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04　新时代教育·教育论坛200

ISSN:2705-0963（Print）　　　ISBN:2705-0955（Online）教育论坛

阅读推广：在新时代图书馆转型中创新发展
岳爱云

云南省玉溪市图书馆　云南　玉溪　653100

摘　要：21世纪是数字信息井喷的时代，数据已成为时代的关键词，它也成为社会、经济、文化和教育领域的新动力源泉。
时代的变化给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以文化支持和知识传播为使命的图书馆已经不

能满足时代和读者的需求。只有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在转型中重新定位，探索转型发展的道路，才能在科研和学科发展中

发挥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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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了《科学报告：面向

2030 年》，报告指出，2030 年，科学不仅使用数据来创造，
任何科学发现的基本产出也是数据。在这种态势下，“创新”
成为引领发展的动力之源，也成为时代的主流关键词。面临
这种重要的发展机遇，作为知识中心、文化支柱的图书馆，
同样需要在变革中寻找自身新的定位，不能再局限于传统的
图书借还、书目采编等简单的基础性工作，而应在数字信息
环境中发掘新的潜能，从观念、机制、技术、空间等多维角
度谋求转型，以期在传统角色与新角色间保持平衡，在学科
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服务社会的目标过程中发挥出
应有的作用。下面对具体转型举措加以论述。

一、观念更新
在互联网 +、大数据时代，图书馆的书籍阅览功能逐渐

弱化，导航功能愈加凸显。传统图书馆提供的是“被动服
务”，书籍、期刊陈列架上，等待读者借阅，而数据时代的图
书馆提供的则是“按需服务”，则基于用户需求的主动服务。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高校把“大数据”引进图书馆，在大数据
的支撑下，通过深度的分析和预测，根据用户的偏好及特征
来推送相应的个性化服务，满足不同读者的需求，为读者提
供主动精准的知识服务。

二、机制革新
（一）纸本图书与数字资源的有效配置

信息资源建设需要大量的经费支撑。而很多图书馆采访
经费不足也是客观现实。随着互联网的腾飞和数字资源的涌
现，读者的阅读兴趣已经从纸本图书逐渐向数字资源转移，
尤其是对于求知若渴、又对电子数码产品驾轻就熟的大学生，
数字资源的影响力已经超越了纸本书刊，而近几年的统计数
据也持续呈现这种趋势。阅读方式的改变，带来的直接后果
就是纸质书刊大量闲置，而数字资源建设又严重滞后，浪费
了大量经费。情报学家 Kane 曾指出：“将来的图书馆应根据
二八定律，将利用率高的核心文献收藏进馆，这些 20%的藏
书能够满足 80%读者的需要，其余利用率不太高的文献可用
馆际互借或电子信息资源获取。”所以图书馆采访的关键是要
根据纸质资源与数字资源的特点及资源的利用情况进行综合
考量，对纸质文献和数字资源进行有效配置，对于纸本书刊，
力求用有限的经费满足大部分读者的需求，不求兼容并包，
但求以用为典；而在数字资源方面，加大经费投入，掌握重
点学科发展动向以及前沿热点，精准采购。
（二）打破单一采购模式

目前图书馆的图书采购渠道多样，有多种形式。例如现

采是目前多数图书馆采访的主流模式，无论是采全率还是采
准率都比较理想，但是这种方式通常需要依托书商参与的一
些全国性的大型图书交易会才能成行。譬如招标采购，这种
采购方式规范性强、科学性高，可以很大程度上节约成本、
优化配置，但也经常存在图书质量参差不齐、复本量大、读
者满意度不高的弊端。在数字化时代背景下，这些单一的采
访模式已经难以满足高校学科、专业、以及科研的发展，为
了最大程度地发挥时间、经济成本效益，可以将多种采购方
式结合，以求最大限度地完成采购任务。

三、技术求新
（一）数字技术设备及数据库的成熟
数据规模的不断庞大，对图书馆自身基础设施建设提出

了严峻的挑战，而数据结构的日趋复杂，使得大数据的挖掘
亟需更为高端、智能、稳定的现代化的数字信息设备以及数
据库系统。例如著名的 Oracle 等，都拥有突出的大数据管理
能力，可以从整体上提高图书馆的服务效率，节约了人力，
使更多的馆员可以从传统的借还、咨询等工作中解放出来，
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深入到学科服务和专业服务当中去。

（二）技术服务
而在技术设备完备的基础上，突出的数据技术服务更能

彰显图书馆的与时俱进。例如有些图书馆虽然购入若干数据
库，但未能实现一键式搜索，读者常常在维普、知网、读秀
等数据库中来回切换搜索，颇费时间精力，为学习科研带来
较大阻力。近年来开发出的检索平台，例如“百川搜索”，用
户只需要在一个检索平台输入检索词，就可同时对图书馆所
有的文献资源（包括纸本目录）进行一键式检索，且检索结
果在一个界面输出，需要 OA 资源点击链接就可获取。

四、结语
数字和信息时代对图书馆服务提出了更高、更精细的要

求。数据力不仅是现代化的管理设备，先进的信息技术，还
是创造性的服务。在这种情况下，图书馆只能在服务概念、
资源建设、技术服务和空间服务方面进行人性化、个性化和
独特化。为了实现数据和多种信息资源的相互整合，才能在
数字时代的洪流变得精彩，成功地完成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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