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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高校图书馆服务本科教育的比较研究

李 媛

（成都大学 图书馆，四川 成都 610106）

摘 要院 [目的 / 意义]本科教育是当前高等教育的重中之重。适应本科教育改革需要，创新服务路径是高

校图书馆的重要任务，相关研究具有一定现实意义。[方法 / 过程]本文从新生服务、开放服务、信息素养

教育、阅读推广、课程服务、文化育人 6 个角度调研国内外一流高校图书馆服务本科教育的做法和经验。

[结果 / 结论]通过比较研究，认为国内图书馆服务本科教育在规划、服务深度、内容及服务理念上与国外

有不同和差距。结合本科教育改革理念，提出服务学生发展、学生成长、学生成才为导向的，资源、服务

有机协同的五点服务策略。包括课程全流程嵌入策略、本科生知识创新参与策略、图书馆文化功能彰显策

略、服务本科教育研究策略、组织与专业人才保障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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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pose/Significance]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arts in higher education

nowadays.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reform, innovating service paths is an important task

for university libraries. Related research has certain practical significance. [Method/Proces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practice and experience of first-class university libraries at home and abroad in serving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from six aspects: first-year student service, open service, information literacy education, reading promotion, course

service and cultural education. [Results/Conclusions] Through the comparative research, there are differenc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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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2018 年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将

振兴本科教育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袁 作为办人民满意

的高等教育的一项重要任务袁 野以本为本冶袁 成为新时

代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基本遵循[1]遥
深化本科教育离不开高校图书馆的支持遥 图书馆

作为高校文献信息资源中心袁 是服务人才培养和科学

研究的学术性机构袁 是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基地袁 同

时承担教育职能和信息服务职能[2]遥 服务本科教育就是

服务高校人数占比最多的本科生群体袁 满足他们的学

习尧 信息尧 服务需求袁 支持本科生的全面发展遥 服务

本科教育同时有助于提高研究生尧 教师乃至社会群体

学习和信息需求的保障程度袁 带动图书馆的整体服务

水平提升遥 服务本科教育还为图书馆工作提供更多思

考维度袁 将图书馆业务与深化本科教育的内涵和理念

相结合袁 实现图书馆发展与本科教育改革尧 与学校发

展的同频共振遥
2018 年全国高校图工委增设本科教育支持组袁 并

在 2019 年初召开第一次会议袁 就更好服务本科教育教

学袁 着力加强服务人才培养做主题讨论[3]遥 2019 年高

校图工委举办全国高校图书馆服务本科教育教学研讨

会暨创新案例大赛[4]袁 展示了近年来高校图书馆应对高

教变化袁 创新谋求发展的成果遥 从论文表现看袁 服务

本科教学尧 服务一流本科教育是图书馆一直探讨和实

践的话题袁 2018 年至今袁 结合频繁的政策推出袁 高校

图书馆界又掀起服务本科教育研究的小高潮遥 有理论

研究[5,6]尧 阅读推广[7]尧 阅读偏好[8]尧 本科迎新[9]尧 空间再

造[10]尧 学习支持[11]尧 创新路径[12]尧 经验介绍[13]尧 调查研

究[14]等诸多方面的研究与总结遥 也有国外图书馆对比

研究袁 如世界一流大学图书馆支持本科教育的做法总

结[15]袁 中美本科服务项目的比较分析[16]袁 国内外高校图

书馆开展本科生信息素养教育的比较研究[17]等遥 本文

以本科教育改革定位和理念为出发点袁 通过总结对比

国内外一流高校图书馆服务本科教育内容和形式袁 思

考面向本科教育的创新路径和职能提升遥

2 国内外高校图书馆调查结果

本文以 36 所 A 类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和 12 所国际

一流高校为对象袁 其中 12 所高校为 2020 年度 QS 世界

大学排名前 10 和泰晤士世界大学排名前 10 的高校遥
除去相同院校袁 分别为麻省理工学院尧 斯坦福大学尧
哈佛大学尧 牛津大学尧 加州理工学院尧 剑桥大学尧 帝

