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题目: 未来学习中心理念下高校图书馆空间建设实践研究

关键词:智慧空间 智慧图书馆 空间建设 未来学习中心

1 研究背景、目的及意义

数字化重塑着高等教育，对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未来的人才培养重点将

从学知识转变为强能力，更加注重如何改进和提升学生的学习能力。2021年，吴岩

提出建设“未来学习中心”，通过资源整合和空间再造，打造智慧学习空间，将图

书馆建成信息服务中心、学生学习中心和教学支持中心。朱永新认为构建未来学习

中心是社会发展与制度改革的必然选择，是人才培养的必然诉求，是实现创新的关

键举措。如何提供以学生学习发展为中心的优质学习体验是高校必须思考的课题。

未来学习中心是面对新的学校革命产生的新的学习组织，作为其建设主体之一，高

校图书馆在资源、服务和空间上有着先天优势，在不断思考面向未来的学习。2023

年，图工委、行业协会及图书馆等举办多场以未来学习中心为主题的论坛，2024年

4月，福建省高校图工委再次举办“走进未来学习——图书馆的现在与未来”为主

题的教育数字化与 AI时代图书馆发展论坛，图书馆界不断探索数字时代高校图书

馆在教育教学发展中的角色站位与服务路径。

随着“空间即服务”理念的不断深入，高校图书馆的发展落脚点逐步以空间建

设为基础，建设以人为本，注重用户“互动性”、“体验性”和“沉浸式”的智慧

空间是高校图书馆空间建设的目标。未来学习中心的建设，是高校图书馆智慧空间

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数字化转型时期高校图书馆面临的时代命题。因此，本文以

未来学习中心理念为指导，探讨在以学生学习发展为中心下，高校图书馆智慧空间

建设的方向与路径，以期为进一步构建未来学习中心的高校图书馆提供指导。

2 研究内容及方法（思路、方法、具体内容）

2.1 未来学习中心的相关研究与探索

自教育部提出关于建设未来学习中心以来，图书馆人积极探索如何从资源、空



间、服务上融入教育教学，为师生提供面向未来学习的服务。笔者以中国知网为检

索平台，将主题限定为“未来学习中心”，剔除不相关文献，最终结果为 36 篇。

根据主题进行梳理后得出，目前图书馆界在未来学习中心的探索研究集中于以下几

个方面。

（1）未来学习中心概念、要素、意义等理论探索

樊振佳等提出未来学习中心是一种在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支持下形成的智慧

交互空间、知识资源联动平台，是一种新型功能体。朱永新提出未来学习中心是汇

集各种教育资源和专业知识的学习平台，其核心结构要素是教育理念
[1]
。孙鹏等提

出未来学习中心建设的特征“画像”为：学生自我控制的学习模式、人机交互场景

模式、开放协同与跨域连接、学术创新与知识创造。黄如花从全球视角出发，调研

了全球范围内高校图书馆建设学习中心的现状，从命名方式、建设主体、团队架构、

空间规划、服务内容介绍了全球经验。

（2）未来学习中心的实践探索

杨峰等人从未来学习中心在智慧图书馆建设中的应用场景出发，介绍西安交通

大学图书馆空间、资源与学习场景的优化与变革，为学生提供自助学习和终身学习

的实践探索。张雪成等人从建设主体、学科资源、服务路径、队伍保障和空间再造

方面介绍了安徽大学图书馆未来学习中心的初期探索。赵兴胜等人从整体规划、新

空间观、新信息资源观、新服务观和新队伍观角度介绍了山东大学图书馆在未来学

习中心建设上的探索与实践。

从以上分析来看，目前高校图书馆对于未来学习中心的建设仍处于探索阶段，

更多的在于理论层面的讨论。明晰未来学习中心的建设主体、特征、要素等，为进

一步的实践建设提供指导。

2.2 未来学习中心理念下智慧空间内涵

空间建设是图书馆各项服务变革的基础，空间再造是未来学习中心建设的重要

路径。自高校图书馆建设未来学习中心的提出，关于建设未来学习中心的课题开展

起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图书馆的空间建设中不断产生新兴概念，例如信息共

享空间、学习空间和创客空间，其内涵发展也尽不相同。笔者以中国知网为例，将

