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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图书馆阅读推广创新策略研究

张贤淑

（黑龙江东方学院图书馆，哈尔滨 150066）

摘 要院 [目的 /意义]目前，人工智能技术正加速地推动着中国各地智慧图书馆的建设。在这一进程中，各

类图书馆面临着创新传统阅读推广服务的挑战。为了帮助图书馆应对这一挑战，论文提出了智慧图书馆阅读

推广创新策略。[方法 / 过程]论文首先介绍了智慧图书馆阅读推广的发展背景，然后从数据资源角色、数据

服务发展方向和数据处理形式 3个视角阐述了智慧图书馆建设对传统阅读推广服务的挑战。[结果 /结论]为

了应对这些挑战，论文提出在开展阅读推广时，智慧图书馆应以传播媒体、读者阅读特征和读者个性化需求

为抓手，通过提升阅读推广类型的多样化水平、加强阅读推广的动机与目标分析、参考整合营销传播理论和

培养跨专业人才 4个主要途径，来构建崭新的阅读推广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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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pose / Significance] At presen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is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smart libraries in China. In this process, all kinds of libraries are facing the challenge of innovating traditional reading

promotion service. In order to help a library to cope with this challenge,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innovative strategy

of reading promotion in a smart library. [Method / Process] Firstly, the paper introduces the background of reading

promotion of a smart library, and then expounds the challenge of smart library construction to traditional reading

promotion service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of the role of data resources, data service development direction and data

processing forms. [Results / Conclusions] In order to deal with these challenges, the paper proposes that when carry-

ing out reading promotion, the smart library should focus on the communication media, a reader's reading character-

istics and reader's personalized needs, and construct by improving the diversification level of reading 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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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前袁 人工智能技术正逐渐地向图书情报领域渗

透袁 创新了传统图书馆的文献资源处理模式袁 为智慧

图书馆的产生提供了绝佳的沃土[1]遥 同时袁 它还造就了

智慧图书馆多样化的阅读推广模式遥 在万物互联的网

络社会中袁 图书馆可采用各种人工智能技术袁 来搜集

读者的阅读特征袁 从而构建读者阅读特征模型遥 此后袁
图书馆便可在此基础上根据不同读者的阅读特征制定

有针对性的阅读推广目标袁 以开展精准的阅读推广服

务遥 这些服务满足了读者个性化的信息需求袁 使得图

书馆的读者服务更加富有活力遥
国内部分学者业已开展了针对智慧图书馆阅读推

广问题的研究袁 并取得了一些理论成果遥 赵发珍等阐

述了中国图书馆阅读推广的发展现状袁 分析了智慧图

书馆开展阅读推广的先天优势袁 同时提出了智慧图书

馆系统下阅读推广的模式袁 并结合重庆大学智慧图书

馆阅读推广的实践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建议[2]遥 张学梅针

对智慧图书馆的阅读推广问题开展了研究袁 认为其实

现因素涵盖以下 3 个方面院 设备智能化尧 内容个性化

和馆员智慧化曰 同时提出智慧图书馆可采用新媒体渠

道开展阅读推广袁 这些新媒体涵盖微博尧 QQ尧 微信尧
手机 APP 和高校数字化平台等[3]遥 林晓欣从开展背景尧
机制和内容 3 个方面阐述了云图书馆环境下的智慧化

