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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总结分析，将现有共享空间研究分为概念内涵阐释、规划设计、建设实施、典型案

例、馆员素养、绩效评估。在研究主题上，各类共享空间的研究共存但本质一致；研究内容上，理论研究与实践

研究并存互促；研究方法上，强调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基于此提出未来可以加强的研究方向：共享空间作用

和效果的深度评估、大视野下共享空间建设思路、共享空间内涵与图书馆服务渗透、各馆自身特色挖掘，以期为

高校图书馆共享空间的研究与发展提供思路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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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空间理念起源于欧美的高校，是一种以用户

为中心，打造一站式、协作式科研环境的先进服务模

式[1]。自1992年美国爱荷华大学图书馆构建“信息拱廊”

后，信息共享空间（Information Commons，IC）以培育用

户信息素养，促进读者学习、交流、协作和研究为目标的

图书馆服务模式开始形成和发展[1]，并朝着学习共享空间

（Learning Commons，LC）、知识共享空间（Knowledge 
Commons，KC）、学术共享空间（Scholarly Commons，
SC；Academic Commons，AC）、研究共享空间（Research 
Commons，RC）等方向发展。

各类共享空间研究方向的发展和兴盛源于建构主

义理论，理论认为知识并非客观存在，而是学生在一定

情景下借助他人帮助利用必要的学习资源，通过意义

建构的方式获得[2]。学者将该理论应用于教育领域，研

究建构主义学习环境下教学设计的原则、内容、步骤，

及对传统教学的革新，促进高等教育模式由以教师为

主的知识传授模式向以学生为主的知识建构模式转

变。同时，随着信息技术与高等教育的深度融合，用户

信息获取方式与学习方法发生深刻变革，对图书馆服

务方式和内容的需求不断变化。在此背景下，高校图书

馆引入共享空间建设理念，主动改变自身服务结构与功

能，建设各类共享空间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创新，以满

足用户对图书馆资源与服务的多元化需求，为高校的教

学、科研、人才培养提供支撑。

1 高校图书馆共享空间研究文献总况

本文以“Information Commons”“Learning Comm-
ons”“Knowledge Commons”“Scholarly Commons”
“Academic Commons”“Research Commons”“信

息共享空间”“学习共享空间”“知识共享空间”“学术

共享空间”“研究共享空间”“共享空间”为主题词，在

Scopus、Web of Science、Emerald、中国知网、Google 
Scholar、读秀学术搜索、超星期刊域出版平台等数据

库或搜索引擎检索相关论文和图书，检索时间为2017
年5月31日，共获得共享空间相关论文1 825篇，图书共

24本。本文采用文献计量法、内容分析法等，提炼和归

纳共享空间的研究现状。

2 高校图书馆共享空间研究现状

2.1 概念内涵阐释

本文从定义、用户需求、内涵比较等角度对共享空

探索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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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理念内涵进行阐释。其中，Beagle的观点最经典，

其指出IC是一种可被各类数字服务访问的网络环境，

以及在集成的数字化环境下组织工作空间和提供服务

的物理设施，同时也是一种新型学术图书馆服务传递

模式，包括两种可能状态：一种专门的在线环境，可

通过单一的图形用户界面和网络工作站的搜索引擎

获取尽可能广泛的数字服务；一种专门设计的新型

物理设施，组织工作区和数字环境中的服务传递[2]。

2005年，吴建中将IC的概念引入中国，指出其是一个

为图书馆员、计算机专家、多媒体工作者等各类用户

提供交流的动态空间服务模式 [3]。随着互联网、计算

机技术和社交媒体的发展，以及教学方法和理论的变

革，IC的定义演变为图书馆、技术、教学支持研究、

教学和知识创新的场所。其中Beagle的总结指出IC
潜在地提供连续性服务，该服务可帮助用户跨越信

息访问和检索所建立的制度，经过进一步阐释、处理

和操作对新知识进行开发、包装和呈现[4]。此外，吴四

彦等提出KC、数字化学习共享空间（Digital Learning 
Commons，DLC）、泛在学习共享空间（Ubiquitous 
Learning Commons，ULC）等概念，认为DLC是集成

