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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恒的主题：
为人才培养服务



服务对象不同

高校图书馆
VS

公共图书馆

目标不同

功能不同

资源类型和分布不同

高校图书馆

本质特征

并非独立存在

高等学校的一部分

为人才培养服务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

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人才培养

两个“大计”

• 国之大计

• 党之大计

教育重任

• 新领域新赛道杰出创新人才

• 新动能新优势杰出创新人才

科技、教育、人才目标

• 新领域新赛道

• 新动能新优势



培养学生具有超出一般人的能力，其未来取得的成就才能超出一般的人

“近代物理学之父”牛顿，仅牛顿一人入选

0级

“物理巨匠”爱因斯坦等

0.5级

波尔、海森堡、狄拉克、薛定谔、玻色、维格纳等

1级

朗道等，朗道先是把自己排在2.5级，后来又变为2级，晚年升为1.5级

2.5级

几乎囊括了所有世界知名的物理学家

3-5级

人才分级

朗道对物理学家的划分

能指导和带领其他人

一同完成更有影响力的工作

能独立解决问题，完成工程工作

能独立设计和实现

产品并且在市场上获得成功

能设计和实现

别人不能做出的产品

开创一个产
业

3级

2级

1级

5级

4级



一级：能够开创一个产业，或者奠定一个学科

的基础

二级：能够提出重要的计算机理论和实践中的

新问题

三级：能够解决前人未解决的问题，并且能独

立设计和实现产品，在市场上获得成功 

人才分级

四级：能够用已知的最优方法解决问题，并指导和

带领其他人一同完成更有影响力的工作

五级：能够独立解决问题，完成工程工作

六级：能够在他人指导下完成计算机工程师的工作

七级：本科毕业自水平不错的大学的计算机专业，

但没有参加过六个月及以上实习的学生

——吴军《计算之魂》



分级培养人才

1 43 52

Google 、 微 软 和

Facebook里面一半

左右的工程师属于第

五级

高德纳是真正的一级，

奠定了计算机算法的

基础

1级 1.5级

杰夫·迪安、桑杰·戈马

瓦 特 、辛 格和 安 东

尼·拉万道斯基

知名IT企业中的总工程师

或者总架构师，微软在

Google或者微软这种水平

的专家比较多

3级 4级

公司里技术专家、技术大拿

5级

怎么能陪养出1、2、3级的人才

开辟新领域、新赛道



一门选修课能否培养专业能力

• CMU 的著名 神课 15-410

(Operating System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要死人且登峰造极死人的课