国理工学院尧 芝加哥大学尧 普林斯顿大学尧 耶鲁大学尧
苏黎世联邦理工尧 伦敦大学学院遥 总结各自在新生服

务尧 开放服务尧 信息素养教育尧 阅读推广尧 课程服务尧
文化育人 6 方面的做法遥
2.1 国内图书馆本科服务现状

2.1.1 新生服务

新生服务旨在为本科新生提供专门的资源和服务

指导袁 帮助其适应大学学习方式转变袁 激发自学动力

和兴趣遥 80%的图书馆主页设有 野新生专栏冶 或 野新
生指南冶 二级菜单或栏目遥 多为资源尧 服务尧 馆舍介

绍等基本内容遥 包括馆长寄语尧 馆舍及资源概况尧 图

书馆利用指南尧 常见问题尧 新生培训课程尧 线上答题尧

gaps found on guidelines, depth, contents and idea between university libraries at home and abroad. Combining the

concept of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reform, 5 strategies are proposed to coordinate resources and services and serve

the development and growth of undergraduate students. They are embedding curriculum in the whole process, pro-

moting participation of undergraduates' innovation, highlighting a library's culture, providing services for undergrad-

uate education and research, and ensuring guarantee of organization and cultivation of librarians.

university libraries;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service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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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剪影或 VR 全景或视频参观图书馆袁 有的还设有

新生留言尧 时间胶囊等内容遥
2.1.2 开放服务

开放服务指开放馆舍空间尧 设施设备尧 工具软件袁
为学生自主学习尧 交流讨论尧 多媒体视听尧 科研活动

提开放协作空间和资源遥 80%的调查院校设有 野空间

预约冶 野空间 / 座位冶 等二级菜单或栏目袁 提供座位尧
研修室尧 研讨室尧 会议室尧 报告厅尧 电子阅览尧 表演尧
多媒体空间等多种类型的空间服务遥 如天津大学提供

最多 14 种馆舍资源[18]遥 四川大学图书馆还设有红色文

化阅读尧 阅读疗法实践尧 乐理教学尧 川大历代学人等

空间袁 在阅读推广尧 人文素养熏陶和爱校教育方面发

挥积极作用[19]曰 华东师范大学的星光小剧场袁 适合话

剧尧 舞台剧等表演的空间需求 [20]遥 部分图书馆开放汉

王电纸书尧 kindle尧 iPad 外借袁 支持 3D 打印尧 iMac 预

约尧 VR 体验等遥
2.1.3 信息素养教育

调研的 36 所高校网页二级菜单都设有信息素养教

学培训类服务袁 2/3 的图书馆命名为 野教学与培训冶 或

野信息素养冶遥 服务形式有日常专题培训尧 线上微视频尧
预约专场培训尧 通识选修等遥 服务内容包括新生培训尧
数据库使用尧 学术规范与投稿尧 论文写作尧 科研工具

