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esign 设计, 2023, 8(4), 4119-4126 
Published Online December 2023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design 
https://doi.org/10.12677/design.2023.84505  

文章引用: 许卓麟, 王碧凌, 袁宗炜. 基于服务设计的图书馆借阅与管理系统优化设计[J]. 设计, 2023, 8(4): 4119-4126.  
DOI: 10.12677/design.2023.84505 

 
 

基于服务设计的图书馆借阅与管理系统优化 
设计 

许卓麟，王碧凌，袁宗炜 

浙江理工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浙江 杭州 
 
收稿日期：2023年8月1日；录用日期：2023年12月22日；发布日期：2023年12月29日 

 
 

 
摘  要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图书馆借阅与管理系统已经成为现代图书馆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本论文旨

在探讨如何通过优化图书馆借阅与管理系统的服务设计，提升用户体验、提高借阅效率和图书馆管理水

平。首先，分析了当前图书馆系统存在的问题和挑战。其次，从用户体验优化、借阅流程优化、图书馆

管理优化、多元化服务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优化策略。最后，通过实例说明这些优化策略的实际

应用效果，为图书馆提供了一些建设性的改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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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library borrowing and management sys-
tem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modern library services. This paper aims to discuss how to 
improve user experience, borrowing efficiency and library management level by optimiz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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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 design of library borrowing and management system. Firstl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b-
lems and challenges existing in the current library system. Secondly, it puts forward a series of spe-
cific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from the aspects of user experience optimization, borrowing process 
optimization, library management optimization, and diversified services. Finally, the practical ap-
plication effects of these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are illustrated by examples, and some constructive 
suggestions for library improvement are provi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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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图书馆作为知识传播和学术交流的场所，其服务质量和效率直接关系到读者的满意度和使用体验。

传统的图书馆借阅与管理方式已经难以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因此借助信息技术，对图书馆借阅与管理

系统进行优化，成为提升服务质量的关键[1]。 

2. 图书馆借阅与管理系统存在的问题 

大多数现有的图书馆类APP所提供的信息较为匮乏，并不能从真正意义上让图书馆提供全方位服务，

目前图书馆内的信息流通效率依旧不高[2]。 

2.1. 信息及服务匮乏 

大多数图书馆类 APP 仅提供基本的图书查询、借还书功能，缺乏丰富多样的服务内容。例如，只提

供纸质图书的查询和借还，而没有数字资源、期刊、学术数据库等多样化的资源供读者选择。这使得读

者无法充分发掘图书馆所提供的资源，限制了他们在 APP 上获取更多服务的可能性。 
大多数图书馆类 APP 只关注图书借还环节，而忽略了图书馆的其他服务内容。图书馆在读者服务方

面还包括阅览室座位预约、学术活动通知、电子资源访问等服务，但这些服务往往在 APP 中缺乏完善的

支持，导致读者只能通过其他渠道获取这些信息，不利于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2.2. 信息流通率不高及缺乏个性化 

部分图书馆类 APP 的信息流通效率较低。例如，借还书的预约和归还信息不及时更新，导致读者在

APP 上查询图书库存状态时，可能出现实际图书已被借走的情况。此外，有些 APP 对读者的反馈和问题

处理不及时，影响了读者体验。 
大多数图书馆类 APP 没有个性化推荐功能，不能根据读者的借阅历史和兴趣推荐相关图书，导致读

者错过了可能感兴趣的图书，限制了读者对新资源的发现和利用。 

2.3. 用户体验不佳 

部分图书馆类 APP 的界面设计复杂，操作逻辑不明确，导航结构混乱，使得读者难以快速上手使用。

同时，由于个性化推荐等功能缺失，读者很难在 APP 上快速找到感兴趣的图书或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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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以上问题，目前大多数图书馆类 APP 还存在信息匮乏、全方位服务不足、信息流通效率低、用

