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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记忆之图书馆生活
——基于用户日志挖掘的呈现

汪志莉，张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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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高校毕业生利用图书馆数据的挖掘，分析每个毕业生在校期间到馆及借阅图书情况，以轻

松愉快的方式呈现毕业生个人在校期间的图书馆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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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各大高校都在开展图书馆毕业季主题活动[1]，

包括设计制作“毕业墙”、毕业摄影展、图书捐赠与漂

流、毕业生问卷调查、发布毕业生利用图书馆报告等。

2013年，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率先推出基于毕业生利

用图书馆数据的“校园记忆之图书馆生活”，从进馆和

借阅两大块入手，统计到馆情况和借阅情况，分析读

者的借阅倾向，通过挖掘读者数据助力图书馆服务创

新。本文总结两年毕业季活动的算法实现，希望能对

图书馆数据统计分析以及利用数据助力服务创新有所

启示。

2 框架设计

毕业季的校园各种情感交集，各类活动丰富，图

书馆作为大学四年学习生活的主要阵地，给大家留下

点什么呢？出于让毕业生增加一份对母校的记忆，增强

图书馆的亲和力，同时宣传图书馆服务的目的，我们推

出“校园记忆之图书馆生活”。设想之初，我们参考了

其他网站，如新浪微博的“2012，走你”[2]、淘宝时光

机 [3]、“我的知乎•2012”[4]及上海图书馆“我的悦读

图1 “校园记忆之图书馆生活”框架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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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在分析本馆数据后，我们将内容主要分为三

块，即毕业生到馆情况、借阅情况和服务推广。具体框

架如图1所示。

3 数据来源

按照框架，逻辑上建立两个库：毕业生到馆数据库

用户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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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校园记忆之图书馆生活”数据源

