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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需匹配视角下中国高校图书馆参与

数字人文教育服务建设现状及其启示

肖可以 1袁 李韫璠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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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目的 / 意义]对高校数字人文教育服务满意进行研究，有助于推进高校新文科建设、提升大学生数字人文素养。

[方法 / 过程]运用文献调研、网络调查、系统分析法，以中国 6 所高校的数字人文教育情况为对象，选用 WSR 方法从物理

渊数字人文资源、数字人文项目、数字人文技术与工具等冤 - 事理 渊课程教育方式冤 - 人理 渊馆员冤 3 个维度梳理高校图书馆

参与数字人文教育服务方式，以及调查中国参与数字人文教育的高校学生用户群体在进行数字人文研究和提高数字人文素养

时，对高校图书馆所提供的服务的需求。[结果 / 结论]通过国内高校参与数字人文教育的现状及用户的需求调研进行分析，

提出高校图书馆应以用户需求为核心构建“馆院协同 + 数字人文”立体化层次的数字人文教育服务平台；满足数字人文教育

个性需求，提升供需匹配精准度；向传统人文学科教学服务主动提供数字人文理念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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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数字人文 渊Digital Humanities冤袁 是指计算机技术

与传统人文社会科学交叉的学术领域袁 其利用计算机

方法技术研究传统文科的独特研究视角[1]遥 随着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袁 传统文科寻求继承创新尧
馆院交叉融合袁 高校图书馆利用场所尧 资源及馆员积

极参与数字人文教育尧 开展数字人文研究尧 提升大学

生的创新创业技能等袁 助力新文科建设和人才培养遥
数字人文是文理结合的产物袁 现代学者们通常将 2004

年出版的 叶数字人文指南曳 作为它在学术界确立地位

的开端袁 在 2009 年的 MLA 渊Modern Language Associ-

ation冤 会上袁 数字人文也成为了最热烈的讨论主题[2]遥
国外于数字人文的研究可概括为 3 个层次院 理论探索尧
应用研究与技术支持袁 比如英国利兹大学的 PITMAN

与利物浦大学的 TAYLOR 对现代语言学与数字人文之

间的跨学科交流的探讨袁 得出跨学科赋予数字人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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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质性[3]曰 学者 Green 将大学生描述为数字方法培训的

潜在受益者袁 并将图书馆视为培训和教育的基地[4]曰 西

班牙的 GARCIA 和 PACIOS 利用 MALLET 工具对西班

牙 1857 年至 2013 年 Mudejar 艺术的文献标题进行

LDA 聚类分析袁 结合专家人工判读分析西班牙艺术史

主题分布[5]遥 国内方面袁 中国研究高校图书馆参与数字

人文教育服务的学者有从实践经验视角提出高校图书

馆数字人文课程教学及经验的张久珍尧 先卫红等 [6,7]曰
从空间构造视角方面提出数字人文学术空间的苏芳荔尧
蒋逸颖等[8,9]曰 从岗位设置视角方面提出数字人文岗位

设置的张凤梅尧 朱慧敏等[10,11]曰 从项目评估视角方面提

出数字人文项目效果评估的陈方锐等 [12]曰 从项目建设

视角提出数字人文项目建设的赵雪芹尧 王海燕等[13,14]曰
从服务战略视角对高校图书馆数字人文服务战略规划

及其实践进行探讨的汪莉[15]曰 从创新创业服务视角对

高校图书馆数字人文实践体验进行探讨的肖平和樊振

佳[16]遥
随着国内高校图书馆参与数字人文教育服务的推

进袁 探究高校图书馆开展数字人文服务的服务效果影

响非常重要遥 基于此袁 本文拟围绕高校图书馆参与数

字人文教育服务关键影响因素开展探讨袁 为高校图书

馆提升数字人文教育服务能力提供理论依据遥

2 高校图书馆数字人文教育服务影响

因素指标体系构建

新文科的推进使跨学科教育成为学科发展和培养

大学生适应社会需求的重要引领遥 跨学科教育是为了

培养具有深厚理论基础袁 掌握多门学科知识和多种应

用技能袁 具有创新思维和跨界沟通能力等多方面能力

和素质的复合型人才 [17]遥 为面对新时代的人才需求尧
经济建设需求尧 行业需求袁 高校图书馆需要助推 野新
文科冶 建设袁 开展跨学科培养目标的数字人文教育培

