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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章认为嵌入用户环境是学科服务中的关键问题, 分析了嵌入用户环境的学科服务的背景和特点, 并就嵌入教

学与学习、嵌入学术交流与科学研究、嵌入临床工作的学科服务的服务内容,以及嵌入用户物理空间及嵌入用户虚拟空间

的嵌入式学科服务服务模式展开了详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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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rticle holds that embedding into patrons. environment is the key point of subject service, analyzes the

background and characteristics of embedded subject service and then detailedly discusses i t. s service contents, which are

embedding into teaching and learning, embedding into scholar communication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embedding into clin-i

cal settings, and the two kinds of service patterns, which are embedding into patrons. physical space and embedding into

patron. s virtual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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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书馆学科服务是在学科馆员服务基础上不断
发展和创新的服务方式。学科馆员服务在国外已经

有将近 70年的历史,引入中国也有 10年了。学科馆

员制度的建立有利于密切高校图书馆与院系之间的

联系,了解用户的信息需求, 提供深入的信息服务。

在当今复杂的信息环境下,如何使学科馆员发挥更大

作用,建立真正符合用户需求的学科服务机制是近年

来图书馆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其中一个关键问题是

建立嵌入用户环境的学科服务机制, 即符合用户需

求、嵌入用户信息过程、即时可用的学科服务机制。

本文将就高校图书馆嵌入用户环境的学科服务进行

研究,以下将其简称为嵌入式学科服务。

1  嵌入式学科服务的背景
1. 1  复杂的信息环境的挑战
图书馆作为知识传播和信息服务的重要机构,曾

经在传统的学术信息交流体系中扮演着主要的(在有

些功能上甚至是唯一的)对科研教育用户提供信息检

索和传递服务的角色。但是由于目前信息环境的根

本性变化,数字信息正在成为主流信息资源。数字信

息主流化不仅极大地提高了信息可获得性,而且打破

专门机构的垄断,促成了越来越多的个人和机构可以

方便和低成本地发布、获取和存储信息, 并进一步导

致以用户和信息生产者驱动的信息资源与服务市场

新格局。在其中图书馆曾经的重要地位正在发生变

化。这种变化正如张晓林教授所指出的, 突出表现

为: ¹信息资源中心和公共信息服务平台的非图书馆

化; º信息检索的起点、范围和扩张方向的非图书馆

化; »信息系统的起点、范围和重点方向的非图书馆

化; ¼信息利用的目的、方式和过程的非文献化和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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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化[ 1]。

