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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GC赋能高校图书馆信息文化的培育框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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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目的 / 意义]研究 AIGC 影响下高校图书馆信息文化的内在逻辑和发展思路，为提升高校图书馆的组织效率，加强

高校师生信息素养，促进知识创新提供依据。[方法 / 过程]从图书馆信息文化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入手，剖析 AIGC 对信息

文化的影响和融合，从图书馆内部和高校两方面构建信息文化培育框架。[结果 / 结论]研究表明，AIGC 影响下，高校图书馆

信息文化培育的最终目标是为学校更好的实现教育信息化，应通过构建信息制度规范、完善信息管理系统、丰富信息资源、

提升信息服务能力等手段主动应对，同时还应通过整合高校教育信息资源、丰富信息素养体系、协同开展信息技术开发、参

与信息治理体系建设等方式，推进信息文化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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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2021 年教育部发布的 叶关于加强新时代教育管理

信息化工作的通知曳 明确指出袁 到 2025 年袁 新时代教

育管理信息化制度体系基本形成袁 信息系统实现优化

整合袁 数据实现 野一数一源冶袁 数据孤岛得以打通袁 数

据效能充分发挥袁 服务体验明显提升遥 以 ChatGPT 大

型语言模型为标志的 AIGC 渊AI Generated Content袁 人

工智能生成内容冤 带来了革命性的技术进展袁 在给社

会发展带来深远影响的同时袁 对高校的教育计划尧 教

学模式和学习方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袁 为信息文化的

培育带来了新的启示袁 既有利于优化图书馆组织内的

信息传播与共享袁 也有利于推进新时代高等教育信息

化发展[1,2]遥
信息文化一词于 1988 年首次提出[3]袁 当时认为信

息文化与组织绩效呈正相关袁 与产生成功结果的商业

活动尧 态度和文化密切相关遥 国内最早于 1990 年开展

相关研究袁 叶信息文化导论曳 [4]一书对信息文化的产生

及其对人类社会生活的渗透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袁 并指

出信息文化是随着信息技术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全面渗

透逐渐形成的一种新文化形态遥 信息文化以信息为基

础袁 以信息技术为工具袁 以人为核心袁 具有特殊内容

和表现手段[5]遥 由此可见袁 信息文化的目标是通过信息

传递尧 共享而促进组织内知识创造和技术创新的一种

行为规范袁 强调的是组织内部与信息的互动关系遥
在高校信息文化系统中袁 图书馆承担着重要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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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袁 通过信息文化的培育袁 提升师生对信息资源的理

解尧 使用能力袁 并协助师生开展技术创新和知识创造[6]遥
在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数字时代的崛起中袁 信息文

化正成为高校图书馆转型的关键动力[7]遥 一方面袁 高校

图书馆作为学术研究与学习的重要支撑袁 其角色远不

止于传统的藏书之所遥 它通过提供丰富多元的信息资

源和高效便捷的信息服务袁 不仅促进了信息与人的深

度互动袁 更在塑造用户信息价值观尧 提升信息文化素

养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遥 图书馆不仅是信息技能的训

练场袁 更是信息文化理念的孵化器袁 引领用户将信息

文化内化于心袁 外化于行袁 使其在学术探索和个人发

展中袁 能有效甄别尧 运用信息袁 解决实际问题袁 从而

更好地适应信息社会的变迁遥 另一方面袁 信息文化的

发展袁 极大地改变了学术研究的生态环境和知识传播

的模式遥 从实体藏书到数字化学术资源的飞跃袁 信息

文化推动了学术资料的数字化转型袁 海量文献尧 期刊尧
研究报告等学术成果得以在线存储与共享遥 这种数字

化特性突破了传统纸质资源的地域和时间束缚袁 为学

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知识获取途径袁 加速了学术思想

的交流与创新袁 促进了全球学术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遥
高校图书馆作为信息化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袁

