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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全球科技化的进程中，云时代来临，大数据技术的普及催生了各行业“智慧”的理念，各类图书馆也

紧跟着时代的潮流对“智慧图书馆”进行了广泛的应用实践。鉴此，传统的图书馆模式已经不能满足于

时代的需求，人们需要探寻一种新的思路、新的方法来更有效地获取信息。目前对于智慧图书馆的探索

和其概念界定随着科技的进步与成熟，智慧图书馆所依托的是先进的信息技术、网络科技，使读者能够

享受到智慧服务一体化的一个新型平台空间，智慧管理、智慧服务、网络科技和先进信息技术都是其智

慧图书馆的基本构成要素。目前我国的智慧图书馆还有很多的不足之处，很大一部分会受到信息技术的

限制。随着当今社会的不断发展，网络科技时代的全面普及，毫无疑问地会成为时代主流，必然对当下

网络科技图书馆的建设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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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glob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ith the advent of cloud era, the popularization of 
big data technology gave birth to the idea of “wisdom” in various industries, and various libraries 
followed the trend of the times to apply “wisdom library” extensively. In view of this, the tradi-
tional library model can no longer meet the needs of the times, and people need to explore a new 
way of thinking and methods to obtain information more effectively. At present, with the pro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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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matur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smart library relies on advanced information tech-
nology and network technology, which enables readers to enjoy a new platform space integrating 
smart services. Smart management, smart services, network technology and advance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re the basic elements of its smart library. At present, China’s smart library still has 
many shortcomings, and most of them will be limited b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With the conti-
nuous development of today’s society and the comprehensive popularization of network technology, 
there is no doubt that it will become the mainstream of the times, and will inevitably play a crucial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network technology libr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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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分析来源 

图书馆作为高校校园内最重要的获取信息资源的重要部分，代表的是校园内的知识中心，随着网络

科学技术等新技术的进步，图书馆的内部空间功能需求也应该发生转变。传统单一模式的图书馆已经不

能满足于现代高校图书馆的知识需求了，图书馆从单一的模式转变为多样化的空间模式，开放型的多样

化功能空间，现代高校图书馆是校园内的知识储备和交流中心的场所，为广大师生提供多元化功能的场

所。现代图书馆的开放性要求使得开放空间成为图书馆的重要组成空间，公共空间为读者提供了交流、

展示、思考的场所，增加了图书馆的开放度和趣味性。 

1.2. 研究背景 

在高校图书馆的场所之中，最重要的就是公共功能空间，它是连接图书馆和读者之间的一个重要桥

梁，也是读者在图书馆中的重要活动空间。随着网络科技的进步，信息技术的不断提升，广大师生往往

不再只局限于纸质藏书的需求，更多地需要的是互联网资源、信息媒介、电子数据。时代的飞速发展决

定了图书馆的功能形式也需要改变，需要多元化的选择方式。传统高校图书馆的功能空间的形式已经不

能满足于广大师生的精神需求和当下社会日益发展的趋势，5G 时代的到来象征着有更多技术的支持来改

变这一传统图书馆单一、不够便捷方便的公共功能空间。 
在时代的背景之下，网络科技和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智慧校园”“智慧图书馆”如雨后春笋

一般涌入社会之中，智慧化不再是一种只存在于我们脑海中的概念，有越来越多的图书馆正在朝着智慧

化这一方面发展，将网络科技技术运用在图书馆的内部空间功能的场景建设之中，现在我国对于图书馆

的智慧化功能空间建设还只是处于发展之中，还需要更加深入地了解。 

1.3.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1、研究的目的 
高校图书馆公共空间是指在校园生活学习、师生交流，学生自主科研学习交流的场所空间，是在高

校图书馆方便广大师生沟通交流的一种活动空间。它与校园活动、校园生活、校园文化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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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国内对于高校图书馆的建筑外形设计上非常的丰富，而并没有过多注重图书馆内部空间的结构，

