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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经济下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推介的新探索

刘净净 1， 马卫平 2

（1.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 南京 210093； 2.北京服装学院图书馆， 北京 100029）

摘 要： 数字资源的有效推介， 一直困扰着很多高校图书馆， 新的体验经济为这一难题开拓了以 “参与、 互动” 为

主要方向的探索发展空间。 通过具体分析数字资源推介过程中读者参与性、 互动性较差的影响因素， 并在

体验经济环境下探索新的解决途径和模式， 提出通过设定主题、 设定舞台、 制造情景， 让读者真正的参与

认识、 检索、 利用、 推介， 从而进一步达到互动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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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icipation and interaction: New Exploration on Digital Resources’ Recommendation
of College Library under the Circumstance of Experience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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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ffective recommendation of digital resources has been plagued many university librarians, however, the new

experience economy has opened a new era in solving this perplexed problem by developing a "participation and in-

teraction" as the main direction of exploration. In this article, influential factors of poor user participation and inter-

action were analyzed and new solutions and models were explored under the circumstance of experience economy.

We here recommend that setting the theme and stage as well as creating scenarios may facilitate the user real partic-

ipation in understanding, retrieval, application and recommendation, which may further enhanced the effect of inter-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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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经济在人类进入 21 世纪之际逐 步 显 露 出

来， 逐渐渗透到人们学习、 工作、 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体验经济中， 企业不再生产 ‘商品’， 企业成为

‘舞台的提供者’， 在它们精心制作的舞台上， 消费

者开始自己的、 唯一的、 从而值得回忆的表演。” 可

见， 体验经济下消费者也不仅仅是产品的使用者、

服务的对象， 而是体验者、 参与者、 互动者； 消费

者已不再是舞台下的看客， 而是舞台上的表演者。

参与、 互动是体验经济的显著特征， 也是整个体验

开展的前提和基础。

体验营销的核心也就在于使顾客以个性化的方

式参与其中， 通过体验使顾客对品牌产生情感寄托，

从而成为品牌的忠诚顾客。 新的体验经济下， 图书

馆数字资源推介这一普遍难题得以开拓以 “参与、

互动” 为主要方向的探索发展空间。 高校馆相较其

他公共馆而言， 读者用户群相对单一， 所担负的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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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也相对较为固定， 所以， 对于体验经济这一新的

