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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视角下高校图书馆空间再造的组织与实践探索

■ 姜宇飞　刘建华　汪鹤　石磊
东北大学图书馆　沈阳 １１０８１９

摘　要：［目的／意义］从文化视角重新审视高校图书馆空间再造工作，在空间中融入文化元素，将空间再造的过程视为文

化育人的过程，使空间在功能完善的基础上实现服务升级、文化育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方法／过程］从文化

视角出发，深入分析高校图书馆空间再造的组织与实践过程，结合东北大学图书馆空间再造的工作实践，深入思

考通过其实现服务升级、文化育人的方式方法。［结果／结论］文化视角下审视高校图书馆空间再造更有利于统筹

规划工作，实现高校图书馆空间的教育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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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是人类在社会活动中创造的产物，是教育之
根、教育的手段［１］。高校图书馆既是为人才培养服务

的学术性机构，也是校园文化和社会文化建设的重要

基地。发挥高校图书馆空间教育作用是履行职能的重

要途径之一。图书馆建筑及环境是大学师生能够最直

观感受的、发挥育人作用的重要物质基础［２］，有学者曾

调研校园使用者对校园空间的整体意象，结果显示，图

书馆是除学校主楼之外认同率最高的校园标识性建

筑［３］。习近平同志在谈到教育问题时曾强调，要注重

文化浸润、感染、熏陶，既要重视显性教育，也要重视潜

移默化的隐形教育，实现入芝兰之室久而自芳的效

果［４］。作为学校代表性建筑、精神地标，高校图书馆空

间融合丰富的文化要素，具备文化温度、情怀、品格，能

够源源不断地提供文化滋养，是当今时代的必然要求。

　　我国目前有普通高等学校２６００余所［５］。随着设

施的使用及老化、空间需求的不断变化，高校图书馆空

间再造已成为各高校图书馆目前以及未来的重要工

作。吴建中在《再议图书馆发展的十个热门话题》一

文中，深入分析了图书馆应对新变化的“空间再造”问

题［６］。我国港澳台大学图书馆再造率达７０％，９８５高
校空间再造率达６０％［７］。但由于缺乏有针对性的、详

细的规则指导，被动模仿或片面求新求变导致出现追

赶潮流、趋于同质的倾向。再造后的图书馆空间实现

了基础设施的更新、设备家具的升级，从表面上看焕然

一新，但在文化品位方面有所缺失［８］。文化不仅是单

一元素的简单呈现，而且是涵盖与人类创造相关的物

质、精神、制度、行为文化的综合系统。从文化视角重

新审视高校图书馆的空间再造过程及实践效果具有重

要现实意义。为此，本文拟结合笔者所在的东北大学

图书馆工作实践，从文化视角分析高校图书馆空间再

造的组织与实践，以期为高校图书馆空间再造提供借

鉴。

１　高校图书馆空间再造的研究与实践
现状

　　图书馆存在最显著的标志之一即为空间［９］，一般

在更新基础设施、适应技术发展、服务需求变化等背景

下推动空间再造［１０］。与新建有所不同的是，空间再造

既受已有建筑结构、布局的限制，更受既有建筑文化价

值的影响。在空间再造过程中，重视馆舍原有的文化

价值、发挥其文化育人作用更为重要。

　　国外图书馆再造注重空间功能布局调整、内外环

境协调、可持续发展等［１１］。美国自 １９６３年开始由美

国建筑师协会（ＡＩＡ）和美国图书馆协会（ＡＬＡ）设立图

书馆设计奖，是美国最具权威的图书馆设计奖，用以表

彰新建、装修、修复、转换为图书馆使用、室内重新设计

和翻新的图书馆，获奖者可以位于美国、也可以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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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地［１２］。据国内研究者统计，到２０１９年累计有
２６所高校图书馆获奖［１１］。如２０１９年获奖的美国科
罗拉多大学塔特图书馆的扩建和改造，该馆增加了

座位、照明和新设施；设有咖啡馆、ＧＩＳ实验室和数据
可视化设施，成为学院知识中心。巴纳德学院 －米
尔斯坦中心（图书馆）建设了包括经验推理空间、数

字人文空间、运动实验室、计算科学中心等一系列灵

活的空间，支撑学生和教师从事开创性研究，代表了

图书馆的新形态。可见，设施更新以及空间多样化

是关注的重点。

　　国内自２０世纪８０－９０年代，空间建设问题引起
高度重视。如１９８６年召开的“高校图书馆建筑研讨
会”，提出了馆舍建设应遵循宁缺勿急、方便适用、创

新、节约、整体效益５个原则［１３］。以“高校（或大学）图

书馆”和“空间”或“建筑”或“馆舍”以及“再造”或“改

造”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进行检索（检索日期为２０２０
年１１月１０），获得中文文献２６２条，相对于图书情报领
域其他研究主题文献量较少。从相关文献可以看出，

最早从２００２年开始，在计算机、网络技术发展的促进
下开始进行图书馆自动化方面的改造，２００８年开始有
将高校图书馆电子阅览室改造为信息共享空间的研

究［１４］。一些学者先后以主题空间［１５］、创客空间［１６］、大

数据环境下的空间［１７］、“互联网＋”思维驱动下的空间
再造［１８］等总结再造实践经验；一些学者关注、总结了

美国、日本、荷兰、新加坡［１９］等地图书馆再造的经验。

主题词排除通用的“高校图书馆”“空间再造”“建筑

物”等，主要集中在“服务创新”“信息共享空间”“创客

空间”“学习共享共间”“空间评估”“空间布局”“电子

阅览室”“服务转型”等，对空间功能、服务创新的探索

较多，对全面再造以及再造实践的案例研究较少；对

“信息共享空间”“创客空间”等特色空间关注较多，对

发挥空间育人作用研究较少。总体上，早期更加重视

显性成果，对文化、隐性教育重视不够。

　　近年来，国内清华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
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重庆大学图书馆等先后带动了