户体验不佳等方面的痛点，需要进一步优化和改进，提升图书馆服务质量和用户体验[3]。 

3. 目标用户调研 

目标用户为纸质书籍阅读爱好者、专业书籍借阅者以及图书管理员。纸质书籍阅读爱好者热爱阅读，

喜欢纸质阅读，经常到图书馆借阅书籍，年龄层次较为广泛；专业书籍借阅者会通过图书馆借阅专业性

相关书籍，有较为具体明确的借阅目标，多为学生或科研人员；图书管理员在图书馆工作，负责书籍归

位、新旧书更替等相关工作。 

3.1. 用户需求 

确定了目标用户后，课题组开始筛选用户进行访谈。对于读者首先是来图书馆的目的，排除以复习

考试、完成作业以及上网阅览等为目的的师生，筛选出只以阅读、科研为目的有借阅查询需求的读者。

其次是入馆频次，排除一周三次以下的用户。一共筛选出 15 位读者用户进行访谈。访谈内容见表 1 [4]。 
 
Table 1. Interviews with library readers 
表 1. 图书馆读者访谈 

图书馆读者访谈 访谈内容 

 

1、您对那种类型的书比较感兴趣？ 

2、一般通过什么渠道接触书比较多？ 

3、在何种情况下会选择购买/借阅？ 

4、对图书馆失望的原因/不选择图书馆的原因？ 

5、曾经在图书馆借阅过一些什么类型的书？ 

6、结束流程中遇到的困难？ 

7、是通过何种方式解决困难的/这些困难产生了哪些影响？ 

8、您认为图书馆是以何种方式帮助大家的？ 
 

在邀请读者参加访谈后，对读者问题进行了总结：图书馆管理的编码系统比较复杂，需要用工具辅

助才能记住；在借阅书籍的过程中，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去寻找目标书籍；图书馆书籍、文献更新的速度

慢，破损书籍维护的速度慢等等。 
图书管理员的筛选以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为主，筛选条件为出勤率，排除有缺勤情况的管理员，其次

是出勤率较高的兼职学生，一共筛选出 15 位图书管理员进行访谈。访谈内容见表 2。 
 
Table 2. Librarian interview 
表 2. 图书管理员访谈 

图书馆管理员访谈 图书馆内部运行机制 

 

1、每一层或者两层楼，设一名楼层长。 

2、楼层长负责安排数名助理进行工作，人数和时间按照工作需要而定。 

3、上书：将收集好的书籍准确摆放上架。 

4、理架：将位置错误的书籍归位至正确位置。 

5、导架：将放置不下的书籍向后移动。 

6、清点：统计在库书籍，进行大范围整理、添加和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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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邀请管理员参加访谈后，对管理员问题进行了总结：只有在大清点或大整理时，才能够发现并归

位放错的书籍；很难下决定，是否拿走桌上的书籍；导架以及剔除之后书籍位置发生改变，指示与实际

位置不符。旧的书籍剔除之后空出的空间需要挪动一些书来填补等等。 

3.2. 数据分析 

课题组在高校图书馆和市图书馆共发放了 126 份问卷，并在线上收到了 83 份问卷回复。填写的用户

年龄分布在 16~51 岁，职业各异，数据客观普遍性高。详细的问卷分析如表 3 所示： 
 
Table 3. Interviews with library readers 
表 3. 数据分析 

调查问卷 记录分析 

您去图书馆的目的一般是什么(多选) 

 

您了解图书馆的编码系统吗？ 
 

您经常遇到检索信息提示有编码，有馆藏却找不到书的情况吗？ 
 

您觉得凭借编码寻找书籍费时费力吗？ 
 

您是否会经常遇到书没有被正确归位的情况？ 
 

 
在经过用户访谈和问卷调研分析后，课题组对图书馆的用户体验中的痛点进行总结，图书馆的编码

系统是图书馆借阅与管理系统体验差的关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操作一致性差，复杂的编码系

统难以理解，用户经常需要寻求帮助；系统不够直观，图表和表示复杂，检索困难；终端是配性差，编

码系统只有书架和 PC 端口，端口较少，增加用户操作复杂性；无用户反馈，用户可能会错误地解读编

码，没有反馈机制导致用户选择错误的书架[5]。 

4. 优化策略 

用户体验优化是图书馆借阅与管理系统设计中至关重要的一环。通过优化用户体验，可以提高用户

满意度，增加用户粘性，促进系统使用率，以及提高图书馆服务的质量和效率[6]。以下详细论述图书馆

借阅与管理系统中的用户体验优化方案： 

4.1. 界面设计优化 

界面简洁明了：系统界面应该简洁明了，避免过多冗余信息和复杂的操作流程。通过合理的信息组

织和布局，使用户能够快速找到所需功能；一致性设计：保持系统各个页面的一致性设计，如颜色、字

体和按钮样式等，使用户在不同页面间切换时感知更加流畅和自然；图标与标识：使用直观的图标和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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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提供可视化的反馈，让用户更直观地理解操作功能和结果。 

