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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未来学习的特征及对学术资源新需求



1.1 未来学习的提出背景

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深刻影响

评估方法的多样化

学习过程的个性化

教学方式的创新

教育资源的共享

教学内容的数字化 未来学习是在教育数字化转型背景下，

一种以适应未来社会需求为导向的教育理念

和实践模式。它不仅关注知识的传授，更注

重培养学习者的创新能力、批判性思维、协

作能力和终身学习的素养。未来学习强调个

性化、自主化、数字化和灵活化，旨在通过

先进的技术手段和教学方法，创造更加高效

和富有成效的学习体验。



1.1 未来学习的提出背景

2021年12月24日，教育部高校图工委成立40周年“继承与创新：大学图书馆现代化新征程”

学术研讨会上，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提出：

我们将鼓励一批高校依托图书馆试点建设一批“未来学习中心”，通过文献资源整合、空间

流程再造，构建智慧学习空间，鼓励探索团队式、协作式、主题式学习，把图书馆建成信息

服务中心、学生学习中心、教学支持中心，改革传统人才培养模式，探索新时代育人新范式。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2023年工作要点：

实施系列“101计划”，全面推进教育教学改革探索推进未来学习中心试点，发挥高校图书

馆优势，整合学校各类学习资源，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打造支撑学习方式变革的新型基层学习

组织。



1.2 未来学习的特征

2020年1月14日，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发布了其“教育4.0行动”

的首份成果——《未来学校：为第四次工业革命定义新的教育模式》（Schools of the 

Future: Defining New Models of Education for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白皮书，旨在

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确定有希望的素质教育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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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时代-教育2.0 创新社会时代-教育4.0

农业时代——教育1.0 全球化时代-教育3.0



教育4.0全球框架的八个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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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个标准化学习系统转向一个基于每个学习者不
同个人需求，并有足够的灵活性可以使每个学习者
能够按照自己的进度进步的系统。

个性化和自定进度学习

从一个学习仅限于有机会进入校舍的人的体制，转
向一个人人都有机会学习并因此具有包容性的系统。

无障碍和包容性学习

从基于过程的内容分发到基于项目和问题的内容分
发，这需要同行协作，并更紧密地反映工作的未来。

基于问题和协作的学习

从学习和技能在一个人的一生中逐渐减少的体系，
转向每个人都在现有技能上不断提高，并根据个人
需要获得新技能的体系。

终身学习和学生驱动型学习

包括生成更广阔世界的意识、可持续发
展和在全球社会中扮演积极角色的内容

全球公民技能

包括培养创新所需技能的内容，即解决复
杂问题、分析思考、创造力和系统分析等。

创新创造技能

包括基于发展数字技能的内容，即编程、
数字责任和技术的使用等。

技术技能

包括关注人际情商的内容，即同情心、
合作、谈判、领导力和社会意识等。

人际交往能力

内容（用于技能适应的内置机制）体验（创新教学法的运用）



1.2 面向未来学习的学术资源新需求

面向个性化学习的学术资源

面向跨学科学习的学术资源

面向协作学习的学术资源

数据资源

技术支持
空间资源
细分需求，多元场景：细分读者
各类学习需求，提供正式与非正
式、开放与封闭、自主与协作、
实体与虚拟等多场景学习空间

学术资源
资源数据：管理数据、业务数据等

用户数据：属性数据、行为数据、

科研数据和社交数据等

环境数据：空间数据、设备数据等

技术增强，多维联动：打造泛在化

学习环境，加强空间、资源和用户

的互联互通，探索新技术辅助学习

新模式

四位一体



二、面向未来学习的学术资源建设策略



2.1 总体建设目标

跟踪需求变化，动态调整和优
化资源配置

多模态资源深度整合，强化知
识组织底层逻辑

需求驱动的多模态资源建设

场景融合的学术资源
管理与服务

技术赋能的学术资源
管理与服务

面向新型学习空间，深
度融合资源和服务，满
足用户具体场景的个性
化资源服务需求

整合各类智慧场景下的数据资源，基于挖掘、分析、利用和反馈的
闭环流程，实现学术资源“需求”与“服务”之间的无缝对接

充分 利用以人工智能、
大数据等为代表的新兴
技术，提升学术资源的
智慧化管理与服务水平

数据驱动的学术资源管理与服务



2.1 面向个性化学习的学术资源建设策略

基于教师画像的个性
化教学资源推荐

资源推荐
 用户静态特征画像
用户基本属性、学术

背景...