高校图书馆、融合虚拟网络、学习环境等为一体的新型

学习支持方式，其构成要素以资源层、服务层和门户层

三层架构为依托[5]；Ren等认为KC强调对知识获取、

共享和创造活动的支持，包括IC或LC、特别形式的数

字图书馆、视知识为共享空间和共享资源的网络知识

库[6]；许春漫指出ULC是由信息资源、服务、计算和通

信构成的信息空间，是将学生学习研究的空间和过程有

机融合的智能化学习空间，支持泛在、协作式和情境学

习[7]。当前对各类单独的共享空间内涵研究较多，对共

享空间整体内涵与概念方面的研究较少。

从功能、服务内容、侧重点等方面的比较对各共

享空间内涵进行研究。任树怀等认为LC与IC均由实

体、虚拟和支持环境组成；LC是IC的进一步发展和聚

焦，早期IC侧重于信息资源的开放获取和信息技术支

持，以及参考咨询、信息技术和现场交流的一站式服

务；目前LC更加强调对协同学习过程的全面支持[1]。

Harland认为各共享空间共同的目标是提供集中的信息

和咨询辅导服务，从而更大范围地满足大学社区的研

究、教学和学习需求[8]。Turner等提出，IC理念将用户

视作信息消费者而非学习者，但LC理念则认为用户具

有信息消费者与学习者的双重身份，支持用户的信息

互动与知识创造，该区别是IC向LC的关键转变[9]。从

长远发展看，将呈现各类共享空间逐渐融合为一体的

趋势。

从用户需求的角度对共享空间概念内涵进行探

讨。Spencer提出高校图书馆高校图书馆通过改变其

写作中心、辅导服务、计算机实验室、融合服务等，

建设新的共享空间，旨在满足用户协作、多任务执

行、教学科研支持等方面的需求[10]。Seal认为，作为场

所的图书馆（library as space）对提高高校图书馆地位

的作用日益凸显；学术机构在图书馆馆员的推进下，可

响应用户对技术、小组学习、社会交往、知识创造等方

面的需求，创建各类共享空间；各共享空间并不是一成

不变，而是需要不断适应持续变化的技术、教学方法

和用户需求[11]。目前，从不同层次、性别、种族、国别的

用户需求角度出发，对共享空间概念内涵进行的研究

较缺乏。

2.2 规划设计

规划设计是共享空间成功实施的关键环节。如表1
所示，学者们从环境构建、用户和管理层支持、规划文

档设计、用户需求评估、未来改善方向等维度对共享空

间规划设计进行了研究。

总体而言，高校图书馆建设共享空间需要全面规

划和考虑。（1）要与高校发展目标紧密相连，支持高校

发展战略，即共享空间建设目标是全面支持高校的教

学、科研与人才培养等核心活动，将图书馆建成高校

的信息中心、学习中心、研究与交流中心。（2）要争取

得到高校相关部门在资源、资金和人力等方面的支持。

只有在全校范围内建设共享空间、调动多方力量，才

能显著提升共享空间的建设成效，扩大共享空间的影

响力。（3）要做好整体规划，可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

内分阶段建设，实现共享空间建设的生态可持续发展。

（4）要秉承“以用户为中心”的核心理念，以“帮助师

生学习、科研获得成功”作为主要宗旨，打造一站式协

作互联、便捷高效、环保生态的虚实空间共享环境。

2.3 建设实施与典型案例

高校图书馆共享空间的实践蓬勃发展，各馆根据

自身需求、内外环境、硬件设施、资金、人员等情况，

为共享空间构建各具特色的实体层、虚拟层、支持层

等。如表2所示，学者们从实践特点、使用效果、存在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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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共享空间规划设计的代表性研究

主要观点时间/年研究方法研究人员研究视角

共享空间未来改善方向：（1）将共享空间用途等介绍性内容以海报形式清晰地展示给

读者；（2）提升共享空间设计质量和多媒体元素；（3）为共享空间聘请共同设计者，给

学生参与设计的机会；（4）根据学生的期望和喜好设置活动和技术，例如使用二维码

和智能手机组织寻宝游戏或活动；（5）考虑文化和环境因素，因其影响技术和活动选

择；（6）邀请教师等其他利益相关者参加活动

构建学习共享空间是一个相对复杂的过程，实体环境是共享空间构建的基础，虚拟协

同环境是其构建的重要部分，协同支持环境是其构建的关键
2008

理论、对策

研究
任树怀等[1]环境构建

2016
理论、对策

研究
Santos等[14]未来改善方向

规划是IC建设中重要的环节之一，其成功离不开图书馆用户和管理层的支持，共享空

间场地、人员配置、绩效评估等方面的详细规划文档对IC的成功实施至关重要
2010

理论、对策

研究
Whitchurch[12]

