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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共享空间的构建与创新服务 
——以河北工程大学图书馆为例 

杨春 

（河北工程大学 图书馆，河北 邯郸 056038） 

[摘  要]信息共享空间是近几年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生事物，给传统的图书馆服务模式带来了严峻

的挑战，以河北工程大学图书馆信息共享空间建设为例，分析了实体层和虚拟层两个层面建设的

内容，介绍了信息共享空间的创新服务，并就信息共享空间的深层次服务提出了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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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共享空间( Information Commons，简称 IC) 

亦称学习共享空间，在台湾地区称为资讯空间、资

讯市集，在香港地区称为资讯廊、资讯坊等
[1]
。是将

电子信息资源、计算机软件、各类硬件设施、互联

网、Wi-Fi 无线覆盖等和图书馆参考咨询馆员、学科

馆员、计算机工作人员、指导教师等融合于一体，

目的是提高读者信息素养，促进其协同、协作、交

流、学习和研究的相互作用，为读者提供“一站式”

服务设施和协同学习环境。信息共享空间起源于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是在北美图书馆率先兴起的一

种新型信息服务模式，把图书馆建设成为大学里的

一种协同式学习环境和一站式服务模式的理念是信

息共享空间建设的实质。近几年，信息共享空间已

被我国图书馆界广泛关注，如北京地区的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国家图书馆等；上海

地区有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图

书馆等。这些服务理念较为先进的图书馆积极引进

IC 服务理念，并充分借鉴和利用国外 IC 成功案例，

构建了具有本馆特色的 IC 服务模式，在国内率先实

践并为读者提供了 IC 服务。调查显示，我国“211

工程高校” 具有 IC 建设的图书馆有 15 家，占

19.2%
[2］

，建设比例不高，但加速建设 IC 服务的图

书馆在逐步增多。河北工程大学图书馆于 2013 年开

始创建自己的信息共享空间，经过一年时间的建设，

已正式对读者开放，且深受校内外读者的欢迎，构

建要素分析如下。 

一、服务理念的转变 

近年来，图书馆打破按职能划分的多部门设置，

打破部门的独立服务、孤立服务和分散服务的格局，

打破部门间的协作交流能力的低效服务，旨在提高

日益多样化的读者服务需求，加强图书馆信息资源、

图书馆空间和信息服务人员的相互作用，使图书馆

的各部门集中通过信息共享空间而直接为读者服

务，改变“以馆藏为中心”为“以读者为中心”的

服务理念，通过对馆舍空间、信息资源和咨询馆员

的整合，构建出读者—馆员，读者—读者相互协同

学习和协同工作的交互式的服务环境。图书馆把传

统的参考咨询服务和学科服务全面融入到教学、科

研的学习过程和研究过程中去，推动知识创新，为

教学和科研提供最优质的服务。 

二、河北工程大学信息共享空间成功案例 

我馆主校区建筑面积 5800 平方米，馆藏纸质图

书 84 万册，期刊 2500 余种，拥有中外文数据库 30

余个，自建数据库 2 个，馆藏文献内容丰富，在一

定程度上形成了具有我校学科特点和专业特色文献

保障体系的实体馆藏资源和虚拟馆藏资源的有机结

合。但是，与学校的博士、硕士、本科教学的基本

情况比较而言，图书馆存在诸多问题：馆舍面积严

重不足，影响了图书馆传统服务的数量和质量；工

作人员年龄偏大，学历职称偏低，有学科背景的馆

员较少，严重影响了深度的学科服务；图书馆文献

借阅量和参考咨询量逐年下降，初级用户流失严重。

为解决这些问题的困扰，决定对图书馆馆舍进行适

度的改造而建设图书馆信息共享空间。 

（一）共享空间的建设内容 

信息共享空间的建设有实体空间和虚拟空间两

个部分组成，实体空间的建设结合学校实际，把空

间分为了教师学习空间——“书香小筑”和学生

“HARVESTS 学习共享空间”两部分使用。为了给读

者营造出一个全新的学习环境，图书馆将学习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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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划分为七个功能区：参考咨询区、文献借阅区、

读者体验区、个人学习区、视听学习区、文化交流

区、团队协作区等。并充分整合了馆内利用率较高

的图书、期刊和参考工具书等，为读者提供便利的

印刷型资源。在共享空间不同区域配有一体机、检

索终端、普通打印机、3D 打印机、自助复印机、投

影仪、电视机、视听音响设备等各种现代化设备，改

造后座位由192 席增加为 534 席，新增研讨间11个。 

虚拟层建设主要包含有各种馆藏电子期刊、图

书、工具书、报纸、会议文献、标准文献、图片文

献、视频资料、课件资源、声像资料和 网上免费资

源；为读者提供 Office 和 WPS 等办公软件、多媒体

播放软件、信息处理软件、数据库专用阅读软件等

各种常用软件；以虚拟社区和在线工具为载体，为

读者提供学习交流空间的网络平台。为方便读者，

图书馆实现了 Wi-Fi 无线上网全覆盖。 

（二）共享空间的服务创新 

共享空间的核心服务是为读者提供“一站式”

