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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and deep application of network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level of digitalization in university 
libraries is also continuously improving, which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ir educational functions and role. Especiall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widespread application of technologies such as the Internet, big data,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university libraries 
not only undertake the basic functions of resource provision and guidance for utilization but are increasingly becoming important 
platforms for cultivating students’ information literacy, shaping lifelong learning abilities, and supporting academic innovation. How 
to effectively leverage the educational functions of university libraries has become an essential part of current educational reform in 
various universities. Based on this, the article analyzes and discusses the educational functions of university libraries in the network 
environment and related issues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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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环境下高校图书馆的教育职能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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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网络信息技术快速发展与深入应用下，高校图书馆的网络数字化建设水平也在不断提升，同时也对高校图书馆的教育职
能及发挥产生了较大影响。尤其在互联网、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等技术广泛应用的背景下，高校图书馆不仅承担着资源提供
与利用指导的基本职能，更日益成为学生信息素养培养、终身学习能力塑造及学术创新支持的重要阵地，如何发挥好高校
图书馆的教育职能也成为当前各个高校的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内容。基于此，文章就网络环境下高校图书馆的教育职能及
其相关进行了分析、探讨，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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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高等院校办学过程中，图书馆的建设是较为重要的

内容，同时也是高校进行学术交流与信息研究的重要场所，

更是课堂教育教学的有效延伸与重要扩展，同样承担着十分

重要的教育职能。对于高校而言，图书馆既是信息中心也是

学生接受教育重要的第二课堂，更是高校实施人才培养计划

不可或缺的重要保障。同样高校图书馆的基本职能也必须聚

焦于学生教育与人才培养，是高校教学与科研的有机组成

部分。与课堂、实验室等有所不同，图书馆具备藏书丰富、

电子读物资源齐全等独特优势，在图书馆职能的发挥过程中

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资源，以及有助于建设高校文明氛

围。因此，高校必须加强对网络环境下图书馆建设工作的高

度重视，采取有效措施充分发挥图书馆的教育职能。

2 高校图书馆的教育职能

2.1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图书馆是高校教育学科研究的重要支柱体系， 能够为

高校的教研活动提供充分的文献保障，也是大学生开展思政

教育的重要阵地。可以说，高校图书馆在科教兴国、精神文

明建设、思政教育等方面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更是有许

多课堂教学不可替代的教育功能。图书馆是学生进行学习的

重要场所，其中丰富的馆藏资源在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

育、爱国主义教育等方面有着较为明显优势。高校图书馆以

其特有的方式与优势，在学生的政治教育、思想教育方面发

挥着重要作用。

2.2 大学生职业素养教育
学生的社会工作与生活经历等都是在理论与实践相结

合过程中不断积累、提升，唯有不断提升自身素质与能力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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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很好地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在科技不断发展的推动下，