忽略了内部空间的使用结构及使用率，忽略了人们使用下的心理感受，进而发展成为没有感情的冰冷建

筑。目前很多设计都只针对公共功能活动空间的具体形式，很少关注公共功能空间和校园文化内涵的融

合。对于高校图书馆公共空间的研究，能够改善学生的学习氛围、科研学习自主率，使之能够更适应当

下时代以人为本的校园环境氛围的发展要求。 
通过相关文献资料和国内外高校图书馆案例的分析研究，探讨现代高校图书馆的空间功能多元化设

计，总结一些适合我国高校图书馆的空间布局结构的形式、改造设计方法等，为相关未来高校图书馆的

空间结构改造提供参考，同时结合任务书的解读，和建筑与场地的分析，优化泉州信息工程学院图书馆

公共空间设计方案，希望能够设计一个以人为本的泉州信息工程学院图书馆，进而结合开放的，智慧的，

绿色的创意内容而结合实际的设计。同时结合泉州信息工程学院的实际情况并结合设计过程，对高校图

书馆公共空间的设计过程进行研究和分析。 
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目前处于一个上升阶段，高校图书馆是作为学校的标志，它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

高校图书馆公共空间为广大师生在图书馆内提供科研和交流的场所，在高校里面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 
2、研究的意义 
随着国家的不断发展，高等学校的校园建设也在随着时代的脚步不断前进，高校对校园内的环境规

划建设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虽然通过对学校校园环境进行了适当的提升和改建，但是，随之而来带

来的问题是建筑速度的提高导致了建筑设计周期过短，图书馆内部空间结构不够完善，部分空间功能使

用率不够高而造成的资源浪费。图书馆在设计之时除了考虑到了最基本的藏书和阅读的功能之外，而忽

略了一个极为重要的空间；公共空间，由于公共空间的缺失，使得图书馆的活动空间使用率不足，高校

图书馆应该怎样适应新的环境下公共功能活动空间的需求，并能充分地提高其利用率，是高校图书馆现

在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面对高校图书馆外形设计多样化、建筑空间规模不断扩大的情况下，应该合理的应用图书馆的公共

空间，提高图书馆的使用率，增加学生在图书馆的驻留时间，丰富图书馆的功能空间，使其成为获取知

识、交流信息、学术研究、休闲娱乐集合一体的综合性空间。高校图书馆公共空间的更新设计就显得尤

为重要。本文通过研究分析网络科技信息技术与高校图书馆公共空间相结合的应用场景，分析在网络科

技化领域下高校图书馆的公共空间所能达到的领域程度。 

1.4. 研究现状 

本文讨论的范围为高校内的图书馆公共空间使用情况，所关注的是数字化时代高校图书馆的公共空

间问题。 
图书馆从古至今都是人们用来进行信息储藏的场所，从传统图书馆到现代图书馆，图书馆的功能发

生了很大的变化。信息化的发展为未来图书馆的空间功能建设提出变革要求。 
高校图书馆是校园内最核心的区域，其主要特殊性体现在所处的环境之中，它处于校园环境之中，

所依附的对象为大学校园之中，为学生和教师的学习、教学和科研教学工作服务。 
本文所指的图书馆公共空间，也属于学生在公共区域可使用的活动空间，打破了传统图书馆只有单

一模式的阅览室的概念，更加多元化的方式衍生了新的公共空间，公共功能空间为图书馆带来了大量的

可共享的各种平台，并且可以在其中体现出多元化的功能需求。在新型的图书馆公共空间的设计之中，

存在着大量的公共空间。如；入口大厅、走廊、电梯通道、室内一角，都有可能成为其交谈学习发生的

场所。意指除了储存纸本信息资源或数字媒体资源之外的室内空间。其表现模式有着多元化的设计。它

没有明确的边缘界定，没有明确的范围，公共功能空间就是跳脱束缚的范围之中，跳出其中的限制，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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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无限延伸在图书馆室内外的空间之中。 
公共功能空间这一概念意指将人们从固有的阅览空间，自习室的概念之中解放出来，公共功能空间