养模式遥 高校图书馆利用场所尧 资源及馆员积极参与

数字人文教育尧 开展数字人文研究尧 提升大学生的创

新创业技能等实践中袁 助力新文科建设和人才培养遥
数字人文教育活动的核心要素包括教师尧 学生尧

学习资源尧 教与学环境尧 教学组织形式等[6]遥 高校图书

馆作为教学环境建设和学习资源配置等教育行为的重

要提供方袁 在参与数字人文教育中面临物理空间尧 运

营管理尧 人文环境等多维度要素的协调遥 为高效理顺

各要素关系袁 本文借用中国著名系统科学专家顾基发

教授和朱志昌教授于 1994 年提出的一种具有中国传统

哲学思辨的方法论要要要物理 渊Wuli冤 -事理 渊Shili冤 -
人理 渊Renli冤 系统方法论 渊以下简 野WSR冶冤 [18]袁 如图

1 所示遥 具体包括院 物理维度主要是考察数字人文教育

服务所涉及的相关客体如数字人文中心 渊项目冤尧 数字

人文教育资源库尧 教育网络平台等遥 野事理冶 指做事

的道理袁 主要解决如何去安排与组织事情的过程合理

性袁 通过逻辑分析回答 野怎样做冶 的问题[19]遥 事理维

度主要包括数字人文课程教学尧 数字人文认证或辅修

教育尧 研讨会与工作坊尧 体验空间等遥 野人理冶 指做

人的道理袁 通常融入人文与社会科学的知识去回答

野应当怎样做冶 和 野最好怎么做冶 的问题袁 反映系统中

人的主观能动性袁 实现思维 / 观念的创新遥 人理维度主

要是考察高校图书馆专门为数字人文服务设置数字人

文馆员或者数字学术馆员岗位的情况袁 馆员在数字人

文教育中积极地发挥专业优势尧 发扬协作精神尧 职业

精神袁 从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出发袁 培育学生尧 服务学

生袁 将数字人文素养和实践操作相结合袁 形成从 野信
息素养冶 到 野数字人文素养冶 的递进效应袁 如表 1 所

示[20]遥

图 1 WSR 数字人文教育服务三维影响因素分析模型

Fig.1 3D influencing factor analysis model of WSR digital

humanities education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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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维度 物理（W） 事理（S） 人理（R） 

三维空间 数字资源、物理空间 课程教育方式 馆员岗位设置 

维度内容 服务对象（数字人文资源、数字人文

中心、数字人文项目等） 

形成一套完整的数字人文教育体系包括课程

类型、课程目标、课程内容、教学方法等 

设立数字人文馆员、数字学术馆员岗位，

单位用多元化的激励机制促进馆员成长 

变化趋向 实体空间-网络空间 图书馆-院系跨学科协同 

线上培训-线下培训 

理论学习-实践体验 

参与项目研发 

自主学习-组织培训 

 
数字人文成为了人文学科研究的一种新的研究范

式袁 突破了传统的思维模式遥 同时袁 数字人文又涵盖

了传统人文学科的各个方向袁 例如历史学尧 哲学尧 语

言学尧 文学尧 艺术尧 考古学尧 音乐学尧 文化研究等[21]遥
目前袁 中国 野新文科冶 建设是为了对接新一轮科技革

命所带来的学科发展和交融要求袁 在 野应变冶 和 野求
变冶 中实现哲学社会科学教育及知识生产模式深刻而

全方位的变革[22]遥 新文科驱动下袁 高校为推进各学科

之间的交叉和融合袁 培养时代所学的新型人才袁 需要

满足适应数字人文的 3 个维度学科性尧 技术性尧 专业

性[23]遥 高校图书馆拥有的资源尧 基础设施尧 空间尧 人

才优势袁 为满足高校 野跨学科冶 野跨领域冶 野跨专业冶
提供服务的可行性遥 为了满足数字人文教育用户的供

需平衡袁 高校图书馆在提供的服务对象尧 服务内容尧
服务方式等方面满足多样化尧 精准需求助力数字人文

教育遥 本文研究借助 WSR 数字人文教育服务三维影响

因素分析模型为理论基础袁 探讨供需匹配视角下高校

图书馆参与数字人文教育服务开展调查研究与分析袁
如图 1 所示遥

3 评价模型的实证检验

为更好地了解中国高校数字人文教育的发展现状

以及高校图书馆参与数字人文教育服务高校师生用户

群体的供需满意度袁 本研究采用网络调查和实地调查

相结合的方法袁 立足高校图书馆参与数字人文教育服

务的特点和所需内涵袁 从 WSR 的物理 - 事理 - 人理理

论为基础袁 对国内有代表性的六家高校数字人文中心

及其图书馆开展数字人文教育服务方式的调查进行分

析遥
3.1 设计调查问卷和方法

根据目前中国高校数字人文实践发展现状袁 对发

展较成熟尧 有一定影响力尧 代表性的六家数字人文中

心进行网络调查和实地调查遥 它们分别是清华大学数

字人文中心尧 北京大学数字人文中心尧 中国人民大学

数字人文中心尧 武汉大学数字人文中心尧 南京大学高

研院数字人文创研中心尧 台湾大学数字人文中心遥 同

时结合其六所高校数字人文用户的服务需求情况袁 设

计了调查问卷袁 其调查问卷内容借助 WSR 数字人文教

育服务三维影响因素分析而设计遥
网络调查问卷采用问卷星形成电子问卷袁 通过 QQ

群尧 微信群及朋友圈等社交媒体方式进行发放遥 调查

时间为 2022 年 4 月 10 日要2022 年 6 月 10 日袁 2022

年 4 月进行预调查袁 根据调查的情况和结果对问卷的

内容进行细微的调整遥 调查问卷的数据收集采取网络

调查问卷与纸质问卷相结合的方式遥 纸质调查问卷采

用面对面的形式袁 在学院尧 高校图书馆尧 数字人文工

作坊尧 实验室等地点进行实地调查遥 此次发放调查问

卷 421 份袁 其中接触过数字人文的问卷数量为 301 份袁
未参与过项目的公众问卷数量为 120 份袁 剔除其中答

题时间过短的问卷后得到 301 份有效问卷袁 符合预定

样本规模遥
本研究的调查对象的主要服务群体是中国 6 所已

经开设数字人文教育的高校师生遥 问卷内容包括 6 部

分院 ①被调查者的基本信息曰 ②学校数字人文课程设

表 1 高校图书馆开展数字人文教育服务三维空间划分情况

Table 1 3D spatial division of digital humanities education services in university libr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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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情况曰 ③学校数字人文项目的建设情况曰 ④学校数

