用

度体系，很多的高职院校学生在借阅了相关的书籍之后，没有及

时归还，甚至出现了忘记归还以及故意不归还的情况。这样的情

况使得高职院校图书馆资源大量流失，也让图书馆损失了大量的

用户，对于图书馆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负面阻碍。基于此，在如

今的互联网+背景下，高职院校图书观可以建设读者信用度体系，

将读者的信用度与其学业成绩、诚信档案进行直接关联，从而规

范图书馆管理秩序，提高图书馆管理效率，促进高职院校图书馆

的进步和发展。

建立读者信用度体系的关键在于数据处理，需要借助大数据

软件与图书馆管理系统的结合，对于所有学生的借阅信息、时间

信息和相关记录进行有效保存和分析。针对快到归还日期的学生

进行信息发送提醒，告诫他们该及时归还书籍，否则会扣除相应

的信用度。针对信用度较低的用户，会自动进行拒绝借阅的提示，

需要用户提升自身的信用度才能够进行图书借阅。为了进一步加

强学生们对于图书馆信用度体系的重视，可以将其与学生的诚信

档案进行挂钩。如果出现长时间信用度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则

会直接记录在学生们的诚信档案上，从而影响学生今后的求职和

就业。这样的措施有助于净化图书馆风气、规范图书馆管理秩序。

除此之外，对于信用度较高的相关用户，图书馆管理人员也可以

做出相应的奖励。例如免借阅、赠送图书等等的相关举措。其实

建立读者信用度体系还有一个好处，可以培养学生的诚信意识，

让学生们在将来步入社会之后，能够诚信待人、诚信做事，从而

获得更好的发展前景。因此，建立读者信用度体系，也是高职院

校图书馆在互联网 +时代下的一种转型和创新，对于图书馆的发

展起到了很好地促进作用。

三、结语

总而言之，互联网 +时代背景下的高职院校图书馆是必须要

进行转型与创新，因为传统的图书馆管理模式已经无法满足当代

学生的需求，更是处于一个低效的运转状态。如果不能够及时地

进行转型和创新，就无法为学生们提供所需要的服务，丧失了图

书馆的具体作用，也会影响到学生的成长。因此，高职院校图书

观管理人员要与时俱进，结合信息技术来构建一个现代化的高职

院校图书馆，能够满足学生们的个性化需求、符合时代的特点，

从而为高职院校的学生们提供丰富的信息资源和便捷的高效服务，

推动高职院校图书馆向未来更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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