阅读推广创新服务袁 同时提出公共与高校图书馆可将

不同网络级别的数字资源进行分析和推广[4]遥 于春萍和

张新宇阐述了中国图书馆阅读推广面临的挑战袁 提出

中国图书馆界有必要应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袁 推

进 野智慧图书馆冶 建设和 野智慧化冶 阅读推广曰 此外袁
保护读者个人隐私以及平衡个体阅读需求与社会阅读

导向的关系是图书馆开展 野智慧化冶 阅读推广中亟待

思考的问题[5]遥 陈丹等采用智能技术挖掘出读者的特

征袁 并描绘出其画像袁 同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图书馆

智慧服务模型以及为书找人的阅读推广服务[6]遥 刘婧尧
常李艳和潘雪莲针对青少年读者提出了公共图书馆的

智慧化服务模式袁 同时针对其智慧化书目推荐问题提

出了操作性强的策略[7]遥 王晓慧阐述了老年用户智慧阅

读推广的意义尧 现状和困难袁 提出了老年用户智慧阅

读的推广路径袁 这些路径涵盖院 构建老年用户智慧阅

览室尧 探索适合老年用户的阅读服务模式和搭建老年

用户移动智慧阅读平台[8]遥
在上述理论成果的基础上袁 论文提出了智慧图书馆

阅读推广创新的一些策略袁 以期帮助中国各类图书馆应

对在智慧图书馆建设过程中袁 创新阅读推广服务的挑战遥

2 智慧图书馆阅读推广的发展背景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成熟袁 中国社会正迎来

智能化的崭新时代袁 同时全国各地也在如火如荼地开

展智慧图书馆建设[9]遥 不但如此袁 人工智能技术还满足

了读者多样化的阅读需求袁 为图书馆的阅读推广创新

提供了技术支撑遥
2.1 智慧图书馆创新了图书馆的服务模式

2012 年后袁 中国读者可免费地享受公共图书馆提

供的各项服务遥 尽管如此袁 公共图书馆仍然沿用传统

的管理模式遥 因此袁 面对潮水般的读者袁 公共图书馆

的各项服务水平有所下降遥 传统图书馆阅读推广的受

众主要是那些缺乏阅读兴趣的人群遥 智慧图书馆应建

立个性化的文献资源库袁 面向不同的读者群体开展差

异化的阅读推广袁 构建多样化的服务模式遥 本质上而

言袁 图书馆传统的纸质文献服务模式已无法适应数字

化时代的需求遥 随着智能终端的不断普及袁 广大读者

开始抛弃纸质文献袁 不约而同地选择移动阅读的方式遥
这就要求各类图书馆应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袁 将信息

types, strengthening the analysis of reading promotion motivation and target, referring to the theory of integrated mar-

keting communication and cultivating interdisciplinary talents to build a brand new reading promotion system.

smart library; reading promotion; innovation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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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智慧图书馆建设模型