是放松之时的绝对定义，倡导人们在图书馆室内进行无边界的交流学习，激发人们的各方面的探知需求。 

2. 国内外高校图书馆发展概况 

图书馆的社会功能在人类历史中一直是作为储藏知识的一个场所，也是文化发展的重要历史。 
人们在原始时代就懂得利用知识的纪录方法，内个时候没有文字进行记载，只是用最简单的图画进

行雕刻记录，向我们展示了当时人类世界生活的场景模式。 
后来人类发明了文字，纪录这些信息的载体也应运而生，使得人类知识得到更好的保存，使得逝去

的时光得以进行保存[1]。20 世纪是的人类社会发展最快的一个阶段，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不再局限于书

本之中，随着各种媒介载体的发明，人们现在可以通过新的途径获取自己想要的信息。 
信息技术的发展，随之而来的是图书馆空间功能的转变，国内传统的图书馆主要还是以纸质媒介的

储藏方式，功能模式相对较为单一。而今国内图书馆的形式已经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不仅能够保存传统

的纸质媒介，也保存着电影、音乐、艺术作品。有传统的电子阅览室，还有着学术交流中心、多功能厅、

社会活动、咖啡厅等，现在人们不仅能在图书馆阅览群书，也可以欣赏艺术品，休闲娱乐，学术交流等。

图书馆不仅可以成为知识文化的交流中心，也可以成为信息媒介的传播交流中心，使得图书馆更具有时

代特征。 

2.1. 国内高校图书馆的发展趋势 

古代图书馆、近代图书馆和现代图书馆是我国图书馆的一个发展历程[2]。在古代时期成立的学子学

习最高学府叫国子监，是国家最重要的教育部门。古代最重要的教育机构是书院，书院就如同现在的高

校，学习教学功能也近乎相似。 
我国历史上的近代图书馆是出现在鸦片战争之后。是从古代图书馆走向现代图书馆的一个台阶。20

世纪中期，国内才真正开始按照西方国家建造近代图书馆，建造外形和设计模式都仿照着西方图书馆进

行设计和建造，有许多的图书馆都成为了第一批近代图书馆的代表，如：清华堂图书馆、东南大学孟芳

图书馆、北京图书馆。 
90 年代末，这一时期的高等教育发展迅速，国内一流的高等院校需要建设能够满足广大师生对教育

科研等功能需求的图书馆，并配置现代的科技技术。因此对高校图书馆的建设也越来越重视。图书馆不

光仅仅只是满足广大师生的教育职责，还要为社会提供有价值的信息资源。同时，越来越多的青年学子

有意识地体会到知识的获取途径不仅仅是在单一的课堂上，通过教师的传授和图书的阅读过程，相互之

间的沟通交流也是提升自己进行知识获取的一个手段和方式。因此，高校图书馆空间功能职责，更是要

能够起到一定的教育意义，为培养国家栋梁和科研学子做出贡献。 

2.2. 国内高校图书馆的发展现状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发生了改变，可以通过不同的媒介方式，就可以快速的

获取所需要的资源信息。在阅读模式上就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纸质图书对学生的吸引力呈现下降的趋势

[3]。这种状况已经显示出目前高校图书馆的功能形式已经不能满足于当代学生的精神需求，已经落后于

社会的发展在国内高校图书馆之内，多数图书馆目前的阶段在于只能提供学生们概括性的学习资料，不

能满足广大师生更深层次的学术研讨需求。这也是未来高校图书馆变革的发展机遇，学生可以通过互联

网进行获取相关学术资源信息，未来以互联网技术和大数据技术为基础的网络科技化图书馆将成为新的

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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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国外高校图书馆的发展概况 

图书馆作为人类文明的标志，是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发展出来文化产物。文艺复兴时期建造了多

