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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传统学习与空间价值的再发现

要要要国内外 野高校图书馆学习空间冶 研究综述

冯 雅袁 李 刚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南京 210023）

摘 要院 [目的 /意义]建设高校图书馆学习空间有利于促使高校图书馆更好适应非传统学习方式，实现图书

馆空间价值再发现。[过程 /方法]文章利用国内外“高校图书馆学习空间”相关研究文献，梳理了学习空间

的概念内涵与发展历程，剖析了高校图书馆学习空间建设的动因，总结了高校图书馆学习空间的建设策略，

并在此基础上对比了国内外高校图书馆学习研究的异同。[结果 /结论]中国高校图书馆学习空间研究应该关

注学习理念变迁对学习空间研究的影响，重视学习支持服务研究，促进学习空间研究更细化具化，关注学习

空间研究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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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pose / Significance] The construction of university library learning space is helpful to promote the bet-

ter adaption to non-traditional learning methods for a university library, which can realize the rediscovery of space

value in the library. [Method / Process] This paper uses the related research literature of "University Library Learn-

ing Space" at home and abroad, studies the connotation and development process of learning space, analyze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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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与数字技术的发展袁 带来信息爆炸式增长袁
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读者获取信息的难度遥 同时袁 教

育理念与学习方式也产生了相应的改变遥 以在线学习尧
团队学习尧 主动学习尧 整体学习为代表的非传统学习

方式逐步影响了以课堂学习尧 自我学习等为主导的传

统学习方式遥 在技术发展与学习方式变迁的双重冲击

下袁 以文献借阅为重点的图书馆服务模式和以储藏为

核心的图书馆空间布局模式面临巨大挑战遥 高校图书

馆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袁 既是高校的信息文化

中心袁 又是重要的学习场所遥 如何习惯学习方式的转

变袁 并在更大程度上促进学习袁 提高学习效率是高校

图书馆空间建设必须要考虑的问题遥 在此背景下袁 图

书馆界掀起了 野空间再造冶 的热潮遥 图书馆学习空间

渊Library Learning Space冤 起源于 20 世纪 90 年代的美

国高校图书馆遥 作为一种新型的高校图书馆空间布局

和利用模式袁 学习空间在提供学习场所与学习支持袁
满足非传统学习需求方面有独到的作用袁 对于挖掘图

书馆储藏尧 阅览尧 自习之外的空间价值有重要意义袁
是图书馆空间转型的必然之举遥 经过近 30 年发展袁 图

书馆学习空间的理论与实践逐渐成熟完善袁 国内高校

图书馆学习空间研究虽然起步较晚袁 但仍然取得了较

大进展遥 笔者将从图书馆学习空间发展历程入手袁 通

过剖析高校图书馆学习空间研究的动因袁 梳理近年来

国内外研究现状袁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对于中国高校图

书馆学习空间研究的启示袁 以期促进中国高校图书馆

学习空间建设更好适应非传统学习袁 实现空间价值的

再发现遥

1 高校图书馆学习空间内涵与发展历

程梳理

1.1 高校图书馆学习空间内涵

学习空间研究自兴起之后袁 受到教育学尧 管理学尧
建筑学等多个领域的关注遥 目前袁 针对学习空间相关

概念的论述并没有统一的定论袁 但都立足于 野学习的

场所冶 这一本质属性袁 即学习空间是指任何可以从事

学习尧 交流尧 合作等活动的场所[1]遥 随着信息技术尧 学

习方式尧 学习需求的不断发展与改变袁 国内外对学习

空间的定义嵌入了更多的技术与需求因素遥 2006 年

JISC 渊Joint Information Systems Committee冤 提出学习

空间应该能够激励和促进学习者的学习袁 支持协作学

习的开展袁 能够同时提供个性化和包容性的环境袁 并

且能够灵活地满足不断变化的需求[2]遥 国内学者张田力

认为学习空间就是能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促进学习和

协作袁 能让学习者自由参与尧 互动协作袁 且能灵活满

足学习者不断变化的需求的环境[3]遥 同时袁 国内外学者

对学习空间类型提出了诸多见解袁 从学习行为发生的

场所可以将学习空间分为正式学习空间 渊如教室冤 和

非正式学习空间 渊如图书馆冤 [4]曰 从空间形态可以分为

物理学习空间和虚拟学习空间曰 此外还可以根据用户

需求属性和空间功能属性进行分类[5]遥
在学习空间兴起之后袁 众多高校图书馆纷纷加入

学习空间建设的大潮中遥 按学习空间的相关定义袁 广

义上的高校图书馆学习空间是指高校图书馆内任何可

motiv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learning space, summarizes the construction strategy of learning space, and com-