和借阅历史数据库，如图2所示。

3.1 毕业生库

该数据从图书馆集成系统（ILS）中导出，其中包

含学号、唯一标识号、所在学院、读者类型、借书总册数

等基本信息。

3.2 毕业生到馆数据库

该数据主要通过“学号”将“毕业生库”和“入馆

门禁系统库”关联组成，其中包含毕业生每次到馆的时

间和地点（根据通道机编号辨别所在分馆）。

3.3 毕业生借阅历史数据库

该数据通过“读者唯一标识号”将“毕业生库”与

“借阅历史库”（从图书馆系统ILS获得数据）关联，其

中借阅历史库包含读者唯一标识号、书目记录号、馆

藏记录号、借出时间四个字段，通过“书目记录号”将

“借阅历史库”与“书目库”（从图书馆系统ILS获得

数据）关联，最终数据包含毕业生基本信息、借阅时

间、借阅图书书目记录号、馆藏记录号、题名、索书号

等信息。

4 毕业生借阅倾向算法

毕业生借阅倾向是后台数据处理分析的重点和亮

点。我们采用与全校或学院借阅倾向的匹配情况来显

示毕业生的借阅倾向，全校与学院借阅倾向数据来自年

度《馆藏文献利用调查与分析》报告[5]。通过分析毕业

生和样本空间（全校或者院系）的数据，按照中图分类

法将读者借阅图书分为22大类，提取借阅最多的前3类
与全校或各学院借阅最多的前3类作匹配，将匹配结果

分成表1所示的8种情况。

算法中的“完全匹配”指匹配既考虑内容，也考虑

出现的次序；“任意匹配”是指匹配时只匹配内容，不

考虑次序，此种匹配方法是2013年的改进版本，考虑了

样本空间（全校或者学院）借阅最多的前3类的册数差

距，本校大部分学院第一类的借阅册数都远大于第二

类和第三类，即学院特征比较明显，因此，我们对结果

中的前5类作了限制（即对用“标准”和“很像”修饰的

毕业生），要求毕业生第一类必须完全匹配样本空间第

表1 毕业生借阅倾向算法思想

序号

1

2

3

4

5

6

7

8

毕业生与样本空间借阅前三类比较结果

如果本人第一类与全校第一类完全匹配，二三类任意匹配

如果本人第一类与本学院第一类完全匹配，二三类任意匹配

如果本人第一类与其他学院第一类完全匹配，二三类任意匹配

如果本人第一类与本学院第一类完全匹配，本人二三类任意一个和

本学院第二类匹配

如果本人第一类与其他学院第一类完全匹配，本人二三类任意一个

和其他学院第二类匹配

如果本人前三类与本学院第一、二类任意匹配（本人第一类和学院

第一类不一致）

如果本人前三类与其他学院第一、二类任意匹配（本人第一类和其

他学院第一类不一致）

如果匹配不到学院

结果描述

从阅读兴趣看，我是一个标准的XX大学学生

从阅读兴趣看，我是一个标准的XX学院学生

从阅读兴趣看，就读XX学院的我，更像是XX学院的学生

从阅读兴趣看，我很像XX学院学生

从阅读兴趣看，就读XX学院的我，很像XX学院的学生

从阅读兴趣看，我只是有点像XX学院学生

从阅读兴趣看，就读XX学院的我，有点像XX学院的学生

和我的同学们相比，我的阅读兴趣有点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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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毕业生ACCESS数据库

利用ASP读取通过＂我的借阅账户＂超链接

抛过来的参数，即读者唯一标识号

利用ASP关联毕业生数据库，并通过读者

唯一标识号查询读者详细信息

Flash Professional CS6呈现毕业生四年图书馆数据

分享到社会网络（微信、微博、人人网等）

图3 “校园记忆之图书馆生活”程序实现流程

一类（第一、二、三类按照借阅册数递减排序），从发布

后毕业生反馈来看，毕业生的借阅倾向描述和实际情

况比较吻合。

不同学校可以根据样本空间处理结果来调整算

法，如果样本空间前3类的借阅册数相差不大，那么可

以将本算法中的完全匹配换成任意匹配，当然本算法

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力求用语言更准确的描述数据

结果。

5 前台数据呈现

5.1 程序实现流程

5.2 主要技术应用

FLASH：FLASH［6］的时间轴上总共包含四个图

层，分别是script、mask、imageset、scrollset，scrollset
层存放控制f lash播放的滚动条，imageset层用来存放

背景照片的影片剪辑，mask层存放遮罩图片，script层
用来存放as2.0代码。

ASP：ASP负责控制，主要完成三项工作，按照程

序运行的顺序依次为：第一，接受从“馆藏目录系统”

发送过来的毕业生的唯一标识号；第二，利用毕业生的

唯一标识号去“毕业生数据库”中读取毕业生的相关信

息；第三，负责与FLASH通信。

分享：分享功能采用百度分享（http://share.baidu.
com/code）来实现，百度分享功能可以将网页分享到新

浪微博、腾讯微博、QQ空间、人人网、豆瓣等等，还可

图5 “校园记忆之图书馆生活”到馆情况展示

图4 “校园记忆之图书馆生活”登陆入口

图6 “校园记忆之图书馆生活”借阅情况展示

以对网站的浏览次数、分享次数作统计。

6 结果展示

考虑个人隐私，查看及下载需要从“我的借阅账

户”登录，截图如图4所示。

到馆部分截图如图5所示。

借阅部分截图如图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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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语

“校园记忆之图书馆生活”从个人“记忆”角度以

讲故事的方式娓娓道来，全过程采用第一人称，而非

常用的第二人称，语言表达诙谐，有点“好玩”、“有意

思”的元素，文艺范中带着温馨熟悉的感觉，靠数据

说话，但不堆砌数据，对本人的数据精确化，起到保存

“记忆”的作用，但与他人比较的数字尽量模糊化，只

以不完全明晰的等级、归类表示，例如到馆等级模拟

QQ等级，用满五颗星的方式来呈现，借阅等级则按照

中国古代科举考试名次来划分，既含有现代元素，又有

浓厚的文化底蕴，初次看到令读者有耳目一新的感觉。

借阅倾向归类，更是求同存异，读者反映良好。

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目前采用FLASH编程读取数

据库方式，而数据的表现形式有多种，如网页方式、动

画方式、相册方式等等，对于服务的推出可以采用嵌

入读者个人账号页面或者主动推送读者电子邮件等方

式。我们将继续挖掘图书馆各类数据，积极学习各类流

行的共享方式，使数据更多地被读者利用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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