字人文平台与资源提供情况曰 ⑤学校提供数字人文工

具情况曰 ⑥馆员服务需求及服务反馈遥 每一个调查部

分的测度变量包含 3~4 个描述项目袁 采用李克特 5 级

量表设计回答选项袁 其中包含 野非常同意冶 野一般同

意冶 野不确定冶 野有些不同意冶 野非常不同意冶 5 个层

次袁 并分别有高到低袁 按照 5 到 1 份进行赋分遥 调查

问卷主体量表如表 2 所示遥
3.2 服务群体分析

通过对 301 份问卷进行调查样本特征分析袁 问卷

第一部分调查结果显示院 从性别来看袁 被调查对象中

男性占比 44%袁 女性占比 56%曰 从年龄来看袁 18~30

岁年龄段所占比例最大袁 达到 72%袁 调查对象大多是

60 岁以下的中青年群体曰 从学历来看袁 被调查者的受

教育程度以大学本科和研究生学历为主袁 总占比达到

了 90%袁 显示调查对象样本具有良好的知识背景曰 职

业分布来看袁 学生占比达到 65%袁 教师 / 科研工作者

占比 28%袁 其他占比 7%遥 整体上看袁 样本以中青年人

群为主袁 受教育水平较高袁 具有较好的文化素养袁 表

明调查对象可能是数字人文教育的受众袁 与本次调查

的主题相符袁 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曰 所选取的样本调查

对象的年龄尧 学历尧 职业等分布较广袁 能够很好地展

现不同类别的用户对数字人文教育的接受度袁 具有较

好的广泛性遥
3.3 有效性检验

根据调查问卷数据结果袁 对问卷数据分别进行信

度检验和效度检验遥 分别对数字人文课程尧 数字人文

项目尧 数字人文平台及资源尧 技术设备尧 馆员设置及

需求服务反馈 5 个维度变量题项进行可靠性分析袁 并

对其内部一致性信度进行考察遥 对其内部一致性信度

进行考察遥 本文采用 琢 信度系数法进行信度检验袁 若

Cronbach's 琢 系数大于 0.7 则说明调查问卷具有相当的

信度袁 即可通过信度检验遥 基于 SPSS 26.0 计算 5 个变

量的 Cronbach's 琢 系数袁 各变量 Cronbach's 琢 系数均大

于 0.8袁 说明该调查问卷内部一致性信度良好袁 如表 3

所示遥

项目 变量 题项 描述项目 

Q1 学校开设有数字人文相关课程 

Q2 通过院系开设的课程进行数字人文学习 

Q3 通过学校图书馆开设的课程、讲座进行数字人文学习 
事理（S） 数字人文课程 

Q4 我认为学校开设数字人文教育课程很有必要 

Q5 学校建设了数字人文项目 

Q6 愿意通过数字人文项目进行学习 

Q7 学校图书馆建设有数字人文资源库 
数字人文项目与资源建设 

Q8 学校设有数字人文中心 

Q9 学校数字人文教育网络平台建设完备 

Q10 认为 AR 技术参与数字人文教学很有必要 

物理（W） 

数字人文技术支持 

Q11 认为学校图书馆需要引进数字人文相关设备 

Q12 认为数字人文馆员配置很有必要 

Q13 有便捷渠道提出数字人文教育需求 馆员服务需求及服务反馈机制 

Q14 我的数字人文教育需求可以实现 

Q15 对学校开设的数字人文课程很满意 

Q16 经常使用到学校的数字人文资源 

人理（R） 

数字人文教育效果 

Q17 对学校配置的数字人文设备很满意 

 

表 2 调查问卷主体量表

Table 1 3D spatial division of digital humanities education services in university libr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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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调查问卷有效样本数据进行效度分析袁 即