pare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the research at home and abroad. [Results / Conclusions] This paper draws

the enlightenment to the research on university learning space for China: the researchers should focus on the impacts

of changes in learning concepts on the research of learning space, focus on the research of support services for learn-

ing, promote in-depth the research of learning space, and pay attention to new trends of the research of learning

space.

university library; learning space; information commons; learning commons; space value; informal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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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学习的场所遥 但在实际建设过程中袁 高校图书馆往

往在馆内打造了一个专门性的学习空间袁 并且学习空

间命名并不统一袁 例如信息共享空间尧 学习共享空间尧
学习空间尧 学习区等等遥 但不管以何种名称命名袁 高

校图书馆学习空间都可归纳出几点特征袁 即以用户为

中心袁 以促进学习为目标袁 以技术为支撑袁 强调灵活

性尧 舒适性尧 创新性尧 协作性尧 共享性遥 因此笔者认

为袁 高校图书馆学习空间是指高校图书馆为鼓励尧 支

持尧 启发用户的学习行为袁 建立的集先进硬件设备尧
舒适的空间环境以及多样化学习支持服务为一体的学

习场所遥
1.2 高校图书馆学习空间发展历程

高 校 图 书 馆 学 习 空 间 源 于 信 息 共 享 空 间

渊Information Commons袁 IC冤袁 可以追溯至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美国爱荷华大学开设的信息拱廊以及南加州

大学开辟的信息共享区遥 这一时期互联网技术有了较

大发展与突破袁 网络与计算机被应用到课堂教学中遥
IC的出现适应了信息技术的发展与教育模式的转变[6]袁
类似于计算机工作站尧 参考咨询台尧 多媒体工作站尧
高新技术教室等遥 1999 年 Beagle 发表论文 叶IC 构想曳
渊Conceptualizing an Information Commons冤 [7]袁 为以后