使用尧 文献调研尧 知识产权等主题遥 22 所高校图书馆

开设了至少一门面向本科生信息素养课程袁 形式有全

校通识选修尧 专业选修尧 专业必修遥 开设课程最多的

山东大学图书馆袁 有 9 门面向不同专业本科生的公选

课[21]遥
2.1.4 阅读推广

阅读推广旨在推动大学生广泛阅读尧 深度阅读尧
经典阅读遥 15 所图书馆网页设有阅读推广类栏目或内

容遥 主要形式有年度阅读报告尧 读书讲座尧 导读讲座尧
经典阅读尧 主题阅读尧 推荐阅读尧 真人图书馆尧 读书

节尧 主题书展尧 共读等遥 高校逐步形成自己的阅读推

广品牌遥 如天津大学 野知学书香冶 野两季一日冶 系列

品牌尧 同济大学 野立体阅读冶尧 上海交大 野IC2 人文拓

展计划冶尧 南京大学 野悦读经典计划冶尧 电子科技大学

野书香成电冶尧 兰州大学 野书香兰大冶 等遥

2.1.5 课程服务

课程服务是高校图书馆以服务教学改革尧 教师教

学和学生学习为目标袁 精准面向教育教学的课程级粒

度的学科服务[22]遥 国内图书馆以资源服务为主袁 16 所

图书馆显著位置有教学参考书或教材教参栏目及服务

链接遥 部分高校开辟了学科导航尧 网络开放课程列表尧
工具与软件等栏目遥 12 所图书馆开展了嵌入式服务袁
提供与课程内容相关的资源推荐尧 文献检索尧 资料搜

集等教学和服务遥
2.1.6 文化育人

文化育人是图书馆通过有意识的文化教育与无意

识的文化熏陶袁 对人的思想观念尧 价值取向尧 思维方

式尧 知识结构尧 实践能力尧 创新能力等产生积极影响袁
实现以文化人尧 以文育人[23]遥 19 所图书馆主页设有文

化育人类栏目或内容遥 内容涉及传统文化尧 地方文化尧
校史尧 馆史尧 音乐影视经典尧 馆藏精品尧 成果展览等袁
兼顾学科前沿尧 科技尖端尧 社会热点尧 美育熏陶和文

化通识袁 主要形式有讲座尧 课堂尧 展览尧 沙龙等遥 如

北京师范大学的专家讲座袁 内容兼顾学科前沿尧 科技

尖端及社会热点袁 成为校园文化品牌曰 南开大学艺术

大银幕袁 为读者提供最接近现场演出的视听欣赏环境袁
并通过介绍尧 分享感悟袁 获得音乐尧 歌剧尧 舞剧等美育

熏陶曰 同济大学闻学堂集讲堂尧 展堂尧 课堂尧 知行堂尧
雅集堂尧 阅读推荐于一体袁 展开传统文化通识教育遥
2.2 国外图书馆本科服务现状

2.2.1 新生服务

国外高校图书馆主要为新生提供个人图书馆员服

务遥 新生可按学科找到自己的图书馆联系人 渊Library

Liaisons冤袁 通过一对一联系袁 在友好尧 鼓励提问的环

境中袁 引入图书馆资源和服务袁 使学生获得资源使用尧
推荐书目尧 优化搜索策略尧 探索研究领域尧 确定研究

课题尧 撰写课程论文尧 联系相关专家等指导和服务袁
逐步自给自足地完成学习和科研活动遥 如哈佛大学图

书馆大一新生图书馆员服务 渊Librarians for First-Year

Students冤 [24]尧 耶鲁大学新生私人馆员项目 渊Personal

Librarian Programs for Yale College Undergraduates冤 [25]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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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林斯顿大学私人馆员项目 渊Personal Librarian Pro-

gram冤 [26]等遥
2.2.2 开放服务

图书馆开放硬件设备尧 基础材料和专业软件袁 为

学生实践尧 创新活动提供思维空间和物理空间遥 如麻

省理工学院图书馆罗氏图书馆展览空间 渊Rotch Library

Exhibits Spaces冤袁 向学生开放袁 展出建筑尧 艺术尧 摄

影尧 设计尧 城市规划尧 住房尧 社区发展尧 全球化和环

境等主题[27]遥 加州理工学院学生可在 TechLab 完成 3D

打印尧 电路板处理等工作袁 获得创新技术原型[28]遥 7 所

美国调查高校都提供地理信息系统服务袁 包括电脑尧
软件尧 地图尧 编码等资源袁 完成校内及野外地理空间

工作遥 麻省理工学院图书馆提供学术出版商尧 数据库

和产品的 API袁 使具有编程技能的用户更好提取数据袁
节省资源获取和查找时间袁 满足各种研究目的遥
2.2.3 信息素养教育

国外图书馆信息素养教育主要面向科研与创新素

养培养遥 教学活动以小规模尧 面对面尧 讨论性学习工

作坊或沙龙为主袁 通过馆员的深度参与袁 使学生有更

强的参与感和自主性遥 内容包含文献阅读尧 论文或报

告写作要求尧 参考文献工具及管理尧 学术出版尧 数据

管理尧 建立作者身份尧 评估学术影响尧 论文发表等遥
同时注重学生数据处理尧 计算机技能的使用和提升遥
如加州理工学院有获得 The Carpentries 认证 渊一个致