2005年年底, OCLC发布了5对图书馆与信息资

源的认知:给 OCLC成员的报告6,对 6个国家3300多

名信息用户的调查显示: 84%的用户使用搜索引擎开

始信息检索,只有 1%的人从图书馆网页上开始查询

信息,用户对图书馆所拥有的资源知晓度低
[2]
。这是

一个危险的信号,即用户与搜索引擎的关系日渐亲近

和密切,与图书馆之间的关系则变得愈加疏远和陌

生,图书馆面临着失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用户的危

险。搜索引擎等信息服务运营、出版商和发行商直接

提供的服务、大量开放存取的资源等等, 都成为与图

书馆争夺用户的强烈竞争对手。面对强有力的挑战,

如何提高图书馆资源的可获取性, 留住并扩大用户

群,是图书馆需要应对的挑战。

1. 2  变化的信息需求的要求
随着 E-Science和 E-Learning的发展,科研与教

育领域的不少对象都可被数字化表现,科研教育的工

作过程和工作环境日渐被数字化组织,研究、教育活

动与信息活动在数字化基础上融合,形成数字化信息

化的科研空间和教育空间。用户在这种科研教育应

用空间进行知识的理解、应用和创造, 用户需要将信

息的获取、知识的动态链接、信息与知识的组织与管

理等,与这些应用空间的数字化信息化机制有机融

合,与数字化信息化的业务过程有机融合,支持在应

用空间层面的协同的知识交流、知识组织和知识管理

机制
[ 3]
。泛在图书馆的概念应运而生。泛在图书馆

的概念最早出现于 2004年前后。美国学者 LiLi Li在

2006年国际图联大会上提出的/建立 21世纪的泛在

图书馆0的呼吁引起了图书馆界的广泛关注和积极响
应。泛在图书馆的基本涵义就是无所不在的图书馆,

是图书馆服务的泛在化, 即用户无论在任何时间、任

何地点都可获得图书馆的服务。这种在用户的指尖

处触手可及的图书馆服务被认为是未来图书馆存在

的重要型态和发展模式[ 4]。

学科化服务是图书馆为适应新的信息环境、以用

户的需求为中心而推出的一种贴近用户一线的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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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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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嵌入用户环境的学科化服务强调无缝地、动态地、交

互地融入用户的过程之中,将服务的触角延伸到一切

有用户存在的地方,渗透着泛在图书馆的理念, 真正

体现了图书馆的服务本质和社会使命。

1. 3  图书馆学科化服务深化的需要
传统的以学科馆员为主的信息服务,对于提升图

书馆的服务品质曾经起了不小的作用,但也存在着不

足之处。表现在服务地点上,传统的学科馆员主要是

在物理的图书馆中提供服务,仍然是以图书馆为中心

的服务。在角色定位上,传统的学科馆员角色是面向

图书馆的用户信息需求, 仍以图书馆为中心,以信息

为中心,从宣传推广本馆的资源和服务出发,仍然没

有超越图书馆的限制。在服务内容上,传统学科馆员

主要从事图书馆与院系和用户的沟通联络、学科资源

建设、参考咨询、用户培训等工作,服务内容仍然是单

一的,缺乏系统性和整体性。在服务深度上,传统学

科馆员基本上提供的是文献服务或信息服务,解决的

是基于文献单元或信息单元的需求问题,而没有深入

到用户需求的内容之中, 提供基于知识单元的服务。

在服务责任上,传统学科馆员只是整个图书馆服务责

任的链条中的一环。有多个部门、多个人员对用户的

需求或用户的问题负责。结果可能是责任不清,谁都

可以逃避责任,用户的需求和问题仍不能及时有效地

解决。而这些都影响着学科馆员的服务质量,影响用

户对图书馆的使用效率
[5]
。

如何进一步深化学科馆员服务,在新信息环境下

建立真正符合用户需求的学科化服务机制,成为不少

图书馆的努力方向。2007年 ACRL在其 123家成员

馆中进行了学科馆员服务大型调查,从调研报告中看

各馆学科馆员大都认为其服务中最大的挑战在于如

何建立与教员间的合作关系、保持与学院的持久联

系。这体现了美国学科馆员对于融入用户、嵌入学科

的关注
[ 6]
。在国内,近几年来关于学科馆员和学科服

务的研究论文大量涌现,图书馆界正在积极进行新环

境下的学科服务机制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讨。2006

年 6月国家科学图书馆新组建不久即建立了学科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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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服务部,招聘组建了学科馆员队伍。并提出了/融

