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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馆员的核心素养及其培养路径研究

肖喆光袁 张兰兰袁 张 一

（吉林师范大学 图书馆，四平 136000）

摘 要院 [目的 / 意义]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中国智慧图书馆建设迎来了大发展，智慧馆员是智慧图书馆发展的活力和

动力之源，大力发展智慧馆员核心要素是智慧图书馆建设的着力点，也是智慧图书馆建设的首要任务。[方法 / 过程]依据核

心素养概念内涵，结合智慧图书馆的特征与智慧馆员的工作特点，提出智慧馆员智慧服务所需要的核心素养，即专业职业素

养、信息服务素养、协作沟通素养、自主发展素养，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给出智慧馆员核心素养发展路径。[结果 / 结论]通

过采取多元培养方式、营造“意义建构”环境、构建实践共同体、建立进阶机制等培养措施提升了智慧馆员的核心素养，为

智慧图书馆持续发展提供人力资源保障，为智慧馆员培养探索出了一种新思路和新途径，对智慧馆员的培养以及团队建设具

有一定参考价值和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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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中国加快了 5G 网络尧 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

设袁 并把 野智慧图书馆冶 被纳入中国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中袁 必将给智慧图书馆建设带来

重大发展机遇遥 英国学者伊安窑约翰逊指出院 除了智慧

的图书馆员袁 没人能创造出智慧图书馆[1]遥 如何培养智

慧馆员是当前智慧图书馆建设与发展首要解决的重大

问题遥 智慧图书馆的内涵与要素决定着智慧馆员的核

心素养要求遥

利用 CNKI 期刊数据库袁 以 野智慧馆员冶 为主题袁
检索了近 10 年间发表相关学术论文 63 篇遥 学界对智

慧馆员研究热点大都集中在智慧馆员能力建设和智慧

馆员能力评价体系研究上袁 如初景利和张国瑞[2]提出应

当从用户需求分析能力尧 数据管理服务能力尧 技术研

发应用能力尧 智慧智能服务能力尧 创新创造能力和专

业核心竞争力 6 个方面进行强化和完善智慧馆员的能

力建设遥 王秋霞[3]从智慧馆员职业胜任力要素出发袁 提

出了新时代智慧图书馆员职业胜任力提升路径遥 沈伟[4]

认为感知能力尧 资源服务能力尧 协作沟通能力尧 发展

拓新能力是智慧馆员核心能力袁 并提出了相应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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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评价指标遥 陈凌和王燕雯[5]在分析智慧图书馆馆员

综合能力组成要素基础上袁 构建了智慧图书馆馆员综

合能力评价指标体系遥 智慧馆员是新业态袁 具有独特

的尧 符合时代发展的核心素养遥 从核心素养概念出发袁
在阐释智慧图书馆时代智慧馆员核心素养要素基础上袁
有针对性提出智慧馆员核心素养培养具体路径袁 尚未

见先例袁 为智慧馆员培养探索出了一种新思路和新途

径袁 满足智慧图书馆智慧服务的新要求袁 也是为智慧

图书馆建设与发展储备人才的一种良策遥

2 智慧图书馆的内涵与要素

2.1 智慧图书馆概念的内涵

2003 年芬兰奥卢大学 AITTOLA 首次提出了 Smart

Library 这一概念袁 认为智慧图书馆是一个不受空间限

制的尧 可被感知的移动图书馆服务袁 它可以帮助用户

找到所需图书和相关资料[6]遥 AITTOLA 提出的智慧图

书馆概念和理念为我们打开了智慧图书馆研究之门遥
此后袁 国内外学者不断探索智慧图书馆的概念内涵遥
SPANGLER 等从技术角度对 野智慧冶 的内涵进行了分

析袁 认为它主要体现在图书馆系统可实现的自我保护尧
修复尧 优化和配置等自动化原理中[7]遥 YUSOF 认为智

慧图书馆是一个基于人工智能的图书馆管理系统 [8]遥
CAO 等提出智慧图书馆就是通过最新技术来提供一种

可感知用户并分析用户行为袁 以此来满足用户需求的

方式[9]遥
2010 年严栋首次将智慧图书馆概念引入国内袁 并

阐释了基于物联网的智慧图书馆的内涵袁 他认为 野智
慧图书馆 = 图书馆 + 物联网 + 云计算 + 智慧化设备冶袁
它通过物联网来实现智慧化的服务和管理[10]遥 此后智