通过数字化资源的整合与信息技术的创新应用袁 不仅

丰富了信息文化的内涵袁 也拓展了文化传播的边界遥
互联网与移动通信技术的迅猛发展袁 让信息文化的触

角深入高校图书馆的每一个角落袁 激发了知识共享与

学术交流的新活力遥 当前对高校图书馆信息文化的研

究相对较少袁 主要集中在信息素养教育[8]尧 学科服务[9]袁
鲜少系统地分析高校图书馆信息文化培育的框架袁 本

文从图书馆信息文化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入手袁 剖

析 AIGC 对信息文化的影响和融合袁 从图书馆内部和

高校两方面构建信息文化培育框架袁 从而加强高等教

育信息化建设袁 推进创新型人才的培养遥

1 高校图书馆信息文化现状

1.1 图书馆信息文化的理论研究

国外对信息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企业和教育系

统内部遥 大学中的信息文化培育与传播有助于促进学

校师生更好的使用信息技术袁 通过实施信息素养计划袁
提升大学师生的教学能力和学习能力袁 从而提升大学

的整体发展[8]遥 而图书馆恰好可以担任这一重要角色袁
其不仅仅是信息资源和科学研究之间的传递者袁 更逐

步成为科学研究的成员之一袁 通过参与研发项目的信

息管理袁 促进科学创新创造[9]遥 在 2019 年全国高校信

息文化与信息素质教育研讨会提出了 野信息文化培育袁
担当建设校园信息文化的职业能手冶 是高校图书馆的

重要历史使命之一[7]遥 CETYS 大学在 2020 年的发展计

划中指出袁 信息文化是个人或团体以最佳方式使用信

息的能力袁 其中规定了图书馆必须为提升 CETYS 师生

的信息素养能力开展的 4 项举措[10]遥 长期以来袁 高校

图书馆都致力于信息素养教育和信息能力提升计划袁
提供各类信息咨询服务和知识服务袁 具有信息文化培

育与传播的扎实基础和天然优势袁 但同时袁 随着信息

技术的发展袁 信息环境一直处于变化当中袁 图书馆信

息文化的形成需要长期的积淀与不懈地探索袁 立足图

书馆资源与服务袁 拓宽信息共享通道袁 提供学术交流尧
数据分析尧 数字化服务等信息和数据素养相关的服务

与计划袁 促进知识创造和技术创新袁 推动高校的战略

发展遥
1.2 图书馆信息文化的实践基础

高校图书馆是信息文化的集大成者和发祥地袁 对

于信息文化的培育具有天然的优势和实践基础遥 高校

图书馆丰富的文献数据资源尧 完备的信息技术硬件设

施和信息共享空间是信息文化培育的硬件基础袁 常态

化的信息咨询服务尧 信息素养教育和随着读者需求不

断丰富的知识服务尧 情报服务尧 数据服务尧 智慧服务

等袁 是高校图书馆信息文化培育的实践支撑遥
自高校图书馆面向读者服务以来袁 开设了专门的

参考咨询服务柜台袁 帮助读者解答各类图书资料类的

问题曰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袁 流动参考咨询尧 邮件参

考咨询等模式逐渐取代传统定点式参考咨询平台曰 数

字化尧 智能化技术的发展大大提升了图书馆的服务功

能袁 图书馆通过构建知识机构库尧 学科服务平台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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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提供学科信息服务尧 情报知识服务尧 数字参考服务袁
不断满足多样化和个性化的读者需求曰 近几年来人工

