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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时代图书馆管理创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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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科学技术的发展把我们推向了一个数字化的时代，而信息技术成为这个时代发展和进步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学校图书馆作为
培养人才的重要阵地，应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推动其管理模式不断走向信息化、数字化。为此，论文进行了一系列的研
究，为创新图书馆管理模式，充分发挥学校图书馆的服务功能提供了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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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图书馆是学校育人机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具有收

集图书、整理图书及服务等功能，为学生增长知识提供了有

力的支持。但是，学校图书馆中传统的管理模式与时代的发

展形势却不相匹配，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其功能性和作用

逐渐被削弱。因此，结合时代发展需求，促进图书馆管理模

式创新势在必行。

2�数字时代图书馆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2.1�图书馆管理模式落后

信息技术的普及给传统管理模式的图书馆带来了很大的

冲击，在社会不断进步的背景下，图书馆在新时代的发展浪

潮中却止步不前。

现如今，网络中存在着大量的信息数据，给人们的生活

带来了极大的便利，随时随地都能进行查询阅读的电子图书

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而图书馆中的书必须本人到场才能

进行借阅，借书的手续也较为烦琐。目前，图书馆的读者不

断减少，逐渐成为了一座“荒城”。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学

校应该进行反思，找到问题的所在原因，为了能够使图书馆

在这个数字化时代中站稳脚步，不断创新和优化图书馆管理

模式 >��。

2.2�图书馆技术设施落后

要想追上数字时代的发展潮流，图书馆就必须逐渐向信

息化管理迈步。而实现图书信息化管理需要有硬件设备及技

术的支持，要想获得这些基础设施的支持少不了资金的投入。

但是，部分学校不愿在图书馆中投入过多的资金，导致图书

馆中出现信息设备不足的现象，严重阻碍了图书馆的发展，

使其空有一套管理理念，无法实现学校图书馆管理模式的转

型和升级，因此学校应该加大对图书馆的资金支持力度，为

促进图书馆实现信息化管理提供充足的设备基础。

2.3�缺乏专业的数字化人才

实现图书馆数字化管理离不开人才的支持，因此学校图

书馆的管理人员有必要提高自身的信息技术水平。而在现实

管理工作中，一些图书馆管理人员的管理能力却十分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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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作过程中只是按照学校的规定和要求墨守成规地进行管

理，一旦有突发状况产生却不懂得随机应变。次外，虽然一

些学校已经注意到促进图书馆信息化管理这个问题，并为图

书馆引进了先进的管理设备，但是一些管理人员对设备操作

的并不熟练，对于一些学生的疑问也不能很好地解决 >��。

3�创新图书馆管理模式的意义

3.1�提高图书管理效率

学校为了满足学生对图书的需求，会在图书馆中保存大

量的图书资源。除此之外，图书馆中还保存着重要的档案资

料。利用传统的人工管理模式，对于图书和档案的保存和管

理具有一定的风险性和难度。信息技术能够突破人工管理方

式的局限性，可以将重要档案中的资料以电子的形式呈现出

来，避免纸质版档案在查找和翻阅时出现损坏和丢失的问题。

另外，学生在查找某种图书时不用在图书馆中一一进行巡查，

只要利用图书馆的查询平台就可以准确知道图书的位置。

3.2�为读者借阅资料提供便利

学校图书馆通常会限制开放时间，到了规定的时间图书

馆就会停止向外开放服务，这时学生就无法借阅图书。利用

科技信息技术建立 ��小时开放自助式借阅区域，可以为学生

提供全天候服务。另外，图书馆内的空间有限，能够存放的

图书数量也会受到极大的限制。现如今，读者对信息资料的

需求越来越多，需求种类也呈现出多元化的现象。信息化管

理模式可以很好地满足学生对阅读信息的需求，关于图书馆

中没有的图书，可以向学生免费提供电子图书，为学生提供

优质的服务。

4�数字时代图书馆管理创新途径分析

4.1�实现个性化的阅读服务模式

由于学生之间存在个体差异，每个学生都有着自己的阅

读喜好，在选择阅读书籍时都会根据自己的喜好进行定位。

学校可以根据学生的不同需求，在网络阅读平台中设立阅读

推送功能。首先根据读者的搜索数据进行统计，了解读者的

阅读类型。然后再利用图书推送的方式为读者推荐符合自己

喜好的图书，为读者提供个性化的阅读指导。同时，学校可

以在网络阅读平台中建设反馈和留言功能，为读者解决阅读

中所遇到的问题，并根据读者的反馈进行不断的改进。另外，

还可以在平台中设置人工窗口，实现 ��小时服务模式，随时

为读者解决困难。人工窗口的主要优势是具有人性化以及灵

活性较强，不仅丰富了图书馆的服务形式，还可以灵活地帮

助学生解决各种各样的困难，为读者提供个性化服务。

4.2�提高管理人员的工作素养

工作素养包括管理人员的服务态度及信息管理能力水

平。要想对图书馆的管理模式进行信息化创新，就要从信息

管理方式和管理人员两面入手。因此，学校应该加强对图书

馆管理人员的重视，为了提高其专业技能水平，就应该对其

进行专业的培训，并且在培训过程中要实现理论与实践相结

合的理念。通过培训提高管理人员的信息技能水平，使其能

够熟练地运用图书馆的信息设备。另外，要落实“学生是教

育中的主体”这一理念，学校图书馆的建立是为学生提供教

育服务的一种形式，也是培养人才的有效手段 >��。

4.3�实现图书资源共享化

信息资源有限是学校图书馆中最明显的一个缺点，学校

可以利用互联网能够实现资源共享的优势，针对图书馆中存

在的问题进行改进。例如，学校可以建立一个资源共享平台，

召集更多的学生和社会人员在平台上分享图书资源。同时，

为了保证共享图书资源的质量，可以设置专门的管理人员进

行审核，另外也可以设立评论区，这样学生在进行选择时就

可以结合评论进行判断。除此之外，学校还可以与其他学校

或者社会上的图书馆进行合作，在专门的平台上进行图书资

源共享。

4.4�实现管理模式开放化

在传统的图书馆管理观念的影响下，很多图书馆只侧重

于借书这项功能，对于图书馆阅读区域的管理工作并不重视。

图书馆不仅要为学生提供书籍，还要为学生提供一个良好的

读书环境。例如，学校可以在图书馆内设立几个不同类型的

学习场所，如纸质阅读区、电子阅读区等。同时，管理人员

还要担任起维护阅读区域现场秩序的职责，避免在图书馆中

出现大声喧哗的现象，为每位读者提供一个安静的读书环境。

除此之外，要想推动图书馆管理模式的创新，学校还应该转

变传统的管理观念，实现图书馆的开放性。

5�结语

创新图书馆管理模式，实现智能化、数字化图书馆不仅

顺应了时代的发展趋势，也是促进教育改革的一种体现。因此，

学校应清楚地认识到图书馆育人的作用和功能，在实现教育

方式优化与升级的同时，也要注重推动图书馆管理模式的创

新，利用先进的管理方式为学生提供更加优质、便捷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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