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高等教育教学模式及学生学习方式发生

重大变革，以建构主义为代表的现代协作式和探究式

学习理论在大学教学中盛行，原来以教师为主的传授

知识模式向以学生为主的创造知识模式转变。[1]面对

如此巨大的变革，大学图书馆必须重新审视和定位图

书馆在支持终身学习和学术研究中的角色，以全新的

理念和模式重新确定图书馆的功能和责任，以适应大

学教育发展需要[2]，变革与服务成为数字信息环境下

大学图书馆的发展趋势。“学习共享空间（Learning
Commons，简称 LC）”恰恰适应了大学教育体制改革

的需要，以信息共享空间为基础逐渐发展起来，它将

数字技术、现代化设备及各种信息资源相融合，提供

学习帮助服务和参考咨询服务，培育大学生自主学习

能力、信息检索能力、创造能力和实践技能等信息素

养，是一种新型的创新服务模式。

1 从信息共享空间到学习共享空间

信息共享空间（Information Commons，简称 IC）

起源于 1992 年美国爱荷华大学图书馆对大学生开

放的“信息拱廊（Information Arcade，简称 IA）”，并

逐渐在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的大学

图书馆发展起来，为大学生提供协作式学习环境以

及技术支持和信息服务，备受欢迎。2004 年，美国南

加利福尼亚大学的 Beagle 以信息共享空间为基础，

进行深入研究，提出了新的观点：信息共享空间建

设与服务需要学校其它相关服务部门共同参与，而

不能仅仅依靠图书馆，将这些机构的空间资源、信
息资源、技术资源、学习资源、设备资源以及人力资

源加以整合，通过机构之间的相互合作与协作，为

全校师生提供一个没有时空限制、以学习和学术研

究为主要目的的无缝空间环境。Beagle 把这个无缝

空间环境命名为学习共享空间[3]。学习共享空间强

调通过各种有效手段来促进学习协作，是一个更加

注重以学生为中心的协作与交互式学习环境，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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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充满活力并极具吸引力的、配备有丰富信息资源

