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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化服务视阈下的高校图书馆 IC 服务模式探析 
邢永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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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学科化服务的内涵及 IC 服务模式的特点和优势，分析了高校图书馆 IC 实现学科

化服务的途径和条件，并对学科 IC 的具体服务内容进行了探讨，旨为高校图书馆 IC 服务模式提

供新的思路，满足高校学科建设和教学科研的日益个性化的信息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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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世 纪 九 十 年 代 ， 信 息 共 享 空 间

（Information Commons），简称（IC）兴起于美国，

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图书馆前负责人Donald Beagal

将 IC 描述为：“为整合的数字环境而设计的专门组

织空间与服务传递模式。
[1]
是一种集成化服务，即以

用户为中心，以实体和虚拟相结合的方式，把图书

馆的空间、信息、设备和人力等资源进行整合，形

成一个便于教师、学生、馆员进行知识交流和协作

的平台。自此，基于信息共享空间（IC）的图书馆

服务模式从美国引进中国，为我国高校图书馆建设

提供了一种新的理念和模式。 

一、信息共享空间的特征及 IC 服务模式优势 

美国德克萨斯教会大学图书馆馆长 Robert A. 

Seal 总结归纳了信息共享空间的四个特征：（1）普

遍性（ubiquity）：即每台机器都有相同的界面和检

索电子资源的软件（2）适应性（utility）：即适应

各种用户的需求（3）灵活性（flexibility）：指适

应 变 化 的 环 境 和 技 术 的 发 展 （ 4 ） 群 体 性

（community）：即提供共同合作的群体活动空间。

IC 服务理念是指以人为本、信息共享、平等利用的

服务理念。它的优势在于使用户、资源、服务集中

整合在一起，为用户提供便捷的服务，推进用户学

习、研究和创新。 

（一）信息共享空间整合使服务更便捷和人性化 

信息共享空间整合了设备、信息和人力资源，

可以实现借、阅、咨询、检索一体化服务。在虚拟

空间上，提供了校园网在线课件系统、图书馆数据

库远程获取和电子服务等，为远程教育提供资源支

持。在物理空间上，设立了咨询服务区、学习区、

专门的研究室和合作学习讨论区、休闲区；配备了

计算机、打印机、扫描仪等设备。空间还配置了图

书馆员、电脑技术人员、参考咨询人员协同为用户

提供服务，使服务更便捷和人性化。 

（二）整合为高校教学及科研提供有力支持 

IC 将网络技术、多媒体资源、参考咨询服务相

结合，是一个综合的学习、交流、研究的信息服务

环境，它实现了物理空间和虚拟空间的最佳结合。

在信息共享空间，图书馆的学科馆员和学科专业人

员可以面对面就某个问题进行研讨，使用户、资源、

服务结合在一起，从而实现知识服务和知识创新，

为高校教学及科研提供有力支持。 

二、构建学科信息共享空间的现实意义 

当前，学科建设成为高校工作的重点，所以我

们可以将 IC服务理念和服务模式有机地融入学科服

务中去，建立学科信息共享空间，以便为高校学科

建设提供更专业化和人性化的服务。“学科化服务是

图书馆为适应新的信息环境，以用户的需求为中心，

推出的一种贴近用户一线的新的服务模式。它打破

了传统的按照文献工作流程组织科技信息的方式，

按照科学研究的学科、专业、项目、课题等来获取、

组织、检索、存储、传递与提供利用信息资源，从

而使信息服务学科化，服务内容知识化。”
[2]
学科化

服务要求按学科组织资源和开展服务，最大程度地

满足用户的个性化信息和知识需求。 

（一）构建学科共享空间是用户的迫切需求 

首先，学校师生在科研工作中，需要查阅大量

的资料和信息，他们查找资料过程中会遇到很多困

难，需要与学科专家和图书馆学科馆员进行交流、

沟通和讨论，希望有小范围的交流空间；其次，面

对复杂的信息资源，科研人员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

和精力去查找、筛选和分析，降低了效率，学科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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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可以提供帮助，对用户所需资料进行查找和分析，