人们研究信息共享空间奠定了理论基础[8]遥
21 世 纪 最 初 10 年 学 习 共 享 空 间 渊 Learning

Commons袁 LC冤 逐渐兴起袁 并一直延续至今遥 2004 年

南加州大学主办了名为 野信息空间院 课堂之外的学习

共享空间冶 的会议袁 Beagle 提出 野IC 到 LC冶 的发展路

径[9]遥 LC 与 IC 相比袁 更注重对学习过程的全面支持袁
促进用户的信息交流[10]袁 是学习尧 研究尧 交流尧 参与

和协作的全方位服务中心[11]遥 换言之袁 IC 强调图书馆

空间与技术袁 赋予用户寻求信息的能力曰 LC 则在此基

础上更多指向图书馆空间内的自我学习尧 协作学习与

知识创造活动遥
部分学者认为图书馆学习空间 渊Learning Spaces袁

LS冤 是 野共享空间冶 概念的第三次迭代[12]袁 是图书馆

空间设计的最新阶段遥 LS 的首要任务是将学生与技

术尧 信息尧 非正式学习联系在一起袁 有效补充课堂学

习袁 从而促进可能发生在课堂内外的各项学习活动遥
LS 还适应和支持不同用户的不同需求和偏好[13]袁 注重

空间的多功能性与灵活度袁 即学习空间可以轻松地重

新配置为如教室尧 会议室尧 计算机实验室或创客空间

等场所袁 以支持各种学习活动[14]遥 这个时期图书馆学

习空间建设走向成熟袁 并逐渐成为图书馆的发展规划

之一遥 例如弗吉尼亚理工学院图书馆制定的 野2012要
2018 战略计划冶 将 野学习空间建设冶 作为 野图书馆重

塑自身领域冶 的 4 个主题之一[15]袁 并设置了专门岗位

野融合工作室经理和学习空间评估协调员冶袁 负责空间

设计尧 协调与评估等遥
从信息共享空间 渊IC冤 到学习共享空间 渊LC冤袁 再

到学习空间 渊LS冤袁 图书馆学习空间经历了 3 个发展阶

段[16]袁 其概念特征也产生相应变化院 从关注学习环境

转向专注自我导向的学习和知识创造环境曰 从强调信

息共享尧 硬件支持到注重提供全方位的学习支持袁 满

足协作学习需求袁 启发主动学习行为曰 从提供学习支

持到沟通课堂内外袁 促成学习的整体性和连贯性袁 如

图 1 所示遥

图 1 高校学习空间相关概念发展历程演变

2 非传统学习中高校图书馆学习空间

建设动因研究

Oblinger 在 叶学习空间曳 一书中提出学习发生在课

堂上 渊正式学习冤曰 也会发生在个人之间的偶然互动

渊非正式学习冤袁 无论是物理空间还是虚拟空间都会对

学习产生影响[17]遥 随着传统课堂形态变化袁 学习空间

功能与灵活性增加袁 高校图书馆不仅是非正式学习的

重要场所袁 同时也有可能为教学活动提供教室遥 学习

空间的出现打破了正式学习与非正式学习的界限袁 促

成了包括课堂内外学习活动的整体学习遥 与此同时袁
教育理念不断发展袁 信息技术对教育尧 学习影响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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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大袁 传统的学习方式尧 学习环境尧 学习需求有了改

变袁 非传统学习模式开始流行遥 在非传统学习中袁 正

式学习与非正式学习的差距变小袁 更强调学习的自主

性尧 合作性尧 探究性袁 注重全面的学习支持遥 因此袁
高校图书馆学习空间建设的目的就是促使高校图书馆

适应非传统学习方式袁 推动图书馆空间的转型袁 发挥

高校图书馆促进学习的重要价值遥
2.1 学习方式转变是图书馆空间转型的重要

动力

随着教育理念的不断改变袁 基于理解与发现的学

习活动逐渐取代以记忆为主的传统教学活动[18]袁 教育

理念中的 野教学文化冶 转向 野学习文化冶 [19]遥 教育工

作者更加重视启发式教育和主动学习袁 并倡导以小组

学习形式促进学习遥 同时袁 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动了学

习方式的转变遥 各类社交软件的风靡促使 野社交化学

习冶 模式诞生曰 以网络技术尧 网络平台为基础袁 如在

线学习尧 远程教育尧 翻转课堂 MOOC 等教育学习方式

不仅丰富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袁 拓展了课堂的边界袁
还提高了学习的可行性与便利性袁 正式学习与非正式

