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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图书馆传统文化数字资源建设的创新路径与实践探索

田雨霖
鄂尔多斯应用技术学院Ǔ内蒙古Ǔ鄂尔多斯Ǔ017000

摘Ȟ要：本文深入探讨了高校图书馆在传统文化数字资源建设中的创新路径与实践探索。阐述了高校图书馆在文

化传承与知识传播中的重要地位，分析了传统文化数字资源建设的理论基础及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资源集

成与标准化建设、技术革新与智能化应用、服务模式与内容创新以及国际交流与合作等创新路径。本文旨在为高校图

书馆传统文化数字资源建设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指导，推动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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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全球化的深入推

进，传统文化资源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高校

图书馆作为学术研究与知识传播的重要基地，在传承和

弘扬传统文化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然而，传统文

化数字资源建设仍面临着诸多问题和挑战，如资源分散、

标准化不足、用户服务体验欠佳等。因此，探索和创新传

统文化数字资源建设的路径，对于提升高校图书馆的服务

质量和推动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高校图书馆在文化传承与知识传播中的重要地位

高校图书馆，作为学术研究与知识传播的重要阵

地，在文化传承与知识传播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它们不仅是知识的宝库，更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

承载着传承人类文明、弘扬传统文化的重任。在文化传

承方面，高校图书馆通过收集、整理、保存各类珍贵文

献与古籍，为学者与学子提供了深入了解历史、研究传

统文化的宝贵资源。这些资源不仅涵盖了哲学、文学、

历史等多个领域，还蕴含着丰富的地域文化与民族特

色，为文化传承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图书馆还通

过举办展览、讲座等活动，将传统文化以更加生动、直

观的方式呈现给广大师生，激发了他们对传统文化的兴

趣与热爱。在知识传播方面，高校图书馆凭借其丰富的

馆藏资源与便捷的检索系统，成为了师生获取新知、拓

宽视野的重要平台。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日常学习，师

生们都能在这里找到所需的资料与信息，从而不断提升

自己的知识水平与综合素质[1]。另外，图书馆还通过数字

化建设，将传统纸质资源转化为数字资源，实现了知识

的快速传播与广泛共享，进一步推动了学术研究与知识

创新的深入发展。

2��高校图书馆传统文化数字资源建设的理论基础

2.1  数字图书馆理论与技术基础
数字图书馆理论与技术基础是高校图书馆传统文化

数字资源建设的核心支撑。数字图书馆是指运用现代信

息技术对海量的数字化信息资源进行收集、组织、存

储、管理和服务的虚拟图书馆。它突破了传统图书馆物

理空间的限制，实现资源的远程访问与共享。在传统文

化数字资源建设中，数字图书馆理论提供了资源分类、元

数据标准、数字版权管理等关键理论支持。同时，现代信

息技术的应用，如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为数字

资源的高效处理、智能检索与个性化推荐提供了可能。

这些理论与技术的应用，不仅提升了传统文化资源的数

字化水平，也促进了其传播与利用的效率与广度。

2.2  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理论
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理论是高校图书馆传统文化数

字资源建设的理论指导。文化遗产是民族记忆与历史传

承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数字化保护则是一种有效的保存

与传播手段。该理论强调对文化遗产进行数字化采集、

处理、存储与展示，以应对物理损坏、遗失等风险。在

高校图书馆传统文化数字资源建设中，文化遗产数字化

保护理论提供了资源选取、数字化标准、数据安全与维

护等方面的理论框架。通过遵循这些理论原则，图书馆

能够确保传统文化资源在数字化过程中的真实性与完整

性，同时促进其在现代社会的传承与发展。

2.3  用户需求与服务创新理论
用户需求与服务创新理论是高校图书馆传统文化数

字资源建设的动力源泉。在数字化时代，用户对信息的

需求日益多样化与个性化，这要求图书馆不断创新服

务模式以满足用户需求。该理论强调以用户为中心，通

过深入分析用户行为、偏好与需求，设计符合用户期望

的服务流程与资源呈现方式[2]。在传统文化数字资源建

设中，用户需求与服务创新理论指导图书馆开展用户调

研、资源推荐、个性化服务等实践。通过这些创新服

务，图书馆不仅能够提升用户的满意度与忠诚度，还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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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促进传统文化资源的活态传承与广泛应用。