空间再造实践进程，其主要特点如表１所示。总体上，
这些图书馆的再造实践对技术、文化、空间多样化等各

有侧重。但单独从文化视角考察空间再造的整体、具

体问题的实践还较少。国内学者也对图书馆建筑的

文化性进行审视和反思，认为学校图书馆应注重以

人文观念教书育人［２６］。卢章平［８］认为，图书馆空间

在储藏资源的同时，还应该体现深厚的内涵和精神

的传承；不应仅仅为了迎合某一社会热潮、某一时间

段内用户的特殊功能需求而引进所谓的“文化”。肖

珑［２７］认为，高校图书馆需要为读者创造一个精神家

园般的文化环境。王宇等［７］认为，大学图书馆是校

园文化的重要载体，空间再造应注重文化环境建设

和文化氛围营造。

表１　部分双一流高校图书馆空间再造的主要特点

图书馆 主要特点

清华大学图书馆 在既有建筑基础上扩建项目，建筑风格新旧统一［２０］

上海交通大学图

书馆

注重大学图书馆的文化育人，利用走廊过道、角落庭院、

中庭墙面、窗子立柱等建设适宜的人文景观；建设“思

源阁”———上海交通大学文库［２１］

重庆大学图书馆 以“空间、技术、文化”融合理念引领空间再造，鲜明的

民国风格使图书馆空间凸显历史感［２２］

哈尔滨工业大学

图书馆

空间再造过程中，设置了休闲咖啡区、校训墙、经典阅读

导读空间等特色空间或区域，使传统工科高校图书馆空

间更加丰富多元［２３］

天津大学图书馆 将常规空间功能进行了升级改造，满足了图书馆的学习

功能、教学功能、科研功能、阅读指导功能等，还利用多

媒体技术建设多媒体信息共享空间［２４］

山东大学图书馆 优化服务空间，注重用户体验［２５］

２　文化视角下高校图书馆空间再造的再
认识

　　文化是人类创造并反作用于人类的产物，包括人

类创造生活方式的过程和积累下来的物质与精神的成

果等。我国古代学者在《说苑·指武》中提到：“圣人

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强调以文德教化天下

的重要作用［２８－２９］。当今时代，文化的力量、文化的作

用更加得到高度重视。习近平［３０］同志曾指出，“文化

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２０１６年习近平在全国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３１］，“要更加注重以文

化人、以文育人，广泛开展文明校园创建。”２０１８年习

近平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３２］，要“兴

文化”，强调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

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要素———高校图书馆，具有文化

性质和意义的物理空间，理应将优秀文化融入每一个

管理要素当中，使之成为文化、教育的重要阵地。

　　解析文化，学界一般将文化内部分为物质文化、精

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等几个层次［３３－３４］，以便从

微观视角更好地认识和使用文化各要素。物质文化是

指经过人们劳动创造的器物，是文化系统的基本和基

础，其他层次文化的物化表现［２８］。高校图书馆空间即

归属物质文化范畴，是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

的载体、“容器”。精神文化包括大学师生对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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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深度认知，对学校本质、特色、办学规律的认识以及

在办学实践中所形成的一系列价值观念，与空间再造

有关的精神文化包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大学校训和学风校风等文化表述、空间再造

指导思想思路及认知等。制度文化是人类在物质生产

过程中所结成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侧重围绕目标

的主动创造出来的有组织的管理与运行的规则体系，

包括管理体制、制度规范、礼仪俗规等［３５］。与空间再

造有关的制度文化包括空间再造实施方案、组织方式、

保障措施等。行为文化是人类创造、传播、占有、享用

物质财富、精神财富、制度财富的行为过程［３６］。与空

间再造有关的行为文化包括与再造相关的活动。这几

个文化层次是有机的整体，密切联系、相互依存、协同

工作，使文化作为一个系统综合发挥作用。比如，在特

定精神文化主导下，会产生一定的物质文化、制度文

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行为文化都会对物

质文化产生影响，其相互作用关系如图１所示：

图１　微观视角看文化的层次以及层次间的作用关系

　　因此，从文化视角下审视高校图书馆空间再造，

可以得出这样几点认识：从宏观视角看，包括：①高

校图书馆空间再造的过程是文化创造的过程；②高

校图书馆空间以及建设、使用该空间的人们，人们与

此相关的活动、规则、理念、精神等共同构成了文化

系统；③再造后的图书馆空间是文化的物质成果；④
高校图书馆空间再造的过程、再造后的图书馆空间

都在对高校师生发挥教育作用。融合了文化的高校

图书馆空间能够带给人空间的感知、氛围的感知进

而上升为文化的感知，使读者的体验从身体体验升

华为情境体验，进一步地对其文化素质产生影响，促

进其思想境界的提升和触发文明行为［３７］；与学校其

他教育要素协同配合共同实现人才培养的目标。同

时，师生在图书馆空间使用、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对

图书馆空间产生认同意愿、参与行为，从而达到师生

与图书馆的共建共享，对图书馆事业起正向作用、促

进师生对学校的认同和归属。从微观视角看，高校

图书馆空间是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的综合

反映；空间再造实践的过程是受行为文化、精神文

化、制度文化影响的行为过程。凝聚了精神文化、制

度文化、行为文化的高校图书馆空间成为独特的、有

生命的物质、介质，成为感染人、影响人、教育人、塑

造人的重要渠道（其对人的作用关系如图 ２所

示）［３８］。本文试以微观视角重新审视高校图书馆空

间再造的具体过程、再造的成果，在此基础上更好地

认识高校图书馆空间再造实践的内在规律。

图２　文化视角下高校图书馆空间与人之间的作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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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文化视角下东北大学图书馆空间再造
实践