学习之间的差距逐渐减少遥 与传统课堂教学不同袁 非

传统学习依托于信息技术与新的教育理念袁 突破了传

统学习方式的被动性尧 依赖性和单一性袁 更重视 野自
主学习尧 合作学习尧 探究学习冶遥 学习方式的变化带动

了用户学习需求的转变遥 在非传统学习中袁 用户倾向

有一个全方位支持的协同式学习环境[20]遥 在此状况下袁
高校图书馆空间建设转型是必然之举遥 高校图书馆需

要能够提供适合师生交流讨论的场所袁 提供使学生发

扬自我袁 展示自我的平台袁 提供激发学习热情和创作

灵感的空间[21]遥
2.2 数字时代凸显图书馆空间独特价值

数字时代是非传统学习区别于传统学习的重要时

代背景遥 在数字时代袁 用户学习需求尧 信息获取方式

以及信息存储方式都发生了变化遥 知识资源和空间资

源是图书馆的根本性资源袁 数字知识资源促使图书馆

完成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22]遥 曾有学者预言图书馆

会因为技术的发展袁 纸质印刷文献式微而逐渐消亡[23]遥
事实并非如此袁 用户对作为场所的图书馆空间的需求

并未减弱袁 野空间消费冶 需求反而日益增强袁 只是已

不再满足其传统的功能空间形式 [24]遥 图书馆的空间形

态尧 文化氛围以及硬件配置等逐渐成为图书馆在数字

时代吸引用户的重要因素遥 但传统的以文献储存尧 借

阅尧 自习为核心的图书馆空间布局难以满足用户需求

的改变遥 在此背景下高校图书馆不断调整空间布局袁
空间再造活动逐渐兴起袁 诸如创客空间尧 文化空间尧
学习空间等空间规划设计不断重构传统以储藏阅览为

核心的图书馆空间布局遥 除了硬件配置提升与专业服

务之外袁 学习空间环境的舒适性与人文性袁 以及绿色

环保尧 和谐的建筑理念也都融入到图书馆空间构建之

中遥 例如 2013 年袁 北卡罗莱纳大学 Hunt 图书馆新馆

获得了 AIA/ALA 图书馆建筑奖袁 该馆设计了一个全新

的学习空间袁 颠覆了传统图书馆空间格局袁 以开放尧
创新尧 共享的理念将用户需求尧 室内建筑设计尧 图书

馆功能设计等融为一体 [25]袁 被 叶时代周刊曳 誉为未来

的图书馆[26]遥
2.3 学习需求升级促进学习空间建设

为满足数字时代下用户不断升级的学习需求袁 高

校图书馆提供了各项创新服务袁 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动

了学习空间建设遥 图书馆建立 IC 可以看作图书馆应对

信息技术冲击的一种方式袁 也是对 野图书馆消亡论冶
的一种反驳袁 为图书馆振兴创造了条件 [27]遥 从 IC 到

LC尧 LS袁 一方面袁 高校图书馆空间的硬件与技术支持

在不断升级袁 另一方面袁 图书馆提供的各项服务在不

断创新遥 图书馆从提供传统借阅服务袁 逐渐演变成在

借阅基础上提供空间服务与更高层次的学习支持遥 高

校图书馆提供各类学习支持服务袁 既是对自身服务内

容与方式的创新[28]袁 同时对图书馆空间格局的优化提

出了要求袁 即图书馆空间布局应便于各项服务的提供袁
满足充分利用空间的要求遥 例如随着区域性尧 专题性

研究的兴起袁 嵌入式学科服务开展[29]袁 要求高校图书

馆的结构划分更为细化[30]遥
综上所述袁 可将在非传统学习中影响高校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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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空间建设的动力因素分为社会因素和需求因素遥
高校图书馆学习空间实践之初便深受技术发展的影响遥
因此袁 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是促进高校图书馆学习空