慧图书馆引起国内学者关注与研究袁 通过对近 10 年相

关文献研究袁 大致总结出学者对智慧图书馆认知的 7

种典型学说袁 即感知说尧 人文说尧 要素说尧 智慧说尧
模式说尧 技术说尧 生态说等遥 董晓霞等从新技术的感

知特点认为智慧图书馆应该是感知智慧化和数字图书

馆服务智慧化的综合[11]遥 李凯旋从人文视角考虑认为

智慧图书馆是由技术专家和人文学者构成的图书馆员袁
在物联网背景下袁 通过智能化设施袁 充分利用各种信

息资源袁 为读者提供信息资源服务的新型图书馆 [12]遥
陈进等认为智慧图书馆是由馆员尧 用户尧 服务尧 技术

和资源 5 大基本要素组成[13]遥 刘炜等从智慧角度定义为

智慧图书馆是指能够提供 野智慧型冶 服务的图书馆[14]遥
丁明春认为智慧图书馆是图书馆与互联网尧 物联网尧
云计算尧 大数据以及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融合而成的一

种服务模式 [15]遥 王世伟认为智慧图书馆是以数字化尧
网络化尧 智能化的信息技术为基础袁 以互联尧 高效尧
便利为主要特征袁 以绿色发展和数字惠民为本质追求袁
是现代图书馆科学发展的理念与实践 [16]遥 笔者从信息

生态学认为袁 智慧图书馆是由客体要素 渊图书馆资

源冤尧 主体要素 渊智慧馆员和智慧用户冤尧 技术要素

渊信息技术冤 和环境要素 渊图书馆环境冤 所组成的具有

一定自我调控和维持能力的生态系统[17]遥
综上所述袁 学界对智慧图书馆概念的内涵的理解

尚末统一袁 但总体趋同智慧图书馆是建立在 5G 与智能

技术协同融合基础之上的智慧服务型图书馆袁 它具有

泛在性尧 感知性尧 集群性尧 精准性等独特的特征遥 智

慧图书馆通过泛在的网络环境尧 感知的服务场景尧 集

群的管理体系和精准的服务方式袁 使智慧图书馆具有

明显的便捷高效尧 个性互动尧 绿色可持续发展优势遥
智慧馆员是元宇宙时代智慧图书馆的新职业袁 是智慧

图书馆提供智慧服务者袁 智慧图书馆建设对智慧馆员

的素养与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袁 智慧馆员不仅要具备

全新职业核心素养袁 还要具备敏锐的洞察力和创新精

神袁 能熟练驾驭信息和知识袁 掌握新一代信息技术袁
能开展深层次的智慧服务遥
2.2 智慧图书馆构成要素

2.2.1 智慧资源

智慧资源是智慧图书馆中最基本的组成要素袁 是

智慧服务的资源存储库遥 智慧图书馆环境下的资源是

数字化程度非常高尧 云存储尧 分散分布尧 协同共享的

资源袁 它包含智能化尧 虚拟化的实体资源和远程化尧
集成化的数字资源[18]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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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智慧图书馆构成要素结构体系图

