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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 什么是社会网络？

• 社会网络是指博客、维基、微博等社会软件和face

book、人人网等社交网站（SNS）构成的社会关系网。

• 问题的提出：用户不到图书馆来如何满足自己的信

息需要：

• （1）利用百度、Google找到所需信息；

• （2）用户在社会网络环境下自己创建、组织、管

理各自的数字信息资源并相互交流自我满足信息需要；

• （3）访问图书馆网站。



1.1社会网络环境下图书馆如何在信息资源建
设上有所作为？

• 社会网络是由多个行动者（个体或组织）及其相互关系构成的

集合。近年来，Web2.0社会软件和社交网站迅速发展，使社会网络

日益强大。社会网络强调行动者的联结、互动与分享，社会网络大

量的信息资源来自个体贡献的微内容。网络社区中用户和图书馆是

平等的伙伴。用户已经从单纯的信息使用者转化为信息创建者和传

递者。社会网络的发展为图书馆数字信息资源（简称数字资源）建

设提供了新机遇。

• 社会网络环境下用户参与的图书馆数字信息资源建设，是指用

户在社会网络环境中由图书馆引导和组织，参与所在图书馆的数字

资源规划、生产、选择、采集、组织与整合等活动环节，使之形成

可利用的数字资源体系的过程。



1.2 研究现状

• 现有的研究成果或多或少从不同角度对社会网络环境下

用户参与的图书馆数字资源建设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但

目前的研究仍存在薄弱之处：

• 一是研究侧重于某一方面，而对用户参与图书馆数字资

源建设缺乏全面、深入的研究，尤其缺乏实证研究；

• 二是尚未提出可供实践参考的用户参与图书馆数字资源

建设全过程的系统模式。



2 研究目标

• （1）系统提出社会网络环境下用户参与图

书馆数字信息资源建设各个工作环节模式的理

论假说。

• （2）以用户调查为主的，综合专家、馆员

各方建议，对模式加以验证（检验修正模式）

和应用性实证 （建立实验系统），构建既科学

合理，又切实可行的社会网络环境下用户参与

的图书馆数字资源系统建设各个工作环节的模

式。



3 研究内容
• （1）社会网络环境下用户参与图书馆数字资源建设的模式假说研

究；

• （2）社会网络环境下用户参与图书馆数字资源建设规划的模式研

究；

• （3）社会网络环境下用户参与图书馆数字资源生产的模式研究；

• （4）社会网络环境下用户参与图书馆数字资源评价、选择、采集

的模式研究；

• （5）社会网络环境下用户参与图书馆数字资源组织与整合的模式

研究；

• （6）社会网络环境下用户参与图书馆数字资源建设模式的实证研

究。



3.1用户参与图书馆数字资源建设规划的模式

模式假说 模式修正



3.2用户参与图书馆数字资源生产的模式

模式假说 模式修正



3.3用户参与图书馆数字资源评价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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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用户参与图书馆数字资源组织与整合的模式

基于个性化需求的组织整合模式假说 基于个性化需求的组织整合模式修正



4 应用性实证

• （1）开发“南农记忆”图片征集大赛网站：利用2012年
南京农业大学校庆110周年之际，信息学院联合校图书馆、宣传部建
立具有SNS性质的南农图片征集、评选网站，通过面向全校师生开展
网上网下南农图片征集、评选活动，收集、精选出一批能够反映南
京农业大学发展历程，在图书馆建立具有南农特色的图片数据库，
供师生长期浏览、检索使用（克服一次性摄影比赛的图片不可持续
使用性的不足）。

• （2）开发e学之家网站——社会网络环境下师生参与的

图书馆数字教学资源系统：以《信息资源管理研究》等专业课

程为例，开发基于Moodle的，旨在实现在线教学互动、协作研究及

数字教学资源共建共享且可持续发展、利用的数字教学资源系统。



4.1 “南农记忆”图片网——（1）网站开通宣传



4.1 “南农记忆”图片网——（1）网站开通宣传



4.1 “南农记忆”图片网——（1）网站开通宣传



4.1 “南农记忆”图片网——（2）网站功能设计



4.1 “南农记忆”图片网——（2）网站功能设计



4.1 “南农记忆”图片网——（3）活动效益

• （1）参与人数众多。网站注册会员4177人次，历史最高在线会员达378人次，网
站点击量累计上万次。经过师生、专家的三轮网上、网下评选，从收集的2186张选出
40张图片。

• （2）图片包罗万象，反映了南农发展历程。收集图片分为校园景色、校园生活、
教学科研、服务社会、校史回顾、大事记等六个大类，大类下又分为划分了若干下位
类，便于浏览。

