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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学图书馆开展培训讲座是图书馆用户教育的重要组成。本文首先采用基于Python语言的网页爬虫程

序获取与图书馆网站中培训讲座相关数据作为样本数据，之后依据数据阐述图书馆培训讲座基本情况，分析培训

讲座热点，勾画各图书馆耦合关系，分类培训讲座内容。据此针对性地提出延伸培训讲座内容、丰富培训讲座形

式、重视培训讲座全媒体营销、建立培训讲座质量评价体系、加强培训者素质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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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图书馆培训讲座研究现状

图书馆用户教育是一个与时俱进的概念，在不同

发展阶段具有其特定的内涵与外延[1]。图书馆起初的用

户教育只是让读者了解馆藏分布和图书馆资源基本利

用方法[2]。随着数字资源的爆炸式增长及大数据的资

源观形成[3]，以数据驱动为依托的学习环境逐渐形成，

图书馆用户教育的基本形式、范围、对象和内容都相应

地拓展和延伸[4]。一般认为，图书馆用户教育框架主要

是由信息检索课程、新生入学教育及培训讲座构成。其

中培训讲座具有教育方式灵活机动，教育内容相对独

立且可及时体现图书馆的新资源、新服务和新技术，教

育内容深浅，范围可更针对教育对象等特点[5-6]。目前大

部分大学图书馆已经将培训讲座作为其常态化工作开

展，借助这一工作的开展使图书馆在服务上完成了“被

动服务”到“主动引导”的升级，也促使图书馆在读者

服务过程中更加关注资源利用率和读者满意度。

围绕培训讲座，国内外取得了很多成效卓著的研

究成果。Maria等[7]指出，大学图书馆教育者必须将学

生的满意度作为考核要素，建立“以学生为本”的教育

培训服务理念。Miller等[8]认为，嵌入课程中的信息素

养培训讲座因为学科背景明确、实践性强，更有助于提

高学生的研究能力。Baro等[9]强调读者培训讲座的设

置需要重视交互性和问题导向性。Gibbs等[10]采用在线

调查问卷、约谈等方式揭示大学生实际需要的培训内

容和感兴趣的培训形式，为培训讲座改进提供直接依

据。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编制了信息素养教育指南（Texas Information 
Literacy Tutorial，TILT），并在线指导学生进行各类

信息、数据的检索技能、数据资源评价方法及学术诚信

的学习[11]。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关键信

息素养项目（Stanford’s key to information literacy-an 
interactive tutorial）也在线指导了学生基于学科的网

络信息资源及数据库资源检索与利用、知识产权保护

等[12]。朱伟丽等[13]介绍了哈佛医学院图书馆（Harvard 
Medical School Librar y）、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

学院图书馆（the Medical School of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Library）、杜克大学医学中心图书馆（Duke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 Library）等5家美国著名医

学院图书馆开展培训讲座工作的概况与特点，及对我

国大学图书馆培训讲座工作开展的启示。朱育晓等[14]以

“985”大学图书馆为调查对象，对其培训讲座的开展

内容、形式、场次等进行调查，并对培训讲座现状、特

点进行分析。海岚等[15]通过对国内外大学图书馆开展培

用户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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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讲座的网页调查、对培训讲座内容与形式的比较，分

析国内外大学图书馆在培训讲座工作开展上的异同。

综上所述，目前围绕培训讲座的研究大多集中在

图书馆培训讲座的理念、内容、反馈及实践上，少量的

统计调查研究也仅停留在对人工收集数据的简单分析。

因此，本文以门户网站数据为驱动对图书馆培训讲座

开展深入的分析研究，该研究方法保障了人工收集培训

讲座相关信息的准确性和全面性，改正异构数据难以

保存、数据关联内涵无法揭示的缺点。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思路是首先利用Python语言编写的网页

爬虫程序获取在图书馆网站中与培训讲座相关数据；

其次，将这些数据以字典形式存储在mongo DB数据库

中，方便后续的数据查找和调用；再次，根据获得的数

据及采用的针对性算法阐述图书馆培训讲座现状，分

析培训讲座热点，勾画各图书馆耦合关系，分类培训讲

座内容；最后，根据分析结果对大学图书馆开展读者培

训讲座提出建议。

2.1  样本选择及数据采集

选取入选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的

“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国内高校图书馆网站中有关培

训讲座的内容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因为这些大学的整

体实力及图书馆服务和建设水平可以表征国内图书馆读

者培训的最高发展水平。其中中山大学和中国海洋大学

的图书馆网页不能正常访问，所以本文的数据采集对象

为40所“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大学图书馆网站中与培

训讲座相关的内容。包括通知公告类数据（内含大量有

关培训讲座的信息）及培训讲座栏目数据（图书馆网站

“培训讲座”“用户培训”“一小时讲座”“在线培训”