Fig.1 Structural system diagram of elements of smart library

2.2.2 智慧技术

技术是智慧图书馆实现智慧化管理和服务的必要

手段遥 智慧技术主要指 5G 技术与云计算尧 大数据尧 物

联网及移动互联网等深度融合的应用技术袁 可支持完

成智能型尧 知识型尧 需求型和人文型的智慧服务内容遥
2.2.3 智慧服务

智慧服务是智慧图书馆最根本的职能袁 也是智慧

图书馆建设的终极目标遥 智慧服务是智慧馆员在智慧

技术系统的支持下袁 运用自己知识和智慧袁 满足用户

个性化的增殖的知识服务遥 它具有智能型尧 知识型尧
需求型尧 人文型 4 种服务模式遥
2.2.4 智慧馆员

智慧馆员是智慧图书馆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内核力

量袁 是 5 个要素中最为核心的要素遥 智慧馆员有别于

文献服务尧 信息服务的传统馆员袁 而是集研究型尧 技

术型尧 知识型尧 学术型为一体的智慧型馆员袁 能够从

事智慧图书馆业务尧 适应智慧服务与管理发展需要的

一种新型专业人员[19]遥
2.2.5 智慧用户

智慧用户是智慧服务的对象袁 是智慧图书馆赖以

生存和发展的源泉遥 智慧用户是在智慧馆员的协同下袁
利用各种智能技术获得所需的智慧资源与智慧服务的

接受尧 传播与创造者袁 是智慧图书馆建设和发展的参

与者尧 促进者遥
智慧图书馆是以智慧资源为基础尧 以智慧技术为

依托尧 以智慧馆员为核心尧 以智慧用户为重点尧 以智

慧服务为目标的新型平台袁 五要素形成统一内在生态

体系遥 构成要素内在结构体系如图 1 所示袁 在这个结

构体系中智慧馆员是运用智慧技术联结智慧服务尧 智

慧用户和智慧资源的纽带和中枢遥

3 智慧馆员核心素养的构成要素

3.1 核心素养的概念与内涵

1997 年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渊OECD冤 提出

野核心素养是个人提高自我尧 适应社会及胜任工作的综

合能力冶 [20]遥 随后欧盟将 野核心素养冶 界定为 野核心

素养是所有个人促进其发展尧 融入社会和成功就业所

需的素养集合冶 [21]遥 史宁中认为核心素养是通过人的

行为表现出来的知识尧 能力与态度袁 是后天形成的袁
与特定环境有关[22]遥

从上述核心素养界定中袁 核心素养包含了知识尧
技能尧 态度和价值观的内容袁 它是综合素养体现袁 具

有可培养性尧 稳定性尧 开放性尧 阶段性和发展性遥 素

养在训练和实践的形成过程是个体终身发展尧 与时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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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尧 动态变化的过程遥
3.2 智慧馆员核心素养要素