技术应用到图书馆管理和服务中去遥 与此同时袁 中国

图书馆服务改革应以专业馆员培养和数字资源建设为

抓手袁 通过借鉴当代国外图书馆先进的服务理念袁 提

高图书馆的服务水平[10]遥
2.2 智慧图书馆促进了图书馆阅读推广的研究

Internet 的普及提高了信息传播的速度袁 而信息资

源的加速传播也扩大了阅读推广的社会影响[11]遥 在各

种媒体相互融合的时代背景下袁 图书馆的阅读推广在

线上和线下蓬勃地发展起来遥 通过丰富多彩的阅读推

广袁 读者们获得了亟需的知识遥 与此同时袁 图书馆也

在不断地开展智慧图书馆与制度建设的学术研究袁 以

期扩大阅读推广的社会影响遥 此外袁 中国公共图书馆

法实施以来袁 各地逐渐地完善了图书馆的典章制度遥
以图书馆阅读推广作为研究内容的科研项目日益增多袁
这促进了智慧图书馆的阅读推广向更高水平发展遥 理

论界对阅读推广的深入研究不但丰富了传统的阅读推

广理论袁 而且指导了智慧图书馆阅读推广的实践遥 这

不但加速了智慧图书馆建设的进程袁 而且推动了阅读

推广的开展[12]遥
2.3 智慧图书馆构建了多样化的读者阅读体系

在信息化社会中袁 用户对知识的依赖程度逐渐地

增强遥 智能手机尧 平板电脑和电子显示屏等智能终端

拓展了用户获取知识的渠道遥 用户获取的知识也日益

呈现多样化的趋势遥 为了满足读者个性化的阅读需要袁
各类图书馆也在持续地改革阅读推广的组织形式 [13]遥
这些改革方面涵盖创新阅读推广内容尧 举办读者交流

活动和开展讲座网络直播等遥 图书馆组织的阅读推广

吸引了大批的读者袁 他们可全天候地查阅图书馆的数

字馆藏资源袁 于是逐渐地形成了多样化的读者阅读体

系[14]遥
在数字化时代袁 读者的阅读方式以数字化阅读为

主遥 智慧图书馆涵盖了数字图书馆的所有服务内容袁
可为读者提供多样化的数字文献资源遥 因此袁 智慧图

书馆打造了以图书馆为中心的覆盖广大读者群体的多

样化阅读体系遥

3 智慧图书馆建设对阅读推广的挑战

野智慧化冶 阅读推广旨在采用大数据技术来回答何

种读者阅读了何种资源的问题袁 从而实现精准化的阅

读推广[15]遥 由此可见袁 图书馆开展 野智慧化冶 阅读推

广服务应以 野智慧图书馆冶 建设为基础条件袁 广泛地

采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袁 充分地利用海量的信息

资源遥 此外袁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袁 年轻人普遍地认为

网络化服务具有强大的亲和力袁 同时认为图书馆所倡

导的传统阅读推广模式存在效率低下和不接地气的弊

病[16]遥 采用先进的移动互联网技术袁 将传统的阅读推

广服务移植到线上袁 这对图书馆而言袁 是一个巨大的

挑战遥 综上所述袁 图书馆只有了解智慧图书馆的建设

模式袁 将阅读推广融入智慧图书馆建设中去袁 才能在

野互联网 +冶 环境下开展好阅读推广服务遥
在智慧图书馆中袁 图书馆传统的阅读推广转变成

智慧化的阅读推广遥 将阅读推广融入各项服务中成了

智慧图书馆的常规工作项目之一袁 也是图书馆服务升

级的重要方式[17]遥 智能处理尧 大数据和数据挖掘技术

为智慧图书馆的进步提供了技术条件遥 智慧图书馆的

个性化服务涵盖用户特征数据的自动处理尧 用户请求

的自动响应和信息的智慧化传播等内容遥 针对智慧图

书馆的信息处理模式和行业要求袁 论文设计了如图 1

所示的智慧图书馆建设模型遥 在智慧图书馆建设的过

程中袁 图书馆的阅读推广也要创新宣传模式遥 图书馆

应充分地利用 野互联网 +冶 和各种新兴网络媒体的优

势袁 创新文献资源的处理模式遥 同时袁 图书馆应以社

会需求尧 行业技术和创新创业为抓手袁 创新智慧图书

馆的阅读推广模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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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图书馆数据资源角色的构建

智慧图书馆的数据资源建设旨在促进社会需求尧
行业技术和创新创业的深度融合 [18]遥 智慧图书馆应将

数据资源推送向学术研究尧 移动阅读和创新创业等社

会需求旺盛的领域延伸袁 开拓数字馆藏服务的空间袁
为读者开展学习尧 研究和创业提供有力地保障遥 传统

图书馆作为信息尧 文献和知识中心袁 为社会的教育尧
文化和科学事业的发展提供文献资源保障服务 [19]遥 智

慧图书馆不能局限于成为文献资源中心袁 而应致力于

与其它行业之间开展深入地合作袁 成为名副其实的行

业资源中心遥 智慧图书馆阅读推广的目标是要将读者

们所需的知识借助 Internet 和人工智能技术主动地推送

给他们袁 为其开展创新创业提供多样化的数据支持遥
3.2 图书馆数据服务发展方向的定位

传统的图书馆往往呈现出孤傲的公众形象袁 通过

独立于社会中的其它行业来体现自身的价值 [20]遥 在

野互联网 +冶 条件下袁 图书馆应放下身段袁 主动地与社

会的其它行业开展相互交流袁 达到数据智能处理的目

标袁 从而为 野大众创业袁 万众创新冶 服务遥 智慧图书

馆可采用智能技术来实现馆藏数据与其它行业数据之

间的深度传播袁 同时利用数据挖掘技术提炼出数据的

本质属性袁 提高数据资源的利用效率遥 因此袁 智慧图

书馆的阅读推广要求融合多个领域的知识袁 并可根据

读者的特征精准地推送各种信息遥 在 野互联网 +冶 条

件下袁 图书馆只有创新数据推送的模式袁 才可满足读

者个性化的需要遥
3.3 图书馆数据处理形式的定位

传统图书馆的数据存储采用馆内服务器存储的方

式袁 而智慧图书馆则采用分布式或云存储的方式 [21]遥
智慧图书馆存储的海量文献资源为开展数据挖掘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遥 智慧图书馆的馆藏文献资源主要以结

构化尧 半结构化和非结构化的形式进行存储遥 在万物

互联的时代背景下袁 智慧图书馆可针对这些数据进行

数据挖掘袁 以最大程度地发挥其使用价值袁 促进图书

馆与各行各业的深度融合遥 在人工智能时代袁 数据挖

掘技术也可促进图书馆阅读推广的创新遥 智慧图书馆

首先采用数据挖掘技术得到读者的阅读信息袁 然后根

据不同的阅读信息为其推送精准化的文献资源袁 从而

打造日趋人性化的阅读推广体系遥

4 智慧图书馆阅读推广的创新策略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院
2018 年袁 67.3％的成年国民认为有关部门应当举办读