高校图书馆的资料馆藏也在不断增加、丰富，与高校学生知

识更新、素质提升、能力强化等社会职业发展需求相契合，

换言之高校图书馆在促进高校学生职业素质教育提升方面

也有着较为重要的作用。图书馆通过订购与学生专业就业相

关的书籍、报刊，或者是邀请专家、成功人士在图书馆中就

大学生就业指南等进行指导、培训，提高学生就业技能与职

业道德，发挥图书馆在学生职业教育方面的载体作用。 

2.3 大学生信息素养教育
我国教育部对于高校图书馆的建设作出了明确要求，

充分发挥图书馆载体作用对大学生进行深入的信息素养教

育，切实提高其信息意识、文献使用意识以及文献的获取能

力。图书馆在实施信息素质教育方面有着天然的资源优势与

技术人员储备力量。图书馆中配置的管理、技术方面的人员，

同时具备较好的实际工作经验与信息资源检索管理等的专

业能力，能够很好地保障大学生的图书使用效果，也是提高

大学生图书资源信息素养的重要保障。这些管理人员、技术

人员具备较强的业务能力，丰富的工作经验，这些都是学生

信息素质教育的宝贵资源。尤其是长期从事图书馆工作的人

员在信息处理与导读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能够成为学生的

益友与良师。不同层次、需求的大学生，需要图书馆能够提

供专业、有效的导读建议，并以专业的信息处理服务来确保

其信息素养得到有效培养。信息素养是大学生较为重要的基

础素养，尤其是在信息化时代不断深入发展的背景下，培养

学生的信息意识，教会学生对于信息的获取能力，以及文献

的综合运用能力，成为现代高校图书馆的重要教育职能。

2.4 大学生文献检索教育
在图书馆的基础教育职能中，文献是较为重要的内容，

更是图书馆和学生建立联系的重要载体，图书馆需要借助文

献的流通与管理来实现对大学生信息、图书素养的培养。图

书馆教育职能发挥过程中，需要借助开设信息检索课程等对

学生的信息素养、技能进行培养与教育，使得学生掌握信息

资源的存储、整理、查找等相关理论知识与技术方法，教会

学生采用科学的方法来获取所需的文献信息。学生在图书馆

信息检索课程中学有所成，能够更为深入了解到所学专业相

关的信息检索知识，熟练运用检索工具来搜寻到学习所需的

文献材料，为自身自学能力、钻研能力的提升提供保障。信

息检索课程中包含了检索工具的使用、参考工具书的使用、

文献数据库的使用、特种文献检索等丰富内容，是当代高校

图书馆教育职能发挥的重要途径，同时对于推动社会科研发

展与职业教育水平提升也有着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

3 网络环境下高校图书馆在教育方面的职能
内容

3.1 高校图书馆教育职能的重要性
对于大学生而言，图书馆是教室以外的第二课堂，更

是不可获取的专业教室，大学生能够从图书馆中收获课本中

欠缺的知识，同时学会对信息的搜索、获取的技术、技巧，

有助于提高自身的学习水平与专业素养。学生的馆前教育，

也是发挥图书馆教育职能的重要环节。在馆前教育中，为学

生进行图书馆馆藏、使用等相关知识的普及教育，对图书馆

资源使用方法进行正确引导，使得学生能够更好地熟悉与掌

握图书文献等资源的检索能力，进而能够实现对图书馆相关

知识、资源的合理使用，提高学生的学习价值，也有助于学

生提高学习与生活的综合能力、素质，激发出高校学生的入

馆学习兴趣。

3.2 图书馆教育内容
网络环境下高校图书馆教育职能作用的发挥，要求相

关教职工必须准确把握图书馆的教育内容：一是做好全面的

入馆教育，做好基础宣传工作，将图书馆的发展简史、馆藏

布局、馆藏资源、管理制度、开放时间等设置在图书馆入口

的醒目位置，或者设置在图书馆网站网页首页的明显位置，

并且将内容合理排版印制成册供学生自行取阅，同步结合实

地示范、讲解等方式对学生进行引导，使其形成对图书馆的

感性认识，进而积极主动地深入了解、使用图书馆。二是做

好文献检索教育，培养和提升学生的信息意识与信息素养，

教授学生文献检索与学习的能力，这对于发挥高校图书馆教

育职能而言至为重要与迫切。对于高校学生而言，文献检

索是必须掌握的技能，也是培养他们社会信息意识的重要

措施，并且掌握检索利用文献的基本技能，奠定自我学习、

自我研究的重要基础。三是网络环境下高校图书馆的教职工

需要充分利用图书馆网页、咨询平台、宣传手册等加大图书

馆教育的宣传力度，加强学生对于图书馆职能的深入了解。

四是采用开展学生座谈交流，设置意见箱，开通网上留言、

举办图书沙龙等方式来加强与学生的沟通，对学生的需求与

要求进行准确把握，为图书馆教育职能的更好发挥提供有效

依据。

4 网络环境下发挥高校图书馆教育职能的有
效措施

4.1 提高图书馆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
高校学生毕业之后，无论是从事何种职业，都必须严

格遵守职业道德规范，也唯有具备良好、高尚的职业道德素

质，才能更好地胜任岗位工作，实现职业规划的可持续发展。

图书馆馆员在掌握深厚专业知识的同时还必须对本职工作

保持高度热情，以高度的信息意识、服务意识为高校学生提

供服务。图书馆管理人员、技术人员都必须树立服务学生的

中心理念，端正服务态度，夯实工作技能，积极为学生提供

优质、高效的图书馆信息服务，以满足学生的图书资源检索

使用需求。图书馆的管理人员还兼具知识管理、信息导航、

科学研究的角色与职责。对于图书馆服务工作而言，最为核

心的要素在于管理人员的业务技能、专业能力、综合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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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网络环境下图书馆管理人员必须重视不断提高自身