入一线、组织一线、服务一线0的口号, 要求学科馆员

走出了物理图书馆,直接融入一线的用户之中, 嵌入

用户的科研过程之中,为用户提供个性化、学科化、知

识化的信息服务[ 7]。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

( CALIS)将面向重点学科领域的学科服务作为 CALIS

三期的重点建设内容。武汉大学图书馆、上海交通大

学图书馆等不少高校图书馆都在努力进行学科信息

服务改革。2008年/高校图书馆:学科化、个性化服务
的发展0国际学术研讨会、/学科服务创新与深化0高

级论坛等研讨会相继召开。

2  嵌入式学科服务的定位

2. 1  嵌入式学科服务的内涵
张晓林教授最早提出学科化服务的概念。他认

为:学科化服务是按照科学研究(例如学科、专业、项

目)而不再是按照文献工作流程来组织科技信息工作,

使信息服务学科化而不是阵地化,使服务内容知识化

而不是简单的文献检索与传递,从而提高信息服务对

用户需求和用户任务的支持度
[ 8]
。李春旺认为学科服

务通常采用知识化组织模式,它以用户为中心,面向服

务领域及服务机构,组建一个个灵活的学科单元,将资

源采集、加工、重组、开发、利用等工作融于每个学科单

元之中,整合传统图书馆职能部门,使信息服务由粗放

型管理转向学科化、集约化管理,以方便学科馆员提供

更深入、更精细的服务
[ 9]
。笔者认为嵌入式学科服务

以用户为中心,以有机融入用户物理空间或虚拟空间、

为用户构建一个适应其个性化信息需求的信息保障环

境为目标,主要以学科为单元提供集约化的深入信息

服务,以及以此为基础的机构重组、资源组织、服务设

计、系统构架等的全新运行机制。

2. 2  嵌入式学科服务的特点
( 1)从出发点来看,嵌入式学科服务不是以图书

馆为中心而是以一种用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它强

调从用户的利益出发重组图书馆的机构;从用户的角

度进行资源的采集、加工; 从用户的需求出发设计服

务,将服务整合入用户端系统中以方便用户利用。在

这种服务理念下图书馆的机构不再以文献工作流程

而主要以学科为单元进行设置, 以便提供深入的服

务;提供给用户的资源和服务也并不仅限于图书馆现

有的,而是着眼于用户需求整合馆内外可以利用的各

种资源和服务;所提供的也并不仅仅是文献服务或信

息服务,而更多地深入到用户需求的内容之中, 提供

基于知识单元的服务。

( 2)从主要目标来看,嵌入式学科服务是使信息

服务作为第三方系统过渡到成为用户信息活动的有

机组成部分。嵌入式学科服务将使图书馆的服务,走

出图书馆建筑进入用户的日常学习、工作和生活空

间,从基于图书馆端系统过渡到基于用户端系统。信

息服务也将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成为用户手边即

时可用的服务。信息服务的出发点和考核目标能够

被定位在学习和科学研究上,通过建立科技信息人员

与教员、科研人员之间的紧密合作伙伴关系,促使信

息服务对学习、教学和研究负责而不单单对信息服务

机构负责, 从而扩大图书馆在科研活动中的影响

力
[ 10]
。

( 3)从具体内容来看,嵌入式学科服务不仅仅是

一项服务,而是一套全新的运行机制。嵌入式学科服

务不仅仅是用户联络、学科资源建设、参考咨询、用户

培训等服务, 而是包含用户调研、机构设置、资源建

设、服务设计、技术平台及管理等一整套全新的运行

机制。需要站在用户的角度, 从用户的需求出发,调

动全馆以及馆外所有可用的信息资源和人力、物力,

融入用户物理或虚拟空间, 以知识服务为手段, 为用

户构建一个适应其个性化信息需要、适应其学术交流

需要的信息保障环境。

3  嵌入式学科服务的服务内容
嵌入式学科服务包含文献处理的整个流程,涉及

图书馆业务工作的方方面面, 其涉及范围广、内容丰

富。下面仅从读者信息信息需求来分析嵌入式学科

服务的具体服务内容。

3. 1  嵌入教学与学习
( 1)将资源和服务嵌入网络教学平台。网络教学

平台提供了网络教学和学习的环境,已经为越来越多

的高校所使用。对于图书馆而言,它不仅提供了新的

宣传阵地,更增加了嵌入教学和学习的虚拟环境中并

更好地为用户服务的机会。不少图书馆都在网络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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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平台上进行嵌入式服务的探索。具体的方式主要

