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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环境下高职院校图书资料管理人才素质
优化思考 

柯德媛 

（云南大学滇池学院  云南昆明  650228） 

摘  要：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高职院校的图书资料管理人才素质成为了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旨在探讨如何在“互联网+”环境

下优化高职院校图书资料管理人才素质，首先阐明图书资料管理人才素质优化的必要性，分析高职院校图书资料管理的现状，探究互联网+

对高职院校图书资料管理的影响，并提出高职“互联网+”环境下图书资料管理人才素质优化策略。互联网+环境下的高职图书资料管理人

才素质的优化需要人才自身的信息技术、职业道德和沟通能力等多方面的提升。高职的图书资料管理人才需要不断学习新的信息技术，提

高自身素质，以适应“互联网+”环境下的图书资料管理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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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arrival of the "Internet plus" era, the quality of library management talents in vocational colleges has become a topic of great concern.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explore how to optimize the quality of books and materials management talent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under the 

"Internet plus" environment. First, it clarifies the necessity of optimizing the quality of books and materials management talents,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books and materials management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explores the impact of Internet plus on books and materials management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puts forward strategies for optimizing the quality of books and materials management talents under the "Internet plus" 

environment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Under the Internet plus environment,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quality of higher vocational books and materials 

management talents requires the improvement of their ow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rofessional ethics, communication ability and other aspects. The 

library management talent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need to constantly learn new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mprove their own quality to meet the 

needs of library management under the "Internet plus"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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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图书资料管理人才素质优化的必要性 

（一）提高工作效率 

图书资料管理是一个相当复杂且具有挑战性的任务，因此需要

拥有丰富的知识和技能的人员来执行。这些人员不仅需要了解图书

资料的特点和分类方法，还需要熟练掌握各种图书资料管理软件，

以便能够高效地进行分类、检索、借阅和管理。如果图书馆的工作

人员不了解不同类型图书的分类方式，可能会将科学类书籍与文学

类书籍混在一起，给读者带来不便。而如果他们不熟练操作图书馆

管理软件，可能在查询图书时会出现错误或耗费更多的时间。相反，

如果工作人员具备充足的专业知识和良好的软件操作技能，他们就

能够迅速准确地找到读者所需的图书，提供更高效的借阅服务。 

（二）确保图书资料安全 

图书资料管理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只有通过有效的监管，才能

确保图书资料的安全和完整。想象一下，如果图书馆管理员不具备

必要的技能和素质，可能会导致图书资料丢失或损坏，给读者和机

构带来巨大损失。如果管理员没有正确地记录图书借阅和归还情况，

很可能会出现一些图书被遗失而无法找回的情况。这不仅会对读者

的借阅体验造成困扰，也会给图书馆带来经济损失。如果管理员没

有正确地储存和处理图书资料，比如没有定期检查和维护书架，就

有可能出现书页破损、书背折断等情况。这不仅影响了读者的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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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还会对图书馆的形象造成负面影响，可能导致读者流失和声