主题限定为不同空间形态名称，将学科限定为“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得到近

十年不同主题下的发展趋势，如图 1所示。不难看出，关于信息共享空间的研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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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kns.cnki.net/kcms2/author/detail?v=Xhw-7KfLOFmSprCpODpHimMD95swFJXphpd0eC6FlttKNKMW83AXKrOxkrzX7IHZzB--n52KLfocSeqfvNKoyvWcaCAuqE2Vu5uIuJZSnCzl8U0JmpB9vhhmOW9nT4mp&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10 年前已达到“火热”状态；2013-2018 创客空间的研究热度持续上升，2018 年之

后逐渐降低；学习共享空间的研究处于比较稳定的发展状态；智慧图书馆空间的研

究一直处于不断上升状态。

图 1 不同空间形态的发展过程

通过研读文献，笔者试图从源起、特征、定义和空间构建分析不同空间形态，

进而分析未来学习中心理念下的智慧空间建设内涵，如表 1所示。从表 1可以看出，

未来学习中心理念下的智慧空间没有明确的定义和概念，但其内涵丰富。通过未来

学习中心倡议中提出的将图书馆建设成为信息服务中心、学生学习中心和教学支持

中心的目标和学者对未来学习中心特征、要素等的分析，笔者对未来学习中心的空

间建设内涵进行剖析。

表 1 不同空间形态分析

空间名

称
源起 特征 定义 空间构建 实践

信息共

享空间

1992 年,在美

国爱荷华大学

哈定图书馆建

立“信息拱廊”

无所不

在、适应

性、伸缩

性、群体

IC 是一种新的基

础设施,是围绕

综合的数字环境

而特别设计的组

实体空间

+虚拟空

间+工作

人员
[5]

美国得克

萨斯克里

斯汀大学



性 织和服务空间。

其涉及从印刷型

到数字型信息环

境组织的重新调

整,以及技术和

服务功能的整合

学习共

享空间

2004 年, 美国

南加州大学图

书馆在 IC(信

息共享空间)

的研究基础

上, 进行了拓

展和延伸, 提

出了 LC (学习

共享空间) 的

概念

系统性、

协作性、

知识性

学习共享空间的

目标既是帮助学

生管理信息，更

是帮助他们管理

学习，既强调计

算机、软件和多

媒体支持的获

取，更强调一系

列项目和服务在

学习任务中支持

学生

计算机工

作 室 + 综

合服务咨

询 台 + 协

作式学习

空 间 + 投

影 中 心 +

指导性技

术 中 心 +

电子教室

+ 写 作 辅

导 空 间 +

咖啡厅和

休闲区

加拿大皇

后大学图

书馆学习

共享空

间、美国

印第安纳

州普渡大

学图书馆

学习共享

空间

创客空

间

1981 年，德国

柏林创立全球

第一家创客空

间

有固定场

所、必备

的设备和

知识资

源、共同

兴趣的创

客

①环境层面:能

共享所有资源,

具备分享特质的

氛围。②精神层

面:并非资源和

空间本身,而是

一种协作、分享、

创造的人生理

公 共 区

域、设备、

创客

费耶特维

尔公共图

书馆创客

空间、维

斯特港公

共图书馆

创客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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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③功能层面:

促进技能学习和

人类知识创新

未来学

习中心

理念下

的智慧

空间

2021 年，时任

教育部高等教

育司司长吴岩

提出建设“未

来学习中心”

