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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图书馆嵌入式服务研究*

陆俊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图书馆，长沙 410205)

摘要：作为一种服务理念，嵌入式服务在图书馆界得到广泛关注，近年来，国内图书馆嵌入式服务研究主

要围绕嵌入式服务环境、嵌入式服务模式、嵌入式馆员、国内外图书馆嵌入式服务实践等方面的内容展开，通过

梳理该主题的研究脉络发现，国内高校图书馆嵌入式服务相关研究存在以下不足：已有的研究侧重于嵌入式服

务模式、嵌入式服务实践、信息技术的应用等微观层面的应用性研究，而未从宏观层面结合图书馆的建设与发

展，对嵌入式服务进行深入系统的理论研究和探讨；实证研究明显不足，尤其欠缺嵌入式服务对图书馆整体发

展的影响以及绩效评估等方面的科学实验和数据分析；对国外嵌入式服务的研究和借鉴不足。图书馆应进一步

加强该领域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更好地为用户提供全方位的知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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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98年清华大学图书馆在国内首先建立学科馆

员制度至今，学科化服务得到了长足发展，目前已经成

为图书馆最为重要的服务模式。近年来，学科化服务进

一步深入发展，“嵌入式服务”已逐渐成为重要研究方

向。2004年，Kearley、Phillips两位学者在图书馆领域，

首先提出了“嵌入式馆员”概念[1]，用以描述高校从事

课程辅导的图书馆馆员。在此之后，嵌入式服务就在图

书馆服务中逐步开展起来。随着信息化程度的日益加

深，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趋于网络化和数字化，走出图

书馆，嵌入用户环境，为用户提供个性化、多样化的信

息服务正成为高校图书馆学科化服务的发展方向。目

前，国内对于图书馆嵌入式服务的研究和实践主要包

括馆员定位、服务本质、服务模式、嵌入环境、国外经

验等方面，内容彼此之间有较多重叠。为了厘清目前国

内嵌入式服务的研究现状，分析其中的细微差别和不

足，把握发展方向，有必要对国内图书馆嵌入式服务的

研究进行梳理，掌握该主题的研究脉络，突破创新，为

图书馆学科化服务的深入发展提供帮助。

1 国外图书馆嵌入式服务实践

美国大学图书馆是嵌入式服务的先行者，其成功

做法已成为图书馆界借鉴和学习的方向。以中佛罗里达

大学、卡佩拉大学和贝勒大学为代表的部分美国高校

图书馆为在线学习的学生提供三种嵌入式馆员服务：

基于在线课堂的辅助教学服务、基于在线课堂的借阅

服务、基于社交网站的课后引导服务，并且从前期需求

调研、管理层支持、宣传、互信关系的建立以及开放交

流与反馈等五个方面充分对嵌入式服务进行规划行业

评估，取得了积极的成果[2]。美国高校图书馆还开展了

一批具有先导性的嵌入式服务项目：嵌入式图书馆员项

目、个人图书馆员项目以及嵌入式信息专员项目等，通

过这些项目的实施，归纳出嵌入式学科服务成功的因

素主要包括：组织架构的方式、馆员融合进用户研究工

探索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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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形式、馆员自身所具备的能力[3]。