3��高校图书馆传统文化数字资源建设存在的问题

3.1  资源分散
在高校图书馆传统文化数字资源建设中，资源分散

是一个显著的问题。由于历史原因和各高校独立建设的

特点，传统文化资源在数字化过程中往往缺乏统一规划

与协调，导致资源分散于不同平台或数据库中。这种分

散状态不仅增加了用户检索和利用资源的难度，也限制

了资源之间的互联互通与共享；资源的分散还可能造成

数据冗余与重复建设，浪费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

3.2  标准化不足
标准化是数字资源建设的基础和保障，但在高校图

书馆传统文化数字资源建设中，标准化不足的问题依然

突出。由于缺乏统一的元数据标准、数据格式和技术规

范，各高校在数字化过程中往往采用各自为政的方式，

导致资源之间的互操作性与兼容性较差。这不仅影响了

资源的共享与交流，也增加了资源整合与利用的难度。

同时，标准化不足还可能导致资源描述不准确、检索效

率低下等问题，降低了用户的检索体验与满意度。

3.3  用户服务体验欠佳
用户服务体验是评价数字资源建设效果的重要指标

之一，但在高校图书馆传统文化数字资源建设中，用户

服务体验欠佳的问题依然存在。一方面，由于资源分

散、标准化不足等问题，用户在检索和利用资源时往往

面临困难，导致检索效率低下、资源获取不便等问题[3]。

另一方面，部分图书馆在数字资源建设过程中忽视了用

户需求的多样性和个性化特点，缺乏针对用户行为的深

入分析和服务优化。这导致用户在使用数字资源时缺乏

良好的交互体验和个性化推荐服务，降低了用户的满意

度和忠诚度。

4��高校图书馆传统文化数字资源建设的创新路径

4.1  资源集成与标准化建设
针对资源分散的问题，高校图书馆传统文化数字资

源建设的创新路径之一是加强资源集成与标准化建设。

这意味着要建立一个统一的数字资源平台，将分散于不

同高校和平台的传统文化资源进行整合与集中管理。同

时，制定并推广统一的元数据标准、数据格式和技术规

范，确保资源的互操作性和兼容性。通过资源集成，用

户可以在一个平台上便捷地访问和利用各种传统文化资

源，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和共享程度。标准化建设则有助

于提升资源的质量和价值，促进资源的长期保存与可持

续发展。

4.2  技术革新与智能化应用

技术革新与智能化应用是提升高校图书馆传统文化

数字资源建设水平的关键。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云

计算等技术的不断发展，图书馆可以运用这些新技术

对传统文化资源进行深度挖掘、智能分析和高效管理。

例如，利用大数据技术对用户需求进行精准分析，为用

户提供个性化的资源推荐和服务；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实

现自动分类、智能检索和机器翻译等功能，提升资源的

可获取性和易用性；云计算技术还可以为图书馆提供灵

活、可扩展的存储和计算资源，降低运维成本，提高资

源服务的效率和可靠性。

4.3  服务模式与内容创新
服务模式与内容创新是增强用户满意度和忠诚度的

有效途径。高校图书馆应围绕用户需求，开展多元化的

服务创新。例如，可以开发在线学习平台，提供传统文

化课程的在线学习和互动；开展虚拟展览和实景模拟等

沉浸式体验服务，让用户身临其境地感受传统文化的魅

力；设立学术论坛和研讨会，促进学者之间的交流与合

作。同时，图书馆还应不断丰富和优化传统文化数字资

源的内容，包括增加多样化的资源类型（如音视频、多

媒体资料等）和提供多语言的资源描述与解释，以满足

不同用户群体的需求[4]。

4.4  国际交流与合作
国际交流与合作是推动高校图书馆传统文化数字资

源建设国际化的重要手段。通过与国际图书馆、学术机

构和文化组织的合作与交流，图书馆可以引进先进的

建设经验和技术手段，提升资源建设的质量和水平。同

时，合作与交流也有助于促进文化多样性的传播与交

流，推动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文化互鉴与共享。例

如，可以共同建设国际传统文化数字资源库，实现资源

的跨国界共享与利用；开展跨国学术交流活动，促进学

者之间的学术互动与合作研究。这些合作与交流不仅有

助于提升图书馆的国际影响力，也有助于推动传统文化

的全球传播与传承。

5��实践探索案例分析

5.1  深圳大学中央图书馆：智能技术引领图书馆革新
深圳大学中央图书馆作为国内现代化图书馆的典型