被称为transformative的课

• 主课一般每周上两次，一次两

节，和国内本科的课程类似

• 项目和作业特别多，很可能几

门课作业或者项目加在一起，

吃掉学生所有的课余时间

• 课程少，只有7门

• 未单独开设程序设计语言课程

• 大一年级学生用的系统转向Unix

• 核心课程是多门传统课程知识的

融合符合认知理论-建构式学习

• 建构学科的基本结构

必修课

选修课

选修1门课程

外加2门SCS选修课

CMU 计算机科学专业课程

• 构建了知识体系，在知识、能

力、素质三个维度

• 强化能力素质，依赖迁移能力

• 理论与实践相互促进

能力导向，教知识、更提升

能力和素质

课程特点



核心思想：学习的目标是迁移

学校里的学习创造了一种可以迁移到以后不论在校内或

离校后所遇到的活动上去的技能。通过非特殊迁移，也

就是原理和态度的迁移，使日后工作更为有效

技术、原理和态度迁移

学到的观念越是基本，几乎归结为定义，对新问题的实

用性就越宽广

所学越基本越容易迁移

如果你理解知识的结构，只要通过对某些深奥原理的掌握，

便有可能推断出所要知道的个别事物，借此能获悉许多事

物的情况，纵然头脑里记住的事物数量并不多

结构是连接知识与教材的载体

学到的概念，越是基本、普遍，对新知识或新问题的适用

性就越宽广

结构课程论：学科基本结构



爱因斯坦：教育就是忘记了在学校所学的一切之后剩下的东西

艾宾浩斯遗忘曲线

教育是什么

剩下的内容越多，说明教育越有效果

知识长期不用会忘记，能力可以沉淀下来，

知识是培养能力的载体

灌输想法很容易忘记，教育的熏陶可以长

久沉淀下来，沉淀下来的是能力和素质



强化能力和素质培养

• 抽象概括总结能力：理论与实践的互促互进

• 新理论新技术的出现，不仅要知道发现者当时是怎么想的，更重

要的是要知道他为什么这样想

• 发现知识的过程在课堂上是否被恰当的场景重现，发现新知识的

人具备了哪些先验能力

• 计算思维和人类思维到底有何不同

• 抽象代数在计算机中的应用

• 很多教学方法是对学生思维的训练：启发式学习、研讨式学习、

发现式学习、沉浸式学习、探究式学习

最终要归纳、总结、抽象、类比，学到的东西要能迁移

✓ 学什么、怎么学、教什么、怎么教

✓ 从以学科为中心向以知识和能力为中心转化

方法学2计算思维

1

抽象总结归纳迁移能力

4

批判性思维

3 系统能力



图书馆遇到的挑战

✓ 优势：丰富的知识资源

✓ 问题

• 知识如何组织、是否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学习技术，

是否能达到学习目标；

• 教师要扮演什么角色，图书馆为教师能够提供什么；

• 图书馆能否成为一个学习共同体，师生、生生相互启发，

启智润心

• 各种学习方法，在图书馆中如何实现，包括启发式学习、

研讨式学习、发现式学习、沉浸式学习、探究式学习

• 图书馆的空间受限，如何提升空间了利用率



、、不竭的动力：
新技术推动变革



计算机领域：通过计算机技术创造需求

Text here Text here需求创造需求

技术和需求

工程

技术

科学 科学进步

技术进步

工程进步

高等教育发展

高等教育改革

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

5G+、物联网、区块链、数字

孪生、人工智能、VR、AR、

MR、XR等



未来

自动化
智能化

动力机器生产

手工劳动

信息文明

电气文明

机器文明

实现人类文明进步

20世纪70年代

借助电子和自

动化技术实现

信息化

现在借助互联网

和无线通信构建

网络-物理-系统，

迈向智能化

20世纪借助电能

和流水线进行大

批量生产，实现

电气化
第一次工业革命

18世纪末 借助蒸

汽动力实现.生产

装备机械化

第二次工业革命

第三次工业革命

第四次工业革命

推动工程科技创新
新技术推动进步



烽火台

信号塔

电报

信息化的发展

烽火台

法国的信号塔

电报

电话

有线网络

无线网络

物联网

计算无处不在

新技术推动进步



信息化推动高校的教学改革

学习中心智慧教室

智慧、智能、 本地、远程投影仪、ppt

投影幻灯片

幻灯机、一张一张胶片 个性化、精准化、智能化学习支持

2003

国家级精品课程建设

2011 2018 2020

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程 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过程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

国家一流课程



教育部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

2022年1月，教育部启动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旨在

加快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教育强国。

2022年3月，教育部建立了国家智慧教育平台，开始应用

试点工作。

2023年6月，教育部在武汉召开“2023年全国

教育数字化现场推进会议”。

怀进鹏部长强调，要大力推进国家教育数字化

战略行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不断改进和完

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赋能学生学习、教师教

学、学校治理、教育创新和国际交流。



世界高等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倡议

世界慕课与在线教育联盟倡议：各国政府、各国际组织、

高校等共同推进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共同创造世界高

等教育数字化美好未来。

构建数字化转型全球高等教育共同体

推动全面发展指向的数字化育人模式创新

深化技术应用培育高等教育新形态

强化国际合作以构建开放全纳的教育

提供更加丰富的全球数字化公共教育产品

坚守数字化时代的教育规律和教育伦理

——《世界高等教育数字化发展报告》2022.12



教育数字化

播放 收藏 弹幕

203万 7.8万 3.4万

150.9万 8.5万 2.4万

6.1万 4380 222

6万 3746 554

5万 2862 277

4.6万 3241 146

3.3万 1562 28
播放量近400万 收藏18万   弹幕6万

计算机组成原理



新型教育形态受到学习者广泛欢迎

教育数字化

播放5054.0万 收藏109.1万   弹幕136.7万

Java语言入门

播放1639.5万 收藏28万   弹幕65.3万



《世界高等教育数字化发展报告》将高等教育数字化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

教育数字化的发展阶段

高等教育实现自我转型与

提升，高校各项内部业务

流程实现再造.

转型阶段

数字技术融入融合到高等

教育体系之中

转化阶段 智慧阶段

高等教育将完成再造，与社

会之间的界限进一步打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数字技术应用于教育过程分为四个阶段：