３．１　实施背景

　　东北大学（以下简称“东大”）甯恩成图书馆原为

１９８５年建成投入使用，馆舍采用当时流行的模数制建

设模式，总面积为１６０１０平方米；是学校在东北工学

院基础上复校之后建立的第一个独立馆舍；曾获以东

大原秘书长、代理校长甯恩成先生名义捐资改造，因此

在发挥服务职能的同时具有记录学校发展重要历史节

点的文化价值。

　　从所起作用看，本馆年到馆人次近百万人次，处于

育人的前沿；从所在校区环境看，馆舍位于校区中轴线

上，校区容纳资源与土木工程、冶金、材料科学与工程、

机械工程与自动化、信息科学与工程等学院，轧制技术

及连轧自动化国家重点实验室、流程工业综合自动化

国家重点实验室等，具有浓厚的理工学科氛围。图书

馆不仅要提供文献信息资源服务，更是校区重要文化

阵地。

　　因此，通过空间再造拟实现基础设施提升、空间服

务多样化、充分展示学校文化等目标，使图书馆成为学

校文化地标［３９］。

３．２　实践特色

３．２．１　行为文化视角：以全员参与赋予高校图书馆空

间文化温度

　　空间再造是一个多方参与的、多专业的活动过程。

在此过程中，让师生、馆员参与再造过程，使空间融入

师生、馆员的智慧、个性、需求，能够消除与空间的陌生

感、疏离感，拉近高校图书馆空间与人的距离，使参与

者自觉成为空间的建设者和维护者。参与方式包括举

办空间再造设计大赛，举行与学生代表专项座谈交流、

与“阅读之星”毕业生座谈，组织全体党员馆员及新入

职馆员赴其他图书馆参观学习，组织人员对国内外空

间再造文献进行调研，对多所高校图书馆进行实地考

察，参与再造过程，等等。

　　其中，图书馆空间再造设计大赛让师生对馆内部

特色区域进行设计。要求设计方案要能够反映学校

“自强不息、知行合一”的校训和文化底蕴；要能充分

体现现代化的图书馆风格；要与图书馆主体建筑风格

和谐统一、与现有家具陈设相协调等［４０］。参赛师生覆

盖本校多个学院。大赛形式不仅更好地广泛地告知图

书馆空间再造项目的启动，也创造了与师生沟通的机

会，尽可能地取得师生理解，使闭馆再造与师生使用之

间的矛盾尽可能地弥合。

　　汇总设计说明、投票点评、座谈意见等内容，进一
步将读者需求聚焦：①功能、区域是首要的关注点，如
读者希望有接电话的区域、边吃边交流的区域；打热水

和上厕所方便；自习座位、电源插排充足；拥有放松休

闲、类似咖啡厅的位置等；②舒适度的需求更加具体，
如总体环境方面，希望“有空调”“阳光好”“清净亮堂”

等；③文化需求不断提升，如希望大楼的外观保持稳定
的形象；喜欢有校标的桌椅等。这些意见为最终设计

方案、保障工作方案等文档的起草提供了重要基础。

３．２．２　精神文化视角：以大爱文化赋予高校图书馆空
间文化情怀

　　大学校训、学风、校风、办馆思想等凝聚着大学师
生对社会环境的深度认知，凝聚着学校办学思想、办学

理念、文化特色、价值观念，是文化的核心和灵魂。作

为以服务和教育为主要功能的高校图书馆，在空间再

造过程中注重融入精神文化非常重要。建构主义主张

利用环境创造真实情景，促进人与环境的互动交流，有

助于学习者获得知识［４１］。在我国，哲学大师涂又光先

生曾于上个世纪９０年代针对文化提出了著名的“泡菜
理论”，即“泡菜的味道取决于泡菜汤，校园环境好比

泡菜汤，它影响和决定了浸泡其中的学生的精神风貌

和行为风格”［４２］。在高校图书馆空间融入精神文化，

让空间具有学校特质、情怀是空间再造的重要使命。

空间成为学校精神文化的展示者、传播者和引领者，源

源不断地为师生输送精神力量。

　　（１）大爱情怀赋予空间鲜明底色。再造过程中，
本馆组织人员研读传统文化著作、学校精神文化有关

成果———《东大传统》《漫游东大》《实干 报国 创新 卓

越》《延阁飞香》等著作，对学校的发展历史、文化特色

进行系统的梳理，对空间预呈现的文化要素进行设计。

将学校“自强不息、知行合一”的校训精神，坚持服务

国家战略和区域发展的学术追求，“爱校、爱乡、爱国、

爱人类”的大爱思想融入空间再造当中，赋予图书馆空

间灵魂和生命。

　　（２）担当精神赋予空间厚重力量。体现在以下方
面：①挖掘呈现东北大学历史上多地辗转办学，学子兴
学报国、一心向学的具体例证。学校在北平期间因经

费问题图书设备极少；没有阅览室，只是在宿舍的一角

放置少量捐赠的读物，师生仍争先阅读［４３］。以这个事

例为原型，在再造过程中策划设计了“阅读社”空间，

作为学生回顾历史、开展学生活动、传承优良学风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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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场所。②围绕学校立足中国实际，研发第一块超级
钢以及钒钛磁铁矿冶炼新技术、钢铁工业节能理论和

技术、控轧控冷技术、混合智能优化控制技术等高水平

科研成果的突出特色，建设特藏空间、展示空间，全面、

立体、鲜活地呈现学科文化。③馆舍命名与学校重要
关联人物———甯恩成先生事迹呈现。甯恩成先生曾在

建校之初学校危难时刻临危受命，出任东北大学秘书

长，代行校长职权；上个世纪９０年代，他为东北大学复
名做出了重大贡献；学校８０年校庆前夕，其妻儿以其
名义捐资用以修缮图书馆设施［４４］。在图书馆馆外安

放了甯恩成塑像，在馆内设置了甯恩成展馆。通过照

片、手稿、聘书等展示甯恩成先生生平事迹，彰显其为

学校的初创、复校、快速发展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３）大局意识赋予空间时代特征。再造过程必然
会对已有服务带来一定影响。学校师生、本馆师生树

立大局意识、克服暂时困难成为空间再造的重要保证。

在本馆空间再造期间，一方面在馆微信平台发布了一

系列跨越较长时间线、围绕再造主题的宣传内容，积极

宣传再造过程艰苦场面、典型人物，争取师生更多理

解；另一方面，支部书记做题为“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

师生创造良好文化环境”的专题报告，从文化视角认识

高校图书馆的重要作用，拓展骨干力量的视野，使之成

为与师生解释沟通的重要力量，更大范围凝聚建设文

化空间的共识。师生共同克服困难的意愿为图书馆空

间再造创造了精神支持，其中体现的大局意识熔铸在

高校图书馆空间之中，成为学校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３．２．３　制度文化视角：以以人为本赋予高校图书馆空
间文化品格