服务。通过 IC 服务，读者可以充分自由使用信息共

享空间配备的计算机、学习软件、信息资源等，读

者只需这一平台，即可实现信息获取、参考咨询、

交流讨论、自主学习、自助学习和学术研究等，信

息共享空间的使用既可节省读者宝贵时间和精力，

也可大大提高图书馆的利用率， 共享空间提供的参

考工具书和学习研究所用的图书期刊，为读者的学

习和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各种自助打印和复印

设备的提供，为读者信息资源的所需获取提供了极

大的方便。各种台式计算机和检索终端为读者提供

馆藏数据库的查阅、多媒体资源的利用和网上资源

的查询等提供了方便，在图书馆信息资源的利用及

学习研究中，读者若遇到专业或技术方面的问题，

参考咨询馆员和图书馆技术专家第一时间会为其提

供及时的帮助，对本馆没有的文献信息，馆员可以

通过文献传递的方式，来为读者获取，如有团队学

习或科学研究，图书馆有专门的学科馆员为其提供

无缝链接的嵌入式学科服务。 

三、对共享空间读者服务的建议 

（一）建立虚拟服务社区 

虚拟社区是以Ｗeb2.0 技术创建的一种虚拟空

间，是一种新生产物。Ｗeb2.0 技术应用的核心理念

就是注重用户体验，开放性的满足用户个性化的需

求
[3]
。图书馆可以利用Ｗeb2.0 技术，开通 BBS 论坛，

为学校的师生提供一个网上交流的平台；通过微信

或博客等为读者提供通知、通告、资源推介、预约

服务等推送服务；向师生推荐前沿动态和学科综述；

利用各种便捷的通讯软件，对教学和科研人员的各

种问题做出及时的回答，使读者在轻松的交流中完

成各自的学习和研究。 

（二）加大读者参与力度 

在共享空间的使用中，要加大读者参与文献资

源建设的力度，吸纳学科专家和学生为图书馆资源

建设成员，听取他们在资源建设中的意见搜集和文

献需求；通过机构库的建设，鼓励老师和学术团队

上传自己的科研成果，形成自己的馆藏特色，增加

馆藏信息；通过各种渠道，广泛争取读者的意见和

建议，以便图书馆及时改进服务。 

（三）大力提高馆员的综合素质 

在信息共享空间环境中，需要参考咨询馆员有

较高的综合素质。参考咨询馆员不仅需要掌握传统

文献学知识，熟悉网络咨询工具，还需要掌握常用

软硬件故障的处理方法。因此 IC 环境中的馆员，除

了掌握必备的图书馆学知识和自己的学科背景专业

外，努力学习计算机知识，使其具备较高的计算机

水平和能力，同时还要求咨询馆员有较强的与读者

沟通能力，了解读者需求，嵌入用户研究。这一强

调读者在信息获取过程中参考咨询馆员与读者的融

合沟通，对图书馆员提出了一个新的高度要求。 

信息共享空间的建设是一种新生事物，无论从

服务理念、服务内容、服务体制、服务方式及管理

模式上均以传统的图书馆服务模式有着本质的区

别。我们以信息共享空间这一快速发展的动态服务

体系作为创新服务发展的重要机遇，对图书馆信息

资源的有效利用，对提升图书馆的核心业务竞争能

力，对提高学校的教学科研水平和学科建设有着重

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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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等文化活动，传播先进文化，弘扬主旋律，唱响

正气歌，以此营造浓厚氛围，有效推进和谐校园文

化建设。 

第四，引导学生社团活动。大学生社团是大学

生课外活动的主要载体，也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

重要载体，在培养大学生的素质能力方面发挥着越

来越重要的作用。大学生通过参与社团活动，可以

接触社会、了解国情，培养政治意识和大局观念。

因此，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融入社团活动，

既有利于大学生社团建设，又可以使参与活动者在

潜移默化中受到影响，这样可以使大学生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教育在学校教育和自我教育、自我完善

中实现完美融合。 

总之，要引导大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产生育人效应，就必须建立一套切实可行的长效机

制，在大学生的思想教育上下功夫，引导大学生积

极投身社会实践，营造浓厚校园文化学习氛围，使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浸入学生心田，让大学生自

觉建立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做贡献的理想信念和付之以行动的决心。 

参考文献： 

[1]胡锦涛.党的十八大报告（全文）[N].人民日报，

2012-11-18. 

[2]吴潜涛.深刻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和意义[N].

人民日报，2013-05-22. 

[3]李中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倡导更需践行[N].光明日

报，2013-02-23. 

[4]刘川生.在大学生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实

现伟大“中国梦”提供重要思想支撑[J].思想教育研究，

2013. 

[5]吴菊花.引导大学生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

国论文网，2014-04-03. 

[责任编辑  王云江] 

On guiding the college students practicing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s 
ZHAO Hong-xia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s, Hebe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Handan 056038, China） 

Abstract: To shoulder the motherland and history’s burden, to fulfill the nation and future’s expectation, the 
contemporary college students should make correct views of the world, of life and of value, practicing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 developing themselves as quality talents morally, intelligently, and physically. To achieve this, we 
should make effort on moral education of the students, guiding them to participate into the social practice and 
cultivating typical campus culture, making the students determined consciously to contribute and act to realize the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and the national revival. 
Key words: socialist core value; moral education; social practice; campus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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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 building and innovation of information sharing space 
——Taking Hebe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library as an example 

YANG Chun  
(Library, Hebe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Handan 056038, China) 

Abstract:Information sharing space is a newborn thing developed these years bringing the  traditional library 
service mode  severe challenges.The paper,taking  Hebe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Library as an example, 
analyses the constructions of physical layer and virtual layer, introduces the innovation service of information 
sharing space and put forward th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deeper service of information sharing 
space. 
Key words: information sharing space; reference service; embedded serv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