书活动或读书节[5]遥 上述调查结果表明国民并未认可图

书馆所开展的阅读推广服务袁 中国图书馆的阅读推广

服务水平亟待提高遥 当前袁 读者的信息需求越来越表

现出个性化和多样化的趋势遥 图书馆的阅读推广如何

借助数据挖掘技术变得更加具有 野亲和力冶袁 如何开展

精准化服务来满足用户的个性化信息要求袁 是其开展

阅读推广服务面临的一项课题[5]遥 因此袁 中国图书馆有

必要加强阅读推广的动机与目标分析袁 提高阅读推广

服务的针对性遥 在当今社会袁 中国的青少年伴随着

Internet 的迅猛发展而成长起来袁 他们已对网络化的生

活方式习以为常[5]遥 这样袁 中国图书馆所开展的传统阅

读推广服务就显得古板和缺乏亲和力遥 换句话说袁 中

国图书馆亟待提升阅读推广类型的多样化水平袁 有必

要以青少年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阅读推广服务遥 近年

来袁 国内图书馆尝试将传统的阅读推广服务移植到线

上袁 并取得了一系列可喜的成果遥 图书馆开展网络和

移动阅读推广袁 需要大量的跨专业人才遥 因此袁 中国

图书馆只有培养出这些人才袁 才能满足阅读推广服务

发展的要求遥 针对上述问题袁 论文提出了相应的解决

策略袁 以期帮助各类图书馆应对这些挑战遥
智慧图书馆深刻地改变了传统图书馆的阅读推广

服务遥 在开展阅读推广时袁 智慧图书馆应以传播媒体尧
读者阅读特征和读者个性化需求为抓手袁 通过提升阅

读推广类型的多样化水平尧 加强阅读推广的动机与目

标分析尧 参考整合营销传播理论和培养跨专业人才 4

个主要途径袁 来构建崭新的阅读推广体系遥 图 2 展示

了智慧图书馆的阅读推广构建关系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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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智慧图书馆阅读推广构建关系