智慧馆员在图书馆智慧系统的运行中发挥关键作

用袁 其核心素养和能力直接决定着图书馆智慧化水平遥
依据核心素养的内涵袁 结合智慧图书馆的特征与智慧

馆员的工作特点袁 笔者认为智慧馆员除了要具备基础

馆员基本素养外袁 还应具有智慧服务所需要的核心素

养袁 核心素养主要是专业职业素养尧 信息服务素养尧
协作沟通素养尧 自主发展素养遥 专业职业素养是智慧

图书馆有效运行的基础曰 信息服务素养是智慧图书馆

服务质量的保证曰 协作沟通素养是智慧图书馆开放共

享合作的条件曰 自主发展素养是智慧图书馆可持续发

展的保障遥 智慧馆员核心素养关键要素如图 2 所示遥
3.2.1 专业职业素养

专业职业素养是指具有与智能技术相关的广博图

书情报知识与娴熟技能及良好职业道德尧 先进服务理

念和快速认知环境等各种能力和品格遥 专业职业素养

是智慧馆员胜任智慧服务工作的最基本要求遥 智慧馆

员要具有高尚的职业道德袁 牢记服务使命袁 爱岗敬业袁
维护读者权益袁 保护用户秘密曰 要具有先进的服务理

念袁 始终把为用户提供开放尧 平等尧 共享尧 个性化尧

智慧化服务作为自己的终身目标曰 要具有宽广的知识

视域袁 除精通图书情报相关知识外袁 还要不断丰富自

然科学尧 社会科学知识袁 把握学科研究热点和发展趋

势袁 不断更新自身知识结构袁 拓宽知识领域袁 增强文

化底蕴曰 要具有认知适应能力袁 快速感知新生事物袁
有意愿接收尧 接受尧 接纳智慧图书馆的新信息尧 新技

术尧 读者新要求袁 及时采取新手段尧 新方法尧 新措施

应对服务环境变化曰 要具有应用现代技术知识与技能袁
创新服务模式袁 推动智慧图书馆不断发展遥
3.2.2 信息服务素养

信息服务素养是指智慧馆员利用信息开发技术袁
通过用户需求分析袁 向用户提供精准的数据管理服务

和信息资源服务的能力遥 信息服务素养直接影响智慧

服务的水平与质量遥
用户需求驱动着智慧图书馆建设和智慧服务靶向

目标遥 智慧馆员要具有用户需求分析能力袁 充分运用

5G 技术尧 物联网尧 大数据尧 云计算等深度融合技术袁
通过轨迹跟踪尧 画像分析袁 多维度了解尧 收集尧 甄别尧
挖掘尧 分析尧 预期和洞察用户的现实需求尧 显性需求尧
潜在需求尧 隐形需求等袁 为技术研发应用和提供有针

对性的个性化服务奠定基础遥
智慧图书馆就是要激活资源的数据尧 用户的数据尧

图 2 智慧馆员核心素养关键要素图

Fig.2 Key elements of core literacy of smart librari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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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流程的数据等袁 将数据的能力转化为服务的能力[23]遥
智慧馆员要具有数据管理服务能力袁 应用大数据工具

