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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图书馆学习共享空间的实践研究 

—浙江工商大学图书馆 LC构建之思考 

吕卫华  王倩  范晓鹏 

（浙江工商大学图书馆） 

【摘 要】文章简要介绍了学习共享空间产生的背景以及服务功能，结合了浙江工商大学图书馆在建设学习共享

空间过程中的思路，探讨高校图书馆如何结合本校实际情况，以用户需求为导向，构建学习共享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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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共享空间（Learning Commons，以下简称 LC）是以读者学习为中心，以知识创造为目的，在信息共享空间的基础上，

满足用户交互式学习需求而营造的新型协作式学习环境和学习资源中心
[1]
。 

1 学习共享空间产生的背景 

1.1 高校图书馆服务方式从传统向全新模式的探索 

互联网和 Web 技术的发展彻底改变了人们的学习习惯，以往主要通过书本来学习，而今天人们更喜欢通过网络来学习。高

校读者获取图书馆信息资源的场所范围在不断的扩大，图书馆作为获取信息资源的唯一场所正在被取代。据国内外相关统计显

示，近年来读者到馆率、外借、阅览率均呈下降趋势
[2]
。以浙江工商大学图书馆电子阅览室为例，自 2004年新馆建成使用以来，

全年入室人数从 2005 年的 287328 人次，到 2011 年全年入室 112992 人次，人数呈逐年快速下降趋势。同时，随着用户信息素

养的普遍提高，信息需求呈现多元化和深入化的趋势，个性化服务、一站式服务、无缝服务越来越受到用户的欢迎。 

1.2 高等教育改革的需求 

当今的高校教学模式正经历着从灌输式到以建构主义为代表的现代协作式和探究式等方式的转变，侧重点集中在教师帮助

学生成为独立的学习者。新的教学方式纷纷采用，要求学生做分组报告，运用数字媒体做简报，以网络在线的方式互动讨论等

等，这些都要求高校图书馆无论是空间还是资源人力配备上都要适应新的形势，构建一个整合各类学习资源、提供咨询服务、

支持协同学习与交流活动的新型的学习型社区。 

1.3 从 IC到 LC的转换 

LC 是在信息共享空间（Information Commons，简称 IC）上发展起来的。IC 是 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图书馆界率先实行的一

种新的信息服务模式，一开始，它只是为大学生提供学习和协作交流的场所以及提供信息服务和技术上的帮助。进入 21世纪后，

在国外许多大学的办学实践中，IC 的概念得到不断的发展与创新，逐渐转换为 LC。相比较 IC 来说，LC 是一个更具包容性的概

念，它包含了 IC的全部功能。这种转换主要体现在：LC是一个动态的、合作的环境，其主要目的是使学生的学习更容易、更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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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LC更多地强调通过各种技术手段来促进学习者之间的协作、交互式学习，而不单纯只是技术与信息的整合；LC更多地鼓励

学习者的个性化学习与小组协作学习，是一个用于支持学习的环境。因此，通过 IC 到 LC 的转换，高校图书馆实现了图书馆服

务模式的现代转换
[3]
。 

2 学习共享中心的服务功能 

从学习共享空间的概念以及产生背景，我们可以看出，学习共享空间除包括信息共享空间所有的内涵与功能之外，更强调

对协同学习的全面支持，强调通过各种手段对小组交流，协作和指导的支持。所以，在信息共享空间诸多的发展方向中，学习

共享空间可谓是最具活力，发展最快的高校图书馆创新服务模式
[4]
。 

2.1 一个功能整合好的协作式学习环境，提供一站式服务 

在这个空间里，集合数字、印刷、多媒体等各种信息资源，配备先进的设施，包括计算机、打印机、复印件、扫描仪、无

线网络覆盖，最新的最大可用性的软件，创建多功能的学习空间，通过这个整合好的环境，满足学生个性化的信息需求。 

2.2 提供信息服务及培养信息素养 

通过专家指导，为用户免费提供信息研究咨询服务，课题的相关资源或潜在信息源。从读者提出信息需求，到信息搜集，

再到产生研究结果，整个过程都有相关人员进行指导和帮助。此外，还承担着用户培训工作。图书馆员将由单纯的信息导航员

转变为主动的教育者，为学生提供引导和帮助，从而提高学生的信息素养，培训终身学习和知识创造的技能。 

2.3 一个特定的相互交流的学习场所 

在 LC，是允许读者进行交流和休闲的，其目的是营造一种宽松和谐的学习氛围，构建一个学习型社区，支持读者学习和交

流，促进学生、图书馆员、学习共享空间合作者之间的讨论和协作。 

3 学习共享中心的构建 

3.1 学习共享空间的环境建设 

LC 作为一种全新以及最前沿的一种服务模式，它的构建是个系统工程，涉及到各方面因素。就其总体架构而言，是由实体

环境、虚拟环境和支持环境 3大部分组成，在具体的构建中，强调的是对协同学习的全面支持
[5]
。目前，在西方国家的很多大学

图书馆，尤其是北美地区的大学图书馆致力于 LC 的构建，已经运营得非常成功，在我国港澳台地区 LC 的构建也日趋成熟，可

以为我们所借鉴。而在内地，真正意义上的 LC建设上的实例尚未出现
[6]
。内地高校图书馆构建 LC，可以参考国外那些成功的实

践经验，但由于国情的不同，不能简单的套用，在具体构建过程中，必须和本校实际情况相联系，围绕本校的学科设置以及发

展目标，构建出具有本校特色的学习共享空间。此外，还需要结合本馆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采用新建、改造或改建等多种