为适应当今用户不断变化的需求，需要为馆员提供业务培训，使其了解学生所掌握的移

动和社交媒体技术，知晓用户的沟通渠道和工作方式；更积极地吸引学生关注，让学生

知晓图书馆的相关服务；定期评估用户需求，应需调整馆员角色，在不断变化的业务环

境中最大限度地提升图书馆的支撑作用

2013

用户和管理层

支持、规划

文档设计

理论、对策

研究
Yoo-Lee等[13]用户需求评估

表 2 共享空间建设实施与典型案例代表性研究

主要观点时间/年研究方法研究人员研究视角

多数成功的图书馆IC实践的特点包括：（1）与学校学术和行政办公室合作，建立基于

共同愿景的合作框架；（2）由信息技术人员管理大型计算机空间和电网，维护网络资

源；（3）配备能解决学生技术问题的辅助人员；（4）有技术专长的工作人员为用户提供

深入的研究帮助

2010案例研究Accardi等[15]实践特点

我国高校图书馆发展LC面临空间紧张、经费短缺、观念陈旧、人才缺乏、跨部门沟通困

难等问题，建议采取拓展可用空间、合理进行前期设计规划、积极转变思想观念、多途

径建设人力资源、争取学校决策层支持等对策

2014
    案例研究、

实地调查
王迪等[16]    存在问题、

发展建议

爱荷华大学设立各类小组学习室、开放性研究区域和计算资源在内的LC。相关评估结

果显示，约75％的大一学生曾使用过该LC，文学学生使用LC的比例远高于工程学和商

学专业学生；不使用LC的主要原因是已经有学习的首选之地

2015案例研究Thomas等[17]

使用效果
美国雪城大学的图书馆员与艺术教职工合作，在LC展示学生学习和教师教学的成果，

不仅为学生提供有意义的现实经验，帮助教师拓展教学活动，为馆员带来有趣的学习

体验，也为用户提供可鉴赏的艺术作品

2015案例研究Pease[18]

题、发展建议等视角进行总结分析。目前，世界各地图

书馆建有大量共享空间，其中少数共享空间为独立建

筑，而大多数为建筑物的一部分[8]。根据美国研究图书

馆协会对74个成员机构的调查结果显示，实施IC服务

模式的图书馆占比30％；在图书情报领域，运用不同资

源建设IC的理念与实践日趋普遍[15]。 
在国内，自2006年上海视觉艺术学院图书馆IC建

成开放以来，高校图书馆的共享空间建设实现蓬勃发

展，截至2012年，在112所“211”高校中16所高校图书

馆开设了共享空间或类似服务[16]。

基于各馆不同的建设理念、建设思路及现实条件，

产生3种不同阶段的共享空间，可划分为初具雏形阶

段、双项整合阶段、高度融合阶段。

（1）初具雏形阶段。该阶段的共享空间刚起步，强

调信息技术与信息的整合，图书馆由信息资源的提供者

向信息资源的导航者转变，提供文献借阅、参考咨询、

培训辅导等基础信息共享服务，尚未进行服务整合及馆

员、教师、学生三方人员的协同融合，对学术、科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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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尚显不足。该阶段的共享空间管理模式单一，管理