采集尧 清洗和挖掘数据类资源及其价值和作用袁 并进

行数据资源知识组织与揭示袁 将数据的潜力转化为现

实的服务能力遥
信息资源服务就是利用信息资源提供的智慧服务遥

智慧馆员要具有信息资源服务能力袁 以现代信息技术

为手段袁 通过智慧图书馆信息资源的存储与组织尧 开

发与应用尧 展示与交互尧 智慧化发布与传递等信息服

务活动袁 为用户提供泛在可及尧 智慧便捷尧 公平普惠尧
数字化的信息资源[24]遥

智慧图书馆服务体系中的技术主要是指 5G 技术尧
云计算尧 大数据尧 人工智能尧 语义网尧 物联网及移动

互联网等智能技术袁 技术是推动智慧图书馆的不断发

展的重要因素遥 智慧馆员要具有智能技术应用能力袁
熟练掌握和运用智能技术袁 促进智慧图书馆服务更加

人性化尧 个性化尧 智能化和智慧化遥
3.2.3 协作沟通素养

协作沟通素养是指在智慧服务活动中智慧馆员与

读者尧 馆内馆员和馆外馆员进行思想尧 态度尧 情感与

知识等交流所需要的人际协作尧 沟通尧 交往能力遥 智

慧馆员的协作沟通能力是创建友好和谐尧 绿色生态尧
持续发展智慧图书馆的核心能力遥 智慧馆员要具有与

读者协作沟通能力袁 明确信息获取倾向袁 满足用户诉

求曰 要具有与馆内馆员协作沟通能力袁 全面掌控信息

渠道袁 确保信息传送畅通曰 要具有馆际间协作沟通能

力袁 建立信息资源共享通道袁 推进技术尧 业务融合和

跨系统尧 跨部门尧 跨业务的协同管理与服务遥
3.2.4 自主发展素养

自主发展素养是指智慧馆员为主动适应智慧图书

馆发展袁 通过自主规划尧 自主探索尧 自主建构等自主

学习活动袁 不断自我发展的能力和不断自我革新的品

格遥 智慧馆员的自主发展素养是智慧图书馆可持续发

展的保障遥 智慧馆员要具有终身学习意愿袁 不断提高

自主学习能力袁 主动参与各种学习和实践机会袁 持续

吸纳新知识尧 新理论尧 新技能与新方法袁 稳定提升自

身专业知识与技能水平袁 持续关注和了解书业发展趋

势袁 持续增强智慧服务本领曰 要具有职业规划能力袁
根据智慧图书馆发展趋势制定具有前瞻性中长期和阶

段性递进职业规划袁 为终身学习确定指向性目标曰 要

具备创新发展能力袁 有积极追求创新的心理意识袁 在

智慧服务实践中袁 勇于探索尧 敢于创新袁 不断寻找新

思路尧 发现新知识尧 探索新的智慧服务方式袁 保持智

慧图书馆青春活力遥

4 智慧馆员核心素养培养路径

中国智慧图书馆建设的快速发展袁 对智慧馆员提

出了更新尧 更高要求袁 发展智慧馆员的核心素养是当

前图书馆向智慧图书馆转型的重要策略遥 发展智慧馆

员的核心素养是一个动态尧 复杂的系统工程袁 涉及到职

前教育尧 职后培养尧 自我学习等方方面面的协调发展遥
4.1 采取多元培养方式袁 提高智慧馆员的专

业职业素养

目前袁 一方面随着国家对数字化尧 智能化中国的

建设力度袁 智慧图书馆对相关人才需求量逐年增加曰
另一方面具有图书情报等相关学科背景的馆员比例严

重偏低袁 严重影响智慧馆员队伍整体综合素养水平袁
在这种情况下袁 只有依靠图书馆自身资源优势袁 因地

制宜创新培养方法袁 加速提高智慧馆员专业职业素养袁
才能满足图书馆智慧服务的人才需求遥

渊1冤 组建专业团队遥 图书馆要挖渠引水袁 按照智

慧图书馆建设规划袁 制定人才引进优惠政策袁 有计划

地引进图书情报尧 信息技术尧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尧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应用型专业人才遥 以专业人才为