誉受损。 

二、高职院校图书资料管理的现状 

（一）图书资料管理人员素质低 

高职院校的图书馆管理通常由学生和教师负责，他们的专业知

识和工作经验有限，这给图书馆的管理带来了一定的困难。此外，

对图书馆馆藏的分类与整理也是一个挑战。学生和教师可能无法很

好地理解图书馆分类系统，导致书籍无法准确归类。这就使得图书

馆的资源无法充分发挥作用，学生和教师可能会错过一些与自己研

究方向相关的重要资料。此问题的解决之道是引入专业的图书馆管

理人员，他们具备丰富的专业知识和经验，能够更有效地管理图书

资料。例如，专业图书馆管理人员可以提供学生和教师更加简便和

高效的借书流程，通过培训和指导帮助他们掌握图书馆系统的使用

方法，减少操作上的困扰。 

（二）图书资料管理设备不足 

高职院校图书馆的设施可能不足以满足图书资料管理的需要，

这给学生和教职工的学习和研究带来一定的困扰。例如，学生在准

备论文时，想要获取某个书籍的电子版进行引用，但图书馆却没有

配备扫描仪，这就让他无法及时获得所需资料。缺乏扫描仪和电子

图书库等设施，也限制了图书馆的数字化转型进程。在现如今数字

化时代，许多高水平的大学图书馆都提供了电子图书馆服务，这使

得学生和教职工可以方便地在线访问和下载各种学术资源，大大提

高了学术研究的效率。然而，在一些高职院校的图书馆中，由于缺

乏电子图书库，学生和教职工只能依赖传统的纸质书籍，无法享受

到数字化学习的便利。 

（三）缺乏合理的培训机制 

在现今信息爆炸的时代，图书资料管理对于高职院校来说至关

重要。然而，由于某些原因，一些高职院校可能未能提供足够的培

训来支持图书资料管理，导致学校图书馆面临一系列问题。首先，

缺乏图书资料管理的基本知识和流程使得学校图书馆无法高效地

组织和管理图书资料。无论是从收集到归档，还是从分类到检索，

这些基础工作都需要专业知识和技能的支持。然而，如果学校没有

提供相应的培训，图书管理员们可能会陷入困惑，面对大量图书资

料时无从下手。这将严重影响学生和教职员工对图书馆资源的利用

率。 

假设一所高职院校没有对图书管理员进行培训，他们可能会随

意将图书摆放在图书架上，没有按照特定的分类规则进行整理。这

将导致学生们在需要某本书时，花费大量时间在没有秩序的书架上

寻找。相反，如果图书管理员经过系统的培训，他们将能够利用专

业知识，将图书按照学科、作者或出版日期等标准进行分类，使得

学生能够迅速找到所需资料。 

三、互联网+对高职院校图书资料管理的影响 

互联网+对高职院校图书资料管理的影响可谓深远而全面。数字

化管理是其中的重要方面之一。通过互联网的应用，高职院校可以

将图书资料实现数字化管理，从而提高管理效率。举个例子，以前

图书管理员需要手动整理和分类大量的图书，而现在，他们可以通

过电子图书、电子文献等技术手段，将图书资料进行电子化管理，

不仅减少了工作量，还提高了管理的准确性。 

信息化管理也是互联网+对高职院校图书资料管理的一大亮点。

随着图书馆信息化平台的建立，图书的自动分类、自动推荐、自动

检索等功能成为可能。例如，图书馆可以根据读者的借阅历史和兴

趣爱好，推荐相似主题的图书，让学生更加便捷地获取所需的学习

资源。这种个性化推荐的方式不仅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效率，也提升

了图书资料管理的准确性。移动端应用是互联网+对高职院校图书资

料管理的又一重要方面。通过移动端应用，学生可以随时随地通过

互联网访问所需图书资料。举个例子，学生无需再亲自前往图书馆，

只需在手机上下载图书馆的应用，即可轻松浏览、借阅图书，大大

提高了学习的便捷性。这种移动端应用的方式使得学生不再受时间

和地点的限制，能够更加自由自在地获取所需的学习资料。最后，

数据分析也是互联网+对高职院校图书资料管理的一项重要应用。通

过数据分析，图书管理员可以了解图书资料的借阅情况、读者需求

等信息，从而制定更加合理的图书管理策略。举个例子，通过分析

借阅记录，图书管理员可以发现某些图书的借阅率非常高，这可能

意味着这些图书是热门资源，需要进一步增加采购量以满足需求。

而对于借阅率较低的图书，则可以考虑下架或进行其他调整，以优

化图书馆的资源利用。 

综上所述，互联网+对高职院校图书资料管理的影响主要体现在

数字化管理、信息化管理、移动端应用和数据分析等方面。这些技

术的应用不仅提高了图书资料管理的效率和准确性，也为学生提供

了更加便利的学习环境，进一步推动了高职院校的教育发展。 

四、高职“互联网+”环境下图书资料管理人才素质优化策略 

（一）提高图书资料管理人才的素质 

提高图书资料管理人才的素质需要从知识普及、培养技能、培

养团队精神、激励员工等方面入手。图书资料管理人才需要掌握大

量的专业知识，因此可以通过知识普及活动，向员工普及相关的图

书资料管理知识，包括图书的采购、分类、库存管理、借阅管理等

方面的知识。图书资料管理人才还需要具备一定的图书管理技能，

例如，如何进行图书分类、如何编制借阅记录、如何进行库存管理、

如何维护图书馆目录等。可以通过定期的培训活动，向员工提供相

关的培训。图书资料管理员在进行工作时需要与其他员工合作，例

如，图书管理员需要与图书管理员、读者和图书资料所有者进行沟

通，以确保图书资料的管理和维护达到最佳效果。因此，团队精神

的培养对于提高图书资料管理人才的素质至关重要。此外，通过激

励措施，可以激励员工积极参与图书资料管理活动。例如，可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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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奖金、晋升机会、培训机会等激励措施，以吸引员工积极参与图

