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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 高校图书馆特色资源建设研究——以广东海洋大学图书馆海洋

文化特色资源建设为例 

关键词: 高校图书馆；特色资源；海洋文化 

1 研究背景、目的及意义 

广东海洋大学坚持以“海洋和水产”为特色，加强引导海洋和水产

特色发展，取得海洋水产“特色扬校”的标志性成果。在学校发展和建

设过程中，海洋水产，尤其是珍珠的养殖、加工与应用研究取得了丰硕

的学术成果及重大科技大奖，研发出具有海洋文化特色的产品，对提升

社会经济发展，具有促进作用。 

高校图书馆具有文化传承创新作用，积极参与校园文化建设，参与

湛江地方特色文化和特色经济建设，是高校图书馆服务社会的重要职能。

高校图书馆参与海洋文化建设过程中，珍珠文化是海洋文化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重要内容。人类很早就开始认识到珍珠的价值，尤其是海水珍珠，

在东西方文化中随处可见。现代珍珠养殖技术的发展，可以更大范围的

服务大众，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海洋文化[1]和珍珠文化需求，提升民众的

文化修养和内涵气质。图书馆以学校海洋水产特色建设引导为契机，结

合海洋文化和珍珠研究优势及丰富的海洋水产馆藏资源优势，建设海洋

文化特色阅览室、学校范围的机构知识库、珍珠文化主题展厅多功能研

讨室和海洋数字文献信息资源共享平台等特色资源[2]。为读者提供研讨空

间的同时，也为读者展示海洋文化文献、珍珠文化发展历史、珍珠研究



成果、珍珠发育相关的视频及珍珠鉴赏等。读者可以充分了解海洋文化

和珍珠相关知识，增强文化自信。海洋文化建设作为特色文化传播的平

台，有助于学生了解学校的海洋特色文化[3]，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深化对

海洋文化及珍珠文化的认识，进一步理解海洋文化的社会贡献。 

2 研究内容及方法（思路、方法、具体内容） 

2.1 本课题研究思路 

广东海洋大学是一所以海洋与水产学科为特色，多学科协调发展的

综合性海洋大学，结合我校的办学特色，建设海洋文化特色资源，是图

书馆服务师生的重要职责。传统的纸质文献和数字化信息共享平台，是

文献资源建设的两个方面，同时入手建设，对于提升服务学科发展的水

平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本课题从纸质文献资源建设和数字化信

息化共享平台等方面入手建设。纸质文献建设为海洋特色文献阅览室和

珍珠文化主题展厅；数字化方面建设广东海洋大学海洋文献信息资源共

享平台和珍珠文化长廊及广东海洋大学机构知识库等内容，满足师生海

洋文化方面的资源需求。 

2.2 本课题采用的方法 

2.2.1 文献研究法  

充分利用电子和纸质文献、数据库文献和网络文献等渠道收集海洋

文化特色资源的相关资料，并通过阅读对其进行消化和吸收、分析和提

炼。 



2.2.2 比较研究法  

对不同类型的海洋文化资源进行比较研究，如海洋特色资源阅览

室、珍珠主题文化多功能厅、海洋数字文献信息资源共享平台、广东海

洋大学机构知识库等，分别进行研究，加大研究深度和广度，提升海洋

文化资源建设的多维度。 

2.2.3 案例研究法  

以其中某类海洋文化资源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包括实地考察法等方

法的运用，为海洋文化资源建设提供更深入的研究方法。 

2.3 本课题具体研究内容： 

2.3.1 整合馆藏海洋文化相关资源，服务湛江海洋文化建设和特色

经济建设，具体包括： 

a.建设海洋文化特色阅览室,海洋文献和海洋期刊合订本，及涉海

专家赠书收藏等； 

b.建设学校机构知识库&海洋文化特色文献,包括涉海专业教工的

文献成果； 

c.建设珍珠文化多功能研讨室，包括珍珠长廊电子瀑布流：珍珠文

献、珍珠人物、珍贵时光（珍珠研究人员工作照片）、媒体报道（珍珠

相关报道）、珍珠鉴赏、珍珠视频等内容组成，各专题在珍珠展厅显示

屏上可以切换。 

d.建设海洋数字文献信息资源共享平台,包含期刊论文，会议论文、

学位论文、专利、标准、报纸、图书专著、产品样本、科技报告等多种