核心袁 组建图书情报类尧 信息技术类尧 计算机类等专

业团队袁 建立导师制或师徒制袁 在实践工作中 野以老

带新冶 野以高带低冶 野以专带非冶 帮助馆员尽快掌握

业务流程袁 提高专业技能袁 实现在短时期内达到智慧

馆员应具备的专业素养和职业能力遥
渊2冤 成立培训机构遥 借鉴教育部 野国培冶 计划模

式袁 制定智慧馆员培训计划尧 培训方案和课程体系袁
采取短期尧 中期和长期不同培训方式袁 开展智慧馆员

喆肖 光，张兰兰，张 一

智慧馆员的核心素养及其培养路径研究

81



2023年第 35卷第 2期

的培训工作遥 通过专题讲座尧 案例教学尧 场景教学尧
研讨教学和观摩教学袁 使馆员树立高尚的职业道德和

先进的管理服务理念袁 形成良好品格袁 具备广博的图

书情报相关学科知识和科学文化知识袁 掌握现代信息

技术和智能化设备袁 提高接受新事物和快速吸收新知

识尧 新理念的能力遥
渊3冤 建立联合培养基地遥 根据非专业馆员占比较

大的实际情况袁 图书馆要与具有图书尧 情报尧 信息等

相关专业的高校建立长期合作关系袁 签订协同育人协

议袁 成为稳定的培养基地遥 制定培养方案袁 选派优秀

馆员进修学习遥 通过专业课程的学习袁 发展学科专业

素养曰 通过对大数据尧 云计算尧 物联网尧 移动互联网

等方面的特色课程学习袁 增强现代技术技能和数据素

养曰 通过多维度的实践课程学习袁 提高实践和创新能

力袁 加速馆员向智慧馆员转型发展遥
4.2 营造 野意义建构冶 环境袁 提升智慧馆员

的信息服务素养

1976 年袁 美国学者德尔文 渊Brenda Dervin冤 在皮

亚杰 渊Piaget J冤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影响下袁 提出了意

义建构理论遥 野意义建构冶 指的是个体对新的信息进

行建构袁 将自身经历赋予意义的过程 [25]遥 在此过程中

通过个体与 野环境冶 渊时间和空间冤 相互作用袁 铺设

野桥梁冶 渊想法和资源冤 跨越的 野鸿沟冶 渊困难和障

碍冤袁 实现对问题的解决和信息的使用遥 德尔文认为袁
信息的意义建构是内部行为 渊即认知冤 和外部行为

渊即过程冤 共同作用的结果遥 信息服务是主观意义建构

的行为遥 智慧馆员的信息服务过程是其原有认知结构

由量变 渊同化冤 到质变 渊顺应冤 的过程袁 形成更深层尧
更丰富尧 更灵活的认知结构袁 使用户更及时尧 有效和

充分地享受精准信息服务遥 这个过程也是智慧馆员信

息服务素养形成和提升的过程遥
4.2.1 在提供个性化服务中袁 建构信息服务素养

以用户为中心袁 提供个性化服务是智慧图书馆智

慧服务的宗旨遥 智慧馆员信息服务素养的形成主要体

现在给用户提供个性化服务过程中遥 图书馆要为智慧

馆员营造个性化服务的场景袁 让智慧馆员与用户的互

动和交流中袁 应用用户画像技术袁 掌握用户的属性和

行为特征袁 在数据采集尧 数据挖掘尧 用户标签尧 个性

化服务实践中意义构建信息服务素养袁 提升用户需求

分析能力袁 提高个性化服务质量尧 服务效率和用户满

意度遥
4.2.2 在数据管理服务中袁 建构信息服务素养

数据管理是大数据分析的基础遥 智慧图书馆的数

据管理是指智慧馆员在信息服务中对各类型数据 渊包
括环境数据尧 用户数据尧 资源数据冤 进行收集尧 整理尧
存储尧 分析和应用袁 并充分挖掘这些数据的价值与作

用遥 数据信息时代袁 读者与图书馆对数据管理产生新

需求袁 智慧图书馆要求智慧馆员充分利用大数据尧 云

存储与物联网等技术手段袁 在建立数据平台和构建数

据服务体系中主观意义构建数据管理服务认知结构袁
形成智慧馆员的优势和专长袁 提升信息服务素养袁 将

数据的潜力转化为现实的数据管理服务能力袁 满足用

户全方位的尧 个性化的数据信息服务遥
4.2.3 在信息资源服务中袁 建构信息服务素养

信息资源服务贯穿于智慧图书馆整体服务之中袁
其智慧馆员的信息服务素养直接影响信息资源服务质

量和用户满意度遥 图书馆要为智慧馆员参与信息资源

建设与运维尧 信息开发与管理尧 信息采集与整合尧 信

息检索与导航尧 信息传播与安全尧 信息使用与服务等

工作机会袁 让他们在信息资源服务实践中袁 通过个体

与 野环境冶 相互作用袁 创新服务方法袁 拓宽服务渠道袁
丰富服务内容袁 帮助用户解决需求中的困难和障碍袁
改组和升华原信息服务的认知结构袁 提高智慧馆员的

信息资源服务能力遥
4.2.4 在智能技术应用中袁 建构信息服务素养

智能技术包括人工智能尧 大数据尧 云计算尧 物联

网等新兴技术遥 智能技术是智慧图书馆赖以生存和发

展的基础袁 是向用户提供智慧服务的智慧手段遥 智慧

馆员只有掌握了智能技术袁 才能在智慧服务中发挥最

大效能袁 用户达到最大期望值遥 智慧图书馆要充分发

挥智慧馆员主观能动性袁 让其在充分运用各种智能技

术在向用户提供智能检索尧 智能信息推送尧 机器人服

务尧 个性化订阅尧 智能导航尧 虚拟参考咨询尧 实时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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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交流尧 移动阅读尧 社交网络等信息服务中袁 通过技