智能技术发展快速袁 常规的信息咨询已经被智能问答

系统尧 客服机器人所取代袁 而更复杂的知识服务袁 则

通过学科馆员开展嵌入式的研究性服务袁 可以说图书

馆信息文化产生于参考咨询服务变革和多维度探索过

程[11]遥
1981 年教育部颁发了 叶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

图书馆工作条例曳袁 明确高校图书馆 野开展查阅文献方

法的教育和辅导工作冶 和 野辅导读者查阅文献资料,并

进行有关方法的基本训练冶袁 由此拉开了我国高校图书

馆开设文献检索尧 信息检索课程的序幕[12]遥 在 40 余年

的发展中袁 文献检索服务一直在拓宽深化[13]袁 从图书

检索到计算机网络检索袁 从课堂教学到开设慕课袁 从

信息素养培育到数字素养培育袁 从单一的教学到辅导尧
教学尧 活动尧 竞赛尧 讲座等多形式多内容的立体化信

息素养教育袁 可以说信息文化随着信息素养教育的普

及尧 创新尧 转型尧 深化而深入融合到高校组织中遥
国内外已有研究表明袁 随着信息技术尧 大数据尧

人工智能的发展袁 信息素质教育越来越重视对知识创

新的强化以及对信息技术尧 知识产权尧 个人隐私和信

息安全的关注袁 偏重信息知识尧 信息技能的培养袁 而

缺乏信息文化的培育[14]遥 对此袁 AIGC 赋能高校图书馆

信息文化培育框架的构建可以提升资源发现和获取效

率尧 增强信息素养教育尧 加速技术革新和服务升级尧
文化氛围建设和个性化需求袁 进而让高校图书馆成为

一个更加智能尧 高效尧 个性化和文化丰富的信息生态

系统袁 以适应新时代的学习和研究需求遥

2 AIGC赋能信息文化的理论基础

2.1 AIGC对信息文化的影响

自 2022 年 11 月 30 日美国 OpenAI 公司发布聊天

机器人程序 ChatGPT 后[15]袁 生成式人工智能引起了广

泛关注袁 除了 ChatGPT 外袁 还有谷歌开发的 LaMDA尧
百度的文心一言尧 阿里的通义千问等其他 AIGC袁 通过

野大数据 + 大算力 + 大算法冶 [16]袁 实现文本生成尧 代码

生成尧 视频生成尧 文本回答尧 图像生成尧 论文写作尧
影视创作尧 科学实验设计等智能化遥 AIGC 通过越来越

准确的语言理解能力尧 强大的创造力和适应力使信息

互动更加个性化尧 信息获取更加精准[17]遥
AIGC 根据用户输入生成回复袁 改变了解决问题的

模式袁 从检索式到生成式的信息获取模式袁 使信息互

动更加直接袁 一步完成需求分析尧 信息检索尧 信息分

析袁 将信息系统变成了一个可直接调用的 野黑匣子冶遥
从信息资源管理角度看袁 AIGC 在以下几个方面简化甚

至改变了信息系统运行流程院 ①影响了信息系统的管

理过程曰 ②改变了信息生态链的结构曰 ③弱化了信息

检索的功能曰 ④增加了信息质量的鉴别难度曰 ⑤丰富

了信息组织的内容曰 ⑥暴露了信息伦理与安全问题遥
由此可见袁 AIGC 为信息技术领域注入了新的活力袁 同

时其影响力超出技术层面袁 改变了信息环境的面貌袁
并对人们的信息需求尧 信息意识尧 信息交互方式以及

信息使用习惯产生了深远影响[18]遥
2.2 AIGC对高校信息文化培育的影响

信息文化是一种以信息和知识为核心并作用于社

会的特定的文化[19]遥 随着大模型的应用袁 越来越多地

生成 AI 从专业领域走向通用领域袁 中间任务的消亡袁
让信息技术的屏障逐渐弱化袁 同时无处不在的信息与

数据作为社会发展的必要生产资料袁 已经不可避免地

与信息文化融合在一起遥
当前袁 高校图书馆信息文化培育框架主要存在传

统信息资源的组织与利用效率低下袁 难以满足用户日

益增长的个性化信息需求袁 信息素养教育手段单一袁
缺乏互动性和吸引力袁 信息伦理与安全教育不足袁 学

生对于数据隐私保护及版权意识相对薄弱袁 信息创新

与科研能力培养机制不够完善袁 难以有效激发学生的

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等问题[20]遥
在此背景下袁 AIGC 技术凭借其优势袁 为解决上述

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遥 首先袁 AIGC 能够利用认知心理

学原理袁 强调个性化信息处理与学习体验对提高信息

吸收效率的作用袁 从而智能化地分析用户需求袁 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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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高校图书馆信息文化的培育框架