间建设的基础因素袁 其他动力因素或多或少受到技术

发展的影响遥 整个社会有关学习理念尧 学习方式的改

变与发展促成高校图书馆学习空间关注整体学习尧 主

动学习曰 用户在数据时代的 野空间消费需求冶 以及多

样化的学习需求则要求高校图书馆学习空间提供全面

的学习支持服务袁 空间的功能更加灵活多样袁 如图 2

所示遥

图 2 高校图书馆学习空间建设动力因素图

3 非传统学习中高校图书馆学习空间

建设策略研究

3.1 高校图书馆学习空间建设原则

渊1冤 以满足用户学习需求为导向遥 在非传统学习

背景中袁 用户的学习方式尧 学习资料尧 学习场所尧 学

习环境与以往相比都有了较大改变遥 高校图书馆学习

空间应以用户为中心[31]袁 分析用户对学习环境尧 资源尧
服务等多样化[32]尧 个性化[33]的需求袁 从而制定具体的建

设措施是学习空间建设的首要原则遥 图书馆空间设计

的灵活性[34]与可配置性[35]是满足用户需求的表现之一遥
空间可以在使用中随着需求改变而重新进行配置袁 满

足每天尧 每周或每月重新配置袁 以适应不同的学习风

格的需要遥 例如袁 在高校考试前后袁 高校图书馆需要

提供更多安静的学习共享空间曰 而在项目工作期间袁
则需要提供更多的小组协作空间遥 除了学习需求之外袁
图书馆学习空间还需考虑用户的其他休闲需求遥 用户

在图书馆应该方便获得食物尧 饮用水和厕所等 [36]袁 这

样可以充分节约时间袁 反而更能提高学习效率遥

渊2冤 多主体共建学习空间遥 一支具有专业化尧 现

代化服务水平的队伍是学习空间建设的前提与基础[37]袁
可以通过加强馆员培训尧 优化馆员结构等方式来提升

馆员素养袁 提高馆员的服务能力 [38]遥 高校图书馆学习

空间的建设不能凭一己之力袁 校内其他部门的合作与

支持是成功的关键 [39]遥 因此馆员尧 读者尧 指导教师尧
技术人员尧 其它协同人员尧 学生助理等相互沟通与交

流袁 是开展图书馆学习空间服务有效的途径[40]遥 此外袁
刘然[41]尧 马江宝[42]等学者也提出了互动尧 协同式的学习

空间服务模式袁 提升图书馆学习空间的服务效果遥
渊3冤 技术支撑学习空间建设遥 非传统学习方式的

重要特点之一便是对信息技术以及各类学习设备的运

用遥 在 野2017 年美国新媒体联盟年度冶 地平线报告院
高等教育中提出 野重新设计学习空间冶 是加速高等教

育技术应用的六大关键趋势之一[43]袁 可见在学习空间

设计中关注技术的应用遥 信息技术发展不仅提升了学

习空间的硬件环境袁 还改善了图书馆的资源布局 [44]袁
促进了学习空间管理与运行的进一步完善遥 可预见的

是袁 未来信息技术不断突破创新袁 仍会推动着学习空

间的不断改造升级遥 例如部分国内外学者主张将各类

新技术比如大数据[45]尧 云计算[46]尧 情感分析技术[47]尧 人

工智能[48]尧 新媒体技术[49]尧 网络地理信息系统[50]尧 网络

游戏技术 渊RPG 制作大师冤 [51]等技术运用到图书馆学

习空间建设中遥 此外袁 高校图书馆学习空间的设备也

在逐渐升级袁 例如穿戴设备袁 3D 打印机袁 大型交互式

视频墙袁 高配置计算机[52]等各种多媒体设备尧 学习设

备或是 IT 基础设备等将配置在学习空间中遥
3.2 高校图书馆学习空间建设规划

传统意义上的高校图书馆空间主要用作图书储藏

和读者阅览自习遥 随着非传统学习方式出现袁 用户对

图书馆空间的多样性尧 舒适性有了更高的要求袁 传统

的图书馆空间格局难以满足用户需求遥 国外有研究发

现高校图书馆空间设计有一些共同的变化趋势袁 如院
满足小组学习或个人学习的空间增加尧 社交休闲空间

渊如咖啡馆冤 增加尧 书籍与工作人员空间减少尧 WI-FI

覆盖率增加等[53]遥 高校图书馆学习空间是众多空间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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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一种袁 合理的空间设计有助于提升学习效果袁 促