及现代化设施的学习空间，它整合实体资源和虚拟

资源，以促进个人及小组学习和研究[4]。

2 学习共享空间的主要理论依据

支持学习共享空间的理论基础很多，卢志国和马

国栋两位学者认为：影响学习共享空间构建服务的理

论主要有现象图式学理论、知识构建理论和学科差异

理论[5]。笔者认为，前两者对学习共享空间的构建影响

更为直接，现象图式学将学习分为表层式学习和深层

式学习，表层式学习行为停留在记忆层面，是一种被

动的学习方式；而深层式学习是理解事物和构建新

知。学习共享空间正是构建了适合深层式学习的理想

环境，加强学生与学生、教师、图书馆馆员之间的互动

与交流，支持深层次学习行为。知识构建理论认为：学

习不能脱离它的社会背景，它是一个社会过程，是一

个把学习者融入到知识社区的过程[6]。学习共享空间

正是构建协作与交互式学习环境以支持学生协作学

习，现象图式学理论和知识构建理论为学习共享空间

的构建和运行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3 国外大学图书馆学习共享空间建设

学习共享空间在国外大学图书馆开展迅速。
1999 年为实现学校内部多个部门和机构之间的合

作，加拿大 Guelph 大学 Mclaughin 图书馆创建了学

习共享空间。主要集成了以下服务：信息技术服务、
学习服务、残障服务、研究帮助、信息素养提高服

务、小组学习支持服务和写作服务等，并在图书馆

的格局与功能方面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与革新。学

习共享空间一经使用，就得到大学生的热烈欢迎。
据统计，2004—2005 年间入馆大学生人数与馆藏利

用率均有 30%左右的增长；使用学习共享空间服务

的学生逐年增加，新生利用率达到 50%；学校内各

部门之间的协作服务水平也得到了较大幅度提高。
美国 Dartmouth 大学图书馆把写作中心、参考咨询

服务、信息技术支持等学习共享空间服务安排在同

一区域以方便大学生学习，并协作开展项目，培养

学生服务小组，为其他学生提供帮助[7]。加拿大皇后

大学 Staffer 图书馆的学习共享空间，提供学习策划

室、学生指导室、写作工作室、计算机指导室和残障

服务中心等不同形式的小组活动室。

4 构建我国大学图书馆学习共享空间

大学图书馆是为学校教学科研服务的信息中

心。目前，我国多数大学图书馆提供的服务主要有：

藏、借、阅、查、参一体的文献信息服务；电子阅览室

的网络数字资源服务以及学生教师自修服务。藏、
借、阅、查、参一体的文献信息服务满足学生和教师

的共性需求，缺乏个性化，因此缺少吸引力；电子阅

览室是为用户提供各种数字化资源的场所，然而普

遍存在上座率不高，实际用途与其主要职能相背离

等诸多问题[8]；自修室的功能单一，却占据了图书馆

大量空间，造成大学图书馆信息资源及建筑资源的

双重浪费。
国外大学图书馆学习共享空间符合现代大学

生学习模式需求，因而备受欢迎，成功案例值得国

内大学图书馆借鉴，并加以尝试。首先，就学习共享

空间的总体架构而言，学习共享空间与信息共享空

间一样由实体环境、虚拟环境和支持环境三大部分

组成，但其构成元素及其功能则更侧重于对协作学

习的支持[9]。学习共享空间构建必须以这三部分为

中心加以有效地配置，但要特别注重规划，实事求

是，如目前国内的大学图书馆电子阅览室普遍具备

一定规模，可在此基础上，增加设备、人力和各种数

字资源配置，形成个性化服务格局，向学习共享空

间服务模式靠拢；另外，借助图书馆文献借阅室文

献资源学科化分布的优势，建设专业学科学习室

等。其次，学习共享空间更强调对大学生学习过程

的全面支持，因此，构建学习共享空间首要的定位

是以大学生为主，老师可以和大学生一起进行小组

活动。学习共享空间构建要注重满足学生交互式学

习需要，帮助培养大学生学习技能，这也是大学生

学习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再次，由于构建学习共

享空间相对复杂，因此要特别注意其实体环境的构

建要布局合理、功能齐全和以人为本，这是学习共

享空间构建的基础；其虚拟协同环境的构建要具有

社区生态特征，这是学习共享构建的重要组成部

分；同时要将跨部门、跨学科协同的人力资源组织

和管理作为学习共享空间构建的关键[10]。

5 结束语

学习共享空间将图书馆的资源、服务及环境融

入大学生的学习，图书馆与校内其它部门合作，在

图书馆员及其他教师的帮助下，指导大学生利用学

术资源，为大学生提供学习指导、技术咨询等服务，

提高大学生信息素养，并引导大学生交流思想和分

享智慧，促进学习研究和知识创造。图书馆在学习

共享空间理念指导下变革，使其服（下转第 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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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19 页）务向整个校园拓展，构建学习共享

空间对大学图书馆的服务功能实现具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为图书馆的发展与服务创新提供了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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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贮存书库（密集书库）的建设

在教育部组织的本科院校教学工作评估中，对

高校图书馆实体文献数量有硬性指标。贮存书库的

建设，既可以满足教学评估的指标要求，也为旧书

处理和一些难以决断的旧书剔除消除了后顾之忧，

为文献复选工作提供了可行性，同时也承担了保存

具有潜在利用价值的馆藏文献的作用。
4.5 缺藏书目的形成

通过文献复选工作，形成缺藏书目，是复选工

作的重要目的之一。缺藏书目的形成可重点放在主

要学科文献的补充完整上，形成途径主要有三个：

（1）文献借阅使用频率高而复本不足的，进行复本

补充；（2）通过与 CALIS 联合书目数据库或国家图

书馆书目库、馆藏电子文献目录、核心期刊要目对

比，补充重点学科缺藏文献；（3）对丛书、多卷书、
连续出版物等进行查缺补漏。

5 文献复选工作注意的问题

5.1 思想问题

首先，是思想上是否重视的问题。要认识到馆

藏有序增长对于提高图书馆利用效率的重要性，将

图书馆工作的重心由“书本位”向“人本位”转移，

将馆藏结构与读者需求达成和谐一致，最大限度地

为读者提供优越、完善的信息服务。其次，复选工作

是一项慎重而严谨的工作，思想上不能有一蹴而就

的想法。再次，复选工作是一项繁琐而又不容易看

到成绩的工作，需要复选工作人员具有忘我的奉献

精神。
5.2 复本量问题

在文献复选过程中，要灵活把握复本的取舍，

切忌一刀切。例如“五本留三本，三本剔一本”，这

种一刀切的做法显然无视不同文献的不同使用价

值，也违反了上述复选原则。
5.3 日常性、长期性问题

目前很多图书馆实行五年一次或十年一次的

复选剔旧制度。笔者认为在信息爆炸的今天，这种

一次性的复选既不能及时补充馆藏，也容易因为工

作量太大而出现一刀切、匆忙行事、工作粗放等情

况，造成复选工作的失误和文献信息的评价失当。
要保证复选工作质量，只有将复选工作日常化、长
期化，将复选工作和正常的馆藏采购工作结合在一

起进行。
总之，馆藏复选工作是一项长期艰苦的工作，

需要对馆藏和读者需求、对文献的新陈代谢和复选

理论做深入研究，需要制度的保障和工作人员忘我

奉献的工作精神。只有将馆藏复选工作做好，使馆

藏质量在不断纯洁和完整的过程中逐步提高，才能

保证馆藏建设的可持续发展。馆藏复选工作是一项

重要的系统性工作，需要图书馆界对这一问题进行

深入的研究、探讨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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