有以下两种。其一,在网络教学平台中加入图书馆的

相关链接。这增加图书馆的可见性,也方便用户了解

和利用相关服务。其二,为教师提供课程级的支持,

将课程所需的各类资料放置在网络教学平台上供学

生使用。图书馆员可以协助任课教师直接在网络教

学平台上提供图书馆购买及网上免费的图书、期刊论

文等电子全文链接,或将纸本资源扫描后提供电子全

文链接;甚至可以利用部分数据库的 RSS服务,预先

输入与课程内容相关的检索式,设定为定题服务,将

其 RSS feed添加至网络教学平台上以便获取动态的

相关资源。课程级的嵌入式服务不仅能解决教师搜

集教学参考资料、不了解版权法规的困难,为学生获

取课程参考资料提供方便;更能促进学科馆员对于课

程教学内容的了解,对于加强与师生的沟通, 了解师

生的信息需求大有裨益[ 11]。

( 2)将信息素质教育嵌入教学内容。信息素质教

育一向是图书馆的一项重要服务。近年来,越来越多

的图书馆发现与教师的合作是信息素质教育的一种

有效方式。不少图书馆员都努力与教师合作将信息

素质教育嵌入教学内容中。有的为教师提供有关的

咨询和支持服务,包括解答教师的相关问题, 为教师

提供信息素质教育嵌入课堂的讲座、提供直接用于课

程中的信息素质教育的素材等等。有的则参与教师

的教学团队,或参与教学大纲的编写、作业的设计、或

到课堂讲授信息素养方面的内容、进行信息检索演

示。嵌入课程的信息素质教育打破了传统用户教育

由图书馆唱独角戏的局面。与课程的结合及与教师

的合作使信息素质能够与研究方法、批判性思考、问

题解决和学术交流等的教学密切融合起来,并与专业

课程学习相辅相成,能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尽管不少学校都在将信息素质教育纳入教学体

系中,但这种嵌入课程的信息素质教育的覆盖面仍然

很有限,国外的这类项目中不少是由基金资助的短期

项目[ 12] ,国内高校开展的也并不普遍。如何使更多的

学院和教师认识到信息素质教育并不是图书馆单方

面的工作,使之长期、稳定地嵌入学校的教学体系中

还需要进一步努力。

3. 2  嵌入学术交流与科学研究
( 1)嵌入学术交流。在互联网时代, 图书馆在学

术交流中的重要地位尽管被削弱,但图书馆人仍然非

常重视自己在学术交流中的责任,不仅通过提供信息

服务促进学术交流,而且积极提倡并努力推动建立开

放存取的新型学术交流模式。早在 2002年美国大学

与研究图书馆协会 ACRL 就发布了学术交流倡议

(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initiative) [ 13]。不少图书馆

纷纷响应, 为推动学术交流作出自己的贡献。一方

面,对研究人员和管理者进行学术交流方面的宣传和

教育, 内容涉及作者权利的管理、版权问题、开放获

取、新学术交流模式、机构库建设等。另一方面,则积

极联合学校其他部门建立本地机构库。在机构库的

建设中,图书馆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承担了软件系统

的评估、政策的解析与制定、机构库的宣传、数据质量

的把关、作者行为的引导等职责。一项国外调查显

示,在机构库的运行的各个阶段中,图书馆都承担了

重要责任,其中实施中的图书馆责任分担约 85%,试

验中的图书馆责任分担近 60%,规划中的图书馆责任

分担约 50%
[14]
。

( 2)嵌入科学研究。根据目标用户群范围的不

同,支持科学研究的学科服务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

针对该学科的所有用户用开展的,这里称为普遍性服

务。另一类是针对特定专业、特定主题甚至特定用户

开展的,这里称为个性化服务。普遍性服务的内容主

要有:针对本学科的所有资源开展的主题导读、推荐

资源排行榜和馆藏展览,编写学科资源查找和学科期

刊投稿等各类用户参考资料,进行本学科资源利用方

法、文献管理工具等常用软件使用、科研动态信息获

取等方面的培训等。个性化服务的内容包括:根据服

务对象的科研需要提供的相关文献和数据,如资料代

查、科技查新和定题服务;为服务对象提供科学研究

影响力的相关数据,如被权威工具收录和引用情况、

影响因子等; 跟踪本领域内的最新研究进展,提供最

新的成果、项目、最具影响的机构、作者和论文等信

息。

相对而言,个性化服务针对性更强, 更为具体和

深入。但就服务效果而言, 图书馆员嵌入到院系、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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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所的物理空间,甚至作为课题组成员嵌入课题组是