力基础计算和数据科学技能普及的财政资助项目冤 的

馆员袁 通过工作坊教授 Git/GitHub尧 Python尧 R 等开源

软件袁 帮助学生获得程序设计尧 版本控制尧 测试尧 任

务自动化尧 数据处理等方面的使用方法和技巧袁 提升

学习和科研质量和效率遥
2.2.4 阅读推广

阅读推广是常规性尧 基础性服务遥 阅读推广融入

教学前端袁 全部课程都基于教师开列的阅读书目展开袁
阅读是学习的基础遥 另外袁 服务内容有些嵌在研究指

南或学科资源中袁 可以看到最新书目资源遥
2.2.5 课程服务

调查发现袁 美国高校的课程服务比较成熟和普遍遥
①教参服务遥 学生可在教参资源 渊Course Reserve Ser-

vices冤 下通过课程编号尧 教师名称或课程名称获得纸

质教材的复印尧 扫描或电子教材 渊E-reserve冤袁 还有视

频尧 CD 等教师要求预留的课程资料遥 教师在学期后半

期可预留或预定下学期课程所需的教材尧 教参遥 ②课

程指南服务 渊Course Guides Services 或 Class Guides

Services冤遥 主要基于 LibGuides 平台袁 将学科指南尧 课

程指南尧 主题指南尧 帮助指南尧 热点话题指南与学科

馆员服务整合在一个平台袁 为学习和研究提供资源尧
工具尧 服务集合遥 细分类目尧 更新内容都达到学科尧
课程层级遥 内容包括主题或学科背景信息尧 馆藏资源尧
数据库推荐尧 最新图书尧 其他类型资源及链接尧 特藏

资源尧 音 / 视频资源尧 院系信息尧 学科馆员联系方式尧
相关信息素养知识等遥 部分内容虽不专门针对本科生

设计袁 但对本科生自主学习起到辅助作用遥 ③嵌入式尧
个性化服务遥 如创建支持课程的研究项目袁 服务任课

教师的课程设计尧 课后辅导袁 设计结合研究技巧和资

源的研究课题等遥
2.2.6 文化育人

国外图书馆文化育人主要体现在文化传承与展示遥
调查中袁 2/3 国外图书馆主页有展览类栏目或内容遥 以

珍本尧 照片尧 手稿尧 论文尧 手工艺品尧 地图尧 特殊藏

品尧 艺术展览等图书和档案馆藏为主袁 常见主题包括

历史尧 科学尧 音乐尧 艺术尧 建筑尧 文化尧 时事等袁 通

过数字存储和展览袁 扩大了资源的可见性和可访问性袁
引发师生和校外读者对图书馆和文化遗产的关注袁 服

务校园文化尧 社会文化的功能拓展[29]遥

3 国外高校图书馆本科服务的启示

国内外高校图书馆在服务本科教育方面虽然有相

似的实践袁 但在总体规划尧 服务深度尧 服务内容等方

面袁 差异比较明显遥
3.1 欠缺指导方针和规划

2013 年美国大学与研究图书馆协会 渊ACRL冤 修

订 叶大学图书馆服务本科生指导方针曳袁 在空间环境尧
用户特征尧 服务评估尧 信息素养教学尧 馆藏资源尧 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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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访问尧 服务反馈尧 预算支持尧 设施设备等多方面提

