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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职业院校图书馆智慧型服务探索 
黄琪 

（湖南潇湘技师学院（湖南九嶷职业技术学院）  425000） 

摘要：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高校图书馆越来越多地运用智慧技术，逐步实现了高校图书馆的智慧化服务。本文对智慧图书馆

的含义、图书馆的智慧服务原则和服务措施展开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并提出了图书馆智慧服务观念的创新，面向图书馆的智慧型

服务，提高图书馆的文献资源利用率，充分运用智慧化技术，提高图书馆管理者的职业素质，从而保证智慧图书馆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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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progres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niversity libraries are increasingly using intelligent 

technology, gradually realizing the intelligent services of university libraries. This article provides an in-depth 

analysis and exploration of the meaning of smart libraries, the principles and measures of smart services in libraries, 

and proposes innovation in the concept of smart services in libraries. Smart services oriented towards libraries can 

improve the utilization rate of library literature resources, fully utilize smart technologies, improve the professional 

quality of library managers, and ensur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mart libr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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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以智创智”是新时代职业院校图书馆发展的要求。在这个知

识、信息极其丰富的时代，近年来，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和数字文

献信息平台业务的飞速发展，图书馆的传统服务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有报告显示，目前，我们的图书馆正面对着这样的问题：价值怀疑、