建设模式。要注重理性建设，避免成为图书馆的面子工程，形象工程。 

浙江工商大学图书馆下沙馆总面积 42000m
2
，是学校信息化的重要基地，2004 年建成投入使用。其中电子阅览室面积 3000

余 m
2
，共有座位 500 个，采取免费开放模式。在建成初期，使用率极高，经常需要排队入室。近年来，随着校园网建设的日益

完善以及学生自配电脑的普及，而电子阅览室设备日显陈旧，功能日渐单一，利用率逐年成倍快速下降，逐渐演变成自修室。

因此，对现有电子阅览室进行改造是构建学习共享空间最适合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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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工商大学图书馆在确定目标后，对学校各个学院和部分学生进行了调研，了解他们的需求。在调研的过程中，发现艺

术学院由于他们的教学方式以及教学内容的原因，对 LC 的需求最为迫切，而 LC 也是他们一直在寻求的一个理想的学习环境。

因此在确定具体方案的过程中，双方进行了多次的沟通。艺术学院的老师也从设计的角度为 LC 的构建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

建议。 

LC作为校园的一个学习中心，信息获取中心，研究与交流中心，首要的定位应该是以学生为主。对于教师，LC给他们提供

了一个和学生互动教学的场所，这是包括在课程学习里面的。因此，在 LC里，不再为教师提供专门的研究室。 

（1）总服务台。配备帮助服务台及参考咨询台。帮助服务台起到一个导航的作用，回答读者的一般性需求，为其他服务提

供指引。参考咨询台配备参考馆员，通过现场和邮件或者在线形式指导和帮助读者选择和使用信息资源，提供深层研究咨询。 

（2）培训研讨区。配备一个具有视频会议功能的电子教室，可以容纳 50 人的座位，作为图书馆给学生上信息检索课以及

开设各种小型讲座的场所。在这个空间里，配备投影仪、录像系统以及多台电脑等。电子教室需有一定的隔音设备，以避免对

其他区域有太多的干扰。 

（3）创新协作区。在这个区域，设立 3～4个小型的群组学习空间，容纳 25人以下的座位。配备可联网的小组研究区；有

视频设备及书写板，各个讨论区内都提供安装好各种专用软件的个人电脑。采用可拆分的家具，既可 5 人一组进行小组讨论，

又可合并成一张大桌，供教师和学生进行群体活动。此外，这个区域还包括一个多媒体制作站，配备计算机、扫描仪、麦克风、

各种媒体阅读器、刻录机等，学生可以利用这些设施制作各种数字视频，模拟声频和数字声频的转换以及传输、图像及文本的

扫描等工作。 

（4）个人学习区。提供配备光驱的个人电脑，工作台配备隔音挡板用以创造安静独立的学习环境。大约设置 80 个座位，

读者可以查阅馆藏数字资源，网络资源，为个人学习提供设备以及环境。 

（5）休闲区。提供无线网络，读者可自带笔记本电脑进入 LC 使用。在这个区域里，配备可移动的家具，低矮的舒适的沙

发座椅，尽力给读者提供一个相对宽松，自由，既可满足小组交流，又可满足个人休闲学习的环境。 

（6）艺术文化展示区。将展示精美的艺术画册以及一些必备的工具书，还可定期进行主题展览。这些艺术画册一方面给读

者以艺术的熏陶，另一方面，也解决了艺术学院学生因以往拿取工具书不方便而不得不在书库进行上课的尴尬状况。 

（7）自助服务区。提供自助打印机，复印件等设备，以及饮料自动出售机，在这个区域里，允许学生拨打移动电话。 

3.2 基于服务层面的 LC人力资源团队建设 

和环境的构建相比，人力资源的建设是 LC 构建中最为重要和复杂的工程，它决定了 LC 的内涵和质量。基于服务层面的人

力资源团队需要大量的专业人才，包括图书情报、外语、计算机以及学科专业等各方面人才，尤其是掌握多种技能的复合型人

才，承担包括参考咨询、学科指导、IT 技术指导等服务内容
[7]
。图书馆现有的专业的学科馆员以及在线的参考咨询人员将是 LC

的中坚力量，而网络技术部的人员提供全部的技术支持以及设备维护，此外，在日常的工作管理中，学生馆员将发挥他们的作

用。通过对这些人员的整合，形成了一个多层次的服务人员队伍。此外，学校各学院的专家学者、指导教师，他们拥有精深的

专业知识、灵通的专业信息，具有明显的专业优势，是一支强大的专业团队。浙江工商大学图书馆的学科联系馆员们和每个学

院都建立了一对一的联系方式，了解各学院专家的情况，可以根据实际需要，采取各种形式如顾问式、配合式、参与式等进行

合作，对学生的学习活动给予最大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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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学习共享空间以人为本，始终坚持以学生为中心，倡导开放、共享、协作和互动，是一个以高新技术装备的引人入胜、充

满活力与温馨的学习场所，给高校图书馆的发展带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一个有效的学习共享空间可以包括很多部分，为避免

流于形式，在具体构建过程中，不需要求全，也不可盲目照搬国外大学的模式，而是应该根据本校情况以及自身条件，综合考

虑人力、物力、财力各个方面选择适合的部分进行构建，为读者提供一个共同协作式的知识共享与创新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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