4.2. 响应式设计 

跨终端适配：考虑不同设备的使用，如 PC、手机和平板等，确保系统能够自适应不同屏幕尺寸和分

辨率，保持用户在各终端上的一致体验；触屏操作优化：对于支持触屏的设备，应优化触摸操作，提供

合适的按钮大小和间距，以及简化的手势操作，使用户在移动设备上也能流畅地操作系统。 

4.3. 用户反馈机制 

意见与建议收集：建立用户反馈渠道，鼓励用户主动提供意见和建议，以及对系统进行评价。可以

通过在线表单、调查问卷或邮件等方式进行反馈收集；及时响应和解决：确保用户反馈得到及时的回应，

并积极解决问题或改进系统。及时响应用户反馈，增强用户对图书馆关注和信任。 

4.4. 导航与搜索优化 

搜索功能改进：优化搜索算法和界面，提供智能化的搜索建议和结果排序，让用户快速找到所需资

源。优化导航结构：设计直观的导航结构，将主要功能和内容分类清晰地呈现，帮助用户快速浏览和导

航。 
通过以上用户体验优化方案，图书馆借阅与管理系统可以提供更直观、易用，帮助用户更方便地借

阅图书和获取其他图书馆服务，同时提高用户满意度和忠诚度，为图书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7]。 

4.5. 设计实践 

封面与定位：基于位置信息提供给读者附近的图书馆建议，读者确认过后接入图书馆后台信息；主

页面与基本搜索：主界面采用每日名家肖像与名言的方式，随机推荐一位名家，检索可以采取多种方式

进行，还配有二维码和书籍封面检索，方便读者借阅和取阅后归还；书籍详情与分享：搜索后可点击查

看书籍详情，确认是否为所需书籍。书籍详情页有书籍简介、作品简介和相关书籍推荐。书籍页面还可

分享到各大社交平台，与朋友分享你的收获。如图 1、图 2 所示[8]。 
 

 
Figure 1. Reader application architecture 
图 1. 读者端应用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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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Reader application architecture 
图 2. 读者端应用架构 

 

作家详情与最热书籍：主界面可以直接进入作家详情和最热书籍。作家详情中有当日推荐作家的生

平简介和相关作品推荐，最热书籍以不同的排列标准推荐该图书馆最受欢迎的书籍；AR 借阅导航：采用

AR 路径引导的方式，在条件允许的图书馆给读者提供最快速直观地借阅引导，最大程度提高借阅效率，

升级借阅体验。如图 3 所示。 
 

   
Figure 3. Reader side high fidelity 
图 3. 读者端高保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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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与登录页：基于图书馆和工号登录系统，初始的密码由系统分配；主界面与消息中心：主界面

背景基于每个图书馆的特色自动替换，消息中心会有图书馆工作通知和相关工作消息；上书：扫描书车

上的二维码获取书车书籍信息，后台自动规划最快的上书路线并实时 AR 导航。如图 4~6 所示。 
 

 
Figure 4. Application architecture of the administrator 
图 4. 管理员端应用架构 

 

 
Figure 5. Application architecture of the administrator 
图 5. 管理员端应用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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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6. Admin side hi-fi 
图 6. 管理员端高保真 

5. 结语 

「云肆」图书馆智能化解决方案，通过对读者、管理员和图书馆数据库三方的使用行为的再设计，

打破三方的信息壁垒，在提高读者借阅效率的同时也提高了管理员对图书馆进行管理的效率，加强了图

书馆系统信息代谢的速度和准确度，实现传统图书馆的智能化。「云肆」的终极愿景，是实现阅读的复

兴，实现真正的全民阅读，图书馆作为全民阅读一个重要的战场，是我们要走的第一步。我们希望能用

这样的方式，改善图书馆的用户体验，让更多人走近图书馆，让更多人走进阅读。 

注  释 

文中所有图片均为作者自绘或者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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