一种更为直接、快速见效的方式。这种方式还有利于

增加图书馆对于研究人员的信息需求的了解,拓宽并

加深与各类研究人员的对话。华盛顿大学图书馆就

与医学院和公共健康学院合作,为其提供这种无缝的

信息服务。图书馆派出的生物信息专家 ( bioinforma-

tionist)长期在院系实验室和计算机实验室中工作,为

研究人员提供核酸序列分析等软件支持服务,并为院

系的研究生、教师和其他研究人员提供信息素质教

育,解答咨询问题,受到用户的欢迎
[ 15]
。

3. 3  嵌入临床工作
面对医学类用户在临床中的信息需求,一些医学

院图书馆进行了嵌入临床工作的尝试。例如: the Es-

kind Biomedical Library ( EBL)将具有丰富临床知识和

检索技巧的图书馆员嵌入临床工作中。这些图书馆

员被称为查房图书馆员( rounding librarians) ,他们与

医务人员一起查房,负责随时提供医务人员所需要的

信息。EBL还就查房图书馆员所遇到的检索课题召

开例会进行讨论,会上所有图书馆员一起确定信息检

索和结果过滤的策略。尽管临床中的问题往往很复

杂,查房图书馆员借助他们熟悉信息资源的优势,能

够快速查到相关信息,从中挑选最好的病例提交给医

务人员。这样为医务人员节省了大量的宝贵时间,较

好地满足了医务人员的信息需求。亲身感受临床的

真实信息需求及所提供信息对于病人的影响,也使查

房图书馆员更深入地了解了用户信息需求,增长临床

知识,锻炼和提高了检索技巧。其他图书馆员也从例

会的讨论中获得了临床知识和检索技巧的提高
[ 16]
。

尽管 EBL的经验并不能适用于所有图书馆,但他们这

种嵌入一线并通过嵌入图书馆员建立组织学习的机

制却是很值得思考和借鉴的。

4  嵌入式学科服务的服务模式
David Shumaker认为图书馆嵌入式服务的方式

有三种:物理嵌入( physical embedding)、组织嵌入( or-

ganizational embedding)和虚拟嵌入 ( virtual embed-

ding) [ 17]。其中物理嵌入指从图书馆建筑转移至用户

的物理空间中提供服务;组织嵌入指服务经费由用户

方提供,甚至由用户方直接进行管理的嵌入式服务方

式;虚拟嵌入则指在用户的虚拟空间中提供的针对性

服务。笔者认为组织嵌入方式下具体的服务模式仍

然可分为物理嵌入和虚拟嵌入两种,下面就从这两方

面阐述嵌入式学科服务的服务模式。

4. 1  嵌入用户物理空间的学科服务
( 1)自有物理空间的调整。20世纪 90年代以来,

为了顺应用户学习模式的变化,以及图书馆作为学校

公共领域的职能的深化, 出现了/作为场所的图书馆

( Library as place)0、/信息共享空间( Information Com-

mons)0等理念,促使图书馆重新关注物理场所价值和

用户体验,更加注重服务和资源的开放式和一站式获

取,拓展支持学术发展、社会交往、人才成长的职能。

美国研究图书馆协会 ACRL2008年的调查显示,大部

分参与其调查的成员馆都正在计划或者已经完成对

图书馆的空间的重新调整,开辟出新的空间为研究生

和教师提供新型服务。在各馆新开辟的空间中既有

安静的学习座位、单独的工作室也有可供讨论的合作

研究室;既有语音室、培训室, 也有设备齐全的教室。

在这些空间里有的配备了计算机、打印和扫描仪等设