使图书馆服务和设施发挥更重要的作用[54]袁 需合理安

排各空间比例尧 区分学习空间不同区域的功能以及属

性遥 Beagle 提出图书馆学习空间应该分为物理空间尧
虚拟空间尧 文化空间[55]遥 Cunningham尧 Tabur [56]认为学

习空间设计应该考虑访问和链接尧 用户和活动尧 舒适

度和形象尧 社交性等属性遥 总体而言袁 针对学习空间

设计框架袁 国外学者主要从空间功能划分和属性要求

等两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设想遥 国内学者对学习空间规

划研究袁 主要从用户需求尧 技术尧 空间模式[57]等不同

层面提出了设计框架遥 如余鹏彦等人提出了用户层尧
设备层尧 服务层和学习层的 4 层系统架构袁 设计集成

统一认证尧 社交学习尧 学习支持工具尧 学习资料库尧
信息云端存储和 O2O 六大核心功能模块袁 用以实现实

体图书馆向虚拟网络空间延伸 [58]遥 值得注意的是袁 近

年来部分高校图书馆建造新馆袁 部分采用旧馆改造的

模式重构图书馆空间布局袁 但无论是新馆建设还是旧

馆改造都是一项巨大工程遥 因此袁 高校图书馆学习空

间的建设规划不仅要充分考虑利益相关者 渊例如图书

馆工作人员尧 学者尧 学生和建筑师冤 的不同利益诉

求[59]袁 通过访谈尧 调研等方式让每个人在设计规划过

程中都拥有平等的发言权袁 还要具有预见性以及注重

空间的灵活可配置遥 学习空间的建设规划只有致力于

满足用户当下需求袁 关注用户需求的变化趋势袁 才能

使图书馆空间发挥最大价值遥
3.3 高校图书馆学习空间建设评价

图书馆空间评价是图书馆从资源场所向空间场所

过渡的重要课题 [60]遥 对于高校图书馆学习空间而言袁
科学有效的空间评估是了解图书空间使用情况和存在

问题的重要手段遥 目前国内外学者主要从学习空间评

估的主体尧 方法尧 内容尧 指标等开展相关研究遥 从评

价主体而言袁 高校图书馆与其他类型图书馆不同袁 其

服务对象较为固定袁 主要为在校师生袁 高校图书馆学

习空间建设的首要原则是关注用户需求遥 因此袁 图书

馆学习空间评价应该是一个多角度尧 多主体的循环过

程[61]遥 从评价内容与指标而言袁 在非正式学习背景下

高校图书馆学习空间是一个资源尧 服务与空间的集合

体遥 学习空间建设评估应将空间尧 资源与服务作为整

体进行衡量[62]遥 具体地袁 目前研究主要从实体与虚拟

空间环境尧 管理水平[63]尧 功能设计曰 信息资源尧 硬件

资源尧 人力资源曰 服务效果尧 服务质量[64]等方面提出

了评估指标遥 评估方法与评估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息息

相关遥 目前常用的高校图书馆学习评价主要有用户访

谈尧 专家咨询尧 调研等多种方法遥 例如詹华清等结合

美国两位学者 Stuart C 和 White T 出版的 叶图书馆学习

空间评价快速上手曳 和 叶ARL 学习空间前期规划工具

包曳袁 精选了调查和评论尧 学生和教师咨询小组尧 午餐

邀请访谈尧 实地调研访谈尧 焦点小组访谈尧 结构性访

谈尧 录像访谈尧 用户设实验尧 专家法尧 沙箱实验尧 学

习空间监督委员会以及报告卡等 12 种适于图书馆学习

空间使用的评价方法[65]遥 此外袁 在学习空间评价中存

在从基本定量评估发展到以用户体验为中心的更全面

的定性评估的趋势[66]遥 但在实际评价过程中袁 容易受

到指标设置不合理尧 不全面[67]袁 评价主观性大袁 评价

精确度不高等影响遥 定量评价尧 定性评价各有利弊袁
评价对象范围尧 侧重点也会影响评价的精确度遥 因此袁
在未来评价中可采用定量评价尧 定性评价等多种类型

评价方法相结合的形式袁 分主题分类型进行学习空间

评价袁 提高评价科学性与准确性袁 努力构建一个与用

户共建共享的学习空间建设生态遥
3.4 高校图书馆学习空间建设案例

对高校图书馆学习空间的建设案例的研究袁 是了

解学习空间建设现状尧 梳理建设思路尧 总结建设经验

的重要途径遥 对于中国高校图书馆而言袁 学习空间是

野舶来品冶袁 经验案例研究一直都是研究热点遥 主要有

以下几方面研究内容院 一是对欧美等学习空间发展较

成熟的国家先进理念和经验的引进[68]遥 例如潘洋等人

调查了新加坡公立大学图书馆空间再造项目袁 提出合

理配置不同类型空间比例袁 采用基于评估的空间管理

方法等空间再造策略 [69]遥 二是国内外建设案例的对比

研究袁 从而总结经验与不足遥 例如黄良燕在对比分析

了加拿大皇后大学尧 香港城市大学以及上海交通大学

冯 雅，李 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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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后袁 发现国内学习空间建设存在着经费尧 观念尧
教学模式尧 人才等多方面问题[70]遥 三是对国内典型个