抽样适当性检验 渊KMO冤 和 Bartlett 球形检验袁 得出

KMO 值大于 0.8袁 Bartlett 球形检验显著 渊p=0.000冤袁
说明此调查问卷的效度检验合格 渊表 4冤遥

4 高校数字人文教育服务及用户群体

满意度结果与分析

中国高校图书馆参与数字人文教育服务实践较少袁
目前处于探索阶段遥 当前用户群体在文化尧 数字人文

素养尧 学科背景尧 职业需求尧 兴趣爱好等自身因素不

同袁 对数字人文的需求而不同遥 人文学者作为数字人

文教育工作者的主要参与者袁 为融合跨学科研究和发

展袁 需要满足他们的数字学术需求尧 信息需求尧 以及

根据他们各自的信息行为而设计的 野自画像冶 视角的

需求遥 在诸多需求中袁 满足用户数字学术需求是数字

人文教育服务最主要的需求之一遥 数字学术需求主要

包括人文学者在数字学术环境中话语需求尧 数字环境

下展开学术探索尧 构建新型问题意识的探索需求尧 对

数字化学术工具的获得和利用的工具需求尧 以及数字

为信息资源的资源需求尧 提升自身数字化素养的需求

素养需求和接触和了解数字学术的科普需求等[6]遥 人文

学者信息需求随着参与数字人文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愈

发复杂袁 这些阶段性需求包括数据需求尧 分析需求尧
转型需求袁 经过了初期接触尧 中期熟悉尧 后期掌握的

信息需求转变袁 在每个阶段袁 满足当前阶段的信息需

求是进入下一个阶段的重要条件[24]遥
为迎合学者不同需求的期待袁 为其提供相关的文

化资源是一种平衡供需的有效措施[25]遥 因此袁 为更好

服务当前高校数字人文中心尧 数字人文教育学科设置尧
数字人文工作坊等数字人文教育领域袁 对高校图书馆

参与数字人文教育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遥 从以上调

查中发现袁 中国高校图书馆数字人文教育服务根据不

同的学科尧 用户群体的共性和个性需求袁 在助力本校

数字人文教育中开展了不同的服务方式尧 服务内容尧
服务空间等服务手段遥
4.1 建设数字人文资源院 资源服务保障

数字人文数据基础设施的逐步完善以及数字技术

的蓬勃发展袁 助推了文学尧 历史学尧 艺术学和图博档

等传统人文学科的现代转型[26]遥
数字人文教育依托于图书馆丰富的资源袁 为教学

和科研提供资源服务不仅是高校图书馆的基本特征袁
也是高校图书馆存在的价值所在遥 在数字人文需求调

查中袁 90%以上的被调查者均表示资源在数字人文学

习中有重要作用遥 高校图书馆拥有丰富的馆藏资源袁
包括专业的电子资源数据库尧 纸质期刊袁 特色馆藏资

源袁 开放资源袁 人力资源等资源优势袁 为开展数字人

文项目建设提供资源保障和科研服务遥
以上 6 所高校数字人文中心数字人文项目的建设

的专题数据库具有共同的特色院 一是跨学科融合遥 人

文学科尧 图书情报学科以及技术学科的融合开展数字

人文成果合作曰 二是提出新的人文理念遥 在数字化资

料尧 软件平台和计算工具基础上袁 运用 野数字技术 +

人文冶 的模式提出新的人文问题与思想袁 构建新的人

文理论曰 三是为文化遗产数字化提供保存尧 研究尧 应

用场景遥 文化遗产数字化工作为创造了文化遗产长期

性保存尧 系统性研究尧 专业性保护的 野数字孪生冶 创

变量 Cronbach's Alpha 值 题数/个 

数字人文课程 0.958 4 

数字人文项目与资源 0.958 4 

数字人文教育技术设备 0.994 3 

馆员设置及需求反馈 0.993 3 

数字人文教育满意度 0.997 3 

 

表 3 信度分析结果

Table 3 Results of the reliability analysis

巴特利特球形度 
变量 KMO 

近似卡方 自由度 显著性 

数字人文课程 0.874 2 057.035 6 .000 

数字人文项目与资源 0.873 2 239.236 6 .000 

数字人文技术支持 0.768 1 606.639 3 .000 

馆员设置及需求反馈 0.783 1 515.884 3 .000 

数字人文教育效果 0.778 1 742.956 3 .000 

 

表 4 KMO 和 Bartlett 检验效度系数表

Table 4 KMO and Bartlett t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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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了环境袁 有力推动了文化遗产的现代传承[27]遥 数字

人文研究的兴起袁 也为传统人文学者利用文化遗产数

据资源研究提供新的应用场景 [24]遥 数字人文中心建设

的专题数据库数据规模适中尧 数据质量较好袁 且具有

一定的针对性袁 应用最为广泛[28]遥
高校图书馆数字人文专题数据库建设中发挥重要

角色遥 建设途径按照特色资源的特征分两类院 ①自主

建设遥 依托本馆的馆藏资源并加以数字加工袁 形成具

有本馆特色的数字人文专题数据库袁 例如袁 清华大学

图书馆文物藏珍尧 清华古籍尧 特色数据库等特色资源

数据库遥 ②合作建设遥 高校图书馆跟踪数字人文中心

参与其数字人文项目尧 数字人文专题数据库建设袁 在

数字人文资源建设中袁 图书馆可发挥过程跟踪尧 数字

资源推荐尧 项目开发尧 技术支持尧 资金支持等的作用遥
例如台湾历史数位图书馆是数字人文中心与台湾大学

图书馆合作建置的袁 以台大版 叶历代宝案曳 主体袁 并

以日本冲绳县教育委员出版的 叶历代宝案校订本曳 及

叶历代宝案释注本曳 为辅助遥 系统提供一个观察与分析

的数位环境袁 让使用者能对历代宝的结构与内容尧 及

其所反映的时空环境有更进一步的探索与了解遥
4.2 参与数字人文项目院 学科交叉融合

数字人文教育项目是围绕特定领域进行深度描述

和组织其信息特征袁 带来的是相关领域研究方法和研

究范式的变革袁 同时袁 高校图书馆参与的数字人文教

育项目还具有持续性的特点袁 具有稳定的成果展示与

传播渠道[29]遥 图书馆是社会信息尧 知识尧 文化的记忆

装置袁 凭借其丰富的资源优势袁 成为数字人文项目的

重要发起者和参与主体遥 高校图书馆拥有各类文献资

源尧 平台资源尧 空间资源尧 人力资源以及特色馆藏资

源优势袁 为开展数字人文服务提供了多元的资源保障遥
近年来袁 随着信息技术尧 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袁