种类型的图书馆，高校图书馆也就应运而生，此时的图书馆由于纸质媒介的书籍不多，在布局模式上略

显单一。 

2.4. 国外高校图书馆发展趋势 

高校图书馆发展历史相对于长一些，并有设立专门的研究型图书馆组织进行专门的学术研究，国外

很多知名大学都有参与到其中的学术研究之中。进入 20 世纪，美国的高校图书馆发展较为迅速，是首个

提出研究型高校图书馆概念的国家，他为研究和学术探讨提供可采用的信息资源，并且按照约定会定期

举行一系列的学术研究、图书出版等。对推动高校图书馆发展和未来图书馆的方向带来了可探讨性。 

2.5. 国外高校图书馆发展现状 

国外对高校图书馆现状发展特征主要体现在功能的配置灵活、信息化的资源获取、多元化的学习空

间等。 
对于国外的很多高校，图书馆的内部功能结构有一定程度上会随着办学质量的提高而提升图书馆的

空间功能[4]。使图书馆成为校园内的资源信息中心、学习研讨中心，高校的文化氛围的推进也会影响着

图书馆的学风建设。在功能配置上会更加灵活化，新形式的图书馆功能更加倾向于小组讨论交流的学习

模式，改变了国外传统图书馆只有阅览空间的不足，增加了多人学习、学生作品展览等不同空间功能的

区域。让学生上网查阅、信息索取等区域，功能板块灵活，可以满足未来图书馆进行一些其他功能的探

索发掘。 

2.6. 高校图书馆的发展趋势 

未来高校图书馆的发展趋势，将是以创新协助开放为主体，现代图书馆的开放性要求使得开放空间

成为图书馆的重要组成空间，公共空间为读者提供了读、息、展示、交流、思考的场所，增加了图书馆

的开放程度和趣味性，在未来也应该能够适应高校图书馆的发展需求。 
1、促进知识共享的开放空间  
目前国内的高校图书馆空间功能设置更多偏向于学生独立的空间学习研究，以团体空间为交流学习

的活动较少。相对于国外的图书馆空间功能设计会更加倾向于团队之间的交流学习，强调团队之间的协

作学习，能够激发思维火花的碰撞，进行一场头脑风暴并发现新的创新活动。 
国内图书馆开放空间应该更具有空间配置灵活度，注重学生之间的相互交流学习和互动，区别于传

统高校图书馆中过于空旷的空间，在室内功能空间设计上应该更倾向于具有交流研讨的知识共享的开放

空间[5]，可以承载一个集学习、互动、读、息、研讨的图书馆空间的创新场所。 
国外的学习大多是以自主的知识学习研讨、交流合作为展开的学习研究。图书馆相对于国内在空间

布置上会更加偏向于交流型空间，提供一个知识共享性的学习空间。 
2、创造学生的自主学习情境 
在图书馆之中，学生的学习模式也受到图书馆环境因素的影响，传统的图书馆的学习模式的以个人

安静的自习为主要目的，以自己为中心并不会产生交流行为的单一封闭模式学习。现在图书馆的创新学

习模式更多的是以多人以上的小组为组合，进行的学习研究、知识获取。所以，传统图书馆的学习模式

并不能够很好的应对未来研究型空间学习的灵活程度，需要在两种模式之间设立一个过度的非正式学习

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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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教育的发展揭示了传统学习模式交流互动的缺乏[6]。需要更加强调学生和知识之间的交流互动，

逐渐地将之前传统模式中以老师为中心的模式转变成以学生为中心。创造以学生为主体的自主学习情境，

强调集体化、团队化的研究模式和学生形式，重视课堂之外对学生能力、知识、自主的培养作用。 
3、构建创新科研的信息平台 
现如今的高校图书馆更加注重师生之间的学习交流和交往，这要求图书馆以个人知识形成并为共享