案的研究袁 总结先进经验遥 殷桂香等人分析了香港科

技大学图书馆学习空间建设经验后袁 提出学习空间建

设需要馆员有效融入袁 并成为知识渊博尧 有能力的信

息导航员袁 事件和活动的组织者以及技术专家 [71]遥 四

是对国内图书馆学习空间总体建设体现状调查遥 例如

王迪等人运用文献调查尧 网络调查和实地调查方法袁
对 野211 工程冶 高校图书馆学习共享空间的组成要素尧
服务设施和服务项目等方面进行调查[72]遥

4 国内外高校图书馆学习空间研究的

异同

4.1 国内外研究相同之处

第一袁 高校图书馆学习空间研究涉及学科的多样

性遥 国内外学习空间研究都具有明显的多学科交叉属

性袁 研究领域涉及图书馆学尧 建筑学尧 心理学尧 计算

机科学尧 教育学尧 组织行为学等多个学科领域遥 第二袁
高校图书馆学习空间研究存在着从物理空间逐渐扩展

到虚拟空间袁 再到精神文化空间的发展趋势遥 在学习

空间研究之初袁 更偏重于对图书馆物理空间布局的探

讨袁 之后则发展成对物理空间尧 虚拟空间以及用户文

化尧 学习需求的探讨遥 第三袁 国内外学习空间研究均

重视用户需求和技术运用遥 以人为本是学习空间研究

一以贯之的理念遥 无论是从关注实体馆藏袁 还是关注

用户需求袁 都体现了图书馆以 野读者为中心冶 的价值

取向遥 重视对新技术的运用是学习空间适应技术环境

变化的重要途径袁 也是学习空间进一步发展与完善的

必要保障遥
4.2 国内外研究不同之处

从研究与实践进展来看袁 国外图书馆学习空间研

究起步早袁 发展较为成熟完善袁 学习空间研究往往与

实践相互促进袁 共同发展遥 相比之下袁 国内图书馆学

习空间研究起步较晚袁 但近些年发展迅速遥 近些年中

国更加关注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袁 同时加大了对公共

文化设施的投入袁 各类图书馆纷纷改造旧馆尧 开辟新

馆遥 这也为近年国内高校图书馆学习空间研究与发展

创造了条件遥 从研究内容来看袁 随着学习空间建设实

践的深入开展袁 国外学者对学习空间的研究逐渐细化尧
具化袁 将研究目光聚焦到学习空间建设过程的具体层

面以及所提供的服务遥 研究内容从学习空间建设的框

架模型尧 影响因素尧 软硬件配置尧 服务效率等慢慢扩

展到更细化具体的层面遥 例如袁 对学习空间里各类型

空间比例的配置袁 对空间色彩尧 家具配置尧 空间文化

氛围的探讨袁 乃至对学习空间座位比例尧 粘度袁 用户

情感变化的研究遥 国内与国外相比在研究深度上还存

在一定差距袁 国内研究主要是在现状梳理尧 经验借鉴尧
案例介绍基础上袁 从较为宏观层面提出学习空间的建

设途径遥

5 对中国高校图书馆学习空间研究的

启示

学习空间重新定义并创造性地突出了高校图书馆

空间的新价值袁 即高校图书馆不单纯是一个高校的信

息资源中心袁 更是一个学习场所和促进创造创新的动

力环境[73]遥 高校图书馆学习空间集成了各类信息资源尧
各项新技术以及富有美感和现代气息的内部设计袁 可

以有效服务于非传统学习方式袁 满足数字时代多样化

的用户需求袁 促进用户更主动学习遥 通过对比国内外

高校图书馆学习空间研究现状袁 可以看出国内高校图

书馆学习空间研究与建设还有较大发展空间遥
5.1 关注学习理念变迁对学习空间研究的影响

从高校图书馆学习空间发展历程可以看出袁 学习

空间研究随着用户学习方式尧 学习理念尧 客观技术环

境的不断变化袁 学习空间的功能尧 服务与形态都有了

一定程度的改变遥 学习空间经过 3 次迭代袁 建设理念

有了扩展袁 内涵更为丰富遥 在非传统学习中袁 高校图

书馆并不仅仅只是高校的文献中心和咨询场所遥 学习

空间逐渐从最初强调信息共享与信息支持演变成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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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缩小正式学习与非正式的差距袁 促进二者融合袁 提