中国高校数字人文中心建设发展较快袁 研究项目大多

集中在古代文学尧 史学尧 档案学尧 文献学尧 古籍研究

等方面袁 也顺应了强调中国特色尧 固本正源尧 守正创

新的时代理念[27]遥 调查发现袁 6 所高校数字人文项目推

进较快,遥 调查的六所高校数字人文中心的建设的数字

人文项目主要分为数字历史与哲学项目尧 文学与语言

类项目尧 艺术项目尧 教育学项目等袁 各项目成果融合

多学科建设袁 一般同计算机科学尧 数字媒体尧 文学及

考古学等跨学科合作遥 如武汉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

的 野基于艺术数据与史地信息标注的文化产品创新研

究冶 项目袁 以图像可视化的形式呈现出鉴真东渡尧 郑

和下西洋尧 张骞出使西域尧 玄奘取经等中国古代著名

历史事件的活动轨迹[30]袁 与中国敦煌研究院合作的文

化遗产图像交互式数字叙事系统袁 以数字化的形式呈

现出莫高窟 061 窟主室西壁袁 并对其中内容和元素进

行了标注曰 北京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的 野宋代学术

传承语义网络要要要跨文尧 理视域中的文本分析冶 野科
幻与推理小说中的解谜叙事要要要基于词频动力学的远

读与可视化研究冶曰 武汉大学数字人文中心的 野文旅科

技大数据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示范冶遥 在调查的高校图

书馆中袁 它们在数字人文项目成果建设中都参与其中袁
为数字人文项目建设提供数字资源尧 咨询服务尧 数字

技术支持等科研支持服务遥
4.3 推广数字人文技术与工具院 应用到数字

人文应用场景

数字技术是数字人文教育中不可缺少的资源遥 新

技术带来的数据存储规模的扩大尧 分布式计算和自主

学习能力的增强袁 使得数据成为一种支持研究尧 创新

和服务大众的新型能源[28]遥
数字人文技术主要包括数据分析技术 渊文本分析尧

统计分析尧 社会关系分析等冤尧 数据管理技术 渊本体技

术尧 语义关联技术等冤尧 数字化技术 渊WebAPP 实现尧
CMS 架构尧 数据处理技术等冤尧 可视化技术 渊数据可

视化尧 AR/VR 技术等冤遥 其中袁 数据分析技术在高校

图书馆的应用较为成熟袁 纸质文献 渊含原生人文资料冤
的数字化和网络化较为普及袁 构建了不同类型的数据

库[31]遥 高校图书馆在数字人文服务中需提升自身的数

字技术应用能力来满足应用需求遥 数字技术应用能力

是指在整个研究生命周期熟练使用数字技术尧 方法和

工具的能力遥 数字人文技术教育方面包括数据的挖掘尧
标注尧 收集尧 管理尧 共享尧 可视化等袁 工具培训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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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频分析工具尧 主题分析工具尧 文本分析工具尧 知识

图谱等[32]遥
被调查的 6 所高校数字人文中心平台的优势有院

第一袁 为人文学者提供了一个观察学术脉络的新环境袁
从而可激发新的知识研究点曰 第二袁 对嵌入的数字工

具袁 可提升学者多角度分析尧 观察和使用数字化资源

的视域遥 当前常用在数字人文研究机构的数字人文工

具包括以下几种院 文本分析工具尧 网络分析工具尧 阅

读工具尧 数据清理工具袁 数据可视化领域的图表和图

形工具尧 时间线工具尧 网络可视化工具袁 空间人文领

域的地理信息系统工具尧 通用地图工具尧 故事地图尧 地

理编码工具尧 地理参考工具袁 以及数字出版工具等[33]遥
中国高校图书馆提供的专门数字人文工具和利用教程

相对有限遥 在被调查的高校图书馆信息素养课程中专

门为高校学生提供了工具软件应用培训讲座遥 在清华

大学图书馆袁 开设 野CBDB 与元引数字人文系列工具

的使用冶 野Gale Scholar 与数字人文专题讲座冶 等袁 但

整体资源不够系统遥 在北京大学图书馆袁 数字人文素

养课程中对社会网络分析尧 文本分析尧 地理空间分析

等工具开展培训遥
4.4 参与多元化课程院 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数字人文教育课程具有很强的实践性袁 课程方式