等栏目中数据），不包括图书馆开设的课程和新生入学

教育。

选定样本后，本文利用Python语言编写的网页爬虫

程序遍历图书馆网站中与读者培训相关的网页url链接

（因为每个图书馆的网页结构是不同的，所以笔者针对

每个图书馆网页都编写了一个相应的爬虫程序，数据采

集时间为2018年8月26—31日），进行数据爬取后最终得

到26 806条结构化数据，通知公告类数据字段主要有图

书馆名称、标题和发布时间，培训讲座栏目数据字段主

要有图书馆名称、标题、培训内容简介。最终将这些数据

以字典形式的数据结构存储在mongo DB数据库，形成

不同图书馆的通知公告类和培训讲座栏目数据集合76个
（有的图书馆将所有培训信息都放入通知公告，没有独

立的培训讲座栏目，所以只有通知公告类数据集合）。需

要指出，利用编写完成的网页爬虫程序可以根据需要随

时更新培训讲座相关数据并存储在mongo DB数据库，

避免了人工收集重复劳动的弊端。

2.2  数据分析

2.2.1  培训讲座基本情况分析

在开展图书馆网站读者培训讲座相关数据采集

时，本文发现不同图书馆的培训讲座情况大相径庭，大

致包括是否有系统的日程安排（有明确的培训讲座时

间表）、培训内容是否分类（有明确的培训讲座专题）、

培训是否标注层次（针对教师、研究生、本科生等）、是

否提供课件下载（PPT可从网页中下载）、是否提供视频

（在线直播或录播）等，本文将依据这些不同开展统计。

2.2.2  基于标题分词的培训讲座热点和图书馆耦合

分析

在开展培训讲座热点分析及图书馆间培训讲座相

似性分析时本文设计了4个步骤。

（1）在数据预处理过程中，本文将图书馆培训讲

座中常用专有名词（如爱思唯尔、ProQuest、OA期刊、

学位论文、馆际互借、文献传递、思维导图、藏书等）作

为用户字典加入分词包，同时采用常用中文停词表，利

用“Jieba”分词将某一个图书馆的培训讲座类数据集

合中标题进行分词，再将该图书馆的通知公告类数据

集合中标题字段含有“培训”“讲座”的标题提取出来

进行分词，将所得全部分词去重并剔除无解释意义的词

（如“开始”“第一期”等）后，将结果存为列表。其中

去重的目的是消除分词的权重。

（2）将所有图书馆的数据按照步骤（1）中方法得

到40个经过去重的分词列表，之后将这40个分词列表

合并后统计词频，找出主题热点。

（3）在进行图书馆间耦合分析时，本文利用步骤

（2）中得到的40个分词列表开展耦合关系强度计算，

本文的做法是得到任意两家图书馆的分词列表交集，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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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分词的数量就定为这两家图书馆的耦合强度值。最