• （3）一站式检索、利用，网站可以通过图片的作者、推荐者，类别，标题，标签
，图片表述等字段对数据库中所有图片进行一站式检索。

• （4）数据库形式的永久保存。所有图片将以数据库的形式于图书馆永久保存，并
且能不断地添加新的图像资源到数据库中。



4.2 开发e学之家网站——参与式课程资源系统

• 根据E-learning2.0理念，图书馆嵌入院系专业课程教学，改变

传统的教学资源分散生产、管理方式，以满足用户课程需求为中心

，了解用户在专业教学过程中的需求及动机，让用户主动参与到数

字教学资源建设活动中，既满足用户对课程教学资源的共享、交流

的需求；又发挥图书馆 “第一课堂”整合、管理、保存数字资源的

优势，探讨数字教学资源建设新途经。

• 以信息管理专业《信息资源管理研究》等核心课程为例进行参

与式数字教学资源建设的实证研究。



4.2 开发e学之家网站——（1）系统特点

• 把图书馆的职能与现代教育技术相融合，充分发挥图书馆在信

息化校园中教学资源建设的教育功能。构建“图书馆搭台、教学唱

戏”的模式，使图书馆能够融入到教学第一线的专业课程教学中去

，构造图书馆为主导，多部门配合、师生参与的教育新平台，实现

在线的教学互动、协作研究，最终实现数字教学资源共建共享的可

持续性发展。系统所积累的数字教学资源在图书馆得以较好的组织

、存储及利用，极大地丰富了图书馆的数字教学资源馆藏，实现了

图书馆数字资源建设与互动式教学的“双赢”。

• 在E-learning2.0和社会建构主义思想指导下，开发基于Moodle

的师生参与的数字教学资源建设系统——e学之家，通过二次开发诸

如Wiki、数据库、博客、聊天室等功能，并以积分激励方式，充分

地发挥了用户参与数字资源建设的积极性。



4.2 开发e学之家网站——（2）需求分析

• 分别对学生、教师、图书馆员、教务处工作人员等进行问卷需

求调查和访谈。根据不同对象需求，建立不同功能模块。



4.2 开发e学之家网站——（2）系

统设计

• 系统模块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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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站管理模块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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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开发e学之家网站——（2）系统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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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作 分数

发表站内讨论区贴子 3

评论站内讨论区贴子 1

发表站内博客 5

注册外部博客 1

评论站内博客 1

发表课程讨论区贴子 3

评论课程讨论区贴子 1

进入课程聊天室 2

添加课程数据库条目 5

编辑课程WiKi词条 5

评论课程WiKi词条 2

填写课程调查问卷 5

参加课程投票活动 3

4.2 开发e学之家网站——（3）激励机制



 积分统计功能开发

 激励机制实现过程：

 上表的积分对应情况以定义文件的形式，存放到系

统的代码块中，以支持“积分统计“功能的运行；用户

在系统平台上执行的动作被记录在日志中；“积分统计

”功能通过分析系统的用户日志从而获取某时间段内每

个用户的动作，然后根据积分定义文件取得每个动作对

应的积分，从而计算出用户在这段时间内的所有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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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开发e学之家网站——（3）激励机制



• （1）系统克服了当前高校各部门的数字教学资源的建设系统

缺乏灵活性、整合性和共享性较差的弊端。“e学之家”可通过RS

S订阅、系统整合的方式，整合网络课程、学术资源。且系统整合

本校的部分课程中心资源及图书馆资源。使得系统建设的资源灵

活性、整合性及共享性较高。

• （2）系统发挥了用户参与的积极性。“e学之家”系统突破

了原有系统囿于传统的教学模式，即教师处于绝对地位，普遍做

法是教师在系统上发布教学资料，学生查看教学资料，没有教师

与学生之间的互动，或者很少的互动，仅仅是实际课堂教学在网

络上的延伸。创新性地开发了诸如Wiki、数据库、博客、聊天室

等功能，充分地发挥了用户参与数字资源建设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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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开发e学之家网站——（4）效果评价



• （3）系统扭转了教学资源建设系统盲目追求规模和数量，不

重质量，缺乏专业性、针对性和实用性，且大多资源库一次建设

多年使用，少更新、少反馈的现状。“e学之家”系统建设的资源

达到了数字资源建设的目标即数量目标、质量目标、特色化目标

。以《信息资源管理研究》课程为例，本课程选课人数12人，学

期末本课程建设的数字资源达353M，加上教学视频资源超1G，资

源种类多样，涵盖了网页、URL、文件、文件夹、数据库、Wiki、

视频等形式，包括但不限于文本、图片、PPT、网页等类型的资源

，其中学生推荐的课程资源达80M左右，其中大都是用户精选的核

心期刊文章或权威论著，资源质量较高；由用户原创的资源达273

M，资源的特色性及新颖性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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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开发e学之家网站——（4）效果评价



• （4）系统发挥了图书馆作为教学“第一课堂”融入

课堂教学的教育和资源管理功能，教师和学生可实现在线

的教学互动、资源共享、协作研究，最终实现教学过程中

的数字资源的建设。系统所建设的资源丰富了图书馆的数

字教学资源，实现了图书馆资源建设与课堂互动教学的“

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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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开发e学之家网站——（4）效果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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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开发e学之家网站——（4）系统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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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开发e学之家网站——（4）系统演示



• （1）利益协调：亚当·斯密认为：人类经济，活动
主要的动机，就是谋求个人的利益，谋求私利使自己的需
要得到满足。屠夫、酿酒商、面包师给我们提供食品，他
不是出于仁慈，而是为了从我们得到回报。在各方协作中
，利益回报和利益平衡问题最难解决。

• ——对策？

• （2）可持续发展：以项目完成为目标的系统建设
难以可持续发展。

• ——对策？

5 研究中的问题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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