交流基础前提，将传统的高校图书馆中空泛的大功能空间，设置具有交流特征的公共交流学习空间，提

供一个可以创新学习、知识交流特征的非正式学习空间，承载创新学习、知识共享的图书馆建筑空间构

造[7]，为图书馆知识信息传播做一个有效的实体支撑。 
形成一个创新科研活动平台的网络构架是学习交流空间和非正式的学习交流空间场所的结构支撑，

是开放交流行为和个人学习研究的场所，为高校图书馆构建产生创新的知识科研的场所提供坚实的信息

平台。 

3. 高校图书馆公共空间论述 

从建筑空间功能上分：是指除了阅览空间、藏书空间、办公空间、交通空间等最基本的功能空间以

外的供广大师生使用和提供方便的空间，如：资源共享大厅、展览厅、音乐茶室吧、咖啡厅、室外庭院、

研讨会议室、大学生活动中心。 
公共空间是提升高校图书馆学习氛围、文化氛围、校园氛围、交流研讨的必不可少的空间。本文中

所涉及的图书馆公共空间主要是只广大师生提供的交流研讨、休闲娱乐、信息检索的空间，这种空间存

在不确定性，并没有具体的专属特性。 

3.1. 公共活动空间的界定 

在图书馆之内，公共空间是在图书馆内可以活动交流的一个空间形式，意指由建筑实体围合而形成

的空间，如附带阅览功能的公共功能活动空间有门厅、过道、走廊、楼梯等，附带服务功能的公共功能

活动空间有信息检索区、查询区、咨询区等。附带有活动形式的公共功能活动空间有多媒体厅、学习交

流中心、咖啡厅、智慧书吧、餐厅、商店等。 

3.2. 公共活动空间的特性 

1、非正式性 
在图书馆内人们的阅读方式，往往都是自由的形式，每个人之间有着不同的习性有着不同特点，所

产生的行为特点也大不相同。人们往往会觉得单一的阅读模式会有一定的束缚，在公共功能空间这一区

域往往会更加的自然而然的应发深思，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地方阅览书籍，享受不被束缚的一个氛围[8]。
可以站着、躺着、坐着，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模式。人们可以在咖啡馆、角落庭院等地方释放自由的空间、

可以进行交流、学习、娱乐，相对于传统型的阅览空间，这一非正式的学习模式往往会使人觉得更亲切、

更舒适。 
2、开放性 
回看图书馆的发展历程，开放性的发展越来越吸引学生们进入图书馆内部[9]，所以提高图书馆的内

部空间使用效率是一大要求。信息时代的来临，信息技术的提高更加体现了开放式图书馆的重要性，以

开放的姿态来吸引更多的人群进入图书馆，搭建一条资源更广泛的学习和交流的平台。 
3、复合性 
复合性所强调的是空间在同一时段对不同功能的包容性，利用这种包容性来激发更多活动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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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当单一的阅览区域与开放性空间结合之时，可以同时具有交流、闲谈、休息等功能；当与其他公共

活动空间结合之时，可以具有商业、交流等功能；当与室外空间结合之时，可以具有放松、闲聊、生态

景观等功能。这种复合的特性使得图书馆空间的使用率及吸引率显著上升[11]。学生停留在图书馆的时间

也会相对增加，对其他空间功能的作用也有着融合促进的作用。 
4、灵活性 
公共功能空间的作用，相较于传统的图书馆的阅览空间，往往具有更大的灵活性[12]。空间具有多元

化的特性，能够根据人们的心理需求来进行不同的变化组合，灵活性较强，也可以根据时代的信息化发

生改变，实现空间的高效利用。 

4. 结论 

在时代的飞速发展之下，网络科技环境下的图书馆能够为学生提供更加多样化的阅读形式，打破传

统图书馆的阅读界限，数字化的技术与媒介带来了更多元化的数字信息知识储备势[13]。学生们可以根据

自身不同的需求进行模式选择。更多的是，网络科技图书馆能够给学生带来数字化的智能体验，超越面

对面的交流模式，带来更深层次的体验。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我国高校的传统图书馆，远远不能满足于

现今高校图书馆的信息化发展需求，因此，更好对高校图书馆空间的升级改造是摆在目前的一道新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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