术与服务深度融合和馆员与用户深度交流袁 丰富智能

技术知识认知结构袁 意义构建了运用智能技术的技能

和能力袁 促进信息服务素养的提升遥
4.3 构建实践共同体袁 促进智慧馆员协作沟

通素养发展

实践共同体是指同一领域或同一情境中的人袁 基

于共同愿望或共同目标而自发聚集起来袁 一起分享知

识和经验袁 共同参与学习和实践活动的群体[26]遥 智慧

图书馆共同体成员由馆员和用户组成遥 智慧馆员实践

共同体以智慧服务实践问题为载体袁 在尊重尧 平等的

基础上进行交流合作袁 其拥有共同的愿景袁 强调成员

之间实践协同活动的作用袁 旨在培养合作意识和团队

精神袁 发展智慧馆员协作沟通素养遥
渊1冤 智慧馆员组建实践共同体遥 图书馆提供馆员

间交流沟通的条件与环境袁 通过周例会制度尧 微信公

众平台等袁 让智慧馆员分享服务实践活动中经验尧 交

流思想和观点袁 在平等的对话中反思尧 修正和解决问

题袁 在沟通交流中袁 不断优化和完善自身知识结构袁
提高用户满意度遥

渊2冤 智慧馆员与用户形成实践共同体遥 智慧图书

馆通过智慧馆员向用户提供智慧服务袁 在信息服务实

践中袁 智慧馆员作为指导者尧 合作者和服务者袁 首先袁
广泛与用户交流沟通袁 把握用户的心理袁 聆听用户的

需求袁 提供个性化和多样化知识和信息服务遥 其次袁
深入了解用户的获取和应用信息的能力和水平袁 指导

用户提高应用知识尧 驾驭知识尧 创新知识的智慧能力袁
帮助用户正确解答疑难问题遥 最后袁 随着交流的不断

深入袁 智慧馆员将从服务者向合作者身份的转变袁 深

度嵌入学科服务工作中袁 协同用户开展课题和项目研

究袁 提供更积极尧 更有效尧 更及时的知识和信息服务遥
渊3冤 建立馆际间智慧馆员实践共同体遥 不同类型

的智慧图书馆都有自己特色馆藏资源和特色服务项目袁
打造互利共赢的图书馆联盟袁 通过馆员间协作沟通袁
促进图书馆间资源信息的交流融合袁 推进图书馆之间

的资源共享袁 达到用户服务在空间再造尧 资源共享尧

服务管理方面的全面智慧升级遥
4.4 建立进阶机制袁 推动智慧馆员自主发展

素养提升

进阶通常指从低级到高级的过程袁 或是在原来的

基础上有较大程度的提高遥 建立进阶机制袁 可以让智

慧馆员获得完成某一工作目标成就感和预计下一个工

作目标的新鲜感袁 提高智慧馆员的自主发展欲望袁 满

足积极向上发展的需求袁 促进自主发展素养形成遥
渊1冤 设置智慧馆员的岗位袁 制定智慧馆员选拔标

准袁 组建智慧馆员队伍袁 具有一定图书情报专业知识

和掌握一定智能技术袁 能为用户提供智慧服务袁 又能

培育用户智慧能力的馆员选拔到智慧馆员队伍袁 为智

慧图书馆开展智慧服务提供人力资源保障遥
渊2冤 采取职称与职业 野进阶式冶 双线晋升机制遥

一是制定等级考核标准袁 根据标准将智慧馆员分成初

级尧 中级尧 高级 3 个职业资格等级曰 二是职称与职业

实施双贯通袁 智慧馆员属于新业态袁 获得初级尧 中级

和高级职业资格的智慧馆员可相应获得中级尧 副高级

和正高级职称津贴标准遥 双线晋升既有利于快速推动

智慧馆员队伍建设袁 又有利于激励智慧馆员积极进阶遥
渊3冤 实施智慧馆员年终考核制度袁 制定定性与定

量相结合的目标考核标准袁 实行自我评价尧 用户评价尧
同行评价和管理部门评价四级评价体系袁 实行优质优

酬的绩效工资袁 大力奖励不同阶段的优秀智慧馆员袁
以此来调动智慧馆员自我进阶的意愿袁 激发智慧馆员

的潜在能量与智慧袁 促进智慧馆员素质和能力的提升遥
渊4冤 建立创新奖励机制袁 引导智慧馆员积极投身

于创新活动中袁 重点奖励有突出创新业绩的馆员袁 激

励馆员在智慧服务实践中勇于创新袁 不断寻找工作新

思路尧 发现新知识尧 探索新服务模式和手段袁 提高智

慧馆员创新发展能力袁 确保智慧图书馆青春活力遥

5 结 语

目前袁 随着 5G 技术广泛应用袁 中国智慧图书馆建

设迎来了大发展的时期袁 令人担忧的是智慧馆员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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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遥 智慧馆员是智慧图书馆

建设与服务的核心力量袁 组建智慧馆员团队袁 大力发

展智慧馆员核心要素是智慧图书馆建设的着力点遥 针

对智慧图书馆对智慧馆员能力和素质要求袁 提出智慧

馆员核心素养培养路径袁 可为智慧馆员的培养以及团

队建设引起更多的关注并提供有价值参考遥 同时袁 智

慧馆员的培养是智慧图书馆最大发展之道袁 又是一项

长期任务遥 图书馆要从实际出发袁 汲取先进管理经验袁
不断探索出符合自身发展特点和时代发展特征的智慧

馆员培养新方法尧 新举措袁 为智慧图书馆持续发展提

供人力资源保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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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pose/Significance] China has accelerated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infrastructure such as 5G networks and data centers, and

included "smart library" in the 14th Five Year Plan and the Vision Outline for 2035, bringing significant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to

the construction of smart libraries. "No one can create a smart library except smart librarians". Smart librarians are the source of vit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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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power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mart libraries. The construction of smart libraries puts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the quality

