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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嵌入式知识服务的新变化



高校创新人才培养，重在丰富学生创新知识、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建

构学生创新思维、塑造学生创新人格，因此需要学生能够基于广泛的学

习提出问题、形成假设、积极参与、明辨开放、广博吸收、笃行实践。

探究式学习以其具备问题线索、探索研究、过程开放、合作实践、全面

发展的特征，已成为我国高校创新人才培养的重要方式。

高校创新人才培养对图书馆的新需求



探究式学习的核心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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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导向

探索活动总是伴随问题而进行的。 苏联

心理学家鲁宾什坦认为，人的思维过程

始于“问题情境”。我们应从设计问题

情境刺激学习活动开始到尝试各种问题

的解答中,  促进探索活动的步步深入。

探究性学习的诸环节，体现了信息搜集、

甄别、分析、整理、利用的完整过程，各

环节不同程度地要求学生具备与之相适应

的信息素养能力、阅读能力与写作沟通能

力，这就要求学校图书馆将信息查找、分

析、利用技能嵌入具体主题问题的探究过

程中，利用信息技术达到探究过程各环节

目标。

探究性学习环境下，学校图书馆馆员应当

即使阅读专家、又是写作专家、还是技术

整合专家与课程专家，通过将自己的工作

内容与整个学校教育目标相结合，与教学

一线教师合作，使学校图书馆服务成为探

究性学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创新环境下的阅读需求

--- 张晓林.颠覆性变革与后图书馆时代 ——推动知识服务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18

重新审视阅读
毫无疑问，我们享受并将继续享受慢阅读带来的乐趣、承认并将继续利用细嚼慢

咽下的深度思考。

但处于海量信息、激烈竞争、交叉融汇、不确定化探索的创新环境，人们需要针对

那些问题模糊、知识不清、缺乏明确发现路径的“弱信息”需求，通过快速发现和关

联大量知识内容，梳理复杂问题领域的知识点及其结构、鉴别和确认问题及其问题关

系、探索可能的趋势与路径。

因此需要:

（1）对海量文献进行快速总结性阅读、探索分析性阅读、知识构建性阅读；

（2）针对知识空白与异常等的发现性阅读

（3）针对特定问题解决方案的建构型、评价型、诊断型阅读

阅读变成一种主动、互动、探索和构建的过程，变成贯穿从数据到信息、到
知识、到智慧、到解决方案的整个过程的活动。

创新环境下
的

阅读需求



写作能力的培养与图书馆的探索

清华大学宣布开设“写作与沟通”必修课

5月17日，在首场“清华名师教学讲坛”
上，校长邱勇郑重宣布：

作为清华大学第25次教育工作讨论会的一个行
动举措，将在今年秋季入学的2018级新生中开
设《写作与沟通》必修课，由中文系教授、著名
作家刘勇（格非）和历史系教授、教务处处长彭
刚共同担任该课程负责人。计划到2020年，这
门必修课将覆盖所有本科生，并力争面向研究生
提供课程和指导。

-《清华新闻
网 》

加强对学生写作能力的培养与提升，正成为国内各高校普遍重视的一个重点方
向。



写作能力的培养与图书馆的探索

学术论文撰写，一直以来都是欧美高校培养学生的一个重要目标，因为其教育理念认为学术写作可
以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以及逻辑能力。
国外许多高校专门设立了写作中心，有的写作中心独立成为一个部门，有的写作中心依托图书馆而

存在、或是设立在图书馆学习中心，作为图书馆支持学生学习的一项服务。

澳大利亚 格里菲斯大学图书馆学习中
心全年提供学术写作咨询，通过一对多
的讲座服务形式以及一对一的论文写作
辅导服务这样多渠道的方式来指导学生
论文写作。

美国 瓦尔帕莱索大学图书馆的写作中心是
图书馆最为繁忙的部门，目标是指导学生
找出他们写作的困难和问题所在，提供一
些积极有效的方法，既提高他们的写作能
力，又保持他们写作的兴趣。

因为写作与信息的高相关性，国外将信息行为与论文写作结合起来的研究很多，诸如Jennie 

Nelson 和John Ｒ.Hayes 通过研究大学一年级和高年级学生为了完成写作任务而进行信息查询时的
一些情况后发现： 如果学生们的目标是“论证一个新观点”或者“发现一个新角度”，那么查询时
就要专注一个或多个问题，并且花更多的精力评价查到的资源的相关性和有效性。

加强学生写作过程中对各类信息的识别、获取、分析和利用能力的培养，尤为重要，而这一部
分，也正是 高校图书馆的职责所在。



新的知识环境，为面向探究式学习的图书馆嵌入式知识服务带来了新的实现形式，为更好地创

新学习提供了保障。

辅助知识挖掘分析02 支持学习能力培养03

面向探究式学习的图书馆嵌入式服务新形式

提供新型阅读环境01

提供新型的阅读环境，读者可围绕所需探究的问题，快速发现与关联大量知识内容，并梳

理出复杂问题领域的知识点及其结构、进而鉴别和确认问题及其问题关系、探索可能的趋势与

路径。

真正让阅读变成一种主动、互动、探索和构建的过程。

（思路来源：张晓林.颠覆性变革与后图书馆时代———推动知识服务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8-01-15）