用户画像

 用户动态特征画像
借阅行为、入馆行为、

浏览行为、信息检索行
为...

基于学生画像的个
性化学习资源推荐

依托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构建用户多维特征画像，有针对性地提供
资源推荐服务



2.2 面向跨学科学习的学术资源建设策略 

需求评估
调研： 进行针对性的调研，了解不同学科领域之间的交叉点以及学者

和学生的具体需求

分析： 分析现有的资源利用情况，确定哪些资源是跨学科使用的热点

多样性采购： 加强多元学术资源整合，重塑知识生态体系，确保资源

采购覆盖用户跨学科学习需求

共建共享： 推进区域联盟的共建共享，扩大跨学科资源的覆盖范围

分类系统： 深化馆藏资源揭示，建设多层级细粒度知识库，使用或发

展能够适应跨学科特点的分类系统，提供资源一站式解决方案，以知识

发现为导向提高资源可见度和获取效率

资源整合

知识组织



2.3 面向协作学习的学术资源建设策略

用户能够随时随地获取所需学术资源及服务

协作式资源利用

满足研讨、交流所需的协作式资源利用服务

u知识共创中心服务

u知识交流中心服务

u知识服务窗口

u人机协作学习空间

泛在式资源获取

u全天候服务保障

u多渠道资源集成

u跨平台服务提供

u学术集市服务
总分
馆布
局

智慧图书
馆

送书上
门

智能预
约书柜

24*7
服务



三、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的实践与思考



3.1 人图学术资源概览-纸本资源
 

资源概况

u 截止2023年底，纸本馆藏文献总量430余

万册，订购中文期刊1761种、报纸85种；

外文期刊637种、报纸12种，馆藏以人文

社会科学学术性文献为主。

u 经济学、法学学科资源，以及马克思主义

理论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典藏、中共

党史党建等专题资源收藏较为完备。 

资源特色
u 馆藏红色文献近1.2万余册，解放战争时期边区

出版物收藏量居全国高校之首，整理出版了

《解放区根据地图书目录（1937-1949）》。

u 2013年国务院批准公布的第四批全国古籍重点

保护单位之一；收藏线装古籍41万余册，其中

28种239册被收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u 收藏我校师生、校友学术著作，包括学术著作

3.5万余册、著名学者藏书6万余册、名师专架

147个、手稿5513余份、名师剪报3万余份。



3.1 人图学术资源概览-数字资源
 

。。。

其他

事实型

数值型

期刊

图书

69个，其中中文图书37个、

外文图书32个。包括世界三

大学术出版商（Springer、

Wiley、Elsevier）相关学

科包图书，世界知名大学出

版社学术图书。

74个。全部学科JCR核心保

障率为76.5%，一流学科JCR

核心保障率达90%以上。

549个。涵盖经济、金融、社会、产业等主

题，WIND数据库我校共购买83个金融终端，单

项金额超过100万元。

238个。包括各类历史研究档

案、法律案例库、人物传记、

研究报告等。2022年采购AMD历

史与文化珍稀史料数据库集成，

单项金额超过500万。

98个。包括文摘索引、工

具、多媒体等类型。



教学
支持

在持续创新的教学方式、

教学场景中推进数字化

教育资源平台的建设与

应用；依托互联网与信

息技术，共享知识

特色
资源
建设

聚焦学术记忆、文化记

忆与红色基因传承，不

断提升馆藏红色文献、

珍本古籍、学者成果、

名师收藏数字化、整理

研究、挖掘利用水平

学科
支持

以学校一流学科和重点

学科建设为导向，深入

调查研究学科发展的资

源需求，打造科学、丰

富、多元、便捷的研究

型学术资源保障体系

部署系统化、智能化的

图书馆资源管理系统以

及资源发现获取系统，

提升资源组织、揭示与

服务效率

技术
赋能

3.2 人图学术资源建设策略
 



4个
平台

本科教参书平台 

小学期教参书平台 

读史读经典 

博士生主文献数据库

3.2.1 教材与教学参考资源建设
 

 自建教参书平台，目前收录我校本科

4000多门课程的教材与教学参考书12746

种，其中9385种已有电子版全文

 