终得到这40个图书馆的耦合关系矩阵。

（4）利用UCINET中集成的NetDraw软件实现基

于标题分词的各图书馆耦合关系的可视化。

2.2.3  培训讲座内容分类

本文所研究的这40所大学图书馆的讲座内容十分

广泛，各大学图书馆在网页上将培训讲座划分的依据

与标准不同。如表1所示，北京大学就将培训讲座划分

为新手上路、解锁数据库、沉迷学术、软件达人、专利

培训。上海交通大学将培训讲座划分为专题培训、嵌

入教学培训、新生培训、信息专员培训、专利学堂。为了

统一划分的标准，本文采用以培训讲座内容为标准的

划分。具体做法是将2.2.2节步骤（2）的合并后分词列

表中词频大于4次的分词取出（共293个），将其人工分

类。笔者认为词频小于或等于4次的分词其代表含义没

有普遍性，故不考虑其分类。

3  结果与讨论

3.1  图书馆开展培训讲座基本情况分析

对“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大学图书馆开展培训

讲座基本情况统计，其中有系统日程安排的31家，占比

77.5%，说明在日程安排方面，研究对象图书馆大多给

出系统的培训时间表。在所有大学图书馆中注明了培训

讲座层次的有17家图书馆，占比42.5%；对培训内容进

行分类的有20家图书馆，占比50.0%，说明目前我国大

学图书馆的培训讲座针对性说明有待加强。在研究对

象图书馆中可以提供课件下载的有30家，占比75.0%；

可以提供在线视频的有9家图书馆，占比22.5%，说明

有视频制作技术和条件的大学图书馆不多，同时所有

课件下载网页均未发布版权归属申明，图书馆对自己的

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淡薄。

由基本情况统计可知，绝大多数“世界一流大学建

设”的大学图书馆已将开展培训讲座作为图书馆常态

化工作。培训讲座的常态化有利于发挥图书馆用户教

育职能，便于打造用户教育品牌和提升用户的黏性。本

文还发现开展培训讲座中主讲人大部分是图书馆学科

馆员，绝大部分具有硕士及以上学历，是图书馆的业务

骨干。主讲人还包括学院教授、专职数据库培训师、社

表1 “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大学图书馆

开展培训讲座基本情况

北京大学图书馆

清华大学图书馆

浙江大学图书馆

复旦大学图书馆

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

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

武汉大学图书馆

南京大学图书馆

吉林大学图书馆

华中科技大学图书馆

四川大学图书馆

天津大学图书馆

南开大学图书馆

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图书馆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图书馆

中南大学图书馆

哈尔滨工业大学图书馆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山东大学图书馆

厦门大学图书馆

东南大学图书馆

同济大学图书馆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图书馆

大连理工大学图书馆

东北大学图书馆

华南理工大学图书馆

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

北京理工大学图书馆

西北工业大学图书馆

重庆大学图书馆

兰州大学图书馆

中国农业大学图书馆

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

湖南大学图书馆

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

郑州大学图书馆

云南大学图书馆

新疆大学图书馆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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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表示有，“×”表示没有，“部分”表示部分有，“-”
表示不能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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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名人、学生。其中学生大部分为信息培训专员，由图

书馆馆员对其进行培训认证。

3.2  培训讲座热点及图书馆间培训内容相
似性分析

“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大学图书馆培训讲座数

据中标题的前30个高频分词见表2，从这些高频词中归

纳出图书馆培训讲座的主要内容有数据库培训（Web 
of Science、IEEE、SciFinder、SCI），网络资源获取，

期刊、专利检索，以及论文写作与投稿。本文发现，国

内图书馆培训讲座设置大部分是根据具体的检索方法

或信息获取途径来进行培训规划的，并不是根据信息

意识、信息获取、信息利用、信息评价及信息道德这一

标准体系来设计培训。因此，本文认为针对读者的培训

内容应该较为系统地涉及信息获取的意识、知识、能力

和道德等多个方面，而不是仅仅局限在文献和网络信

息的检索。

通过耦合强度计算，本文得到40所大学图书馆

基于标题分词的耦合矩阵。所得网络属于全联通网络

（密度为58.92），由于网络密度较大致使可视化后网

络中连线繁杂，难以对细节进行观察与描述。为更简洁

明了地呈现基于标题分词的图书馆耦合关系，本文在

NetDraw软件中将耦合强度值设置为大于80即产生深

度聚合的耦合网络（见图1）。图中圆点代表图书馆，圆

点的大小代表该图书馆标题分词列表中分词的数量，

分词越多圆点越大；圆点间连线粗细可表征图书馆间

耦合强度的大小，连线越粗耦合强度越大。

表2 “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大学图书馆培训讲座数据中标题的高频分词（前30）

培训

数据库

图书馆

资源

文献

论文

38

38

35

35

34

33

频  次分  词

网络

获取

学术

期刊

检索

信息

25

25

25

25

24

24

频  次

30

28

28

27

27

26

频  次

31

31

30

30

30

30

频  次

23

23

23

23

22

21

频  次分  词

讲座

写作

Web of Science

投稿

科研

全文

服务

SCI

专利

在线

IEEE

SciFinder

数据

电子

课程

平台

管理

知识

分  词 分  词 分  词

图1 “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大学图书馆耦合网络谱图

初始生成网络属于全联通网络，其网络密度为58.92，
说明各大学图书馆开展培训讲座存在较强的相似性，

参照耦合分词可知开展培训讲座内容相似性表现在数

据库培训，网络资源获取，期刊、专利检索，论文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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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投稿。虽然各大学图书馆没有联合开展培训讲座，但