倡议

多元化、

个性化的

学习模

式；信息

化、数字

化的教学

手段；知

识与技能

并重；学

习环境开

放与融

合；实践

导向、产

学研联动

支撑学习方式变

革的新型基层学

习组织

物理空

间、虚拟

空间、虚

拟现实空

间、网络

空间

中国科学

技术大学

图书馆

（ 1）以学生学习为中心

以人为本是图书馆服务的核心理念，也是未来学习中心的核心，更是其空间建

设的根本遵循。未来学习中心鼓励团队式、协作式和主题式学习，是以学校的师生

为主要服务对象，从学生需求侧去改进、提升学生学习能力，师生是未来学习中心

的核心体验者，因此，其空间建设的内核也应以学生为中心，以满足学习场景需求

为目标导向，在空间建设上注重学科服务、教学体验和科研创新等功能，将图书馆

资源依托空间传递给学生，从而发挥资源与空间保障的功能。

（ 2）虚实结合

数字技术的发展让图书馆虚拟空间的地位不断提高。未来学习中心的定位是通

过文献资源整合和空间流程再造，构建智慧学习空间，这要求图书馆优化和改造实

体空间，建设沉浸式、体验式的虚拟空间，打造实体与虚拟结合的学习社环境，满

足学术交流空间、数字阅读空间、创新服务空间、人机交互空间等多元空间的灵活



切换。

（ 3）场景多元化

未来学习中心强调打造信息服务中心、学生学习中心和教学支持中心为一体的

智慧学习空间，这奠定了其不同于满足于用户信息交流和创新的信息共享空间和创

客空间。学习方式的场景化要求未来学习中心空间建设上满足于师生阅读、研讨、

交流、创新、培训、实验等多元需求，从服务时间上不间断，形式上不拘泥于开放

式研讨，场所不限制于图书馆内，提供符合多元学习场景的空间服务。

3 结论与建议

3.1 强化以学生学习为中心的理念

未来学习中心面向学生学习的全生命周期，包括课前准备、课堂学习、课后复

习、考试等，图书馆作为学习的第二课堂，空间上应保障学生线上线下的学习需求，

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学习热情，改变学习方式，提升学习效果。随着互动式、

交流式学习模式的推进，学生需要更多的半开放式和开放式交流互动空间，这要求

图书馆从学生需求侧角度规划空间布局和功能，以最大化的满足实体空间与虚拟空

间的多元化需求。例如物理空间要注重温湿度、色彩，阅览桌椅舒适度等；学习交

流空间满足单人自主式和多人协作式学习的空间，考虑面试、培训、实验、休闲等

多功能空间；空间内的学习设备也应配备完善，包括先进的硬件与跨系统、跨平台

等合作的学习系统等。除支持学生学习外，更重要的是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提升

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动手操作能力。同时，学生的参与和体验也将促使学生成为学习