工作主要由图书馆承担，学校内其他机构的参与较少，

因此所提供的服务并不能满足高端用户的需求[19]。例

如，北京大学多媒体共享中心主要面向全校师生提供

多媒体资源的制作、共享、点播、试听服务，属于初具雏

形阶段的共享空间[20]。

（2）双项整合阶段。虽在共享空间完成资源与服

务的双项整合，但在三方人员协同合作方面存在不足，

图书馆对学习科研的主动促进作用尚不明显。如中国

人民大学图书馆LC即属于双项整合的共享空间，其是

一个为全校师生提供互联网、计算机软硬件、各种信息

资源及服务的综合场所，由工具书、IC咨询台、有线阅

览座位、上网机位、教学科研辅助软件和研讨休闲区组

成，并配有精通计算机软硬件的工作人员提供咨询和

辅导，满足各类用户不同需求[21]。

（3）高度融合阶段。共享空间实现资源、服务和三

方人员最大程度的整合，以读者为中心提供无处不在

的信息服务，支持用户通过互动、交流、协作开展学习

和研究，在信息与资源共享的基础上，实现知识的共享

与创造。如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从用户视角出发，将

图书馆的资源、设备、技术、场所、馆员、师生等有效整

合，信息共享空间（IC1）和创新社区（IC2）两种先进服

务模式有机融合，设计由物理和虚拟环境共同构成的

IC2（IC1×IC2）创新服务模式，融入用户的教、学、研

全过程，提供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泛学科化服务[22]。

随着IC2服务理念深化，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对其共享

空间服务形式和内容进行改进和创新，先后推出创新交

流社区、学业分享中心、新技术体验区等新型共享空间

和服务。

2.4 馆员素养

馆员良好的综合素养是共享空间建设实施的重要

保障与核心要素。学者们从馆员能力要求、馆员能力培

养、培训项目等方面对共享空间的馆员素养进行探讨。

（1）馆员能力要求角度的研究。共享空间环境下的科

技、组织文化、人际关系等方面压力对图书馆员的思想

道德、职业道德、业务素养、科研能力、沟通能力等提

出更高的要求，对IC馆员角色提出在专业技能（如对IC
服务理念的认同、信息咨询能力和技术素养等）、创新

意识、创新能力、团队合作能力及适应能力等方面的新

要求[24]。澳大利亚TAFE学院图书馆开展了LC馆员必

备技能调查，发现图书馆管理人员中，认为LC馆员需

要具备的重要技能分别为技术技能（90％）、充分了解

岗位（86％）、知晓业务相关的绩效标准（79％）、熟练

查找与使用纸质和在线资源（64％），提出复合型馆员

应具备人际交往沟通能力、通用计算能力与相关专业

知识[25]。（2）馆员能力培养角度的研究。Kloppenborg
等认为多技能馆员应具备全面的能力，为此，馆员培训

模块应涵盖传统服务、工作场所、工作技术、人际交往

能力、领导能力和管理能力等部分[25]。胡娴洁等主张，

为改进高校图书馆IC参考咨询服务，图书馆需要聘请

具有多学科背景的人员，IC参考咨询人员可定期培训

并建立学习团队、开展信息检索大赛、建立服务打分

制度等[26]。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图书馆使用朗之万训练

方法培训IC馆员，开展由9个培训时段、2个在线课程模

块、自定进度讲义、需求点培训、面对面会议等核心板

块组成的培训项目，促使馆员能为用户提供优质的辅

导服务。其调研结果表明，用户对馆员责任心和解答能

力的满意度非常高[27]。

近年来馆员素养方面的研究不多，且以实体共享空

间馆员素养研究为主，虚拟共享空间环境下的馆员素

养研究缺乏，有待加强。

2.5 绩效评估

共享空间的不断完善与持续改进离不开科学有效

的绩效评估。学者们从评价方法、评估指标、结果分析

等角度对共享空间绩效评估进行研究，为全面合理地

评价共享空间提供参考依据。（1）绩效评估方法角度

的研究。如詹华清等主张使用调查、访谈、观察、实验、

报告卡、意见箱、监督机制、在线评论等方法对共享空

间进行评价[28]；Andrews等使用问卷调查、访谈、可用

性测试、参与式设计等定性和定量结合的方法，对康

奈尔大学图书馆改造后的共享空间用户满意度进行研

究，结果表明，用户满意度从72%上升至90%，其中，对

空间舒适感、便于小组讨论、环境好等最满意[29]；英国

谢菲尔德大学图书馆通过设计调查问卷旨在了解学生

对IC馆员的评价，结果表明，在IC获得过馆员帮助或

参加过图书馆信息素养培训的用户对其IC使用经历持

积极态度[30]；Daniels等使用Lippincott评估网格从服

务效率、效果、质量、广泛性、实用性等维度评估RC，
结合定量和定性方法记录开普敦大学图书馆RC中各设

施使用的范围和性质，结果表明，该RC的使用深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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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欢迎[31]。（2）绩效评估指标角度的研究。如黄付艳根