代表，其在传统文化数字资源建设方面展现出了卓越的

创新力和实践力。该馆率先引入了智能立体书库与智

能仓储系统，为图书资源的存储和管理带来了革命性的

变化。智能立体书库通过垂直空间的高效利用，极大地

扩展了图书馆的存储容量，据官方数据显示，其总存储

容量可达数百万册，有效缓解了传统图书馆空间紧张的

难题。同时，智能仓储系统采用先进的自动化技术，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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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图书的快速定位、精准分拣和高效搬运，大大缩短了

图书的入库和出库时间，提高了图书馆的运营效率。在

RFID技术的应用方面，深圳大学中央图书馆同样走在前
列。通过在每本图书上粘贴RFID标签，图书馆实现了
对图书的实时追踪和智能化管理。读者只需将图书放在

RFID阅读器上，系统即可自动识别并完成借阅或归还操
作，极大地简化了借还流程，提高了服务效率。另外，

该馆还开发了预借系统软件，读者可以通过手机或电脑

提前预约所需图书，系统会自动将图书从书库中取出并

放置在指定位置，等待读者前来领取，进一步提升服务

的便捷性和个性化水平。

5.2  北京大学图书馆：数字化转型助力学术研究
北京大学图书馆在传统文化数字资源建设方面同样

取得了显著成果。该馆充分利用微信小程序等现代技术

手段，为读者提供了更加便捷、高效的馆藏检索和无卡

借阅服务。读者只需通过微信小程序输入关键词或扫描

图书二维码，即可快速找到所需图书的详细信息，并直

接完成借阅操作，无需再到图书馆前台排队办理。这一

举措不仅节省了读者的时间和精力，也提升图书馆的服

务质量和效率。

北京大学图书馆还高度重视数字学术中心和多媒体

实验室的建设；数字学术中心配备了先进的数字化设备

和软件，为师生提供了丰富的数字学术资源和研究工

具，支持了多个学科领域的学术研究和创新[5]。多媒体实

验室则通过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先进技术，为读者提

供了沉浸式的阅读和学习体验，进一步丰富图书馆的服

务内容和形式。这些数字化设施的建设和应用，不仅提

升图书馆的服务水平，也为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提供

了有力支持。

5.3  其他高校案例：开放共享与智能化作业的探索
哈佛大学图书馆作为世界顶级学府的重要学术资源

中心，其开放获取理念和资源深度挖掘工作备受瞩目。

哈佛大学图书馆不仅拥有丰富的纸质和电子馆藏资源，

还积极推动数字化资源的开放共享，通过数字化手段将

大量珍贵文献向全球读者开放，实现了资源的最大化利

用。同时，该馆还致力于资源的深度挖掘和整合，通过

数据分析和可视化技术，为读者提供了更加全面、深入

的学术信息和服务。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在图书采分编

智能作业系统方面的探索同样值得借鉴。该馆通过引入

机器视觉、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实现图书采购验收、

分类编目、典藏加工等环节的智能化作业。系统能够自

动识别图书信息、生成编目数据、分配馆藏位置等，大

大提高了图书采分编的效率和质量。这一举措不仅减轻

了图书馆员的工作负担，也提升了图书馆的服务水平和

读者满意度。

结束语

综上所述，高校图书馆在传统文化数字资源建设中

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通过加强理论基础研究、解决

存在问题、探索创新路径以及实践探索分析，可以不断

提升传统文化数字资源建设的质量和水平。未来，随着

技术的不断进步和需求的日益多样化，高校图书馆应继

续秉持开放、共享、创新的理念，推动传统文化数字资

源的深度挖掘与广泛传播，为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承贡献

更大的力量。同时，也期待更多高校图书馆加入到这一

伟大事业中来，共同推动传统文化的繁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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