技术落后，人力资源不能与之相匹配，未来发展的需求等重要问题。

“在当今瞬息万变的信息环境下，图书馆既有机会，也有挑战。无

论什么时候，我们都知道，图书馆都需要变革，但我们并不清楚怎

样才能实现变革。但是，不管怎么说，每一个组织都应该理解，用

户行为、信息格式和类型、新信息技术与网络访问服务都在发生着

改变。”需求和服务的冲突，新技术和新理念的引入，文献获取渠道

的多元化，都对图书馆造成了危机，但同时也带来了机会和挑战，

促使高职图书馆人员重新审视自己的角色，充分发挥职业院校图书

馆的核心竞争优势，积极应对来自外部的“威胁”，恰当地加以运用，

让高职图书馆真正成为智力人才培育的有力助手。 

一、智慧图书馆概述 
智慧图书馆是建立在高级电子网络技术之上的一种，把智慧化

技术和图书馆和云计算结合起来，以及一种可以根据用户特点为其

提供个性化服务的新型图书馆，它以智慧建筑和数字图书馆为基础，

进行融通和革新。智慧图书馆与传统图书馆最大的区别在于，它脱

离了空间的限制，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为使用者所真实感受

到。它具备了知识共享性、服务高效性、使用便利性等优点，这些

优点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提高智慧图书馆的竞争实力，还能让用户

体验到传统图书馆无法提供的智慧化服务。从而提高使用者对图书

馆的使用效率。 

二、图书馆智慧服务原则 
第一，把需要的知识提供给使用者，这是最基础和最重要的一

点。通过利用世界领先的智能科技、互联网信息技术，将图书馆管

理员和读者以及他们所需要的图书资源有机地联系起来，给读者们

带来了良好的服务。第二，要转变图书馆的工作重心；改变传统图

书馆以书为本的业务观念，以人为本的业务观念，缩短了用户检索

书籍的时限，以智慧化的服务满足用户的需要。第三，向读者提供

自身所需要的大量的查阅资源。智慧图书馆可以通过大数据来充实

智慧图书馆的信息存储，并根据用户的需求将其推送出去，从而提

高其智慧服务水平。 

三、职业院校图书馆服务中存在的问题 
（一）资源共享化程度不高，利用效率较低 

目前，职业院校图书馆所面临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图书馆

的藏书与资源利用率较低，据统计，在纸质资源中，文学类书籍的

使用率约为 72.7%，其它类型书籍的使用率均低于 50%，一些专业

书籍的使用率更是仅为 15%，数字化资源的使用率不足 40%。通过

统计分析可以发现，目前高职院校图书馆在纸本和数字资源方面的

利用程度都比较低，从而导致了大量的资源浪费，从而导致了我国

图书馆藏的严重浪费。 

（二）馆员整体素质不高，服务能力不强 

图书馆员的素质对图书馆员的服务质量起着重要作用。当前，

在我们国家，无论是智慧图书馆还是图书管理员，或者是其他工作

人员，他们的专业水平较低，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高职院校在职教师

的家属，他们将继续在学校做图书馆的工作，他们对新事物、新技

术的认知和接受能力较差，使得一些高科技、深层次的工作不能开

展。 

（三）新技术的应用速度加快，致使服务内容落后 

职业院校图书馆在图书馆服务中的主要内容包括：借阅服务、

参考咨询服务、信息检索服务以及个性化服务，然而，现在这种服

务在实施的时候，或多或少都会出现一些问题，例如，缺乏个性化

资源，缺乏主动服务意识，检索方法比较单一，未能使读者满意。

尽管一些职业院校开设了微信咨询、公众号管理等咨询业务，但这

些服务并不能很好地解决某些问题，不能满足当今日益增长的读者

需要，使读者服务的深度不够。 

（四）服务手段单一，用户体验差 

在职业院校图书馆开展智慧化服务的过程中，图书馆智能化服

务方式单一、类型单一是一个共性问题。图书馆的智慧服务手段和

种类比较单一，这主要表现在了自主检索设备过于先进，与其他智

能化项目不相适应。尽管很多职业院校图书馆利用智能化设备，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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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基本的服务，比如在馆藏资源和信息的检索方面，利用智能设