　　实施方案、组织方式、保障措施等是高校图书馆空
间再造的制度保障。高校图书馆空间再造与新建馆舍

不同，不仅要考虑已有的设备设施的转移或保护，还要

考虑习惯性使用原有馆舍读者的需求如何去补偿，尽

可能减少读者服务感知落差［４５］；不仅要考虑再造现场

的工作，也要考虑再造期间图书馆的服务如何开展，还

要提前布置再造后开馆相关工作。以人文关怀为原

则，形成保障制度体系，让读者切实感受图书馆以人为

本的服务品格。

　　（１）统筹制协调各项任务。在再造工作启动之初
制定保障工作方案，成立领导小组和安全工作小组、搬

迁工作小组、资料工作小组、技术保障工作小组等，组

织专门人员分工负责、协同工作；在再造工作过程中，

确立工程例会制度，多方及时沟通具体问题；在工程后

期，提前制定花卉租摆方案、标识系统建设方案等，协

调物业保洁、花卉租摆、标识安装等服务入场，组织配

套家具、信息化设备、密集架项目专项申报工作，保证

在施工完成后尽快开馆以及后续配套设施及时入场。

　　（２）项目制促进专项工作。高校图书馆空间是一
项涉及多个专业的、复杂的系统工程，依靠单一馆员、

单个科室无法完全承担相应工作。本馆以项目制保证

专门人才全面参与专项工作，将空间再造工作中的部

分单项工作以项目制方式运行，允许跨部门组织团队、

给予资源支持、专家指导等，保证更好地完成紧急需要

的、临时出现的、复杂性的工作任务。先后通过“‘中

科·超星杯’东北大学南湖校区图书馆空间改造设计

大赛”“东北大学甯恩承图书馆馆舍美化”“南湖校区

图书馆标识系统设计”“东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的精

装订保存与展示”等项目完成相关配套工作［４６］。

　　（３）补偿制弥补读者需要。包括为读者增加借阅
册数及延长期限、远程借还制度等。

３．３　实施效果
３．３．１　重视行为文化，让高校图书馆空间带给师生亲
近感、存在感、归属感，为实施文化育人提供前提

　　接受教育的基础或前提是接纳［４７］。以读者为中心，

重视师生的参与，使得高校图书馆空间带给师生亲近感、

存在感、归属感，为高校图书馆发挥教育作用奠定基础。

　　（１）在功能上，实现藏用融合、以用为主。空间再
造吸纳读者意见，通过多校区馆舍之间的文献统筹安

排、增加密集存储等方式，降低了传统馆藏占地；整合

再造原有空间，为空间多样化需求提供可能。再造后，

设置了包括研修区、茶水间、咖啡书吧、阅读体验馆等

的全新的协作与休闲空间；阅览室等安静学习空间较

原来增加４０％；东大文库、民国及地方文献馆、知行阅
读社等文化育人空间较原来增加１．２倍。具体的空间
功能及分布情况见表２。
　　（２）在布局上，实现动静分离、动线合理。经过３０
多年的使用，服务方式、服务内容的变化和调整，图书

馆使用空间排布、空间之间交通流线已存在不适应的

情况。在读者反馈的问题中，很多都集中于馆员办公

交流与读者安静使用需求之间的矛盾。原有布局馆员

办公室、会议室位于大楼各个楼层，而且处于南北中央

的位置。馆员办公交通流路线较长且混杂，在读者使

用区域之间交叉穿行。参照《图书馆建筑设计规范》

（ＪＧＪ３８－２０１５）［４８］，图书馆建筑布局应合理安排采编、
收藏、借阅等各功能区之间的运行路线，使之便捷通

畅，互不干扰，对馆内空间进行了整合、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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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宇飞，刘建华，汪鹤，等．文化视角下高校图书馆空间再造的组织与实践探索［Ｊ］．图书情报工作，２０２１，６５（２２）：４４－