Fig.1 The cultivation framework of information culture in university libraries

个性化信息推荐袁 优化信息资源的组织与检索效率袁
进而提升学生体验遥 其次袁 AIGC 技术可以通过教育技

术学理论袁 倡导利用先进科技手段革新教育模式袁 促

进知识传播与技能培养通过 AIGC 生成互动式教学材

料袁 如虚拟现实场景尧 智能对话机器人等袁 可以增强

信息素养教育的趣味性和参与度袁 使学生在互动中掌

握信息处理技能遥 再者袁 AIGC 利用信息伦理学原则袁
主张在技术发展的同时袁 强化对个人隐私权和社会责

任的关注袁 这样可以有助于构建复杂的信息伦理与安

全教育案例库袁 通过模拟情境帮助学生理解数据隐私

保护的重要性袁 强化版权意识遥 最后袁 AIGC 还能辅助

科研创新袁 鼓励通过技术融合推动知识创新与应用转

化袁 例如袁 通过大数据分析预测科研趋势袁 提供跨学

科合作机会袁 激发学生的创新潜能遥 因此袁 高校图书

馆应积极探索 AIGC 在信息文化培育中的应用袁 不断

优化信息资源管理袁 创新信息教育模式袁 强化信息伦

理教育袁 最终构建更加高效尧 智能尧 人文的信息文化

生态遥

3 高校图书馆信息文化的培育框架构建

高校图书馆的信息文化培育不仅仅是为了实现图

书馆内部的组织效率袁 而是通过 AIGC 技术与信息文

化的融合袁 完善信息管理系统的部署尧 信息资源的配

置和信息素养全方位的提升袁 其中通过图书馆内部组

织的信息文化培育推动智慧图书馆建设袁 进而通过校

内信息文化培育推动教育信息化建设袁 最终两者共同

作用达到自由平等开放共享的信息文化培育目标袁 框

架详见图 1遥
3.1 高校图书馆内部组织的信息文化培育

有研究表明大部分的高校图书馆馆员认为信息是

个人资产而非组织资源袁 同时由于没有明确的管理规

范和要求袁 同事之间的信息共享主要依赖于个人的人

际关系遥 因此在高校图书馆内部组织的信息文化培育

框架中袁 最重要的是营造和谐规范的信息环境袁 加强

信息互动与共享袁 从而提升组织效率遥
渊1冤 构建信息制度规范遥 图书馆一直重视制度建

设袁 大多数图书馆都建立了完善的制度体系袁 利用

AIGC 构建高校图书馆信息制度规范袁 需要从需求分析

入手袁 识别图书馆在信息管理和服务中存在的问题袁
并设定引入 AIGC 技术的具体目标袁 如提升工作效率

或增强读者用户体验遥 同时袁 选择适合的技术工具袁
确保它们能与图书馆的现有系统无缝对接遥 在规范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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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阶段袁 应制定严格的标准袁 涵盖 AIGC 生成内容的