主要一般包括参与教学数字人文认证尧 专项课程及辅

修课程尧 选修课程等教学[6]遥 从表 5 可知袁 中国 6 所高

校数字人文课程和教学方式类型中袁 开展有层次性的

课程教学和培训是当前教学的主要方式遥 数字人文教

育课程类型和教学方式一般有以下几种院 本科生课程尧
研究生课程尧 认证课程尧 暑期学校或继续教育尧 讲座尧
讲习班等遥 通过调查我们发现袁 数字人文学科领域是

从早期的人文科学计算领域中发展出来的袁 它既涉及

计算方法和数字方法在人文科学研究中的应用袁 也涉

及人文科学方法尧 理论和框架在数字媒体和数字文化

研究中的运用袁 由此可见数字人文是交叉性的综合学

科袁 因此在课程设置上应该兼顾各学科特点遥
高校图书馆在参与数字人文素养课程上可根据以

上的数字人文课程的需求划分类别袁 课程需求可以大

致分为两个方面袁 一是对数字人文素养提升的需求袁
随着社会信息化程度的提高袁 大家对数字人文相关的

数学知识尧 统计分析知识及大数据知识与素养尧 培养

与掌握有不断加强的需求袁 数字人文人员的数字人文

素养培训的开展势在必行曰 二是注重实践能力培养袁
对使用数字媒体尧 数字工具提升自己的实践能力袁

这些技能作为进一步参与人文学科项目来说也越来越

重要遥

高校数字人文机构 课程类型 教学方式类型 课程名称 

清华大学数字人文中心 访谈+短视频+演讲 讲座+项目 清华访谈录 

武汉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 开放课程、选修课 讲座+项目 数字人文与文化遗产智能计算、数字人文的概念与历史、

计算思维与数字人文基础设施建设 

南京大学高研院数字人文创研中心 公共基础课 讲座+项目 数字人文创新思维与方法 

北京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 公共基础课 讲座+论坛+研讨会 大数据与数字人文 TCDH 数字人文系列课程、中国历代人

物传记资料库（CBDB）线上课程 

中国人民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 公开讲座 讲座+学术会议+项目 数字方法之于历史研究——以马普所的数字人文项目为

例、记忆未来的共振：艺术人文叙事与结构化数据迁徙 

台湾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 讲座+培训 讲座+学术会议+研讨

会+短期培训 

数位典藏工作坊：使用路径与创新、数位人文工具与资料

库介绍、DocuSky 数位人文研究培训营 2021 厦大民间历史

文献与数位人文暑期学校、金门民间文输的建库与分析、

数位人文工具能为古典文学研究做什么 

 

表 5 中国 6 所高校数字人文课程类型和教学方式类型

Table 5 Types of digital humanities courses and teaching methods in the six universitie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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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设置数字人文馆员院 服务需求