起步 => 应用 => 融合 => 转型



ChatGPT和GPT4

ChatGPT

聚焦于对话生成的大语言模型

结合历史对话产生相应智能回复

像人类一样流畅对话的能力

聊天，机器翻译、文案撰写、代码撰写等

GPT4

ChatGPT的多模态升级

各种专业测试和学术基准上的表现与人类水平相当

模拟律师考试分数在前 10% （ ChatGPT倒数 10% ）

美国高考SAT阅读写作710分、数学700分（满分800）



ChatGPT/AIGC带来变革

深入推进个性化学习

以学生为中心

个性化的范围、程度的扩展

围绕学生个性化建设资源、推荐资源

按照学习理论、认知理论组织资源

符合人的学习行为、认知规律

提升学习效率和学习效果

形成学习共同体

学生和教师按照专业、兴趣爱好，在线

上空间组织团队，积累资源，研讨、交

流、协同合作完成共同任务

学生和教师的学习评价

可成为诊断教学和教师教学评价的工具，

帮助教师优化教学，提高教学质量。

ChatGPT/AIGC技术为教育数字化发展带来了新的

机遇与挑战

图书馆的服务

学科方向发展趋势监测，特别是新方向的产生

学科人才评估，为学科引进人才

科研情报服务，研究前沿挖掘，情报分析

学科资源建设，学科资源建设情况分析评估

知识产权服务，专利信息分析



元宇宙

是由新一代信息技术支撑的人类生活、工作、创造与娱乐的数字
化虚拟生态体系，具有数字孪生、数字原生、虚实共生、虚实联
动等形态。元宇宙中虚拟世界的各种人事物都与现实世界相联系，
是一个“虚拟-现实”融合世界。

虚拟世界 +（关联/融合）现实世界  =>   元宇宙 

核心特征

沉浸感体验、数字化身 、虚实共生、虚拟经济



元宇宙教育及服务

元宇宙教育 元宇宙教育服务

元宇宙教育服务特性

虚实融合性、时空延展性、智能增强性、

沉浸体验性、模式多样性、服务专业性、

学习趣味性、个体针对性、评价客观性

将数字化教育和e-learning升级为

元宇宙环境下的智慧教育；利用元

宇宙技术赋能教育，通过虚实融合

与智能技术提供以学生为中心的跨

时空、沉浸式、交互式、体验式、

协同式学习空间，增强学生学习感

受、记忆力与学习能力，提高教育

教学效率与效果。

为元宇宙环境下教育教学活动及过程、

教师和学生/学习者提供智能服务，帮

助学生改善学习体验与学习效率，提高

令学生满意的教学价值与质量。



元宇宙教育服务场景

元宇宙
教育服务
场景

交互式场景教学

拟真实交互性场景教学服务营

造虚实融合空间拟实教学场景，

实现沉浸式、体验式、交互式

学习

01
定制学习服务

基于学习者的精准画像

与状态为学习者创建数

字化身或数字孪生，提

供定制学习服务

04

技术培训服务

基于拟实现场的技术培训服

务，观察或操作拟实模型，实

现拟实互动式学习，改善效果

06
辅助学习服务

智慧学习伴侣辅助学习服务，

智慧学习伴侣可以承担学习

者“数字化身”和“书童”

双重角色

03

协同教育服务

虚拟教师和虚拟助教相互

配合，实现多师一堂课的

生动的协同教学模式

02
在线教学服务

智慧虚拟化在线教育，多样化

的智能体（数字化身、学习伴

侣、虚拟教师等）深度参与教

育过程，充分支持人人学习、

处处学习、时时学习

05



新技术推动变革

以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元宇宙等新一代

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新产业、新经济驱动

着高等教育的改革创新。

为了培养适应未来新技术与新经济发展要求、具有

可持续竞争力的创新人才，需要对现有高等教育体

系、人才培养模式、教育发展生态进行重构与再造

，构建面向未来可持续竞争力的高校教育体系与教

学模式。

基于这种技术能力和需求，进一步围绕服务学生学习、

学科建设，高校图书馆出现新的转型契机



、、转型新机遇：
建新型学习组织



集成信息服务、学习支持、教学支持

为一体的智慧学习空间，打造支撑学

习方式变革和知识创造的新型基层学

习组织。

着力实现信息服务个性化、学习场景

多样化、教学支持专业化，满足学生

沉浸式深度学习体验。

未来学习中心

信息
服务

学习
支持

教学
支持



未来学习中心

学校多部门协同

未来学习中心

图书馆01 信息中心04

学工部门03

院系05

其他部门……06

教务部门05



未来学习中心

高度整合了线上线下、虚实结

合的资源和空间，提供个性化、

精准化、智能化、高质量学习

服务的一个新的学习生态

为学生、教师、终身学习者

提供学习入口



跨学科学习

跨越学科边界进行综合性学习，

培养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

以学生为中心

个性化学习， 培养学生自主学

习能力和主动探索精神

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以项目式学习等方式，

提升学生的应用能力和实践能力

知识和能力

关注“知识图谱”的同时，

也关注“能力图谱”

未来学习中心

实践和应用导向



、、抓住新机遇：
革故鼎新的转型



结语

02

03
01

图书馆

整合学校资源

资源整合

个性化、精准化、

智能化学习服务

技术赋能

学校教育、研究、管理

活动的参与者和协作者

参与协作

✓ 服务为王

✓ 我们不是知识的搬运工

✓ 从资源中心向学习中心转变

• 图书馆要因技术发展及时转型

• 要进一步提供更深度的服务

• 成为学校教育生态中各类活动的

协作平台



汇报人：  刘宏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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