５５．

表２　再造后图书馆服务空间功能及分布

空间分类 楼层 名称
功能

学习支持 研究支持 文献服务 文化育人 休闲交流
变化

协作与休闲空间 二 咖啡书吧 √ √ √ √ √ 新增

三、四 茶水间 √ √ √ √ 新增

三 研修区（含党员活动室） √ √ 新增

四 阅读体验馆（特种阅览室） √ √ √ √ √ 新增

四 报告厅 √ √ √ 原有

安静学习空间 二 阅览室（普通阅览室） √ 改造

三、四 阅览室（开架阅览室） √ √ 整合改造

资源服务支持空间 一 密集书库（基本书库） √ 改造

二 书库（开架书库） √ 改造

校园文化空间 一 阅读社 √ √ √ √ 新增

二 东大文库（特藏书库） √ √ √ √ √ 新增

二 民国及地方文献馆（特藏书库） √ √ √ √ √ 新增

二 甯恩成展室、张捷迁展室（陈列厅） √ √ √ √ 改造

三 国学馆（特藏书库） √ √ √ √ √ 改造

　　二、三、四层安静学习区向大楼南北侧整合集中，
光线及通透性较好，较少受干扰；茶水间、咖啡书吧、阅

读体验馆、国学馆等休闲学习空间位于大楼中心位置，

围绕在不便变动的洗手间等辅助空间周边，各阅览室

到达休闲空间线路长度相当，且因为有天井作为分隔，

动静空间相对独立，从而不易造成互相干扰。具体某

一楼层如图３所示，南北侧均整合集中为大型开架阅
览空间，空间总体布局更加规整，行进路线更加合乎使

用需求。此外，办公人员、密集书库集中在一楼，将楼

上更好的空间留给了读者使用。

　　整合释放的空间、原有过道的冗余补充到阅览空
间当中，使之更加规整、宽敞；展示性强、教育性强的展

馆、文库、民国及地方文献馆集中到二楼，即读者入口

楼层，使其充分符合读者流向、便于充分利用；三、四层

以相对安静的阅览、学习、研修为主。

图３　空间动静分离的整合示意

　　（３）在感知上，实现体现共性、满足个性。入口处
适应东北地区气候特点，更换为自动旋转门。在墙面、

柱网增加插座１００余套，比原来增加一倍以上。增加
ＷＩＦＩ、手机信号增强设施，馆内电子设备设施使用更加
便利。由于多种条件限制，为馆舍局部加装了多联机

空调，响应读者对舒适度的需求。

　　新增的研修区、茶水间、咖啡书吧、阅读体验馆等
位于各层中央位置，读者方便到达和使用；公共区布置

朗读亭、瀑布屏、消毒机等新设施，更符合人员流动规

律，满足读者交流学习的需求；东大文库、民国及地方

文献馆、阅读社、党员活动室等，集中展示特藏文献，为

师生开展互动提供多样化支持。

　　学生利用图书馆空间开展阅读马拉松、志愿者服
务、研讨、朗读等活动；教师利用空间开展课题讨论、毕

业答辩、会议研讨等活动；馆员利用空间组织开展馆员

沙龙、主题书展、毕业生阅读之星评选、真人图书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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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在学校官方微博、微信推送的优秀师生事迹中，

图书馆多个场所成为师生乐于采用的背景；毕业季时，

图书馆成为打卡必经之地。

３．３．２　重视精神文化，让高校图书馆空间带给师生认
同感、自豪感、使命感，为实施文化育人提供核心

　　（１）修旧如旧为育人提供支持。修旧如旧是我国
文物保护修缮的经典原则。旧物的保存再现能够唤起

师生记忆，激发自豪感，促使自发、自觉地去传承创新。

借鉴这一原则，在高校图书馆空间再造实践中践行修

旧如旧、新旧结合，让旧物历久弥新，实现文化育人价

值。如原有的水磨石地面，是当时较好研磨、抛光技术

的反映，经过多年使用仍然光洁如新，经过权衡做保留

处理，并在装修上使新结构、材料与其相协调。原馆舍

入口处有一面玉石墙，为本校采矿系校友捐赠。保留

墙面，在周边更换相衬的石材，使之成为校友记忆的记

载、优势学科的名片。馆内靳树梁塑像保留不动并进

行保护和装饰。该塑像是为纪念我国著名炼铁专家、

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东北工学院（现东北大学）首任

院长靳树梁所立。塑像位于二楼借阅大厅重要位置，

一方面凸显东大冶金传统学科的优势特色，另一方面

围绕塑像摆放绿植景观、流水盆景、藤椅街灯，使之成

为来往读者休闲小憩、静思品读的文化景观，潜移默化

在老一辈东大人心怀祖国、扎根行业的孜孜不倦精神

感召下获得成长的精神力量。

　　（２）强化精髓为育人坚定方向。校训是学校文化
精神的核心和精髓，也是时代精神的综合体现。东北

大学以“自强不息、知行合一”为校训，其中“自强不

息”出自《易经》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知行

合一”为学校第一任校长王永江在首届学生开学典礼

时题写［４９］。多年来，校训精神深入人心，成为东大学

子共同的精神品格和内在特质，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指引下，激励东大人不断追求“实干、报国、创新、卓

越”。在再造过程中，因地制宜，在东大文库门口利用

原有的柱子做成影壁墙———校训墙，校训墙正面是标

准校标及校训字体，背面是校训的阐释，设置在大楼主

入口附近读者较易抵达的地点以及人员流动较多的地

点，既较好地避免了入口单个柱子阻碍的尴尬，又符合

传统文化中入户前的遮挡作用，同时也是重要的文化

景观。

　　（３）强调立德为育人积淀底蕴。教育是“国之大
计、党之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

要坚持以美育人、以文化人，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

养［５０］。

　　作为一所以工为主的多科性大学，人文素养的培
养是重要基础，这也是图书馆重要使命之一。本馆是

全国《中华再造善本》百家收藏单位之一，收藏了文津

阁《四库全书》等大型文化典籍。空间整合后，按照中

式风格重新再造了国学馆，让师生浸润在浓郁人文环

境之中获得成长，包括建设中式屏风分割室内空间；配

置茶台、书法台响应装饰风格；建设了入室影壁墙，选

取我国最早的图书馆馆长、周代的“守藏室之史”老子

的《道德经》片段，由本校教师书法书写并拓写在墙面

上。本馆舍建筑总体为“田”字型，国学馆位于中间位

置，影壁墙拓写内容选取“上善若水……”这一段，寓

意传统文化作为智慧之源、精神之根、发展之基，源源

不断地滋养师生的成长，期望警醒师生时时不忘修身

养性、以德立身。

　　再造前局部场景和再造后部分公共空间、协作与
休闲空间、校园文化空间如图４－图１１所示：

图４　再造前中厅

图５　再造后公共空间

图６　再造后咖啡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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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再造后民国及地方文献馆

图８　再造后东大文库

图９　再造后入口及新旧结合玉石墙面

图１０　再造后国学馆 图１１　再造后文库入口校训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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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３　重视制度文化，让高校图书馆空间带给师生安
全感、幸福感、优越感，为实施文化育人提供保证

　　在再造过程中，以统筹制、项目制、补偿制等集合
最大资源、能力，多元主体的需求和智慧，保证总体再

造效果能够满足各个群体的需要。空间再造使用后受

到读者好评，甯恩成图书馆被列入沈阳文化艺术评价

榜十大文化艺术场所榜单。装饰项目获评２０１９－２０２０
年度中国建筑工程装饰奖。馆舍恢复开馆、新馆的同

步开放，带来入馆量的大幅增长。２０１９年全年图书馆
共接待读者 １４８．０１５５万人次，比上一年增加 ６８％
（２０２０年度受疫情影响未全年开馆，按实际估算与

２０１９年同期数量相当）。从借还书量逐年下降的趋
势、网上访问显著增加的数据来看，读者主要使用图书

馆的到馆空间服务和电子资源服务。

　　在试用初期，全面了解读者感知，为动态调整再造
成果提供依据。为了更好地了解读者感知，我们在开

馆时记载了读者留言，总计２００余条。读者充分表达
了对于重新开放的喜悦心情。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