提供学科化信息咨询服务。再次，IC 的配套设施完

备，如，打印机、扫描仪、复印机、学习软件等，

让学习和研究更方便。由于不同的学科专业的用户

对信息需求的差异，要求图书馆分学科设置相对独

立的信息空间，从而提供符合自己学科特点的信息

服务，学科 IC 的构建正是顺应了用户的这种个性化

要求，为用户提供专业化的一站式服务。 

（二）构建学科共享空间是学科建设和发展的需要 

学科建设是高校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重要基

础，是高校建设水平的重要标志。高校图书馆作为

教学和科研服务的文献信息中心，在高校学科建设

中起着重要的文献保障作用，是教学、科研、学科

建设的重要支撑力量，学校未来的发展方向决定了

图书馆信息资源和服务必须围绕学科建设进行，信

息共享空间通过整合学科文献信息资源的优势，开

展学科导航、学科信息咨询等服务，为学科建设提

供全方位、人性化的服务。 

（三）构建学科共享空间是教学改革和培养创新人

才的需要 

学科 IC 的构建是以服务教学为宗旨的，以教学

的需要为出发点的，它将紧紧围绕教育教学和培养

创新人才进行。学科 IC 课堂所提供的团队协同集中

式学习研究方式符合现代社会新的学习需求，在学

科 IC 模式下，可以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团队研究

和科研创新的能力，学科 IC 的构建能在探索新的教

学模式和培养集群式人才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 

三、学科共享空间构建的实现条件 

（一）整合各类文献资源是构建学科 IC 的基础 

许多高校都设有学科资料室，“资料室原本就拥

有该学科专业性强、覆盖面广、动态性强的信息资

源，凭借资料室收集特色文献的能力，可以收集教

师的科研论文、立项课题、课堂讲义以及参加学术

会议获取的论文集等，还可收集优秀硕博毕业生论

文、毕业设计，及学习科研心得体会等。”具有丰富

的、学科化特色的信息资源是学科 IC 资源建设的重

点，因此，要对学科资料室及图书馆的各类文献资

源特别是网络资源进行整合和优化，内容包括学科

发展最新成果、国内外相关学科研究动态、学科专

家博客、专题讨论及国内外相关学术会议信息等，

从而建立内容丰富学科信息资源库，以满足用户专

业化、个性化信息服务的需求。 

（二）新型学科馆员是构建学科 IC 的人才基础 

“学科化服务以新一代学科馆员为纽带，通过

网络、电话，到研究所、到课题组、到现场、到虚

拟社区的服务方式，将图书馆的服务延伸到用户群

中，融入用户的科研过程中。因此，学科馆员在学

科化服务过程中处于核心地位。在学科 IC的工作中，

汇集了大量的信息资源和专业技术，工作具有一定

的创新性和复杂性，只有适应新的信息环境的要求，

具备良好的信息、专业、技术素养的新型学科馆员，

才能在学科 IC 中创作性地发挥自己的才智，灵活调

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为用户提供快捷、高效的

服务。 

（三）以院系资料室为基础构建学科 IC 的实体物理

空间 

实体空间是用户学习、研究、交流的物理场所，

它以促进学习研究和互助交流为原则。高校图书馆

可建设一个大型的学科 IC，内设咨询台、文献资料

阅览区、开放信息获取区、协作式学习空间、多媒

体区与休闲区。院系资料室可改建小型学科 IC，信

息资源可以与图书馆学科 IC 共享。基于资料室改造

的学科 IC，既可以有效地利用资料室的原有资源，

避免了文献资源的重复购置，同时院系是该学科专

业人才聚集的场所，又能发挥其人才优势，使空间、

资源、服务整合在一起。用户来这里学习和研究，

既能阅读纸质的专业文献，又可以上网搜索电子资

源，遇到问题时直接咨询学科专家、图书馆学科馆

员或与其他用户探讨，需要时直接打印、扫描、复

印、传递所需信息，在学科 IC 中，用户可以享受一

站式的学科化信息服务。 

（四）基于 Web2.0，构建学科 IC 虚拟空间 

“Web2.0 是以 Facebook、Flickr、Youtube 等

为代表的优秀 Web2.0 网站，以 BLOG、TAG、SNS、RSS、

WIKI 等社会软件的应用为核心，根据六度分隔、xml、

ajax 等新理论和技术实现的互联网新一代模式。

Web2.0 技术应用的核心理念就是注重用户体验，开

放性地满足用户的个性化要求。这与 IC 服务模式在

服务理念上高度契合。IC 的虚拟空间是在互联网平

台上运用现代信息技术，为用户构建学习、研究、

交流、协作的虚拟场所。Web2.0 技术的应用，在技

术上实现了虚拟互动的学科服务平台的搭建，密切

了用户、资源、服务之间的联系，因此，Web2.0 环

境下的学科 IC 的服务模式的构建，将营造一个资源