书资料管理工作。 

（二）建立图书资料管理人才素质评估体系 

建立图书资料管理人才素质评估体系可以帮助企业或组织评

估和管理其图书资料管理人才的素质，包括技能、知识、态度和创

新能力等方面的能力。首先，评估人员的技能和知识。评估人员的

技能和知识可以通过对其工作经验、教育背景、培训课程和证书等

方面的评估来实现。可以使用一些指标，如员工培训记录、员工技

能等级或证书数量等来评估。其次，评估人员的态度。评估人员的

态度可以通过对其工作表现、沟通、团队合作和自我营销等方面的

评估来实现。可以使用一些指标，如员工满意度、员工工作效率、

员工沟通记录和员工自我营销记录等来评估。第三，评估人员创新

能力。评估人员创新能力可以通过对其创意思维、问题解决、创新

实践和创新能力等方面的评估来实现。可以使用一些指标，如员工

创意思维记录、员工问题解决记录、员工创新实践记录和员工创新

能力记录等来评估。第四，评估人员的沟通和团队合作能力。评估

人员的沟通和团队合作能力可以通过对其工作表现、沟通记录和团

队合作记录等方面的评估来实现。可以使用一些指标，如员工沟通

记录、员工团队合作记录和员工沟通表现记录等来评估。第五，评

估人员的领导能力。评估人员的领导能力可以通过对其领导风格、

领导实践和领导能力等方面的评估来实现。可以使用一些指标，如

员工领导风格记录、员工领导实践记录和员工领导能力记录等来评

估。 

（三）加强图书资料管理人才培训 

高职学校应该建立图书资料管理人才培训机制，以培养具备图

书资料管理技能和知识的人才，为学校的教学和图书馆的管理提供

支持。高职学校可以建立图书资料管理方面的培训内容，包括图书

资料的收集、整理、分类、借阅、归还等方面的技能和知识，并针

对特定的人才需求进行培训。例如，图书管理员可以学习如何运用

图书馆管理系统，利用索引和分类体系高效地找到所需的书籍。他

们还可以学习如何评估图书的质量和适用性，以满足学生和教师的

需求。 

高职学校可以通过线上或线下培训的方式，为图书管理员提供

培训。同时，学校可以邀请专家或行业人士授课，或者让学生参加

行业实践。例如，图书管理员可以参观当地的图书馆或图书馆学院，

了解最新的图书馆管理技术和实践经验。他们还可以参加讲座和研

讨会，与行业专家和其他学生交流经验和观点。学校可以建立评估

体系，评估图书管理员培训的效果，包括培训内容的实用性、学生

借阅和归还图书的记录等。例如，学校可以定期组织图书管理员进

行图书馆管理能力的考核，通过考试、实操和论文写作等方式评估

学生的图书资料管理水平。这样一来，学校可以及时发现图书管理

员的不足之处，并通过反馈和指导帮助他们提升自己的能力。 

人才储备 

学校可以建立图书资料管理人才储备库，通过定期筛选和培训，

建立一支具备图书资料管理技能和知识的优秀人才。例如，学校可

以设立图书馆实习项目，为有志于从事图书馆管理的学生提供实践

机会。学生也可以在实际工作中学习到与书籍、读者和信息管理相

关的技能，为将来的职业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通过建立图书资料

管理人才培训机制，高职学校可以为学生提供更加全面和深入的图

书资料管理知识和技能，同时也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管理学校图书

馆和资源，为学校的教学质量和图书馆管理提供支持。这样，学生

将能够更好地满足教师和同学的需求，提升学习和研究的效率。同

时，学校的图书馆也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师生，成为学校知识传播和

学术研究的重要支撑。 

结语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高职院校的图书资料管理人才素

质优化成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通过对图书资料管理人才素质的优

化，不仅可以提高高职院校图书馆的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还可以

为读者提供更加优质的阅读体验。在优化图书资料管理人才素质的

过程中，需要注重人才的培养和选拔，建立起一支高素质的图书资

料管理人才团队。同时，还需要加强人才培训和教育，让图书资料

管理人才具备更加全面的素质，能够更好地适应“互联网+”环境下

的图书资料管理需求。在未来的发展中，高职院校的图书资料管理

人才素质优化将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问题，需要不断地思考和优化，

为读者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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