模式在数字资源推介领域的应用也更便于开展实践

和探索。

1 读者参与性、 互动性较差的现状

读者的参与性较差， 无法有效地开展互动， 是

目前各高校图书馆普遍面临的一个问题， 具体表现

在图书借阅率的降低； 数字资源点击率、 利用率不

高； 数字资源推介工作难以开展； 读者对图书馆工

作不认可等等。

各馆也分别针对自己的情况开展了一些尝试，

但都是收效甚微。 资源讲座和课题跟踪查新是目前

各高校图书馆普遍开展的主要信息服务， 也是重要

的数字资源推介途径， 但是实际效果却不尽如人意。

在开展资源讲座的过程中， 教师最担心的往往不是

讲座的内容和质量， 而是能有多少师生来听讲座。

因为图书馆的资源讲座， 普遍不受关注， 来听讲座

的人数也无法保证， 甚至偶尔还会出现没有师生来

听的情况。 这样的情况， 何谈互动， 连最起码的参

与都没有达到。 课题跟踪查新的情况同样不容乐观，

教师没有向图书馆寻求最新信息的意识， 很少有教

师主动向图书馆要求进行课题跟踪查新； 相关馆员

自己主动查询到课题并为其进行查新后， 得不到相

关老师的认可， 甚至有的还会有些误解等等。

2 影响因素分析

究其原因， 首先就是 “源流的流失”。 具体而

言， 一方面是入学新生的流失， 一方面是科研教师

队伍的流失。 高校图书馆主要服务对象是在校师生，

教师和大学生也就是其主要用户， 入学新生和科研

教师正是这两个群体的源头， 但我们的馆员在开展

工作时却没有很好地把握。

其次， 检索过程中目的性、 实用性较差。 目前，

各高校馆的信息资源检索多处于教师简单介绍的平

板式推介， 读者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学习资源检索，

需要检索什么数字资源， 检索出的数字资源有什么

用； 只是盲目地去上检索课、 被动的听课， 对数字

资源没有足够的认识和重视， 参与性自然没有保障，

互动性更是无从谈起。

再次， 对数字资源的利用价值认识不够。 一方

面， 读者对图书馆的数字资源不够了解， 对其具体

的利用价值更是了解较少， 更有甚者还停留在图书

馆就是 “借还书之地” 的认识层面； 另一方面， 图

书馆员包括广大数字资源推介者， 没有在用户群细

分的基础上有效分析提炼数字资源的功用价值， 即

数字资源的 “功用附加值”， 导致无法有针对性地开

展数字资源推介， 更无法有效的调动读者积极性。

3 体验经济下的实践探索

目前， 各高校图书馆在本馆数字资源推介方面，

多采用网站、 海报进行宣传， 一些发展较好的大馆

还会开设检索课、 讲座， 设置专门的学科馆员进行

资料宣传、 邮件推送、 文献查新等等。 但这些也都

仅限于图书馆自己在为自己的数字资源摇旗呐喊，

并未有读者的参与体验。 这也正是典型的 “牛奶理

论”， 售货员将牛奶宣传的再香再纯再浓， 消费者都

是感受不到的， 只有当消费者自己去体验、 自己去

品尝后， 才会感觉到真正的香浓。 数字资源推介同

样如此， 图书馆员将数字资源宣传的再有价值， 学

生是体会不到的， 他们甚至不知道这些资源是做什

么用的、 怎么用。 所以， 高校图书馆开展数字资源

推介， 首先就要改变过去 “将资源推送给读者， 为

读者服务” 的固有观念， 而是有意识的去开展体验

活动， 让读者成为数字资源的参与者、 互动者、 体

验者， 而不是单纯的被动受用者。 具体操作而言，

高校图书馆应该设定主题、 设定舞台、 制造情景，

让读者真正的参与其中， 参与到数字资源的检索中，

参与到数字资源的利用中， 参与到数字资源的推介

中……

3.1 参与认识

思想认识水平直接决定了一个人的行为， 高校

数字资源推介受阻的根本原因正是读者对图书馆认

识不够， 对图书馆数字资源的认识、 重视程度不够。

所以， 改善的根本途径在认识， 改善的首要方面也

在认识。 而 “第一印象” 往往在认识的过程中至关

重要， 有一定 “先入为主” 的因素在其中， 新生入

学教育是师生第一次接触、 了解图书馆， 也是以后

一切活动的源头。 如果这次参与体验对读者而言，

产生的是积极效果， 那就会有较多的 “回头客”； 而

如果是消极效果， 就可能损失一部分用户群， 甚至

是彻底丢掉， 图书馆资源推介过程中的用户参与也

就会更为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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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经济下的新生入学教育， 应改变 “介绍图

书馆， 介绍资源” 的固有模式， 改为入学新生对图

书馆知识殿堂的一种参与， 一种体验， 一种游历，

一种探索之旅。 要达到这种效果， 首先就要设计主

题、 舞台和情境。 主题可以选择一个特定内容的主

题， 如 “新东方英语交流沙龙”、 “电影放映厅”、

“专业轮廓描摹” 等等； 也可以选择多个内容的主

题， 可以将图书馆各阶段的一系列活动主题集中进

行播报或简单预演， 从而引导学生兴趣和参与。 好

的主题只是体验的开始， 有利于吸引一定的读者参

与， 但要达到互动的效果， 单有主题还不够， 舞台

的设计、 情境的设计同样重要。

3.2 参与检索

成功的新生教育之后， 读者会对图书馆及资源

有比较清楚的认识， 并开始喜欢上图书馆， 希望再

参与到图书馆体验中去， 但这仅仅是个开始， 并非

图书馆的读者参与问题就解决了。 因为参与是个长

期问题， 贯穿整个数字资源推介过程， 认识上的重

视、 参与， 对图书馆而言只是完成了吸引用户的第

一步， 接下来还可以让读者参与到检索中， 体验图

书馆的信息检索。

信息检索环节， 要做到 “体验” 而非 “推销”，

基于读者需求的主题设定自然必不可少， 舞台、 情

景设计方面还要有大胆的创新和突破。 就舞台、 场

景设计而言， 检索室、 电子阅览室、 多媒体阅览室

等肩负了重要的检索任务， 也是检索体验的主要舞

台， 其设计也就显得较为重要。 比如， 在硬件配置

上， 调试优良的电脑配置之外， 整个室内的墙壁可

以设置为大的放映荧幕， 或者直接做成白墙， 然后

再配上放映机和环绕音响等设备， 这样就可以构成

立体化的体验空间， 改变常有的 PPT 演示的平面讲

授方式。 舞台搭建完之后， 舞台内容的设计更为重

要， 可以说是整个检索体验的关键。 有了立体化的

空间设备， 就可以改 “内容讲授” 为 “内容欣赏”，

如 “新东方英语交流沙龙” 下的舞台设计， 就可以

直接是立体环绕的英语讲座， 让舞台上的体验者身

临其境的感受到新东方老师激情澎湃的英语演讲，

而不是检索课教师的平板介绍。 这可能也正是高校

馆基本都采购了新东方英语学习数据库， 但学生们

还是会花钱报名新东方学习班的原因之一， 即学生

在学习过程中希望能够感受到英语老师现场教授的

激情和学习氛围。 强烈的参与感和体验感， 使得具

体的检索方法和使用方法都会变得异常简单， 复杂

的游戏尚能通关， 何况是简单的阅读器的安装使用。

参与检索过程， 体验检索场景和乐趣， 才是应该带

给学生的重要内容。

3.3 参与利用

所谓参与利用， 就是从数字资源的 “功用附加

值” 角度来设计主题， 然后再预设各种相关场景及

舞台， 比如 “毕业论文主题”、 “大学生就业指导主

题”、 “专业名师导读主题” 等等。 图书馆应改变固

有的 “就资源推资源” 的模式， 对读者用户群进行

细分， 并在此基础上对数字资源进行 “功用附加值”