丰富、交流平等的虚拟空间，将促使高校图书馆 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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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信息中心向学习科研中心转变，促进高校学科建

设，带动学术和科研创新。 

四、基于学科 IC 实施学科化服务的具体内容 

（一）全方位学科信息咨询服务 

开展各项学科信息服务，如馆际互借和文献传

递服，即提供本馆与各合作馆之间的文献传递，方

便用户共享各种丰富的学科信息资源；移动图书馆

服务，如短信、MSN、QQ 群、微博等随时随地解答用

户的问题，为师生提供多途径的便捷学科咨询服务，

指导用户如何利用图书、期刊、电子全文数据库和

其他资源完成作业、撰写论文、进行科研等，让用

户时刻获取图书馆的解答和指引。 

（二）学科导航服务 

“学科导航服务就是对学科及相关学科知识进

行归纳与组合，即对学科知识进行序化与优化，通

过学科专业网站，全方位对学科资源进行集成与揭

示，便于用户了解该学科领域的全貌。学科导航服

务就是将各种类型的学科信息资源科学地整合，并

通过学科导航网站来提供，便于用户在第一时间了

解该学科的学科动态，检索和获取相关的学科信息。 

（三）个性化学术服务 

主动联系学科领域内的教学科研人员，依照学

科团队的教学科研要求，配合他们的教学科研任务，

提供学术资源检索、课题调研分析、学科前沿热点

分析、学术成果评价、成果储存、撰写学科简报等

个性化学术服务。 

（四）Course Resource（CR）服务 

“又称为 Course Collection 服务，即课件贮

存，就是让老师上载有关教材、参考资料、讲义、

课件及挑选的网络资源，经图书馆加工处理后提供

给学生浏览、借阅。”学科馆员帮助教师收集课堂教

学相关材料，教师把相关的教材、课件、讲义等上

载，学科馆员负责进行分类、整理、编目后为学生

提供查找、借阅服务。 

（五）IC 课堂服务 

依托学科 IC 的物理和虚拟空间，营造便于学术

交流和研讨的 IC 课堂；依托学科 IC 配备的丰富技

术的多媒体资源，可以方便地获得学科课件演示、

视频点播等服务；利用学科 IC 的多媒体工具，教师

和学生在 IC 课堂可以进行互动和研讨，使其成为教

师教学模式创新、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理想场所。 

结论：学科 IC 是目前国内外大学出现的一种新

型的信息服务模式，它将为高校教学及科研和学科

建设提供一个平台，营造一个信息化、数字化、共

享化的学习和研究环境，从而满足用户个性化、多

样化、专业化的要求。较之于 IC，学科 IC 在建设模

式和服务项目上学科性针对性更强，对学科馆员的

要求更高。相信学科 IC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和实践，

必将成为更理想的学科服务模式，为高校教学、科

研和学科建设注入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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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introduces the connotation of Discipline Service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advantages of the 
IC Mode, and analyzes the measures to implement the Discipline IC. The paper finally discusses the service content 
of the Discipline IC, in order to offer a new thinking way for the IC Mode of the university libraries, to mee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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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f universities. 
Key word: the library of university; discipline Service; IC service mod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