教参资源数字化

 针对具体课程定制课程指南

 与智慧课堂系统对接

课程指南—LibGuides

拟嵌入智慧教室的课堂

 包括各学科教学案例数据库，国外课

程及教材数据库（如Cengage,已购买经

济学、心理学学科包资源），以及各类

开放获取资源

教学类资源引进



核心出版社直采

与我校学科高度相关的核心学术出

版社签订直采协议，目前4家：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社科文献出版社、

法律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荐购系统，可荐购中外文图书、

期刊、数据库

师生荐购

多种采选方式并存：大宗采

购、DDA、EBA

新书闪借（网络版+现场版）

推出新书闪借平台，每年资源服务

宣传月举办现场闪借，师生欢迎度

较高

选书模式

3.2.2 即时学术资源需求的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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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起，除常规外文、港台书展外，探索与院系合作开展“学科专题书展进院系”活

动，成功举办了社会学专场、法学专场、政治学专场、经管专场、人文专场、语言学专

场等6场学科专题书展，累计收到师生荐购3170种。

学科专题书展走进院系 



红色文献平台
——红色文献资源挖掘与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红色文献平台2021
年12月上线试运行。目前已上传红色
文献书目数据12200余种，电子全文近
12万页，相关研究400余种，并持续增
加。

平台收录人大馆藏1100余册红色
文献电子全文，并链接至大学数字图书
馆国际合作计划（CADAL）和上海市
图书馆革命（红色）文献知识服务平台，
提供全平台文献的数字阅读服务。读者
无需下载插件，即可阅读高清PDF全文。

3.2.3  特色资源建设
 



人大文库——传承红色基因，梳理学科源流

人大文库创立于1987年，是国内高校
建立最早的文库，以彰前贤励后学为宗
旨；系统收藏我校师生、校友的学术成
果，是中国人民大学学术发展史的重要
体现。馆藏十余万册，以捐赠为主，类
型包括正式出版的学术著作（签名本）、
学位论文（包括早期手写论文）以及著
名学者的个人藏书、手稿、剪报、字画、
照片、荣誉证书、奖杯奖牌等。

红学泰斗 冯其庸 藏书

人民教育家 卫兴华 专藏

国际友人 路易·艾黎藏书

3.2.3 特色资源建设



纸电融合服务

面向师生，提供一体化的纸
电图书检索、发现与访问获
取服务纸电融合管理

依托图书馆管理系统、电子资
源管理系统实现对纸电图书的
融合管理 纸电融合采访

在图书采访中实现纸电融合，
即在采访策略和实现路径两
个层面实现纸电融合

纸电融合管理与服务的三个层次

3.2.4 技术赋能学术资源管理与服务



纸电融合采访
采访策略：馆藏发展政策

采访路径：采访系统

ü 总体策略：纸本保品质、电子保
品种

ü 学科策略：不同学科保障层次，
包括完整级、学术级、普通级等 

查重问题：平台支持对已购图书
（纸本、电子）进行一键式查重，
包括且不限于题名查重、ISBN查
重、ISBN-eISBN对照查重等。

下单问题：能在平台上直接操作下
订中外文馆配服务商书单。



纸电融合管理

纸电元数据管理
one

平台建设
two

纸电融合
three

在Sirsi系统中管理纸本书
目元数据，以MARC文件
或EXCEL文档导入其他系
统管理电子资源元数据

调研测试数字资源管理平
台（ERM），包括ERS系
统、仰格电子资源管理系
统、ALMA STARTER系统

对接发现系统、云书房系
统，实现中外文电子图书
元数据管理整合



图书管理系统

书目数据

已购电子书书目数据，
如Springer、Elsevier、
哈佛剑桥牛津等出版
社电子图书。

自建特色库书目数
据，如教参书平台、

红色文献等

纸电融合服务



3.3 学术资源建设思考

深度嵌入学科

Ø 学科发展沿革与
交叉融合

Ø 师生协同共建的
参与意愿

Ø 图书馆学科采访
馆员配置

平衡需求供给

Ø 无限的学术资源
需求与有限的经
费之间的矛盾

Ø 不同学科学术资
源配置

信息化势能转化

Ø 图书馆领域的数
据治理——元数
据规范与应用

Ø 应用系统与平台
建设

资源绩效评估

Ø 新书的学术性评
价

Ø “零借次”馆藏
的长尾评价

Ø 数值事实型资源
的使用绩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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