中文资源文献类型。通过建设以上海洋文化相关资源，为民众和师生读



者提供海洋文化相关的文献资源，提升大家的海洋文化素养[4]。 

2.3.2 珍珠文化是海洋文化中最具特色的闪亮的明珠，对民众和师

生起着导向、凝聚、激励和约束的作用，有利于民众和师生树立大局意

识、责任意识和创新意识。校园文化对大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产生着

潜移默化的深远影响，而这种影响往往是任何课程所无法比拟的。健康、

向上、丰富的校园文化对学生的品性形成具有渗透性、持久性和选择性，

对于提高大学生的人文道德素养，拓宽同学们的视野。图书馆以海洋文

化建设为抓手，积极开展校园文化建设，服务湛江海洋文化建设和特色

经济建设，为民众和大学生海洋文化素养提升贡献力量。 

2.3.3 海洋文化数字资源可以为民众及师生提供多样化信息资源。

便捷的导航方式和个性化的信息服务是海洋文化服务大众的特色开发

方式，也是历史积淀和文化传承的场所。互联网技术不断发展，尤其是

“互联网+”发展，使得海洋文化的数字化逐渐成为今后发展的重要趋

势。海洋文化电子资源，可以将大量纸本资源通过数字化技术重组、建

设、展示，更大范围为公众提供海洋文化资源，真正实现海洋文化服务

均等化、学术研究文献系统化的要求。 

3 结论与建议 

3.1 结论 

目前已建成海洋文化特色阅览室、广东海洋大学机构知识库、珍珠

文化主题展厅和海洋数字文献信息资源共享平台等。图书馆作为文献资

源建设的主阵地，有义务也有能力发挥资源优势，为学校海洋特色办学



提供支撑。以现有海洋文化相关研究成果为依托，整合资源，向广大师

生提供便捷查询和阅览服务。 

3.2 建议 

海洋文化特色资源建设是一项需要长期坚持的工作，是广东海洋大

学图书馆的特色开发项目，已持续建设多年。从本课题涉及的多维视野

探索建设内容，整合挖掘海洋文化精神内涵和底蕴，促进海洋特色文化

的传承和创新，助力海洋文化产业的发展和成果转化，为学校海洋特色

办学提供材料支撑[5]。 

4 项目成果（发表的文章、开发的软件、取得的实践效果等） 

4.1 已建成海洋特色文献阅览室 

 

该特色阅览室收藏有一万余册海洋水产特色书籍，海大教工的著作

建成的“海大文库”，海洋水产期刊合订本、地方文献、生物图谱等特

色文献。 



4.2 广东海洋大学机构知识库 

 

该机构知识库已收集 5.5 万余条数据，收集海大加工发表的期刊论

文、专利、会议论文、学位论文、专著、内部文献、标准、报纸、科技

成果等。 

4.3 珍珠主题文化展厅 

 

珍珠文化主题座谈会 

 



 

副校长刘东超和校宣传部长欧卫军到珍珠主题展厅指导工作 

 

 

珍珠主题展厅举行读书大赛 

该珍珠文化主题展厅，已收集一千余册珍珠相关的书籍，并建成珍

珠文化长廊电子显示屏，内容包括珍珠人物、珍珠文献、珍珠相关的视

频、珍珠鉴赏等。该展厅为学生培养珍珠文化自信提供一定的保障。 



4.4 广东海洋大学海洋文献数字资源共享平台 

 

该平台收集海洋相关数据，包括海洋专利、海洋新书、学术动态、

数据库等内容，为海洋水产相关学科提供学科服务支撑。 

4.5 发表 2 篇相关研究论文： 

①高校图书馆特色文化建设研究——以广东海洋大学特色文化记忆

工程建设为例[J].文化产业,2023(06):111-113.  

 

②高校图书馆特色文化建设研究——以广东海洋大学图书馆珍珠

文化多功能厅建设研究为例[J].2024.（已录用，待刊发） 

 

https://webvpn.gdou.edu.cn/https/77726476706e69737468656265737421fef657956933665b774687a98c/knavi/journals/WHCC/detail?uniplatform=NZKPT
https://webvpn.gdou.edu.cn/https/77726476706e69737468656265737421fef657956933665b774687a98c/knavi/journals/WHCC/issues/Skeo7MzZydY5_jdZTbbsuLK4HmMEM6cDBdg8cyY5aB96WoervR_jZED4YQOptGdj?uniplatform=NZK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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