出了具体的基准和目标袁 通过定量和定性的方法来评

估本科服务的有效性袁 为图书馆服务本科生提供了参

考和评价维度[30]遥 哈佛大学尧 耶鲁大学都设有战略规

划团队袁 结合发展和政策变化袁 调整工作方向袁 制定

业务规划遥 相比国外袁 国内图书馆对本科教育的关注

起步较晚袁 欠缺更具本科教育针对性的服务指南和总

体规划遥 除 2015 年修订的 叶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

程曳 指导和规范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袁 目前尚无针对

本科生尧 本科教育指导性文件遥 同时袁 相比校级层面

本科教育的改革方案尧 行动计划袁 多数图书馆应对本

科教育调整和转变尧 应对学校发展方向比较被动袁 回

应本科教育的支持策略和发展规划还比较欠缺遥
3.2 馆员参与深度不足

馆员基础性工作居多袁 形成一定覆盖面袁 但参与

深度与国外馆员还有差距袁 主要体现在新生服务尧 开

放服务尧 信息素养教育遥 如国内的新生服务主要是服

务和资源介绍袁 国外 野一对一冶 馆员服务注重与学生

保持紧密联系袁 循序渐进服务个体及学业成长遥 如开

放设施设备中馆员的参与程度也不同袁 不仅开放内容

比国内丰富袁 同时馆员具有专业背景或获得专业认证袁

学校 包含内容 

麻省理工学院 117 个主题指南，另有课程指南、项目指南 

普林斯顿大学 45 个学科，另有主题指南、热点指南 

芝加哥大学 13 个大类、303 小类学科指南，另有帮助指南、课程指南 

斯坦福大学 187 类主题指南、26 类课程指南 

伦敦大学学院 39 个大类、52 小类学科指南 

加州理工学院 20 个学部/系研究指南，另有课程指南、研究工具、出版支持、特藏 

帝国理工学院 22 个学科 

牛津大学 93 类学科 

剑桥大学 55 个大类、105 个小类学科指南 

耶鲁大学 58 个大类、529 个小类学科指南 

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 17 个学科指南 

 

表 1 国外高校图书馆资源指南类服务内容

Table 1 Contents of resource guides of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libraries

 国内 国外 

指导方针 尚无针对本科教育的服务指南和总体规划 《大学图书馆服务本科生指导方针》 

新生服务 资源、服务、馆舍等基本介绍 一对一联系，可长期跟踪服务 

开放服务 空间资源类型丰富，设施设备、工具资源较少，馆员参与较少 开放展览空间，开放代码资源，开放硬件设备、基础材料和

专业软件等创新工具，馆员参与辅助和培训 

信息素养教育 课程和培训为主 小规模、深度参与型教学为主，注重学生数据处理、计算机

等基础科研能力培养 

阅读推广 主题推广、品牌推广 阅读与课业学习紧密联系 

课程服务 教参、教辅资源，部分有嵌入式教学服务 建有课程服务平台，包含教参、课程指南，同时提供嵌入式

课程服务 

文化育人 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以传统文化、地方文化、校史、红色文

化为主，凸显中国特色 

文化传承与展示，以基于特藏的展览为主 

 

表 2 国外内高校图书馆本科服务内容对比

Table 2 Summary of practices for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of first-class university libraries at home and abroad