通过调查了解高校师生对高校图书馆数字人馆员

的职业需求结果分析袁 绝大多数的高校图书馆数字人

文受众均表示袁 专业性强的数字人文馆员在数字人文

研究和学习过程中将给予他们较大帮助遥 具备计算机尧
哲学尧 历史尧 人文等多学科背景得学科馆员能在数字

人文课程培训尧 数字人文空间使用尧 数字人文项目研

究尧 数字人文技术与工具等方面提供数字人文研究和

学习中的指导和培训遥
对于参与数字人文教育服务的高校图书馆来说袁

有必要加强自己的数字人文馆员队伍建设袁 设置数字

人文馆员制度袁 加强馆员专业素养的培训袁 以更好适

应数字人文教育的发展需求遥
高校图书馆扮演着第三方的角色袁 提供资源尧 技

术尧 研讨会议室和协作工作空间遥 高校图书馆经常被

引用为新兴网络基础设施中的元素袁 以支持科学尧 技

术和人文学科的先进研究遥 通过研究现有的服务功能袁
来延伸服务范围遥 这些功能包括建立共享收藏和工具袁
提供共享服务袁 如保存尧 培训和讲座袁 以及支持教师

和学生等遥 因此袁 数字人文馆员的设置为数字人文教

育服务的教学和科研提供重要支撑遥

5 对中国高校图书馆参与数字人文教

育服务的启示

目前国内高校图书馆有零星的数字人文教育袁 但

大多是分散的培训或能力提升计划[23]袁 偏向科研工具

和科研方法的介绍和实践 [34]袁 没有完整的教育框架遥
因此袁 为了更好地推进自身与数字人文教育进行服务

的融合袁 进一步发挥高校图书馆在资源尧 教育尧 技术尧
人才尧 空间等方面的优势袁 为高校数字人文教育提供

支持和自身的创新服务袁 可从以下 3 方面继续优化遥
5.1 打造立体化数字人文教育服务平台

数字人文教育平台对于人文社科研究范式转型以

及实践活动创新具有重要支撑作用遥 高校图书馆参与

数字人文教育服务一般包括数字人文网络平台尧 数字

人文体验空间尧 数字人文特色馆藏等遥 高校图书馆依

据广大师生对数字人文研究尧 提升数字人文素养以及

数字人文体验等需求进行分析袁 制定立体化层次的

野馆院协同 + 数字人文冶 交互平台构建模式下的服务理

念遥
在供需匹配视角下袁 依据 WSR 方法袁 提出 野馆院

协同 + 数字人文冶 交互平台服务机制建设袁 如图 2 所

示遥 主要包括 3 个维度院 第一是改善数字人文教育的

物理维遥 整合馆院协同下的资源袁 匹配在校师生数字

人文研究学者的信息需求袁 以数字人文资源建设为基

础导向袁 利用数字人文项目的创建尧 跨机构合作中交

流学习来提升数字人文资源的研究价值遥 同时高校图

书馆需搭建数字人文教育网络平台袁 将已形成的数字

人文项目整理入库袁 为后续数字人文科研提供经验学

习与技术支撑袁 逐渐演化为协作创新创业基地尧 沉浸

式数字人文体验空间等袁 以此来改善数字人文教育环

境遥 第二是理顺数字人文教育的事理维遥 中国高校及

图书馆应努力探索数字人文课堂教学更多元化尧 更具

多层次袁 其中完善的物理维可为课程设置与教育形式

提供更多可能袁 课程不仅限于讲座尧 研讨会尧 数字人

文项目讲学袁 更主张体验式自主学习模式袁 以此提升

数字人文教育下的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袁 高校图书馆

在其中发挥重要的的辅助功能遥 第三是优化数字人文

教育的人理维遥 包含馆内设置数字人文馆员岗位与馆

外的专业学科馆员引进内外两个层面袁 于内袁 数字人

文馆员的出现可以保证物理维尧 事理维中高校图书馆

角色的顺利实现袁 避免了因馆内人员责任与工作不明

确袁 任务交叉而带来的数字人文教育工作接洽不顺的

情况发生袁 数字人文馆员将专门从事与数字人文数字

资源建设尧 空间建设的相关工作袁 维护教育资源库与

教学平台袁 于外袁 馆外的学科馆员将为高校图书馆注

入更多数字人文教育力量袁 术业专攻人才将会为高校

图书馆带来更多新颖的视角袁 比如文史类学科国内外

的学术关注袁 计算机科学下的前沿技术等袁 为数字人

文教育课程丰富想法遥 当然在高校图书馆人才队伍建

设过程中袁 也要优化资源配置袁 重视数字人文馆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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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野馆院协同 + 数字人文冶 交互平台构建

Fig.2 Construction of the interactive platform of "museum-institute collaboration+digital humanities"

度袁 提升数字人文馆员的研究与服务能力遥
综上所述袁 在馆院协同的数字人文教育环境下袁

高校图书馆在物理尧 事理与人理 3 个维度下组成可持

续教育服务生态圈袁 以此作为高校数字人文教育的平

台支撑遥
5.2 满足数字人文教育个性需求

高校数字人文教育需求除了对数字人文课程尧 资

源尧 技术尧 馆员等方面的共同需求外袁 各高校因其由

不同文化尧 语言尧 学科背景的用户群体构成袁 对数字

人文资源需求也有不同的侧重遥 由于不同的集群其学

习目的袁 研究方向和工作任务不同袁 各自具有的知识

层次尧 知识结构尧 学科特点方面均存在不同袁 所以也

存在着不同的价值取向和研究目标袁 利用图书馆的目

的尧 频度尧 深度与广度也具有鲜明的差异性袁 也就形

成了数字人文教育需求上的偏好[35]遥 因此对高校图书

馆提供的数字人文教育服务产生了个性化需求遥 个性

化信息服务是图书馆参与数字人文教育服务的趋势袁
是吸引用户参与智慧图书馆建设的关键遥 所谓个性化

信息服务袁 就是根据用户的喜好尧 习惯和特点进行的

信息服务遥 它是针对每个用户的独特信息需求进行的

目标服务袁 将感兴趣的信息推荐给用户袁 从而满足用

户的个人需求遥
就数字人文教育服务而言袁 高校图书馆需主要满

足以下 3 个方面院 一是个性化的信息服务需求定制遥
面向不同专业的学生尧 科研人员袁 了解他们的对数字

人文教育的信息需求袁 图书馆根据他们的需求为其提

供所需的信息服务袁 满足他们的信息需求遥 二是服务

模式的个性化遥 个性化信息服务模式可以根据用户定

义的知识结构尧 心理需求尧 行为痕迹等各种特征来带

动用户自身定义的需求袁 帮助其更加准确地搜索并获

取到目标信息袁 最终使信息得到有效利用袁 甚至进行

知识创新[34]遥 动态化多样的信息需求是当前用户所表

现的袁 随着跨学科的相互渗透袁 用户的信息需求从最

初的片面性扩展到多样化遥 将用户信息的需求形式从

原始简单的文本形式扩展到文本尧 图像尧 声音和其他

形式信息需求遥 三是个性化服务推送遥 根据用户的信

息搜集习惯袁 通过大数据分析袁 了解数字人文受教育

者对不同信息的偏好袁 根据偏好进行针对性的信息推

送遥 个性化信息推送很大程度上依赖数据挖掘技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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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领域的出现和发展遥 Web 数据挖掘可以从 Web 信