and ability of smart librarians. Developing the core elements of smart librarians is the focus of smart library construction, and also the

primary task of smart library construction. [Method/Process] The research focus of the academic community on smart librarians is mostly

focused on the research on the capacity building and capacity evaluation system of smart librarians. According to the connotation of the

concept of core literacy, combined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mart libraries and the working characteristics of smart librarian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four core librarian literacy elements of smart libraries: professional literacy, information service literacy, cooperation

and communication literacy, and self-development literacy. Among them, professional literacy is the basis for the effective operation of

smart libraries; information service literacy is the guarantee of the service quality of smart libraries; the quality of cooperation and

communication is the condition of open sharing and cooperation of smart libraries; self development literacy is the guarantee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mart libraries. On this basis,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the core literacy of smart librarians is given in a

targeted way. The paper contributes to the literature by providing the first case study on the cultivation of smart librarians.

[Results/Conclusions] Developing the core literacy of smart librarians is a dynamic, complex and systematic project, involving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pre-service education, post-service training, self-learning and other aspects. By adopting multiple training

methods, creating a "meaning construction" environment, building a community of practice, establishing a progressive mechanism and

other training measures, we will be able to improve the core quality of smart librarians, provide human resources guarantee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mart libraries, explore a new idea and new way for the training of smart librarians, and has certain reference

value and reference function for the training of smart librarians and team building. With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mart

library to the meta-universe library, new requirements will be put forward for the core quality of the smart librarians, and the strategy on

the cultivation of the core quality of the smart librarians will also need to be changed. The process of cultivating the core quality of the

smart librarians is a proces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mart library; smart librarian; core literacy; cultivation path; information lite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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