内容的创造者和学习体系的建构者，从使用者到创造者的转变。

3.2 加强技术与空间的融合，注重交互式体验

未来学习中心理念下的图书馆空间不仅仅是线下学习场所，更是激发学习兴

趣、改变学习方式、培养终身学习能力的基地，满足泛在化、个性化和协作化的学

习场景需求。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应用为用户营造了创新体验的氛围，增强了用

户与空间的连接，提升了用户与服务的互动性和体验感。技术设备的引入也助力知

识创造和创新学习的教与学活动。新技术的不断更迭与应用固然会加深图书馆服务

的延伸性，但在使用过程中，要合理将技术融入至图书馆空间中，将单独的空间以



技术连接起来，把资源、服务、设备等与环境融为一体，达到多元素的互联互通，

实现空间的连续性与转化性，构建以学习为中心的泛在化、主题式的学习环境。同

时，还应注意用户的体验性。空间与技术的服务能在很大程度上提高用户的体验感，

未来学习中心模式下用户更注重预约、环境、技术、服务与学习等体验。沉浸式的

体验需要空间能深层次感知到用户的学习、交流、研讨等需求，数字孪生等技术带

来的虚拟空间可以使学生的学习和交流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通过虚拟环境提升

学生的体验感和互动性。

3.3 开放合作，加强空间协同联动

未来学习中心是以学生学习发展为核心理念的新型学习组织，是资源整合、空

间融合、技术加持等形成的综合体，需要多方力量共同承担。因此，要加强与学校

教务处、信息化中心、未来教育研究院等机构的合作，从学校整体层面进行顶层设

计，融合图书馆空间与学校的各单位、各类型空间，盘活学校各类型资源，联合制

定学习规划和建设方案，从师生角度明确其需求及所需的能力，通过共同参与学校

的课程建设、学科评价、素质教育和人才培养等，统筹协调，共同打造面向未来学

习教育的学习中心。同时，积极打造开放共享、智慧便捷的的学习平台。首先是加

大高校图书馆资源的整合与共享力度，完善数据治理体系，优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消除制约数据治理能力的体制机制壁垒，实现图书馆数据的流通与共享。其次，整