质量控制尧 版权管理以及伦理框架袁 以保障内容的准

确性和公正性遥 此外袁 通过 AIGC 实现自动化文档生

成尧 智能检索系统升级及动态资源更新袁 同时结合用

户行为数据袁 提供个性化服务和智能推荐袁 增强用户

交互体验遥 此外袁 强化数据安全和合规性袁 确保遵守

相关法律法规袁 保护用户隐私遥 通过持续的员工培训

和用户教育袁 提高内部人员与读者对 AIGC 技术的理

解和接受度遥 最后袁 建立反馈机制和定期审查流程袁
监测 AIGC 系统的性能袁 及时调整策略袁 不断优化服

务遥 通过这一系列综合措施袁 高校图书馆能够有效利

用 AIGC 技术袁 构建高效尧 智能且符合伦理规范的信

息管理制度袁 为师生提供更加便捷尧 个性化的知识获

取途径遥
渊2冤 完善信息管理系统遥 图书馆常用的信息管理

系统包括资源管理系统尧 座位管理系统尧 门禁管理系

统尧 新媒体平台等遥 随着图书馆业务发展的需求和资

源种类日益丰富袁 下一代图书馆管理与服务平台应运

而生袁 其同时集成图书资源管理尧 门禁管理尧 业务管

理等多项功能袁 是大数据技术在图书馆管理中的有效

应用遥 因此袁 在图书馆内部组织的信息文化培育中袁
融合 AIGC 技术袁 建立图书馆服务管理平台袁 对图书

馆的文献资源尧 空间资源尧 人才资源等进行集成式管

理尧 科学地展示和智能化服务曰 建立数据管理平台袁
有效利用 AI 生成式技术对图书馆内部产生的各类数据

进行记录尧 保存尧 分享和再利用袁 如考勤数据尧 会议

数据尧 活动数据尧 业务数据等日常组织管理的数据进

行有效的管理袁 确保内部合理开放与数据隐私保护之

间的平衡曰 建立用户交互平台袁 包括网站尧 微信公众

平台等其他新媒体平台袁 通过 AI 生成式技术实现与用

户之间的信息咨询尧 知识服务尧 情报服务遥
渊3冤 丰富信息资源遥 信息资源不仅包括图书馆的

文献资源袁 还包括各类先进信息技术资源尧 信息空间

资源遥 利用 AIGC 来丰富信息资源袁 首先要基于深度

学习模型袁 构建一个智能内容生成平台遥 该平台应具

备多语言处理能力袁 能够自动生成学术摘要尧 文献综

述及最新科研动态袁 为学生和教师提供即时的知识更

新遥 其次袁 通过 AIGC 技术袁 图书馆可以创建虚拟参

考咨询服务袁 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袁 为用户提供全

天候的在线问答袁 解答各类学术问题袁 增强信息获取

的便利性遥 此外袁 AIGC 还能帮助图书馆自动整理和分

类海量藏书袁 生成目录索引和关键词标签袁 优化搜索

算法袁 使用户能更快速精准地找到所需资料遥 图书馆

还可以运用 AIGC 生成互动式教学材料和在线课程袁
为远程学习者提供丰富的多媒体学习资源遥 同时袁 通

过分析用户阅读偏好袁 AIGC 系统能够推送个性化阅读

建议袁 激发读者的探索兴趣遥 除此之外袁 图书馆应持

续监控 AIGC 生成内容的质量袁 确保其准确无误袁 避

免误导性信息的传播遥 通过这些举措袁 高校图书馆不

仅能够极大丰富其信息资源袁 还能提升服务质量袁 促

进学术交流与创新袁 成为校园内不可或缺的知识中心遥
渊4冤 提升信息服务能力遥 信息服务能力代表了新

时代高校图书馆实力的表征之一袁 为读者提供多样化尧
个性化的信息服务也是图书馆长期以来努力的方向遥
AIGC 技术推动信息服务方式由单一性向多样性转变尧
内容由普适性向个性化转变尧 效果由智能化向智慧化

转变遥 AIGC 可以提供个性化的信息推荐袁 依据用户的

历史行为和兴趣偏好袁 精准推送定制化内容袁 提升用

户体验遥 此外袁 AIGC 还可用于数据分析与洞察袁 从海

量数据中提取有价值的信息袁 帮助用户做出更明智的

决策遥 在教育领域袁 AIGC 能生成适合不同用户的学习

材料袁 针对不同学习者的理解能力和进度调整教学内

容袁 实现个性化教学遥 总之袁 AIGC 的应用能够显著增

强信息服务的智能化水平袁 满足多样化需求袁 推动信

息服务能力向更加高效尧 精准尧 个性化的方向发展遥
3.2 高校图书馆信息文化培育目标

从组织效能角度来看袁 信息文化可以分为 4 种袁
分别是结果导向型文化尧 遵守规则型文化尧 基于关系

型文化尧 激进型文化袁 并认为在不同类型的文化中袁
其目标也有所不同袁 但总的来说提高信息管理的效率袁
鼓励创新袁 其中信息共享尧 信息管理标准尧 过程控制

规范尧 信息主动性都很重要[21]遥 高等教育环境中的信

息文化可以分为作为文化资本的信息文化尧 作为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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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文化资本的信息文化尧 作为信息传播中心的信息