DOI院 10.13998/j.cnki.issn1002-1248.21-0160

研究论文

80



2021年第 33卷第 10期

参与设备及软件的辅助和培训遥 如国内信息素养教育

以课程和培训为主袁 侧重信息获取能力的培养袁 学生

相对被动遥 国外侧重于学生综合能力的提高袁 与教师尧
学院多方合作袁 提高教育针对性和质量遥 另外举办小

规模尧 面对面尧 讨论性学习工作坊或沙龙袁 通过馆员

的深度参与袁 使学生有更强的参与感和自主性遥
3.3 课程级资源和服务保障不足

课程是本科生学习的基本单元袁 相关资源和服务

是刚需袁 但国内图书馆的支持明显力不从心遥 调查高

校中提供教学参考书或教材教参栏目及服务链接的不

足半数袁 更不用说一般高校遥 首先袁 从资源建设角度

看袁 偏重纸质或电子教材建设袁 教辅资源不丰富袁 且

未细化到课程层次袁 对本科生吸引力不强遥 其次袁 缺

乏教学资源服务平台袁 难于整合纸质馆藏尧 数据库尧
多媒体尧 特藏资源尧 专业或学科背景信息尧 学科前沿尧
课程服务尧 阅读推广等多种资源和服务遥 再次袁 与教

学工作联系不紧密袁 处于被动状态袁 缺乏根据教学计

划或课程进度的配套服务遥 同时袁 课程级别的服务对

馆员的能力和精力也是一项挑战遥
3.4 服务理念不同

因教学理念的不同袁 国外内高校图书馆服务本科

教育的理念也不同袁 主要体现在阅读推广和文化育人遥
如国外的本科教学是基于大量阅读的探究式学习袁 教

师课前标注参考书袁 兼具阅读推广作用遥 国内图书馆

有相对稳定的团队或部门负责阅读推广工作袁 保障常

规服务的密度和质量袁 特别是本科教育提出引导学生

求真学问尧 练真本领袁 图书馆引导学生阅读的责任更

显重要遥 如国外的文化育人侧重特藏挖掘尧 开发和利

用袁 侧重文化传承袁 并不特别针对本科生遥 国内文化

育人基于 野立德树人冶 基本要求袁 侧重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文化熏陶遥

4 高校图书馆本科服务策略

大学天然就是培养人才的社会组织袁 以本为本袁

回归初心是进一步强化本科教育的核心地位袁 牢固树

立以人才培养为中心的理念遥 结合总结与对比袁 提出

服务学生发展尧 学生成长尧 学生成才为导向的袁 资源尧
服务有机协同的建议与保障遥
4.1 课程全流程嵌入策略

课程是教育最微观尧 最普通的问题袁 解决教育中

培养人这一根本任务曰 是体现本科教育改革 野以学生

发展为中心冶 理念的 野最后一公里冶 [31]遥 服务课程内

容尧 助力课堂改革尧 提供教学支持是图书馆服务本科

教育的直接形式遥 从保障支持和服务创新角度看袁 课

程服务可作为学科服务的突破点和抓手袁 以深层次尧
精细化课程服务支持内涵式人才培养遥

课程服务可以与学校的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相结合袁
在课程前尧 课程中尧 课程后的不同阶段提供精准尧 有

针对性的服务袁 在深化专业综合改革尧 打造特色优势

专业方面发挥积极作用遥 ①课程前袁 做好资源推介和

准备遥 将馆藏资源与教务信息结合袁 依托教参系统尧
学科指南等平台袁 做到资源建设的有的放矢袁 使学生

无缝获得教参资源遥 同时袁 前置阅读推广工作袁 主动

参与课程建设遥 一流大学的本科教育都采用了基于阅

读的研讨式尧 启发式学习袁 阅读是完成小组讨论尧 学

期作业的基础遥 图书馆要加强与教务部门和一线教师

的合作袁 参与和推动课堂教学改革袁 借由教务部门的

影响和教师的参与推荐袁 推广经典阅读尧 深阅读袁 提

高课程对图书馆文献资源的需求量袁 深化阅读对学业

的提升和帮助遥 ②课程中袁 提供嵌入式信息素养教育

和学科服务遥 关注教师的教学需求袁 服务备课尧 小组

讨论尧 课后练习过程中的信息需求遥 通过嵌入式信息

素养教育给学生提供学术资源查找尧 通用技能提升等

帮助遥 ③课程后袁 辅助课程考核和扩展学习遥 参与设

计结合资源和研究技巧的学期作业袁 参与课后拓展阅

读推荐遥 全流程的课程服务既关注教师 野教得好冶袁 也

关注学生 野学得好冶遥 ④建设课程服务平台遥 加强教务

管理部门联系袁 加强师生联系袁 集教参资源尧 课程指

南尧 学习管理等资源和服务于一体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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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本科生知识创新参与策略

本科生参与科研与创新活动袁 开展自主研究性学

习袁 是创新型尧 应用型人才培养尧 深化本科教育的重

要途径遥 美国研究型大学把本科生参与科研写进教学

制度并专门设立为本科生参与科研提供服务的管理机

构 [32]遥 麻省理工学院每年推出的数以千计的跨学科

野本科生科研项目冶 广受好评袁 加州理工学院 90%的本

科生通过暑期项目尧 课程尧 研究计划等方式参与科研遥
教育部 2019 年 10 月发布 叶关于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