挖掘， 从而保证更有针对性的进行数字资源推介，

使读者在参与认识、 参与检索的基础上更好地参与

利用， 较为全面的体验图书馆数字资源推介的全过

程。

信息利用环节的读者参与， 是相对较为容易实

现的。 图书馆的数字资源无论是对学生的学习还是

教师的教学科研都具有极大的帮助作用。 所以， 只

要保证了认识、 检索环节的读者参与问题， 利用环

节的读者参与性、 互动性也会有很大改善。

3.4 参与推介

读者参与推介， 无疑是图书馆开展数字资源推

介达到的最佳效果。 读者不但自己认识到数字资源

的 重 要 性 和 实 用 价 值； 同 时 还 能 在 体 验 “认 识”、

“检索”、 “利用” 的过程中， 主动参与到数字资源

的推介中， 将自己参与体验的感受和想法分享给身

边人。

读者参与推介的过程， 对读者而言， 也是对自

己之前体验的回忆和梳理。 鄙校在开展数字资源推

介的过程中， 就逐渐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 “传帮

带” 的模式， 即由学生和老师中的先进者或图书馆

服务的受益者向自己的同学同事进行宣传推荐， 并

带她们来图书馆进行体验， 图书馆每年均对这些表

现积极先进的读者进行表扬和奖励。 这样不断地进

行传帮带， “雪球” 越滚越大， 全校师生的资源意

识也在不断提高， 图书馆的数字资源推介活动也就

更为容易开展。

无论是具体的认识环节、 检索环节、 利用环节，

还是每一个环节体验过程中的主题设计、 舞台和场

景设置， 都是需要精心规划、 统筹安排、 系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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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的文献配置更加合理， 读者利用更加方便， 从而

提高了读者阅读幸福指数， 也为以后的馆藏布局调

整打下了基础。

通过调查统计实证分析， 笔者认为在多校区多

学科动态环境下， 在未来的馆藏品种、 复本量、 专

业书入藏比例等方面要制定新的政策。 在目前购书

经费紧张的情况下， 不能一味地追求压复本保种数，

复本量多少应视具体情况而定。 例如山东农业大学

一校 4 馆 10 个书库， 大部分院系跨两个校区布局，

有的甚至跨 3 个校区布局， 并且目前各校区之间还

没有实现文献通还业务。 在这样的情况下， 2010 年

图书馆进书平均复本只有 3 册， 用捉襟见肘来形容

我们的复本量决不为过。 另外各分馆在文献入藏品

种上不能一味地追求学科馆藏的高比例， 当代大学

生需求多元化， 在满足专业阅读的同时， 不能忽视

综合阅读的需求。 另外目前图书馆的直线型组织结

构制约着多校区多学科动态环境下的文献配置典藏

工作的开展。 因为垂直、 自上而下的管理运行体系

不利于横向的沟通与交流， 而目前情况下文献配置

典藏需要各部门之间的通力协作。

总之， 高校图书馆在多校区多学科动态环境下，

要做好馆藏文献的配置典藏， 建立科学合理的各分

馆藏书结构， 使每年有限的新购图书文献发挥最大

的投入产出效益， 满足读者就近阅读的需求， 需要

典藏人员付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的努力， 通过

各种调查统计分析， 灵活掌握， 以动制动， 以期通

过文献资源合理配置， 追求服务效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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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实现的， 而且各个环节之间， 主题、 舞台和场景

之间均是相互联系的整体。 对于任何一次成功的体

验而言， 契合读者需求的主题、 完美的舞台设置、

身临其境的场景设计都是必不可少的， 且三者之间

互为影响、 不可分割。

总的来说， 新的体验经济为高校图书馆数字资

源推介开辟了立足 “读者体验” 的新方向。 高校图

书馆重视 “读者个性化需求” 的基础上， 寻求体验

的交互点， 通过设定主题、 设置情景和舞台等， 来

解决读者参与性、 互动性较差这一难题。 基于 “体

验” 的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推介， 可以更好地满足

读者个性化的需求； 但同时也对图书馆和图书馆工

作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图书馆员应顺应形势发

展和实际工作需要， 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素养拓宽

相关交叉学科的外围知识背景， 从而更好地立足学

科， 开展读者满意的数字资源推介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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