的专业能力与综合素质，夯实自身在图书馆服务工作方面的

专业知识，拓宽自身的知识面，结合网络时代发展要求加强

对现代信息化技术的学习、掌握，提高服务技能。

4.2 优化图书馆服务工作
图书馆的日常工作的核心始终是围绕学生需求展开，

需要谨记学生为先、服务至上的教育工作宗旨，将人文精神

融入高校图书馆的教育职能工作当中，消除图书馆管理人员

与学生之间的身份界限与交流壁垒，秉持人人平等的服务态

度充分满足学生需求，在图书馆的日常教育工作中切实做到

对学生负责，让学生感受到人文关怀。在不断丰富图书馆藏

书资源的基础上，完善学生服务功能，采用科学便捷的管理

方式营造优美、良好的学习环境，创造学生汲取精神营养的

有利条件。在发挥图书馆潜移默化的教育职能的同时，还应

重视对自身在馆藏资源、信息服务技术等方面的专业人员、

设施设备优势，积极拓展文献检索、利用的服务形势，更为

充分地发挥图书馆的教育职能。比如，通过合理增加开馆时

长，发挥网络环境下新型媒体的宣传优势加大对藏书资源的

宣传力度，加深学生对图书馆的正确了解，更好地利用图书

馆的资源。除此之外，高校图书馆教育职能的发挥，还需重

视提高图书的数字化建设水平，建立高效的馆际互借通道，

建立形成完善文献信息参考与咨询服务工作体系，将图书馆

构建成为文献、信息与学生之间的通道桥梁，为学生提供优

质服务，发挥图书馆的教育职能。

4.3 优化基于数据分析的个性化教育服务
在大数据时代下，高校图书馆也应当要与时俱进，充

分利用数据挖掘和识别技术来对用户的行为轨迹、检索偏好

以及资源使用记录进行分析，从而掌握学习者在知识获取

途径、认知路径以及信息素养上的差异。利用以机器学习算

法为基础的智能推荐系统，结合语义分析与兴趣建模技术，

将与学习者的专业背景、研究方向相符的个性化学习任务以

及培训模块进行动态推动，让教育资源的配置更为准确与高

效。同时，应引入可视化数据分析平台，对学习过程中的行

为数据进行实时监测与深度解析，识别潜在学习瓶颈与资源

匹配偏差，进而在内容组织、教学设计及资源配置等环节进

行快速响应与策略微调。此外，高校图书馆还需完善数据治

理体系，规范学习行为数据的采集、处理与应用流程，确保

个性化教育服务在提升学习效率的同时，符合数据安全与隐

私保护的基本规范要求，为持续优化教育模式与服务体系提

供坚实的数据支撑。

4.4 提高馆藏建设水平
高校图书馆教育职能的发挥需要以丰富的馆藏资源与

高质量的馆藏服务为基础。这就要求高校图书馆加强馆藏建

设，尤其是在网络环境下需要重视信息资源建设，提高图书

馆馆藏结构的科学性、适用性，以高价值的文献资源为学生

提供优质的馆藏服务。对于高校图书馆馆藏结构的合理优

化，需要结合网络环境的发展对文献资料结构进行科学设置

与合理布置，提高文献资源的检索、使用效率，更为充分地

发挥文献资料的作用。首先，文献资料采购人员需明确资料

的收集、采购方向，准确把握图书馆馆藏情况，不断丰富、

补齐图书资源，实现文献资料的科学、合理收集。其次，重

视加强网络资料的收集力度，尤其是要针对高价值的文本、

图像、音视频、软件、科学数据进行合理收集与科学归整，

充分发挥网络资源优势，实现对图书馆馆藏资源的无限拓

展，提高图书馆的信息服务水平。再者，在现代化科技融合

使用方面，应加强对图书信息管理系统的建设，基于人工智

能技术等的应用来提高图书馆管理的科学性，最大限度地

发挥高校图书馆的教育职能功效，确保每位学生可以快速、

准确地获得想要的文献资源，提高学生和图书资源管理的一

体化水平。除此之外，还需重视加强对图书馆教育职能的宣

传，针对图书信息更新、检索文献资料技能更新等进行加强

宣传，不断补足学生对图书信息、文献资料的查找盲区，提

高图书馆的职能教育水平，同时也是促进图书资料使用效益

最大化的重要措施。

5 结语

综述可知，网络环境下高校的图书馆承担着对学生的

思想政治教育、职业素养教育、信息素养教育、文献检索教

育等教育职能。高校图书馆必须正确认识其教育职能及相关

内容，结合网络环境下的发展需求，不断完善和提升高校图

书馆的服务功能，使得图书馆的教育职能得到充分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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