息中自动发现和提取文档袁 并进行必要的比较尧 分类

和分析袁 用户不需要提供定制和主观愿望袁 跟踪用户

行为和用户偏好袁 以自动从数据库中推送类似内容[36]遥
5.3 推动数字人文理念融入非数字人文教育

课堂

高校图书馆除了为数字人文教育提供空间尧 资源

与人员支持外袁 还应该肩负起主动将数字人文理念与

方法推进传统人文课堂的责任袁 提升学生的数字素养遥
不同于现有存在的公共基础课尧 开放课程尧 选修课等

这些独立于传统人文课程体系之外的形式袁 在非数字

人文课堂融合数字人文理念于整个学科体系教学安排袁
这种学科关联具有推动数字人文学科发展袁 吸引学生

加入这一学科领域的价值潜力袁 如图 3 所示遥

传统人文学科的学生和教师如果没有特意以 野数
字冶 为关键词搜索学科相关袁 他们可能也就并不知道

野数字人文冶袁 并且如果忽视在人文学科中教授数字技

能尧 提升数字素养袁 那么人文学科的学生可能在整个

本科教育中都无法获得一定的数字技术技能遥 其实我

们并不能因为人文学科学生同样生活在当今的数据时

代袁 熟练适用社交媒体软件袁 便认为他们是 野数字原

住民冶袁 这类用户群体一般缺乏最基本的数字素养与技

能袁 从理解代码的逻辑与网页的后台标记袁 到了解文

件命名习惯和高级网络检索等袁 当前网络内容信息量

大尧 信息质量需鉴别遥 人文学科学生需要足够的批判

性数字素养来解决这些问题袁 提高对网络内容学术有

用性判断能力遥 数字人文的工具和方法有助于人文学

科的学生在传统与数字环境中批判性的阅读袁 反思与

写作遥 野数字人文冶 教育融入到人文学科中袁 传统人

文学生将参与数字人文项目中袁 推动数字人文学科的

发展和个人数字人文素养的提升遥
高校图书馆以其数字人文资源建设尧 技术工具教

学与跨学科学术成果交流平台为传统人文学科的学科

服务提供支持袁 实现人文学科教学为主尧 数字人文理

念与技术为辅的全程教学形式袁 丰富高校图书馆学科

服务内容遥

6 结 语

本文从供需匹配视角解读高校图书馆服务数字人

文教育袁 选用 WSR 方法从物理 渊数字人文资源尧 数字

人文项目尧 数字人文技术与工具等冤 - 事理 渊课程教育

方式冤 - 人理 渊馆员冤 3 个维度梳理数字人文教育在高

校中的应用遥 研究发现高校图书馆需依据数字人文服

务所需软 渊硬冤 件资源要求尧 政策保障尧 数字人文服

务水平等需求袁 制定立体化层次的 野馆院协同 + 数字

人文冶 交互平台构建模式下的服务理念尧 根据用户群

体不同学科背景尧 专业尧 文化尧 个人兴趣等开展个性

化数字人文服务遥 然而袁 相较国外这一领域的理论探

索和实践发展袁 国内高校数字人文教育尧 高校图书馆

开展数字人文服务的研究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袁 特别

是满足不同用户群体尧 不同学科需求的数字人文教育

深入分析鲜有涉及袁 本文就此提出以下研究展望院 高

校数字人文建设是一个图书馆兴起的时代课题袁 应加

强馆员的专业化与职业化建设袁 充分融合新兴技术资

源袁 在数字人文资源供给尧 图书馆服务模式等方面制

定好规划尧 制定明确的标准袁 以增加数字人文服务的

共性及个性袁 确保服务供给有效性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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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pose/Significanc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humanities education service of university libraries in China,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explore its service effect.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intends to discuss the key influencing factors of university libraries'

participation in digital humanities education services. After analyzing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status of digital humanities education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this paper will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for university libraries to improve their service ability of digital humanities

education, which is conducive to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new liberal arts construction task and improving the digital

humanities literacy of college students. [Method/Process] By using literature research, network investigation and system analysis

method, the digital humanities education situation of six universities in China was taken as the object. Based on the WSR method, we

sorted out the service modes of university libraries' participation in digital humanities education from three dimensions: W (digital

humanitiesresources, projects, technologies and tools, etc.) -S(curriculum education mode) -R (librarians),as well as the satisfac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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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ge library services provided by college student user groups involved in digital humanities education during digital humanities

research with the purpose of improving digital humanities literacy. [Results/Conclusions] The above six university libraries hav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igital humanities education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y have provided different degrees of suppor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humanities education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rom the five aspects of data resources, digital humanities

technology and tools, projects, curriculum settings and professional librarian services. At the same time, based on the analysis results of

the research on the needs of student user groups, it is proposed that the future university libraries should take the needs of users as the

core to build a three-dimensional digital humanities education service platform of "collaboration between library and institute + digital

humanities" to meet the individual needs of digital humanities education. To further exert the advantages of university libraries in

resources, education, technology, talent, space and other aspects, such as improving the accuracy of matching supply and demand, and

proactively providing digital humanities concepts and methods to traditional humanities teaching services, so as to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humanities education and its own service innovation. At the same time, domestic scholars are expected to make

in-depth analysis on how to strengthen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and professionalization of digital humanities librarians and how to fully

integrate emerging technology resources into digital humanities education, so as to enrich the research content of digital humanities

education in domestic university libr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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