是利用标题分词作为耦合的中介标尺来建构图书馆耦

合网络，从培训内容维度将会更加趋近于大学图书馆

实际关系的状态。换言之，这些大学图书馆也许没有联

合培训却共同丰富了图书馆培训讲座的内容体系。耦

合强度排名前5的是东南大学图书馆与武汉大学图书馆

（强度值272）、东南大学图书馆与西安交通大学图书

馆（强度值227）、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与武汉大学图

书馆（强度值212）、东南大学图书馆与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图书馆（强度值212）、东南大学图书馆与郑州大

学图书馆（强度值206）。

3.3  培训讲座内容分类

从培训讲座内容分类来看，图书馆培训讲座呈现

多样化的特点（见表3）。虽然期刊、专利、学位论文、馆

藏、网络资源的获取和利用，数据资源延伸利用，信息

分析，文献管理软件使用，通用办公软件使用等内容仍

在图书馆培训讲座中占有较大的比重；但部分讲座如

大数据介绍、Python语言、大数据分析、数据可视化、

多媒体素养、视频剪辑、MOOC、古籍查找等已经进入

图书馆培训体系，满足了数据驱动与全媒体时代用户的

需求。

表3 “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大学图书馆培训讲座内容主题

期刊信息检索

专利信息检索

学位论文检索

馆藏资源利用

信息分析

文献管理软件使用

通用办公软件使用

论文写作与投稿

其他

培训、数据库、全文、网络、获取、检索、在线、调研、Web of Science、IEEE、SciFinder、EBSCO

专利、培训、分析、技巧

学位论文、获取、检索

图书馆、利用、资源、检索、文献传递、馆际互借、图书、藏书

服务、知识、ESI、Incite、思维导图、CiteSpace、SPSS、Excel、Vosviewer

期刊、论文、文献、管理、NoteExpress、EndNote

Word、Excel、PPT、PS、LaTeX、Visio

论文、写作、毕业、规范、投稿、排版、开题、科研

大数据、Python、古籍、MOOC、多媒体、视频、Numpy、Pandas、Matplitlib

包含的典型关键词主  题

从培训讲座内容系统性来看，可将培训讲座内容大

致分为信息源查找、信息资源管理、信息资源利用（见

图2）。信息源查找主要包括期刊信息检索、专利信息检

索、学位论文检索、馆藏书目信息检索，将查找到的数

据信息导出后存放在文献管理软件中，也可以导入信息

分析软件进行分析处理。查找到的文献信息、文献管理

软件导出数据、信息分析软件导出数据，以及通用办公

软件都支撑、辅助论文的写作与发表。

图2 “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大学图书馆培训讲座内容框架

4  大学图书馆开展读者培训讲座的建议

4.1  延伸培训讲座内容

目前，图书馆用户教育的概念及内容正在泛化，主

要涵盖媒介和信息素养、数据素养、视觉素养等教育。

然而本文发现研究对象图书馆开展的培训讲座依然主

要是传统的信息素养教育。因此，在实际操作中，大学

图书馆需要适应自身角色转变，发挥数据资源优势，开

设适合所在高校的媒介素养、数据素养、视觉素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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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讲座。如在媒介素养培训方面，图书馆可以增加培