沈阳文化艺术评价榜评价标签显示为环境很好、高大

上、多人休闲、放松舒服、干净整洁、清新淡雅等。整理

留言、点评代表性表述如表３所示：

表３　读者留言及网上点评节选

主题 评价 代表性表述

功能 齐全、方便、贴心、馆

藏丰富

（１）东北大学图书馆重新修整后，设施相当齐全，不仅有纸质图书，还有大屏幕滚动的电子书籍，当然，也可以把这些书导
入手机。意外发现还有对书的消毒机，自习的地方也更宽阔了，茶水间很方便，中央的沙发也是设计得非常贴心啦！

（２）藏书丰富，设备齐全，每天有许多学生来这里学习查阅资料

区域 多样、文艺 （１）每一层都有免费热水，就连洗手间也有热水可以洗手。每一层的沙发都很软，简洁大方。各种现代化设施齐全，极富
特色的建筑风格和装修融为一体

（２）馆内包括读书区、自习区、借书区等，馆藏丰富，适合喜欢读书的小伙伴，馆外还有自助借书的小屋子，非常文艺范
（３）新装修的甯恩成图书馆可以用高大上来形容，多了几分文艺和专业，除了环境更加优越之外，也给读书的人更多自习
和谈谈的空间

（４）修缮后的图书馆环境优美，显现具有国际范，动与静空间，学习与休闲空间、学习与交流空间布局合理，还有研修间、
国学馆、体验馆

感知 优雅、整洁、现代 （１）图书馆新装修的环境优雅宁静，适合看书学习也适合拍照片，里面的装修氛围很融洽
（２）环境干净整洁，从配色到座椅都被设计得很有现代感。大厅里纪念雕像和景观盆景，显得静谧而有情趣
（３）翻新后的图书馆可以用惊艳来形容。大气的装修，丰富的书籍，人性化的设计，只要一进到里面，都会有所感染
（４）很有历史感。里面藏书万卷，很有文化气息
（５）进入图书馆，大学学府气息扑面而来。温馨雅致的环境中，安安静静的阅读，感到远离俗世喧嚣。可静思冥想，修身
养性，我辈学子，何其幸哉

　　在使用过程中，继续加强制度建设。如制定运行

保障与服务需求方案、安全文化建设实施方案、《东北

大学南湖校区图书馆研修室服务指南》等，从多个方面

保障空间得以更好利用。

４　总结与思考

４．１　高校图书馆空间再造是系统工程，应通过文化思

维赋予其文化功能

　　高校图书馆作为高校文化的地标、学术的圣地、精

神的家园，不单是一个有形的、表象的、物质的事物，更

是需要有精神、灵魂，高校图书馆空间再造应被视作系

统工程，通过文化思维统领再造实践：①充分重视高校

图书馆空间的文化功能。高校图书馆作为重要的校园

地标应汇聚、呈现学校传统、文化精髓，在符合普遍通

行的图书馆空间规则基础上，因地制宜体现本校本馆

的特征。应深入挖掘、阐释和呈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的精髓，帮助师生树立文化自信，植入中华文化的基

因。应根据本校本馆特点对流行元素进行选择取舍、

而非照搬或者简单拼凑。②有序组织高校图书馆空间

的文化再现。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

化的深入解析为我们深入了解高校图书馆空间再造过

程提供了实施参考，从这几个层次挖掘着力点和落脚

点，能够更好地通过文化视角重新审视高校图书馆空

间再造工作。但要注意的是，这几个层面并非割裂的、

独立的个体，而是文化系统内的不同要素，需要协同发

挥作用。③不可忽视高校图书馆空间的外部协调。高

校图书馆空间再造应关注外部的文化、理念、风格的变

化，使之成为学校有机组成的、相互协调的组成部分。

融入价值观念、文化底蕴等要素，高校图书馆空间的规

划布局、功能区域、人文景观、绿化美化、文献资源等将

综合发挥作用，持续面向师生发挥教育功能［５１］。

４．２　高校图书馆空间再造是开放工程，应通过文化精

神赋予其文化个性

　　高校图书馆空间再造不仅是高校图书馆自身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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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①应将其纳入学校发展总体布局当中考虑。学校