2 嵌入式服务环境研究

嵌入式服务的产生、发展与信息环境的变化密不

可分，当前图书馆服务面临泛在知识环境以及用户个人

信息环境变化带来的双重挑战。因此，环境对于嵌入

式服务的影响研究成为国内学者们研究重点之一。泛

在环境对嵌入式服务的影响主要分为两个方面：强调

图书馆服务在泛在知识环境下的特点：图书馆服务实

现泛在化、知识的交流共享更为便捷、图书馆服务更加

智能化，以及对图书馆的网络环境、资源构成、服务能

力等提出新的要求[4]；强调泛在环境下的嵌入式学科服

务要以用户为中心，通过融入用户的工作、学习、生活

空间，提供个性化服务，使用户处于图书馆服务无处不

在、无时不有的环境当中[5]。在用户个人信息环境研究

方面，则主要聚焦于用户个人信息环境的变化对学科服

务的发展有较大影响：目前学科用户个人信息环境呈现

信息资源数字化、多样化，信息交流渠道去中心化，信

息需求专业化、多样化，信息行为自主化、现场化的新

特点，要求图书馆提供嵌入用户信息环境和信息过程

的服务，提供集成的一站式服务，提供互动的个性化服

务[6]。

3 嵌入式服务的模式研究

嵌入式服务的实现方式多种多样，但康小丽将嵌

入式服务的本质归结为一种主动推送式服务模式，馆

员融入用户群体，以信息服务的专业特长，与用户共同

完成特定的工作目标或任务，这一服务模式不受时间

地点的限制，完全站在用户的角度，以用户的个性化需

求为出发点，提供实时随地全方位服务，并且这一服务

可以是虚拟化的，用户与馆员通过网络就可实现沟通

和服务[7]。李文文从实现方式上，将我国图书馆嵌入式

服务分为四种基本模式，即基于手机的嵌入式服务模

式、RSS服务模式、社区网站服务模式和“e划通”服务

模式[8]。谭丹丹则根据服务切入的重点不同，将嵌入式

服务划分为两种基本模式：资源主导型和服务主导型。

资源主导型模式在于提高馆藏及互联网中不同类型的

学科信息资源的集成度和利用率，而服务主导型是嵌

入式馆员结合用户需求，利用各种信息资源和信息工具

为用户提供各类知识服务，两种模式相互关联、相辅相

成[9]。而刘颖则从社会网络的新角度提出嵌入式学科

服务的创新模式，论述了物理空间的嵌入、数字空间的

嵌入、社会关系的嵌入和组织结构的嵌入4种模式以及

它们之间的关系[10]。并且刘颖还指出要使学科服务真

正嵌入用户环境，需要建立与用户需求的关联，并使之

在用户环境中显性化，建立信源（学科信息资源体系）

一信道（学科信息交流通道）一信宿（学科用户关系管

理）的畅通渠道，使图书馆的学科资源和学科服务真正

成为用户个人信息环境中的重要部分[6]。从技术实现上

来看，图书馆工具条的应用以及嵌入Web等是嵌入服务

的重要方式，陈建文按照创建和维护方式划分，认为图

书馆工具条包括在线定制型和软件创建型两种类型，

其功能包括书目搜索、链接图书馆、数字资源导航、信

息通报、在线咨询、个人工具等等[11]。王建涛指出比嵌

入桌面模式应用范围更广的是嵌入Web的嵌入式信息

服务，其中基于JS（JavaScript）的嵌入式信息服务可根

据需要随时、多形式、低成本、高效率、无缝融合地嵌

入万维网中的用户信息环境提供服务[12]。

4 嵌入式馆员研究

作为嵌入式服务中最关键因素之一的嵌入式馆员

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嵌入式馆员的内涵、与传统图书馆

员的区别以及嵌入式馆员服务类型等几方面。

国内学者认为嵌入式馆员是学科馆员的高层次形

式，是某学科或某课程对专业信息的需要上升到一定

高度后产生的新的要求[13]。嵌入式学科馆员在知识创

新环境下，强调主动融入用户教学、科研和学习生活过

程中，建立与用户的良好关系，向用户推荐、提供可用

的图书馆资源，及时帮助用户解决问题，并在此过程中

培养用户的信息检索技能和利用图书馆的习惯，这种

融入方式既可以通过面对面的直接交流，也可以通过

网络来完成[14, 15]。

国内学者们认为嵌入式学科馆员与传统学科馆员

既有相似之处，也各有不同。廖敏秀就认为传统学科馆

员与嵌入式馆员并非严格区分的两个概念，但两者在服

务时间、服务地点、服务中心、服务深度、服务方式等方

面区别较大[16]。也有研究从服务深度、服务方式、服务

内容、角色定位、专业素质要求等五个方面比较了嵌入

式馆员与传统学科馆员之间的差异[17]。

嵌入式馆员服务有多种方式，在嵌入式咨询服务、

嵌入式教学服务和嵌入式科研服务等方面均可进行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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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式服务[17]。国内学者还从服务环境、服务内容、服务