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意见曳袁 提到强化科研育人

功能袁 推动科研反哺教学遥 高校应当及时把最新科研

成果转化为教学内容袁 激发学生专业学习兴趣遥 加强

对学生科研活动的指导袁 以高水平科学研究提高学生

创新和实践能力[33]遥
渊1冤 以提升信息素养为核心袁 为本科生参与科研

提供辅助性支持遥 与专业课或通识课教师紧密合作袁
通过嵌入式信息素养教育袁 促进信息素养知识与专业

课教学内容的有机融合袁 提升学生专业素质遥 提供泛

在化信息素养教育袁 帮助学生掌握学科领域信息化教

学尧 学习尧 科研等相关设置尧 系统尧 软件的使用方法袁
鼓励学生利用信息技术探索性学习和科研创新遥 帮助

学生掌握数据分析尧 外文文献阅读等基本技能袁 为步

入科研做好准备遥
渊2冤 设计面向本科生的科研支持服务遥 图书馆的

科研咨询尧 科研评价尧 投稿服务尧 数据管理尧 专利信

息服务等科研支持对本科生而言是比较陌生的遥 一方

面可以在相关专业的信息素养教育中逐渐渗透袁 另一

方面袁 由于本科生参加研究活动具有一定的阶段性和

专业差异袁 图书馆可与研究平台尧 研究团队合作袁 嵌

入本科生研究活动袁 对参与科研的本科生做针对性培

训和服务遥
渊3冤 开展特色活动袁 形成本科生与图书馆积极互

动遥 如成立研究奖项袁 鼓励本科生利用图书馆资源开

展科学研究袁 奖励研究成果及论文[34]遥 举办沙龙或工

作坊袁 鼓励有科研经验或论文发表经验的本科生分享袁
以同龄人的思维袁 吸引更多本科生利用图书馆资源参

与科研遥
渊4冤 积极联系一线教师袁 推动科研反哺教学遥 联

系一线教师不仅可以获得本科生学习研究的问题袁 还

可以把教师关注的研究前沿与资源建设尧 阅读推广尧
信息素养教育结合袁 激发本科生从事科研活动的兴趣遥
4.3 图书馆文化功能彰显策略

图书馆是大学人文环境的重要组成袁 不仅为教学

研究提供支撑袁 也是高校文化交流与传播的中心尧 高

校文化育人的重要场所遥 特藏展览就是开发馆藏原始

资料袁 传承大学精神和文化遥 同时丰富本科生的课外

活动袁 拓展专业知识袁 扩充课程参考资源袁 为了解和

研究相关主题提供与珍贵资源近距离接触的机会袁 激

发学习和研究的兴趣和动力遥 特藏展览是国外图书馆

十分重视的一项服务袁 如芝加哥大学图书馆设有特藏

研究中心袁 承担特藏资源开发尧 保存尧 展览等工作遥
国内高校图书馆也日益重视特藏展览袁 如四川大学纪

念华西协合大学创办 110 周年的线上主题文献展袁 展

出珍贵照片尧 视频尧 馆藏图书及学术论文[35]曰 北京大

学馆藏抗战文献图片展尧 纪念李大钊诞辰 130 周年文

献展[36]曰 清华大学馆藏红色经典图片展尧 闻一多先生

诞辰 120 周年纪念展等[37]袁 都是基于馆藏和校友名人

的文化服务袁 发挥了传承大学精神和文化的积极作用遥
渊1冤 精选展览内容遥 图书馆可以选择与学科专业尧

社会热点密切相关袁 或有较强观赏性尧 或对教学有较

好辅助性的内容袁 结合校园文化建设袁 策划与党史尧
校史尧 传统文化尧 地方文化尧 馆藏精品尧 成果展示尧
学科发展等相关的特藏展览遥

渊2冤 多样展览方式遥 展览可线下线上相结合袁 线

下可邀请相关专家教授现场讲座互动袁 增强展示效果曰
线上可利用新媒体推送袁 延伸服务覆盖和效果遥

渊3冤 加强展览保障遥 图书馆首先要完成特藏资源

分类收集尧 整理尧 数字化开发等基础工作袁 为展览筹

划提供基础保障曰 其次袁 建立特藏资源开发计划袁 加

强对特藏资源的挖掘袁 既保证一定的覆盖范围袁 又有

专题资源的特色和深度 [38]曰 再次袁 展览可以由学科馆

员组织策划袁 资源建设部门提供支持袁 有条件的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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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相关研究中心袁 负责特藏资源的开发和展览曰 最