党委常委会从宏观视角把关高校图书馆空间再造的总

体方案、保障措施、文化定位、文化元素等，为高校图书

馆空间更好地传承创新学校文化、实现教育职能提供

组织保障。②应吸纳师生充分参与。学校的文化本身

就是由学校师生创造并作用于师生的产物。图书馆空

间不仅是为学校师生服务的场所，更是记载师生痕迹、

积淀师生成果的物质基础。师生参与到图书馆空间再

造中，充分表达对图书馆空间的使用需求，能够使图书

馆空间更贴近师生个体，激发其共建共享意愿，触发其

文化再创造的行为。③应汇聚馆员集体智慧。馆员是

高校图书馆空间的管理者、使用者和建设者，了解高校

图书馆现状、历史和运行规律，是使高校图书馆空间具

备文化个性、发挥育人功能的桥梁和纽带。在实际工

作中，馆员将组织馆舍内物品腾挪、保护或搬迁，全程

参与施工过程，协调师生、搬家公司、物业公司、供应商

等相关方参与再造过程。发挥好馆员的力量，就能够

及时发现与需求不相符的细节以便在最恰当的时机做

出调整；能够围绕总体再造目标分工做好材料选择、物

品搬迁、家具配置、设备配置、环境美化、系统标识等配

套工作；馆员能够更好地了解高校图书馆空间再造理

念、功能，以便在后续工作中更好地发挥图书馆空间的

作用。

４．３　高校图书馆空间再造是动态工程，应通过文化规

则赋予其文化生命

　　高校图书馆空间再造是一个变化的、发展的、可持

续的过程。高校图书馆空间的布局、区域一旦确定，短

时间内不太可能再进行大范围的变动。但是后续微观

视角的功能实现，家具、设备、装饰等的配置，建设和使

用的规则等还有较大的变动空间。这些也是空间再造

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应在尊重高校图书馆空间

再造的总体方案的基础上，继续完成空间功能实现工

作。图书馆空间再造是一项工期较长的工作，后续工

作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人员变化、认识变化、外在条件等

相关因素影响，应遵循文化建设的规律，尽可能减少空

间再造的随机性、随意性，在总体方案基础上实现文化

要素的有序组织、有机延续和整体实现。无序的、不稳

定的文化体系只会让各要素之间相互消耗与对峙，制

约高校图书馆空间教育功能的发挥［３８］。对高校图书

馆空间所承载的精神内涵、文化功能应始终坚守和保

护。另一方面，师生对图书馆空间的使用可能促进其

文化再创造。在保持相对稳定性的基础上，要注重再

造后具体空间的使用情况跟踪、调研和分析，为后续再

创造工作奠定坚实基础，使高校图书馆空间的文化系

统不断吸纳促进力量进行良性自我更新，更充分地、生

动地展现其文化精髓、发挥文化功能。

　　致谢：感谢刘骁、李杨、郭伟、李祺等帮助收集资料；毕
宏清、王仁杰、袁飞、张廷安等对部分内容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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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中国建筑学会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度建筑设计奖丨清华大学图书馆

北楼［ＥＢ／ＯＬ］．［２０２１－０７－２７］．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ｓｏｈｕ．ｃｏｍ／ａ／

２８８１２４９６６＿６５４２９６．

［２１］郭晶．从“各美其美”到“美美与共”———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

文化育人服务实践［Ｊ］．大学图书情报学刊，２０１９，３７（４）：３－

５．

［２２］周毅，杨彦宇．重庆大学民国风情图书馆开馆 同学前往感受

“民国风”［ＥＢ／ＯＬ］．［２０２１－０７－２１］．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ｃｈｉ

ｎａｎｅｗｓ．ｃｏｍ／ｔｐ／ｈｄ２０１１／２０１４／１１０４／４３１９６７．ｓｈｔｍｌ．

［２３］冯建．哈尔滨工业大学二校区图书馆新馆投入使用［ＥＢ／ＯＬ］．

［２０２１－０８－０２］．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ｍｅｉｐｉａｎ．ｃｎ／ｓｙｐ３ｌｑ６．

［２４］孙鹏．高校图书馆空间再造功能研究———以天津大学图书馆为

例［Ｊ］．大学图书情报学刊，２０２１，３９（３）：１０１－１０４．

［２５］于广远，刘春蕾．读者为本的空间再造———以山东大学图书馆

为例［Ｊ］．科技经济导刊，２０２０，２８（２０）：１３６－１３７．

［２６］谢礼妹，戴利华．图书馆建筑的内在特性：文化性［Ｊ］．图书情报

工作，２００４（７）：５０－５３．

［２７］肖珑．支持“双一流”建设的高校图书馆服务创新趋势研究

［Ｊ］．大学图书馆学报，２０１８，３６（５）：４３－５１．

［２８］郭齐勇．文化学概论［Ｍ］．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０．

［２９］蔡劲松．大学文化的四个层次［Ｎ］．中国教育报，２００７－１１－１３

（０１２）．

［３０］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ＥＢ／

ＯＬ］．［２０２１－０８－０３］．ｈｔｔｐ：／／ｗｗｗ．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２０１６１１／３０／ｃ＿１１２００２５３１９．ｈｔｍ．

［３１］吴晶，胡浩．习近平：高校立身之本在于立德树人［ＥＢ／ＯＬ］．

［２０２１－０８－０３］．ｈｔｔｐ：／／ｗｗｗ．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ｍｒｄｘ／２０１６１２／