手段三个方面讨论了泛在图书馆环境下嵌入式馆员的

泛在化服务[18]。

通过国内对于嵌入式馆员的概念、服务类型等问

题研究的梳理，有助于加深对其理论的理解和认识。基

于这些研究，可以认为嵌入式馆员应从服务方式角度

进行定义，任何馆员都可成为嵌入式馆员，不论嵌入

式馆员服务项目是实体的还是虚拟的，在泛在服务环境

下，嵌入到用户个人环境，与用户是否亲密合作是嵌入

式馆员最本质特征。

5 国内高校图书馆的嵌入式服务

国内嵌入式服务工作经过多年的发展，涌现出一

批较为出色的图书馆，他们结合自身经验，充分发挥主

观能动性，创造出各自的服务特色。武汉大学图书馆

从营销管理的视角出发建立以SERVICE（S-Sincere
真诚，E-Exper t专业的素质，R-Rapid快速的反应，

V-Value尊重用户需求，I-Interact ion与用户互动，

C-Cooperate多方合作，E-Easy提供简便易用的学科服

务与资源）为服务理念的嵌入式服务营销体系[19]。上海

交通大学图书馆依托 Pad 移动学习终端、无线网络环

境、各类软件技术与相关的网络平台，将学科服务嵌入

课程教学过程，推出以移动学习为基础的嵌入式学科

服务[20]。

尽管国内高校图书馆的嵌入式服务工作取得了一

定进步，但依然存在诸如较少嵌入到具体课程教学中、

深入用户科研过程与环境不够、服务的主动性较欠缺

等问题[21]。那么，依据成功的图书馆嵌入式学科服务的

实践经验，以资源建设为基石，形成具有学科特色的资

源保障体系；以馆员能力为核心，培养和发掘嵌入式馆

员；以细化嵌入形式为依托，探索围绕课题研究的嵌入

式服务；以虚拟和实体空间并举为方针，融合促进嵌入

成效[22]，对改进国内嵌入式学科服务意义重大。

6 结语

图书馆嵌入式服务已成为学术界研究的重要内

容，相关研究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深度上都有显著

提升，这些研究成果对嵌入式服务工作今后的发展具

有重要参考价值。然而，目前国内的相关研究还存在

不足：

主要侧重于嵌入式服务模式、嵌入式服务实践、信

息技术的应用等微观层面的的应用性研究，而诸如嵌

入式服务理念的运用对图书馆整体工作、管理等方面

影响的研究，行业指导性研究及构建嵌入式服务自身

理论体系的研究等宏观层面的研究却较少涉及，从理论

框架到技术支撑再到服务模式的建立，应从宏观层面

结合图书馆的建设与发展实际，对嵌入式服务进行深

入系统的理论研究和探讨。

实证研究不够，虽然已有较多文献试图证明嵌入

式服务的优势和价值，如对科学研究的信息保障作

用、对提高学生信息素养的帮助、为用户获取资源的优

势等等，但总体而言，实证研究尚停留在理论探索阶

段，缺乏科学且严密的考证，尤其欠缺嵌入式服务对

图书馆整体发展的影响以及绩效评估等方面的科学

验证和数据分析。这类研究往往需要对馆员和用户进                 
行大规模范围内的调查和分析，同时借助其他学科的研

究方法，才能得出可靠的结论或可复制的模型。

对国外嵌入式服务的研究和借鉴不足，国内的研究

仅停留在介绍他国成功经验的层面上，亟需通过对国

内外图书馆嵌入式服务的比较研究，探索嵌入式服务

的目标规划与方法设计，深入探讨实现嵌入式服务所

涉及信息活动的各个环节，并从整体上提出开展嵌入

式服务工作的对策主张，总结出整套嵌入式服务的理

论、模式和方法，进而指导并实现图书馆的服务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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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new serve concept, embedded service has received a lot of publicity in the field of libraries. In recent years, the research on embedded service h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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