在教育与学习上，为培养创新型人才，研究性学习、项目型学习、群组式探索性学习等，

已经成为国际一流大学的标配。

在这些过程中，学生需要的是为其提供可计算可分析的知识资源以及相应的知识工具和挖

掘分析方法，培育学生自主的知识挖掘与分析能力，使其可以把知识挖掘发现与自己的思考分

析紧密结合起来。

图书馆应从资源提供转向能力培养，积极营造探究式学习环境，提供无缝的检索与咨询、辅导

和写作、合作学习与研究支持，全面提升学生的学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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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个人探究式学习为核心，培养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创新能力

Publication

探究式
学习

收集学
习资料

内容
泛读

内容
精读

知网型
笔记

笔记
汇编

提出创
新问题

解决
问题

批判
阅读

读标题、摘要，以及
内容导读，对文献打
标签和重要度

针对学习目标多
渠道广泛收集资
料，发现知识

按重要性细读筛
选的文献资料

对重要句子、观
点、图表划线、
摘录、记笔记

按笔记标签、引用关系
等汇编文档、树状、图
谱形式的笔记

对文中的观点、
方法、结论提出
不同的见解

在笔记汇编和批
判阅读的基础上
提出创新问题

针对创新问题给出自
己的解决方案

对学习成果形成
文章进行发表

Learning materials 
collection

Extensive reading

Intensive reading

Inquiry learning 

CNKI-type notes

Critical reading

Notes compilation

Asking questions 

Solving  problem 

成果创
作发表碎片化知网节

5W2H标引

内容模型
Content model

2. 建设思路



文献研究目录大纲
、摘要、作者、关
键词、基金等信息

便捷获取。
--- 快速完成该文献
的框架式粗读。

通过关键词拓展、作者拓展
、文献知网节拓展等，帮助读
者有效进行当前文献关联文献

的拓展知识学习。

与该文有知识关联的参考文献与引证文献，直
接显示在对应段落的右侧，点击即可查看原文

，进行知识关联学习。

相关学习笔记，可自动
插入原文对应模块

单篇文献的所有学习笔记，会在全
部笔记 模块下呈现，系统提供了三

种笔记呈现方式

支持对目录的重新编改、可新
建、删改章节目录内容

既可以插入文摘、也可以插
入附件、图片、表格等相关

内容

创作环节，前期学习过程中形成的各类笔记、
文摘、笔记汇编及个人网盘资料等均可无缝对

接、检索利用。

点击添加，即可一键加到左侧
创作原文中

系统为了规范学生的写作，一旦出现
援引他人文献的行为，系统会自动添

加引用关系

随时了解共同学习此篇
文献的人他们的学习体
会，便捷交流研讨。

随时随地把自己觉得好的学
习内容分享给自己的同学、
好友或分享到自己的其他空

间

个人所有学习专题、创作成果、文摘、

笔记等各类知识内容体系化管理、一目

了然。

3. 平台核心功能及展示



4. 产品核心要点

新型阅读模式，有效支持个人探究式学习

构建动态、交互、知识有机关联、内容自动

重组的新型阅读模式，满足深度学习的需求

；构建个人知识管理平台，全面促进知识创

新。

嵌入式知识服务拓展

提供嵌入式的阅读写作工具，让阅读和写作

更加便捷；积累读者使用数据，为创新服务

提供数据支撑。



5. 当前用户使用情况

中国农业大学

农业信息化专业博士生

在专题中可以直接链接到文献检索页面，添加资料；专题模式下，文献资料按照学习

时间、重要度及研学热度进行排序，且能够显示用户对文献添加的标签，方便了用户

对文献的检索、查阅和管理，我很喜欢这一功能。

华南理工大学

副教授

在创作投稿部分，能够通过在线素材直接链接到已阅读的文献与记录的笔记，节省

了查询文献的时间，大大提高了写作效率。

中国科技大学

图书馆信息咨询部副主任

研学平台最大亮点在于研学深度模块，包括边阅读边做笔记，构建交互式的阅读模式，

满足深度学习需求；自定义标签及多种排序方式，便于查找需要的文献；多形式的笔记

汇编与归纳梳理，有助于构建知识体系和系统产出。



5. 当前用户使用情况

研学平台 当前个人使用之“最”

阅读文献最多
2503（篇）

来自账号：176****9193

上海中医药大学

做笔记最多
1180（条）

来自账号：187****0717

广西大学

创作字数最多
381095（字）
158****2785

浙江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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