后袁 展览可与图书馆的其他业务展开联动袁 如配合展

览的主题阅读推广尧 利用特藏资源辅助课堂教学的嵌

入式服务尧 辅助学习研究的学科服务等遥
4.4 服务本科教育研究策略

从新时代社会的主要矛盾把握高校图书馆工作的

主要矛盾袁 即 野广大师生日益增长的精准服务需求与

图书馆相对不足的卓越服务品质之间的矛盾遥 [39]冶 图

书馆怎样缓解本科教育新要求与图书馆保障相对不足

的矛盾袁 工作之一袁 就是要从用户视角袁 从需求研究

和服务效能评估入手袁 提高基于服务的研究能力[40]遥
渊1冤 增强本科生信息素养调研和评估遥 可在新生

培训尧 信息素养课程后通过调查尧 访谈尧 焦点小组尧
测试等形式袁 评估课程对提高学习和研究能力的有效

影响遥
渊2冤 持续开展基于效用的资源利用评价遥 通过文

献调研袁 国内高校图书馆对用户需求研究的论文还比

较少袁 已有文献存在调查样本小尧 非专指本科生等特

点袁 还不足以支撑相应改进和调整遥 从这个意义上来

说袁 增强基于服务的研究能力是获得创新思路的重要

途径遥
渊3冤 加强交流走访遥 与本科生任课导师加强沟通袁

了解本科生学习和参与科研中的问题和提升方向袁 了

解本科生利用信息资源的行为特征遥
4.5 组织与专业人才保障策略

图书馆应当从服务学生学业发展的角度出发袁 加

强统筹规划袁 提高组织和专业人才保障遥
渊1冤 围绕本科教育需求调整资源配置袁 设立专题

项目或部门遥 如本科生图书馆员服务袁 为本科生特别

是新生袁 提供查找和识别学科信息的个性化指导袁 以

及其他支持服务曰 如根据学校本科教育重点工作成立

相应部门袁 推进专题工作遥
渊2冤 提供工具资源袁 服务学生创新活动[41]遥 学生

创新活动对专业硬件尧 软件工具的依赖度越来越高袁
提供工具资源体现了未来大学图书馆空间和服务双重

价值遥 相比国外袁 国内目前开放设备尧 专业软件及操

作设备的图书馆还很少袁 相应指导和辅助更欠缺遥 通

过提供多样工具资源和深度服务袁 真正把图书馆变成

学生创新实践活动的思维空间和物理空间遥
渊3冤 为馆员胜任本科教育服务提供有力支持遥 更

好下沉和投入本科生群体袁 提供高质量尧 有影响力的

服务是国内馆员的机会和挑战袁 对馆员的自身修养尧
交往能力和专业素质都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袁 必须持

续加强馆员职业素养的培养和提升袁 使其具备服务本

科教育的专业自信遥 如开展业务培训与研讨袁 分享馆

员在信息素养教育尧 学科服务等方面的经验和思考袁
调整服务内容袁 提高服务能力遥 发挥团队优势袁 使馆

员在大纲的体系化支撑下袁 展开个性化教学和服务工

作遥 开展新技术和社交工具的培训袁 使馆员开展广泛尧
灵活尧 包容的服务和宣传工作遥 给馆员提供专业背景

知识尧 沟通能力尧 教学方法和学习方法相关知识遥
综上袁 本科教育改革精神是图书馆服务创新的主

导方向遥 要将本科教育改革中立德树人尧 卓越教学尧
学科反哺尧 能力主导尧 全域育人等理念和方法与图书

馆工作尧 服务有机结合遥 同时袁 从普适服务到适应本

科教育变革的精准服务是高校图书馆服务创新的必然

趋势袁 要实现图书馆服务与学校本科教育改革的同频

共振袁 图书馆必须向精准服务转型袁 对本科教育和本

科生用户的需求进行分层尧 分类袁 实施精准定位袁 提

供更有针对性的服务袁 并不断围绕本科教育新趋向和

新需求调整图书馆资源配置结构袁 建构新型本科教育

服务保障体系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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