文化遥 总体而言袁 围绕 野人才冶 这一教育领域最重要

的价值内容袁 大学信息文化的目标是支持教学目标袁
完成教学目标并促进人才培养和知识创新[8]遥 然而袁 目

前大学图书馆的信息文化可以用 野马虎冶 和 野放松冶
来描述袁 其相互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袁 与外部单位之

间缺乏信息共享与沟通袁 是一座孤立的信息孤岛袁 不

同单位之间的信息共享和沟通较为困难[22]袁 因此可认

为高校图书馆信息文化的目标之一是合理利用 AIGC

技术促进本单位的信息共享袁 提高组织效率遥 同时在

AIGC 浪潮下袁 图书馆信息文化的培育需主动拥抱迎合

当下 AIGC 发展的趋势袁 通过加强信息共享与传播袁
培养师生合理合规使用信息技术尧 数据技术和 AI 技术

的习惯袁 提高师生利用信息技术尧 AI 技术的能力袁 以

帮助他们更好的完成科研尧 教学和学业袁 以促进知识

创新遥 总体来说袁 图书馆信息文化培育的目标最终都

是为高校更好的实现教育信息化袁 为了培养开发和运

用信息技术方法以优化管理尧 提升绩效尧 引领创新的

复合型管理人才袁 使其通过内在的创新能力去适应未

来社会在互联网尧 大数据尧 元宇宙尧 人工智能等新技

术的发展遥
3.3 高校信息文化与 AIGC融合培育

高校是一个拥有知识袁 并利用知识创造新知识的

信息生态系统袁 在知识转化过程中袁 随着 AIGC 技术

的发展袁 高校的信息文化呈现出多方面的不确定性袁
一方面既能促进知识转化的效率曰 另一方面有可能限

制知识创新遥 高校图书馆作为高校的信息资源中心袁
应主动引导师生科学合理地利用 AIGC袁 为提升师生信

息素养尧 促进知识创新提供帮助遥
渊1冤 整合高校教育信息资源遥 高校的教育信息资

源散落在各个学科尧 学院尧 教师手中袁 获取尧 查找和

利用都需要通过多个渠道遥 高校图书馆具有收集尧 组

织尧 管理信息资源的优势袁 可以利用 AIGC 技术从多

个渠道收集散落在不同学院和平台的信息资源袁 如教

学案例尧 试验报告尧 教科书尧 教辅资料尧 教学视频等袁
建立信息资源综合平台袁 通过分析教师和学生的需求袁

帮助师生更加便捷地获取教育信息资源袁 更加合理地

分配教育信息资源袁 更加客观地评估教育信息资源袁
推动教育信息资源的有序健康地利用袁 从而提高教育

质量遥
渊2冤 丰富信息素养体系遥 AIGC 技术的应用与发

展袁 加速了高校教育的变革袁 信息获取尧 信息甄别尧
信息安全尧 学术道德等都迫切地驱动着信息素养教育

的变革遥 高校图书馆需要优化信息素养教育的内容尧
改进信息素养教育的模式袁 帮助师生认识和理解 AIGC

技术袁 正确看待其对教育的冲击和影响袁 加强思考尧
批判和创新曰 提高读者对 AIGC 技术的应用能力袁 包

括信息表达能力尧 信息检索能力尧 信息甄别能力尧 数

据训练能力等袁 培养读者在法律允许范围内合理使用

AIGC 技术为科研教学和学习服务的能力曰 规范读者的

信息道德袁 强化读者对 AIGC 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袁
了解 AIGC 所带来的信息风险尧 技术伦理袁 全面提升