备,有的则设置了休闲座椅、沙发、咖啡厅等休闲设

施。所提供的服务种类多样, 既有图书馆咨询服务、

信息素质教育等图书馆员的专长,更有不少传统图书

馆服务之外的项目,包括针对学生的学位论文写作支

持、软件使用帮助、就业指导等,针对教师的教学支持

服务, 甚至音乐会、展览、专家讲座及其它文化活

动
[ 18]
。这种空间改造将图书馆营造为一个现代复合

式多元化空间, 集自主学习、协作研究、社会交往、休

闲娱乐为一体,满足了用户多层次的空间需求。这样

一方面将更多的用户吸引入图书馆的物理空间中来,

进一步拓展了图书馆的服务;另一方面也使图书馆更

好地融入读者学习、教育、研究和生活的过程中,进一

步密切了与用户的联系。

( 2)向外部物理空间的拓展。图书馆在调整自我

空间的同时, 也努力走出图书馆,将服务拓展到外部

空间中。有的文献中将在用户区域内为特定用户群

服务的图书馆员称为嵌入式馆员( embedded librar-i

an) [19]。嵌入式图书馆员中最常见的则是学科馆员。

有些学科馆员在所联系院系设有办公室,在办公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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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为院系读者提供面对面的服务。有些虽然在图

书馆中办公, 但经常参加院系的会议和其他活动,了

解用户需求, 提供咨询和其他信息服务; 有些跟教师

合作,到课堂上进行课程相关的信息素质教育; 有些

则直接参与研究课题组,为课题组成员提供最新的相

关信息和服务。除学科馆员外,不少其他岗位的图书

馆员也承担嵌入式服务。例如美国维克森林大学

(Wake Forest University)的嵌入式馆员 Susan就作为

2007社会学系夏季课程小组的一员跟随小组成员完

成为期 2周的社会调研,沿途帮助和指导学生处理信

息技术问题,包括:建立 Blog,上传照片并维护在线互

动课程网站等
[ 20]
。美国华盛顿大学图书馆与艺术学

院合作建立的 Nancy SpirtasKranzberg Il lustratedBook

Studio就从图书馆搬到了艺术学院,图书馆员与学院

老师合作参与其中特藏图书的管理、学生研究辅导和

课程设计等工作[21]。向图书馆建筑之外的拓展,不仅

将图书馆服务更好地融入校园生活,更增强了图书馆

的服务的主动性和针对性。

实际上图书馆在物理空间上的嵌入并不一定是

单向的。不少图书馆在向嵌入外部空间的同时,也接

受其他单位嵌入图书馆空间中的服务。例如美国匹

兹堡大学的计算机服务与系统发展部 ( Computing

Services & Systems Development)就在图书馆总馆中

设立了一个计算机实验室 ( Computing Lab) , 提供上

网、软件、打印等服务; 匹兹堡大学的写作中心(Wri-t

ing Center)也在图书馆总馆中设立了服务点, 定期在

其中开展写作辅导服务。图书馆与用户单位以及其

他服务部门的相互渗透, 建立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的密切联系。多部门的通力合作和相互促进更能推