备，读者可以更快地找到自己需要的图书。然而，其他类型的智慧

服务，比如注册服务，其智能化水平仍然比较低，不能给用户带来

很好的服务体验。 

四、新形势下图书馆智慧服务措施 
（一）创新图书馆智慧服务理念 

要想以智慧图书馆为依托，实现智慧化服务，就必须转变图书

馆管理者的服务观念。传统的图书馆管理模式，仅仅是按照读者来

图书馆时的需求，为读者提供相应的服务，属于被动的模式。新型

的图书馆智能服务应当逐渐改变这种状况，根据读者的具体需求，

提供更加符合用户个体需要的个性化服务，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出一

种新的服务体系。应该和读者建立起一种长久而有效的关系，对读

者所需要的图书类型有一个大概的认识，并运用智慧技术对其进行

归纳和总结，这样当读者有需要的时候，就可以迅速而有效地为他

们提供服务；智慧图书馆应该逐步提高其智慧化的建设水平，并对

其内部空间及智慧化服务展开更新，使各种资源得到充分的利用，

从而更好地满足用户的需要。 

（二）提供针对性的图书馆智慧服务 

要实现图书馆智慧服务的目标定位与嵌入，要时时注意所为师

生的教研动态，掌握他们所需的图书资料，根据教师和学生对图书

的需求，对书籍进行搜索与整理。为更好的为广大师生提供智慧服

务，馆员应根据师生的教研情况，去寻找有关的信息，密切注意它

的发展动态和研究结果，并加以总结和处理。要与教师和学生进行

及时的沟通，并做好他们所借图书的种类，为他们提供方便。藉由

上述服务措施，可为教师及学生节约许多时间，提升他们的工作及

学习效率，并增进学生与学生间的沟通。 

（三）提高图书馆文献资源利用率 

传统图书馆在对图书资料的整理、归纳和管理上存在着不足，

其原因有：缺少有关图书的目录，为学生提供参考；纸张资源经多

次借用会造成损坏；许多书都放在角落里，没有得到妥善的使用。

而使用电子图书可以很好地解决上述问题。电子图书以其不磨损，

使用方便，价格合理，资源丰富等特点，正逐步替代传统的纸质图

书占据主导地位。要根据高校教师和学生的需要，制定科学、合理

的计划，建设“云库”，采购需求较高的电子书。电子图书的注册和

汇总和管理非常简单，可以满足多个人的阅读，还可以避免反复购

买，这对智慧图书馆的长期发展是有利的。 

例如，2019 年 10 月，重庆警校已建好了一个智慧图书馆。它

的总投资超过一千万人民币，包括 14 个应用系统和 14 个应用平台，

并有 25 个资料库，电子书籍和出版物将近 850,000 册。随着“智慧

图书馆”的使用，重庆市公安干警可以通过手机登陆“重庆警察学

院”网站，查询和下载自己需要的所有文献资料，这不仅可以提高

干警的工作效率，也可以提高干警的学习能力。通过查阅和了解有

关资料，有助于警察更快地破案，更好的为人民服务。 

（四）充分应用智慧化技术 

智慧图书馆应该顺应时代的发展趋势，将各类智慧化的产品，

如 RFID 等，运用到图书馆的智慧化服务中去。现在，不少高校都

在自己的网络账号上开设了自己的账号，不少图书馆都贴上了自己

的二维码，只要扫一眼就能看到自己想要的资料。然而，由于缺少

必要的技术支撑，使得读者仅能获得最基本的知识，无法获得更高

层次的服务。智慧图书馆应该有针对性地开展具体的创新和变革，

运用物联网和互联网技术，对读者感兴趣的书籍和使用书籍的频率

进行实时的收集。通过大数据的分析，挖掘出更深层次的图书信息，

将用户的需求与智能服务相结合，使图书管理员可以为用户提供精

准的图书资源。 

以某职业院校图书馆 RFID 智慧设备为例，分析与阐述智慧图

书馆的智慧化。首先，当学生们走进图书馆时，他们可以通过自助

借还书机来查找他们所需的图书，或完成图书的续借和归还；其次，

馆员将学生的个人资料、图书资料、新生资料等信息录入 RFID 智

慧识别系统。第三， RFID 门禁系统可以检测到那些从图书馆里拿

出来的没有借阅过的图书，并对其进行报警。第四，可移动清算车

装置可协助馆员对图书进行分类整理，提高馆员的工作效率。第五，

大大减少了图书的清册和检索工作。RFID 图书清点工具的引进，可

以使图书管理人员摆脱繁琐的清点工作，使图书清点工作完全自动

化或半自动化；RFID 清点设备的非接触、远程清点，可使清点工作

变得简单，使馆员对藏书有较好的把握。通过使用 RFID 智慧设备，

实现职业院校图书馆在新时代的智慧化服务，它能协助图书管理员

辨认出藏书中的全部文献并进行追踪和保护，以智慧为本，更好的

服务于学生。 

（五）提升图书馆管理者的专业素养 

图书馆工作人员作为智慧服务的直接提供者，他们的综合素质

与智慧服务的质量有很大的联系。一名合格的图书馆管理员，应当

拥有一种新的服务理念，通过不断的学习来提高自己的服务意识和

质量。图书管理员应该对图书馆的图书有基本的认识，具有较高的

专业知识素养，可以根据学生和教师的需要，深入挖掘图书资源，

可以使用一系列先进的智慧化设备。 

（六）优化图书馆采购方式 

在智慧服务模式之下，将原来图书采访工作的单向性转变为一

种方式，以各个学校、各个专业的课程设置为基础，积极地去各个

学校、各个专业，询问老师和同学们的需求，从而决定他们购买图

书的方向，并按照需求购买书籍，让老师和同学们能够最大限度地

利用图书馆的资源，促进其教学科研。为了能够购买到让老师和同

学们都满意的书籍，采购员积极地组织各个系的老师和同学们进行

了实地采购和直接采购。为学生和老师开设了“绿色”的采购服务

渠道，学校的学生和老师可以通过 QQ 和微信等平台，在任何时候

向图书馆推荐图书，我们都会在第一时间给他们答复，如果没有，

我们也会在第一时间给他们预定图书。在现代信息技术的帮助下，

实现快速、有效、精确的服务，成为了智慧图书馆的目标。 

结语 
伴随着 RFID 技术、物联网技术、移动技术和区块链技术的快

速发展，在智慧化的信息时代，职业院校图书馆走向智慧化已成为

大势所趋。职业院校图书馆应转变为智慧服务。智慧图书馆的出现

表明，图书馆不再是单纯的以图书为中心的服务，它打破了传统图

书馆的时空局限，为职业院校图书馆的读者提供更加高效、便捷、

快速的智慧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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