高校的信息素养遥
渊3冤 协同信息技术开发遥 不同高校具有不同的办

学特色和专业背景袁 如果仅依靠市场化的商业服务袁
远远不能满足高校的信息需求袁 必然需要根据高校实

际需求进行二次开发袁 尤其是 AIGC 技术具有较强的

拓展性袁 可以不断获得内容领域的应用袁 提升高校的

教育管理信息化水平遥 图书馆应配合学校信息化建设

需求袁 协同信息化中心部署多方位的信息技术平台袁
助力校园一站式智慧管理服务曰 协同科技处等进行科

研信息平台开发与管理袁 助力学术研究与科技创新曰
协同学工处尧 教务处等进行教学信息技术开发与管理袁
推动智慧课堂建设遥

渊4冤 参与信息治理体系建设遥 利用信息技术尧
AIGC 技术推动教育管理数字化和智慧化水平袁 必然会

产生信息过载尧 虚假信息尧 数据开放等多种问题遥 因

此袁 信息文化的培育离不开科学的信息治理体系袁 以

科学数据驱动教育治理智能化袁 是促进教育现代化的

有效路径之一遥 高等教育信息治理需要打通行政机关

与学院专业之间的数据壁垒袁 需要各项目和系统之间

的协调袁 需要建立多元主体袁 各部门之间要协同管理遥
图书馆应主动配合学校信息治理的统筹和管理袁 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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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知识进行科学地评估和规划袁 提供对策和建议遥

4 结 语

信息文化随着信息技术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渗透袁
已经形成了一种新的行为规范袁 在 AIGC 技术的推动

下袁 必然会进入新的阶段遥 信息文化与 AIGC 的融合袁
逐渐从跨越大数据时代向智慧时代拓展和升华袁 借助

网络技术尧 数据技术尧 AI 技术帮助读者解决信息问

题袁 实现信息到知识的转换遥 在高等教育信息文化培

育中袁 图书馆既应主动应对 AIGC 对信息文化的影响袁
积极营造和谐规范的信息环境袁 加强信息互动与共享袁
从而提升图书馆的组织效率曰 同时还应不断整合高校

教育信息资源尧 丰富信息素养体系尧 协同其他机构开

展信息技术开发袁 参与信息治理体系建设袁 为提升师

生信息素养尧 促进知识创新提供帮助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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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pose/Significance] In the context of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content generation (AIGC)

technology, it is particularly urgent and important to explore in depth its impact and evolutionary path on the information culture of

university libraries. As a central platform for knowledge dissemination and information exchange, university libraries not only hold a

wealth of literature resources, but also serve as important places for teachers and students to obtain information and improve their

information literacy (IL). Therefore, the study of the internal logic and development ideas of information culture in university librarie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AIGC aims to reveal how new technologies can reshape the information service model of libraries, and how to

promote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knowledge innovation and educational informatization by optimizing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nd

improving service efficiency. This study will provide scientific basis for university libraries to formulate strategic plans that adapt to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s, help them to better serve teaching and research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era, and cultivate high-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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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lented people with high IL skills. [Method/Process] This study focused on both theory and practice of library information culture

construction. First,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f library information culture are considered, and the concept, characteristics, and

manifestations in university libraries are systematically reviewed. Second,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the AIGC

technology on information culture was conducted, including changes in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methods, improvements in information

processing capabilities, and innovations in information exchange models. Finally, the integration path of information culture and the

AIGC technology was explored, and a framework for cultivating information culture in libraries and at the university level was proposed.

[Results/Conclusions] Under the promotion of the AIGC technology, the cultivation of information culture in university libraries has a

new trend and characteristics. In order to better achieve the goal of educational informatization, university libraries should actively

embrace and respond to change by building information system standards, improving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s, enriching

information resources, and enhancing information service capabilities. At the same time, they should also promote the cultivation of

information culture by integrating information resources for university education, enriching IL systems, cooperating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participating in the construction of information governance systems. By integrating educational

resources, cooperating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nd jointly building an open, shared, and mutually

beneficial information ecosystem, we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culture in university

libr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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