动图书馆更深入地嵌入用户环境,为用户提供更多更

好的服务。

4. 2  嵌入用户虚拟空间的学科服务
( 1)增强在虚拟空间的影响力。学校主页是进入

学校虚拟空间的门户,在学校主页中放置图书馆链接

可以说是图书馆嵌入学校虚拟空间的第一步。这是

个看似简单的问题,但对国内外著名大学主页的调查

结果并不令人满意。对于美国机构合作委员会( Com-

mittee on Institutional Cooperation, CIC)的一项研究表

明, 1999年其所属的 12所大型研究型大学中有三分

之一的学校主页中没有图书馆的链接, 2004年仅有一

家学校主页仍然缺少图书馆的链接
[ 22]
。据笔者的网

上调查, CIC的成员高校中,如今只有一家学校将图书

馆设为主页的二级栏目,其他高校都将图书馆置于主

页的一级栏目并处于显著位置。2009年超平对于北

大、清华等九所部属重点大学主页上的图书馆链接进

行了比较,发现尽管各校主页上都有图书馆的链接,

但其所处的位置差别较大。仅有两家学校将图书馆

放在主页的一级栏目并设在显著位置,其他学校主页

上图书馆都处于二级栏目或者一级栏目的不显目位

置上。超平认为图书馆在校园网上的位置关乎办学的

品味
[23]
。图书馆在学校主页上的位置,一方面反映了

图书馆在学校的受重视程度,另一方面则影响着读者

对图书馆的使用。这方面国内外还存在一定差距。图

书馆需要努力提高在学校虚拟空间中的能见度和影响

力,争取在学校主页上的显著位置;还应该与院系及科

技部、社科部等部门合作,在更多部门的主页中设置图

书馆的链接。使相关学科的资料查找指南、电子资源

及学科馆员等密切相关服务等能够在虚拟空间中得到

更多的展示和宣传。

除主页外,不少高校 BBS网站上设有的图书馆板

块,也是宣传图书馆的良好阵地。在 BBS宣传上,国

内高校图书馆也有些成功经验,值得同行学习。例如

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利用该校/饮水思源 BBS0建立
了与用户的良好互动,提高了其在校园虚拟空间内的

影响力。在 BBS上图书馆解答咨询问题,发布重要通

知,听取用户的意见和建议,积聚了很好的人气。截

止 2009年 4月在/饮水思源 BBS0的/上海交大0分类

讨论区中, / 图书馆0板块发表的文章数在 26个校内

单位讨论区中位居第二。为宣传新推出的学科服务

IC
2
活动,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曾在/饮水思源 BBS0上

发布了活动通知,该通知迅速登上了 BBS十大热门话

题,引起了师生的极大关注,并得到了大量好评,收到

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24]。可见图书馆并不一定是被遗

忘的角落,如何进行宣传和推广,尤其是在丰富多彩

的虚拟空间中吸引用户眼球,提高点击率是值得思考

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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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打造学术互动社区。在当今这个崇尚个人智