０９／ｃ＿１３５８９２５３０．ｈｔｍ．

［３２］张晓松，黄小希．习近平出席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并发表重

要讲话［ＥＢ／ＯＬ］．［２０２１－０８－０１］．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ｘｉｎ

ｗｅｎ／２０１８０８／２２／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３１５７２３．ｈｔｍ．

［３３］董泽芳．社会学视域中的大学文化［Ｊ］．现代大学教育，２０１３

（１）：１－９．

［３４］姜宇飞，孙雷．现代大学制度视域下大学文化的功能审视与创

新向度［Ｊ］．文化学刊，２０１４（１）：１３６－１４２．

［３５］韩延明．强化大学文化育人功能［Ｊ］．教育研究，２００９，３０（４）：

８９－９３．

［３６］冯天瑜．中华文化辞典［Ｍ］．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

［３７］武彬．基于顾客感知体验的山地度假酒店设计策略研究———以

贵州省印江山地旅游度假酒店设计为例［Ｄ］．昆明：昆明理工

大学，２０２０．

［３８］王永友，董承婷．高校文化育人质量的出场语境：概念、要素及

评价［Ｊ］．思想政治教育研究，２０２１，３７（１）：１２９－１３６．

［３９］刘革，黄丽红．２０１９辽宁省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研讨会在东北

大学召开［ＥＢ／ＯＬ］．［２０２１－０８－０２］．ｈｔｔｐ：／／ｎｅｕｎｅｗｓ．ｎｅｕ．

ｅｄｕ．ｃｎ／２０１９／０６０４／ｃ２３２ａ５９０３１／ｐａｇｅ．ｈｔｍ．

［４０］“中科·超星杯”东北大学南湖校区图书馆空间改造设计大赛

方案［ＥＢ／ＯＬ］．［２０２１－０８－０３］．ｈｔｔｐ：／／ｎｅｕｎｅｗｓ．ｎｅｕ．ｅｄｕ．ｃｎ／

２０１７／０４１９／ｃ１９０ａ１６４４７／ｐａｇｅ．ｈｔｍ．

［４１］第三章 教学模式与教学方法改革［Ｃ］／／高等教育改革创新理

论与实践论文集．哈尔滨：黑龙江省高等教育学会，２００８：３１７

－３２２．

［４２］陈博雷，周鹏，马鹏飞．哲学大师涂又光逝世 曾提出著名的“泡

菜理论”［ＥＢ／ＯＬ］．［２０２１－０８－０３］．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ｓ．

ｃｏｍ／ｃｕｌ／２０１２／１１０６／４３０５２１８．ｓｈｔｍｌ．

［４３］王恩德．延阁飞香［Ｍ］．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

［４４］丁义浩，徐广亻隽，刘海龙．漫游东大［Ｍ］．沈阳：东北大学出版

社，２０１３．

［４５］岳英，万映红，曹小鹏．顾客感知的“服务失败”及其“服务补

偿”关系研究［Ｊ］．管理学报，２０１４，１１（６）：８７６－８８２．

［４６］姜宇飞，刘革．高校图书馆以项目制推动服务创新的实践探索

与思考———以东北大学图书馆服务创新立项工作为例［Ｊ］．图

书情报工作，２０２０，６４（１８）：３０－４１．

［４７］何振．教育的前提是接纳［Ｎ／ＯＬ］．［２０２１－０８－０４］．ｈｔｔｐ：／／

ａｒｃｈｉｖｅ．ｗｅｎｍｉｎｇ．ｃｎ／ｓｎｇ／２０１００１／１４／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８７６５２５１．ｈｔｍ．

［４８］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图书馆建筑设计规范：ＪＧＪ３８－２０１５［Ｓ］．北

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５．

［４９］东北大学校训：自强不息 知行合一［Ｎ］．辽沈晚报，２０１４－０８－

１８．

［５０］张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 培养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Ｎ］．人民日报，２０１８－

０９－１１（１）．

［５１］王少安．大学环境文化及其育人功能［Ｊ］．中国大学教学，２００８

（１２）：１１－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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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宇飞，刘建华，汪鹤，等．文化视角下高校图书馆空间再造的组织与实践探索［Ｊ］．图书情报工作，２０２１，６５（２２）：４４－

５５．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Ｓｐａｃｅ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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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ｆｒｏｍａ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ｉｎｔｏｔｈｅｓｐａｃｅａｎｄｐａｙｉｎｇ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ｓｐａｃｅ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ｓａ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ｒｅｔｏｒｅａｌｉｚｅｔｈ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ｅｄｕ

ｃａ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ｂａｓｉｓｏｆｐｅｒｆｅｃｔ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ｓｐａｃｅ．［Ｍｅｔｈｏｄ／ｐｒｏｃｅｓ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ｆｃｕｌｔｕｒｅ，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

ｄｅｅｐｌｙ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ｌｉｂｒａｒｙｓｐａｃｅ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

ｗｏｒｋ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ｓｐａｃｅ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Ｌｉｂｒａｒｙ，ｔｈｅｐａｐｅｒｄｅｅｐｌｙ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ｔｈｅｍｅｔｈｏｄｓｔｏ

ｒｅａｌｉｚｅｔｈ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ｆｃｕｌｔｕｒｅ，ｅｘａｍｉ

ｎｉｎｇｔｈｅｓｐａｃｅ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ｌｉｂｒａｒｙｉｓｍｏｒｅｃｏｎｄｕｃｉｖｅｔｏｔｈｅｏｖｅｒａｌｌ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ｓｐａｃｅ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ｗｏｒｋ，ｓｏａｓｔｏｒｅａｌｉｚｅｔｈ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ｖａｌｕｅｏｆ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ｌｉｂｒａｒｙｓｐａｃ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ｐａｃｅ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ｓｐａｃ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ｐａｃｅｄｅｓｉｇｎ　ｍｏｄｕｌａｒｓｙｓｔｅｍ　ｃｕｌ

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欟

ｔｕｒ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ｍｏｒ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图书情报工作》２０２１年选题指南

　　１．后疫情时代学术信息交流模式的改变与影响▲

２．图书馆“十四五”规划与２０３５远景目标▲

３．关键核心技术重大突破情报监测与识别理论与方法▲

４．服务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图书情报工作研究▲

５．国家文献信息资源保障体系融合发展与服务创新▲

６．当前国际形势下国家文献资源保障策略研究▲

７．面向实体清单机构的信息资源封锁与反封锁研究▲

８．情报学视角下的公共信息安全▲

９．智能情报分析技术与平台建设▲

１０．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智库建设与开放数据治理▲

１１．新技术、新方法在政府数据开放中的应用

１２．面向用户认知的政府开放数据管理与服务

１３．政务社交媒体知识发现理论及方法

１４．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建构

１５．公共文化数字资源服务策略研究

１６．高校图书馆公共文化体系建设研究

１７．图书馆文化传承与传播服务

１８．图书馆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与关键问题

１９．图书馆总体安全与高质量发展研究

２０．应急管理的情报协同机制设计

２１．健康信息行为和个人健康信息管理

２２．重大应急响应事件中的信息组织与管理▲

２３．面向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的公众健康信息素养培育▲

２４．国家情报工作制度创新研究▲

２５．不同情境下数据管理与利用

２６．开放科学数据、数据安全与个人信息保护

２７．数据识别、情报监测与公共舆情科学预警

２８．知识产权信息开放利用机制

２９．知识产权信息服务能力与策略

３０．公共危机治理政策与策略▲

３１．政府数字资源长期保存

３２．新一代元数据研究

３３．智慧图书馆标准与规范研究▲

３４．智慧图书馆平台／第三代图书馆系统平台建设▲

３５．数字图书馆的扩展／增强现实技术应用研究

３６．全球学习工具互操作性（ＬＴＩ）开放标准研究

３７．数字包容与图书情报服务

３８．科研评价改革与创新

３９．公共数字文化资源知识图谱构建与应用

４０．云服务支撑下下一代数字学术环境研究

４１．新《档案法》与档案治理研究

４２．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视野下数字人文与新文科建设

４３．新文科建设背景下的图情档学科发展

４４．数字人文实践中图情档的定位和价值

４５．数字人文视域下的特藏技术应用

４６．新文科与数字人文背景下的图书馆服务创新

４７．图情档学科数字转型研究

４８．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专业教育的现状与未来

４９．重新审视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研究方法

５０．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核心能力构建

《图书情报工作》杂志社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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