4.1 提升阅读推广类型的多样化水平

智慧图书馆的出现袁 创新了传统图书馆的服务模

式袁 个性化尧 多样化和智能化服务构成了图书馆崭新

的服务理念[22]遥 在 野互联网 +冶 条件下袁 如何创新图书

馆的阅读推广服务袁 成为智慧图书馆建设亟待解决的

问题之一遥 阅读推广体现了较强的个性化特征袁 一般

由很多不同类型的服务构成遥 在开展阅读推广的过程

中袁 图书馆应为读者推送个性化的文献资源袁 采用多

样化的传播媒体袁 方便读者利用自身熟悉的渠道来获

取知识遥 由于涵盖了不同的读者群体袁 图书馆有必要

针对不同的读者群体设置个性化的阅读推广目标袁 这

样才能方便读者选择适合自身的阅读内容遥 虽然图书

馆的阅读推广内容具备个性化的特征袁 但是这些内容

还应具有一定的侧重性袁 这样才能保障大多数读者的

阅读需求遥 智慧图书馆可采用多种传播媒体来搜集读

者的个性化特征遥 在深入地分析了这些个性化特征后袁
智慧图书馆可丰富阅读推广的类型袁 如院 网络直播阅

读推荐尧 网络直播真人图书馆尧 读书专题讲座尧 图书

漂流尧 微书评和阅读摄影展等遥
4.2 加强阅读推广的动机与目标分析

对图书馆来说袁 阅读推广的目标是提高图书馆的

服务水平遥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袁 图书馆需要推进理论

和实践创新袁 举办各种层次多样的智慧阅读推广项目遥
通过举办这些项目袁 图书馆可吸引广大读者来体验丰

富多彩的智慧服务袁 同时扩大图书馆的社会知名度[23]遥

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来构建图书馆的智慧服务袁 需要创

新阅读推广的种类和目标袁 形成多样化的智慧服务形

态袁 才可打造切实可行的阅读推广策略遥 在开展阅读

推广的过程中袁 图书馆只有针对阅读推广的动机和目

标进行深入地分析后袁 才能确定阅读推广的类型和服

务范围遥 为了实现文献推送的个性化袁 智慧图书馆需

要采用数据挖掘尧 数据库和计算机网络等技术对读者

的文献请求进行处理遥 虽然智慧图书馆阅读推广的动

机和目标存在差异性袁 但是其总体目标还是吸引广大

读者来体验图书馆的各项服务遥 不同种类的图书馆应

针对不同的读者群体袁 构建个性化的阅读推广动机与

目标袁 以满足不同读者的阅读要求遥 例如黑龙江东方

学院图书馆阅读推广的动机是提升在校学生的人文素

养遥 该馆邀请了人文社会科学学部共同组织了纪念毛

泽东诞辰 126 周年暨人文学部实践教学展演活动遥 该

馆通过这一大型活动对新型的智慧化服务进行了广泛

地宣传袁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遥
4.3 参考整合营销传播理论提升图书馆阅读

推广成效

智慧图书馆开展阅读推广应大胆地突破传统阅读

推广形式和理念的束缚 [24]遥 图书馆可参考整合营销传

播理论来提升自身的阅读推广成效遥 整合营销传播理

论一方面把广告尧 促销尧 公关尧 企业形象识别系统和

新闻媒体等一切传播活动都包括在营销活动的体系之

内袁 另一方面则使企业可将统一的传播资讯传送给消

费者遥 图书馆整合营销传播阅读推广是指通过将图书

馆尧 文献资源和推广媒体等要素包括在阅读推广的体

系之内袁 进而使图书馆可将统一的推广信息推送给读

者遥 读者的阅读兴趣得到唤起后袁 自然可加入图书馆

的阅读推广行列中去遥 在上述的运作过程中袁 智慧图

书馆首先要解决阅读推广的受众尧 内容尧 方法和途径

等问题遥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袁 图书馆需分 3 步来做遥
第一袁 分析阅读推广受众的特征袁 建立不同读者的阅

读特征模型遥 第二袁 针对不同的读者阅读特征模型袁
构建个性化的文献资源推送目标袁 并采用多种传播媒

体来推送个性化的文献资源遥 第三袁 对整合营销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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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推广是否满足了读者的需求开展评价袁 使读者阅

读特征模型可随读者的变化而改变袁 以优化图书馆阅

读推广的成效遥 因此袁 智慧图书馆的阅读推广应通过

搜集尧 发掘和分析读者的阅读信息袁 动态地建立读者

阅读特征模型袁 并以此为依据制定精准的阅读推广方

案遥 此外袁 智慧图书馆不断地获得整合营销传播阅读

推广中产生的读者阅读信息反馈袁 通过反馈信息不断

地优化读者阅读特征模型袁 逐步地提高其阅读推广的

成效遥
4.4 培养跨专业人才袁 满足阅读推广发展要求

人才是图书馆发展和建设的宝贵财富袁 因此智慧

图书馆需要大量的跨专业人才来参与阅读推广 [25]遥 跨

专业人才可在多元化和个性化的环境中袁 敏锐地察觉

阅读推广中存在的问题袁 并可运用多专业的技术来解

决这些棘手的难题遥 因此袁 为了加强阅读推广人才的

培养工作袁 智慧图书馆应首先构建科学的人才培养体

系遥 图书馆可针对不同专业的人才袁 制定差异化的人

才培养计划袁 重点加强对信息传播和营销传播理论方

面的培训遥 阅读推广人才培养的目标应定位于使图书

馆的专业馆员具备相应的阅读推广能力袁 能应对读者

群体的需求变化遥 此外袁 图书馆应针对专业馆员开展

新兴技术方面的培训遥 在 野互联网 +冶 条件下袁 计算

机网络和人工智能技术不但已经渗透到读者学习的方

方面面袁 而且也应用在各种移动学习工具当中遥 图书

馆的专业馆员掌握了新兴技术以后袁 就能更好地开展

多样化的阅读推广服务了遥

5 结语

在计算机网络和人工智能技术相互融合的背景下袁
智慧图书馆应运而生遥 智慧图书馆符合智能时代的发

展趋势袁 能开展多样化和个性化的阅读推广服务遥 智

慧图书馆可将数据挖掘和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到阅读推

广中去袁 针对读者的个性化阅读特征袁 开展精准化的

文献推送服务遥 在网络时代袁 智慧图书馆应在阅读推

广中融合多种传播媒体袁 以提升读者的阅读体验为目

标遥 只有这样袁 智慧图书馆才能最大限度地扩大自身

的社会影响力袁 使读者享受更加便捷的阅读推广服务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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