训内容：①在新媒体（如微信、微博、头条）中鉴别虚假

信息与新闻；②利用知乎、豆瓣、微信、微博、网盘、文

库、论坛等新兴网络媒介采集有价值研究信息、知识、

情报；③评价和合理引用有效信息。这样的培训在武汉

大学图书馆有所涉及。

如果说信息素养教育侧重信息的可查找和易利用，

那么数据素养教育则侧重数据的生产、存储、管理与

分析等技术层面。其主要内容包括培养数据意识、培

育数据能力、树立数据伦理。在数据素养方面，图书馆

可以增加培训内容：①培养各类数据价值和数据安全

意识；②通过具体的案例或项目培训数据挖掘和发现

等技术，并使培训对象能够制定管理自身科研数据的

计划；③培训数据隐私、数据合法使用、数据共享规则

等。这样的培训在清华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

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开展得较好。

上述建议的培训讲座内容只是调查统计的结果，各

高校图书馆还应根据自身特色建构适合所在高校学科

特色的培训讲座体系，最终在全媒体环境下提升学生

的媒介素养、信息素养、数据素养、视觉素养。

4.2  丰富培训讲座形式

（1）微视频在培训讲座中的应用。微视频是指时

间在0.5~20分钟，形式、内容广泛的视频短片的统称，

包括视频剪辑、DV短片、记录短片、广告片段等。本文

通过调查发现，利用微视频开展培训讲座的大学图书

馆不多，如“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首页>服务>信息素养

>微课程”，其分为图书馆攻略、方法篇、资源篇、应用

篇、服务篇、学科篇6部分。

相对于图书馆开展的慕课制作，微视频库的建构

成本更加低廉、可操作性更强大、灵活度更高。微视频

可以将声音、图像、文字等元素融为一体，使抽象的知

识变得更直观、更形象。因其长度限制，可以降低培训

对象的学习负荷，有效促进其学习效率，增强学习资源

的利用率。微视频具有便于在移动终端传输、下载的

特性，使得培训对象可以通过移动终端（手机、平板电

脑）随时随地基于自身需求充分利用碎片化时间调控学

习深度和学习进度，与目前普遍的在线预约讲座相比具

有更强的灵活性和更低的人力资源成本。同时，培训信

息精炼、明确的视频具有模块化构建学习流程的功能

和快捷复习查找的特点。因此，高校图书馆培训讲座可

以尝试微视频形式，这可以部分弥补传统高校图书馆

培训讲座教育资源的不足，同时也能为图书馆开展教学

和慕课建设积累素材和经验。

（2）开展嵌入式培训讲座。随着国内各类学科服

务平台的搭建完成，可以将培训讲座嵌入学科服务平

台进行融合升级，与微视频制作结合可以提供针对不

同学科主题的专业学科资源检索技能视频，同时针对

某些学科课程可以开展嵌入式培训讲座。

在开展嵌入式培训讲座中，打造高素质的教育队

伍是做好嵌入式培训讲座工作的基本保障。首先，各大

学图书馆可以依据实际情况建设培训讲座专业讲师队

伍；其次，可以依托学生社团建设学生讲师队伍；最后，

可以让学院教授、社会名人作为教育队伍的补充。同

时，培训讲座还须坚持线上、线下相互协同、促进的嵌

入方式，最终形成一种用户需求主导、用户主动交互、

图书馆灵活支持的开放式培训讲座模式。

4.3  重视培训讲座媒体营销

早年间培训讲座如果选择在学校到处张贴海报或

在主页发布公告这样的方式宣传，则信息很快被忽视。

于是大家选择微博、微信、QQ群、论坛、RSS等新兴信

息发布手段，将培训讲座信息推送到培训对象群体中，

让其触手可得。然而近两年大家发现各种媒体信息的

眼球争夺战异常激烈，图书馆的培训讲座信息发送后

石沉大海。因此培训讲座宣传信息需要在发布前做媒

体化处理，使得发布信息的语言风格与被培训者能接受

的语言风格一致。

此外，培训讲座体系的建立也是增强图书馆培训讲

座传播影响力的有效手段，这方面上海交通大学图书

馆做法较为突出，其将讲座与培训分为滚动培训、新生

培训、专题培训、嵌入教学培训、信息专员培训、思源讲

坛、专利学堂，这满足了不同培训对象的信息需求层次，

也使得培训讲座媒体营销内容充实饱满、富有层次。

4.4  建立培训讲座质量评价体系

构建全面合理的培训讲座评价体系是提升图书馆

培训讲座质量和完成图书馆教育职能的重要举措，虽

然很重要但是具体实施很难，目前已有网络问卷调研、

培训对象访谈、同行专家评议等方法考核培训讲座质

量。由于这些方法都不能做到全维度考核，因此建立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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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讲座质量评价标准是目前图书馆管理者亟待解决的

问题。

4.5  加强培训者敬业精神和业务素质

由采集数据可知，研究对象图书馆开展培训讲座

的主讲人大多是学科馆员、数据库培训师，不论是学科

馆员还是数据库培训师，其水平都良莠不齐，有的学科

馆员进行培训讲座仅仅是为了完成任务，并不能满足

培训对象的需求；有的数据库培训师1小时的讲座有50
分钟是在做广告宣传，而学生的对策是领完小礼品就

走或是快发礼品时才来。因此，图书馆的培训者首先要

加强自身敬业精神，其次应提升自身信息学知识、图书

情报学知识、网络化信息服务技能，以及开展培训的常

识。同时，各图书馆应设置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培训者

的工作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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