高学习的协作性尧 主动性尧 连贯性尧 整体性遥 因此袁
在未来学习空间的研究过程中袁 要及时关注教育理念尧
学习理念的变革袁 关注教与学的变化动向遥 高校图书

馆作为 野第二课堂冶袁 本身肩负着教育的职责袁 且学习

方式的改变是推动学习空间不断演进变革的重要推动

力遥 将学习空间研究与学习理念联合起来袁 深刻理解

学习空间建设与教育理念尧 学习方式改变的关系袁 才

能更好推动学习空间建设满足用户学习需求遥
5.2 重视学习支持服务研究

空间尧 资源尧 服务构成了学习空间的 3 个维度遥
学习空间从建立之初便致力于为用户提供各项信息技

术与硬件支持袁 各类信息服务袁 到如今提供全方位学

习支持服务成为非传统学习中高校图书馆学习空间的

特点之一遥 学习支持服务一直是学习空间建设的重要

方面遥 同时袁 野服务冶 也是学习空间评价的重要影响

因素之一遥 但是目前国内高校图书馆学习空间更注重

对空间与资源的建设袁 而对更深层次尧 更个性化尧 更

全面的学习支持服务关注相对较少遥 学习空间除了提

供基本的信息尧 技术尧 设备支持之外袁 结合用户学习

过程袁 紧跟用户学习动态需求的学习支持服务袁 如课

程课业辅导尧 技能培训尧 职业规划尧 升学指导尧 就业

指导[74]等并不十分完善健全遥 因此袁 为适应非传统学

习背景下用户不断变化的学习需求袁 学习空间研究应

结合空间尧 资源尧 服务等各方面袁 对嵌入用户整个学

习过程的学习支持服务进行更深入的探讨遥
5.3 促进学习空间研究更细化具化

学习空间建设作为高校图书馆空间研究的重要议

题袁 经过近 30 年的发展袁 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遥 从

建设流程来看袁 学习空间的规划设计袁 到空间建设尧
布置尧 使用与管理袁 再到空间评估与反馈构成了学习

空间研究的不同方面袁 呈现了较强的整体性与系统性遥
学习空间建设实践同样如火如荼袁 空间布局有了较大

的改观遥 国内研究与国外相比袁 更多从整体性考虑如

何建设高校图书馆学习空间袁 而对学习空间更深层次

更具体更细致的研究还有待加强遥 此外袁 空间具有多

功能性和高度的灵活性是高校学习空间的重要特点遥
在非传统学习中袁 数字时代用户对图书馆的 野空间消

费冶 不降反升遥 为更好满足非传统学习中用户的空间

需求袁 需实现学习空间的多功能性袁 提高灵活度与舒

适性遥 因此袁 学习空间的内部建设如空间环境尧 建筑

设计尧 家具摆放尧 设备添置尧 空间色彩搭配尧 空间光

线明暗尧 学习氛围营造等不仅是学习空间建设中不可

或缺的一部分袁 同时也是学习空间研究必须要关注的

议题遥
5.4 关注学习空间研究新趋势

目前袁 能动型空间[75]尧 安静学习空间 [76]尧 智慧空

间[77]以及图书馆空间的延伸服务[78]等等空间形式逐渐兴

起袁 中国高校图书馆学习空间研究应了解学习空间建

设的新理念尧 新技术袁 把握学习空间建设的新趋势袁
以便及时调整建设策略袁 才能更好满足用户的学习需

求袁 甚至预测用户的学习需求袁 从而促使学习空间达

到支持学习尧 服务学习尧 促进学习尧 启发学习的目的遥
此外袁 由于国内高校图书馆学习空间建设与国外存在

差距袁 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成为学习空间建设的重要

方式遥 但需要注意的是欧美高校与国内高校在体制尧
文化尧 经费等方面有着诸多不同袁 即使国内不同高校

之间也存在差异袁 不存在一个 野放之四海而皆准冶 的

学习空间规划方案遥 因此袁 中国图书馆学习空间研究

既需及时了解欧美国家的先进理念和建设动态袁 又需

因地制宜袁 结合本校特点袁 给予学习空间建设更具本

土化与特色化的建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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