据建立的图书馆IC评价指标体系结构，运用模糊聚类

分析法建立IC评价的数学模型，其综合评价指标可准

确分配权重，并反映IC服务与发展的影响因子，为综合

评价IC提供更客观的依据[32]；王素芳等提出实体空间、

信息控制、服务效果三个层面21个指标的图书馆信息共

享空间服务质量评估指标体系，并通过问卷调查和访

谈等方法对浙江大学图书馆信息共享空间的用户使用

模式和满意度等进行评估[33]。（3）绩效评估结果分析

角度的研究。如香港科技大学图书馆对LC学生焦点小

组与服务合作者进行问卷调查，结果表明，LC是学生

校园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此向学校管理者证明图

书馆的影响力，焦点小组学生的体验也有助于图书馆

改善LC服务和设施[34]。

共享空间绩效评估方面的研究以与案例结合的论

述为主，相关系统性的理论阐述及针对性的综述性研

究不多，且以实体共享空间绩效评估为主，缺乏虚拟共

享空间方面的有关研究，不同共享空间针对性的评估

方法研究尚显不足。

3 研究现状总结与发展展望

3.1 研究现状总结

综上，国内外共享空间研究呈现三方面特点。

（1）在研究主题上，IC、LC等各类共享空间研究

主题共存，无论是共享空间内涵阐释、规划设计，还是

典型案例，都可看到界限分明的研究主题，这主要是共

享空间不同的发展阶段所导致的。尽管研究者对各共

享空间内涵的见解不一，对其服务对象与功能侧重点的

认识亦不尽相同。如认为LC是为满足学生协作式学习

而兴起的一种以学生为中心的服务空间，而SC、AC、
RC则侧重为研究人员打造协作式的科研环境，但从本

质看，各类共享空间是为顺应现代高校教、学、科研方

式的变革趋势而出现；以用户为中心是各类共享空间共

同的核心建设理念，围绕用户需求整合与配置虚拟和

实体空间、设施、人员、文献信息等各类资源是其共同

遵循的建设思路；从发展现状看，各类共享空间的构

成要素基本一致，包括实体空间、虚拟空间、支持环境

等，功能日趋交叉，服务对象基本为高校师生；未来的

共享空间将既融合学习共享的服务内容，又加强对研

究过程的支持和实现。

（2）在研究内容上，如图1所示，理论研究与实践

研究共同存在、相互促进，理论研究集中在内涵阐释、

规划设计、馆员素养等方面，实践研究重点关注建设实

施、典型案例、绩效评估等方面。对共享空间概念内涵

的认识和界定决定共享空间的规划设计、馆员素养、建

设实施，同时，对共享空间概念内涵的认识又来源于共

享空间实践。

图 1 共享空间的主要研究内容

（3）在研究方法上，注重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

结合，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案例研究、问卷调查、访谈、

实地考察、可用性测试、参与式设计等方法。研究前期

以概念内涵的探讨、案例介绍等为主，而后逐步深化和

细化，研究方法也更多样，如焦点小组调查、模糊聚类

分析法等。

3.2 发展展望

未来共享空间的发展将在以下三方面得到加强。

（1）共享空间作用和效果的深度评估。虽然国内

外共享空间研究的角度多样，但对共享空间资源和服

务使用情况的统计分析、共享空间对用户学习和研究的

影响等方面的深度研究仍不足，以及读者身份、学习方

式、个性特征等个体差异对图书馆共享空间使用影响

等方面的研究较少，此类研究会随着共享空间的日益发

展而逐渐增多。

（2）大格局、大视野下的共享空间建设思路。较

多高校图书馆将其局部空间改造成共享空间，在内配

置相应的信息资源、馆员、物理设施、虚拟环境等，但有

些缺乏主动融入读者学习与科研过程的经验，以及高

水平的咨询馆员，这限制了共享空间的实质性进展。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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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大格局、大视野下的共享空间建设思路，将整个图

书馆大楼建设为共享空间，使共享空间成为高校图书

馆创新服务的有机载体，从而突破共享空间建设布局局

限，通过全盘规划与布局，实现服务理念的变革、进步

与提升，有利于建成实质性、成效显著的共享空间。高

校图书馆建设共享空间，意味着服务理念与服务模式

的升级与转变，需从建设目标、思路、管理、运营等多

方面全盘规划和考虑。

（3）共享空间内涵与图书馆服务的渗透，各馆自

身特色的挖掘。对高校图书馆而言，共享空间建设既是

一次发展契机与机遇，也是整合各类资源与服务的严

峻挑战。建设一个成功的共享空间，不能拘泥于其空间

设施建设，而需将共享空间的内涵渗透到具体的图书

馆服务工作，成为超越空间泛在的共享、交流、互动、协

同的服务模式。不同的高校图书馆，由于现实基础和所

处高校环境对图书馆资源需求的不同，要更进一步挖

掘自身特色，扬长避短，在借鉴先进模式和成功案例的

同时，逐步拓展与延伸图书馆的服务触角，真正深入高

校师生的教学、学习和科研活动。

未来，随着高校教学、学习、科研环境的持续变化、

用户需求的日趋多样化与新型共享空间的不断涌现，共

享空间的研究与实践将会吸引业界学者更多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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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Status and Development Prospect of University Library Commons

HUANG QinLing, LAN XiaoYuan, CHEN YouH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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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reviewing literature on commons at academic libraries, this paper divides the current research into concept explanation, planning and designing, 
implementation, representative cases, librarian literacy, and performance evaluation. Regarding the research topics, different commons’nature tends to be similar. 
Concerning the research content, theory and practice analysis coexist and promote each other. As to the research methods,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analysis are 
combined. Based on current research and the writers’ reflection, 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research on the following directions will be strengthened: in-depth research 
on the effect and impact of commons, overall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of commons, embedment of commons’ connotation in library services, each library showing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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