合图书馆与校内优质的数字学习资源，联通校内各项面向学生学习的服务，进而建

设适应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的数字学习平台。

3.4 加强素质教育，注重文化融入

面向未来的学习教育打破了传统的教学模式，更注重对素质教育、创新能力的提

升，未来学习中心理念下的智慧空间注重实体与虚拟结合、服务与技术结合的同时，

更应注重学生素质教育的拓展，提升学生的信息意识，培养其信息评价与利用能力。

图书馆在未来学习中心建设中的定位更偏向于提供资源与空间的第二教学机构，承担

着学校学生素质教育的重要任务，尤其是面向不同研究层次的学生的素养教育。因此，

在空间建设中，图书馆应更多嵌入教与学的过程场景，融入素质教育的内容，开展阅

读推广、信息素养培育、文化传承等活动，培育学生自主学习与创新的素养和能力。

面向未来学习教育，应将素质教育、传统文化和大学精神内化于图书馆空间建设中，

让学生无形之中感受文化的魅力。



4 项目成果（发表的文章、开发的软件、取得的实践效果等）

西农图书馆以新馆建设为契机，秉持“现代、开放、交流、共享”的理念，建

设现代化、智能化、多样化的学习空间，使其成为温馨静谧的阅读空间，学习交流

的共享空间，沉浸互动的智能空间。

4.1 从建筑设计，打造舒适的学习空间

图书馆是为学校提供教育动能的“心脏”，图书馆建筑不仅是人、物、空间的

组成，更是文化和理念的集聚中心。西农图书馆（以下简称：新馆）建筑呈立方体

形，包含两个中庭，阅览桌与书架位于中庭周边，给读者提供充足的自然采光和通

风。新馆秉持“现代、开放、简约、共享”的设计理念，采用大开间的“查、藏、

借、阅、研”一体化管理模式，主体从阅览室转变为空间，加强了人-资源-环境的

融合，为开放式和交叉式学习提供基础。由下至上分为辅助区、主服务区和次服务

区，主服务区以“动”为特点，次服务区以“静”为特点，形成“动”“静”结合的效果。

辅助区位于地下一层，设有密集书库和设备用房。主服务区为一至四层，一至三层

以公共服务与学术交流空间为主，一层设有咨询台、展览厅、学术报告厅、培训教

室。二层设有电子文献阅览区和以大台阶组成独特的稼轩书苑阅读空间。三层设有

不同规格的研讨间。三层和四层以普通文献借阅区为主，设有校友捐赠区和教科书

阅览区。五层为次服务区，设有特藏文献、古籍文献等专题阅览区。阅览桌在设计

上，注重人性化设计，考虑读者的便捷性、隐私与舒适，设计电源、遮羞板、挂钩

等，力求为读者提供更人性化的阅览服务。

4.2 从空间布局，营造多服务场景

图书馆秉持“空间即服务”的理念，借助信息技术，不断推动“读者-文献-环

境”的融合，注重读者的“人本性”、“体验性”和“互动性”，建设满足多元用

户个性化需求的数字媒体空间、学术研讨空间、休闲阅览空间和自助服务空间等，

通过场景化服务促进空间服务的转型发展。一是建设数字媒体空间。提供互动课堂

系统、音视频编辑系统，为我校师生教学科研提供音视频资料的录制、编辑等服务。

二是建设学术研讨空间。为师生提供独立学习区、小组研学区和讲座报告区。学术

研讨交流区建设标准等同于智慧教室，具备多媒体展示，提供实时语音转写、字幕

上屏、和会议记录等功能。同时兼顾特色学科的特色研究，为人文学院古农学研究

提供与古籍研究相适配的研学环境。三是建设休闲阅览空间。从“人本位”出发，



结合用户的人性化需求，建设一批有特色的休闲阅览空间，让师生在放松的环境下

阅览；四是文化艺术空间，不定期展示本校师生的艺术作品、校庆的书画作品等，

举办各种展览活动，让师生在学习的同时陶冶身心，感受文化艺术的熏陶。四是设

立自助服务空间，为师生免费提供自助打印、自助消毒、自助借还等服务，同时设

有朗读空间，满足读者朗读背书的需求。

4.3 借助智能技术，打造虚实融合空间

智能技术的加持为高校图书馆的虚拟空间建设提供了无限可能。虚拟空间可以

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让用户无时无刻，无处不在的感受图书馆的服务。一是全

天候的文献获取。图书馆改变以资源揭示为主的传统服务模式，建设以用户需求为

导向，互联网思维下的智慧化资源服务体系，为读者提供一站式的信息资源门户。

通过资源整合，提供一站式统一检索，联通纸质资源与电子资源、电子资源与电子

资源，为读者提供 7x24x365 的全时文献获取服务。同时，利用数据技术聚合校内

外各类学术资源，包括精品课程、音视频讲座资源、教学参考资源等开放资源，实

现知识从点-线-面到知识空间的延伸。二是虚拟借还服务。辅助自助借还书机线下

借还书，采用手机扫码借书，简化借还书流程，加强读者之间的连接性，拉进彼此

间的距离。三是虚拟咨询。基于虚拟现实技术、图像识别技术、人机交互技术等，

引入虚拟馆员，模拟馆员声音和形象，通过语音交互为读者提供讲解、引导与问答

服务，帮助师生更好的理解元宇宙图书馆的各项功能和场景，增强读者体验，提升

读者的参与感与体验感。

4.4 以服务教学为目标，构建多学习场景

西农图书馆积极思考面向学生未来学习的服务，主动与学校单位沟通协调，充

分调研师生需求，提供满足学生个性化学习的服务。一是主动服务于学校学科建设，

将本校校本资源进行数据获取、清晰、挖掘、统计分析与可视化展示，划分成果、

学科、作者贡献度、成果类型等维度，结合对标高校相关数据开展全景对比分析，

为学校“双一流”建设提供数据决策支撑。二是与教务处合作，对接教学教务系统，

构建涵盖全校课程的电子教材教参平台，整合馆藏资源、教学课程资源与互联网资

源，实现文献资源与专业课程教学的互联互通和数据交换，为教学智能推送文献资

源。三是与院系合作，针对学校特色学科，充分了解院系需求，试点建设学科分馆，

实时更新学科动态和学术成果，智能推荐核心期刊、优秀图书和优秀机构，主动推



送学科资源和研究热点，满足不同学科群体对学科服务及时性、精准性与专业化的

需求。

未来学习中心是一种新型学习组织，其空间建设是否是智慧图书馆空间建设的

升级或改造，学界仍在探索阶段。以上实践是在建设智慧图书馆过程中智慧空间的

构建基础，也是未来学习中心的空间建设雏形。对于面向未来学习的图书馆空间建

设标准及体系还有待进一步的探索和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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