慧最大程度发挥和社会交流沟通最大程度便捷的时

代, Web2. 0技术为图书馆加强与用户的交流与互动、

提供更好的服务体验提供了不少可用的工具。利用

RSS可以建立学科相关新闻、公告、新书通报等信息

推送, 整合商业数据库的 RSS服务,建立相关信息聚

合、推送服务;利用博客可建立学科资源介绍、服务介

绍、最新消息等网页,让读者进行评论和反馈,建立与

读者的交流和互动的平台; 利用社会性书签, 可以尝

试让读者对学科资源等进行分类标引,提供用户容易

理解和便于使用的分类体系;利用即时通讯技术可提

供实时的学科虚拟参考服务。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

学、上海师范大学等高校图书馆的学科馆员都在建立

和发展学科博客。这些学科博客往往包含学科热点

问题、学术活动动态、学科资源推荐、网络信息导航、

信息获取技巧、常用软件使用等内容。利用学科博客

既可以发布最新信息,推广相关资源和服务; 又可以

聚集感兴趣的用户,建立互动的学术交流社区, 是值

得尝试的服务方式。

( 3)融入用户日常应用系统。随着互联网的不断

深入,浏览器已经成为大多数人离不开的虚拟桌面。

图书馆浏览器工具条则将图书馆多样的服务推到了

用户的桌面上。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北京理工大学图

书馆等不少图书馆都开发了图书馆浏览器工具条。

通过图书馆浏览器工具条,用户不需要访问图书馆,

即可直接点选图书馆常用网页,接收最新消息, 直接

检索图书馆资源, 咨询图书馆员, 利用图书馆服务。

除此之外, MSN和 RSS reader 等流行软件、Black-

board等网上教学软件等都提供图书馆服务可以嵌入

的空间。用户可以在工作、学习、聊天的同时,不用访

问图书馆即可方便的享受图书馆的服务。

除了嵌入用户最常用的软件外,嵌入常用网站也

是融入日常应用系统的努力方向。Google Scholar等一

些开放性的网站就提供了嵌入的方式。图书馆只需要

配置本馆的链接解析器,用户就可以在 Google Scholar

的检索结果中看到本馆有权限的全文书刊以及相关服

务的链接,用户点击这些链接即可阅读图书馆订购的

全文、利用图书馆的虚拟参考等相关服务[25]。曾获得

2006年 TALIS图书馆混搭( mashup)应用竞赛一等奖的

go-go-google-gadget,把图书的借阅和到期信息、图书馆

的借阅排行做成了 Google个性化页面的插件,从而把

图书馆的信息服务集成到 Google的页面中,这对于

Google个性化页面爱好者提供了获取图书馆服务的方

便选择
[ 26]
。Ann Arbor District Library 设计的 Grease-

monkey Scripts将 Ann Arbor District Library 的 OPAC检

索功能嵌入 Amazon的网页中。用户安装脚本程序后,

只需轻松点击即可对 Amazon网站上感兴趣的图书进

行图书馆馆藏查找[27]。将图书馆服务嵌入用户常用网

站中,可以帮助用户在网上漫游时发现图书馆的有价

值的资源和服务。这无疑是将游离于图书馆之外的用

户吸引回图书馆的极好的方式。

5  结束语
嵌入式学科服务的服务模式虽然可以分为嵌入物

理社区和嵌入虚拟社区两种。实际上不少时候二者是

有机结合的。例如,目前国内外图书馆纷纷建设的信

息共享空间, 就是一项集硬件设备、软件平台、纸本资

源、电子资源、用户、图书馆员、计算机专家、多媒体工

作者和指导教师于一体的服务。它体现了嵌入式学科

服务调动馆内外所有可能的信息资源和人力、物力,努

力融入用户物理空间和虚拟空间的特点。在嵌入式学

科服务的实施中往往需要依靠与院系以及学校其他部

门的合作。这就需要图书馆员更多地关注图书馆以外

的世界,积极参与学校的各类活动,开拓思路努力需求

合作机会。提供专深的嵌入式服务,更需要对于学科

知识和最新进展的深入了解。这是对图书馆员的新的

挑战,也是图书馆大有可为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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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网络信息计量学理论与实证研究6出版

中山大学信息管理系副教授张洋博士撰写的专著5网络信息计量学理论与实证研究6一书 (科学出版社,

2009年 9月出版) ,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网络信息分布与变化规律的基础理论研究0的重要成果之

一。该书在总结国内外网络信息计量学研究的基础上,针对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从理论、方法、应用三个方面

对网络计量学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全书包括 7个章节:绪论、网络信息计量学的学科体系构建、网络信息计量学的方法论研究、网络链接分析法、

网络信息计量学的应用研究、网络环境下布拉德福定律的实证研究、大学评价中网络指标有效性的实证研究等。

该书依据/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相结合0的研究思路,从理论层面上,对当前网络计量学的主要研究方法和应

用领域进行系统总结,构建了网络信息计量学的学科体系,探讨了网络环境下布拉德福定律的适用性与新特点、网

络指标在大学评价中的有效性等问题,并通过两个具体的实证研究案例/网络环境下布拉德福定律的实证研究0与
/大学评价中网络指标有效性的时政研究0,检验理论研究的成果,并得出一些具有实用价值的研究结论。

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