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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校图书馆的数字阅读推广与信息素养教育存在密切交织的关系，都旨在提升用户的信息获取、处理、

分析和应用能力，以适应数字化和信息化的社会需求。人工智能成为推动图书馆服务创新和转型升级的

重要力量，数字阅读推广的智能化转型与信息素养教育的外延式拓展碰撞融合，基于融合发展理念，剖

析探索数字阅读推广和信息素养教育融合发展的可行性路径，为新形势下高校图书馆信息服务职能和教

育职能拓展提供新视角和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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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motion of digital reading and information literacy education in university libraries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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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sely intertwined, aiming to enhance users’ abilities to access, process, analyze, and apply infor-
mation to meet the demands of a digital and information societ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force in driving the innov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library services. The intelligent 
transformation of digital reading promotion and the extende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literacy 
education collide and merge.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integrated development,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explores the feasibility of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reading promotion and infor-
mation literacy education. It provides new perspectives and ideas for the expansion of the infor-
mation service and educational functions of university libraries under new circumsta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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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工智能(AI)是引领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技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 Generated Content, 
AIGC)技术是指通过人工智能技术自动创建文本、图像、音频、视频等多种形式内容的过程，是人工智能

领域的前沿技术代表。AI 技术正在重塑人们获取、处理和利用信息的方式，极大地提高了信息处理的效

率和质量，还为个性化推荐系统、复杂的决策支持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极大地丰富了用户的阅读体验，

并在数据分析和管理方面展现了其独特的优势，对面向未来人才的能力素质也提出更高要求，为高校图

书馆的数字阅读推广服务和信息素养教育工作引入新技术、新方法来提升服务品质和服务效能[1]，带来

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 
融合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规律之一，践行融合发展理念，能更好激发发展潜力，形成推动高

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2]。高校图书馆的数字阅读推广服务和信息素养教育之间存在着紧密交织又相互促

进的关系，两者都致力于提升用户信息获取、处理、分析和应用能力，以适应数字化和信息化的社会需

求。人工智能时代背景下，面对现代用户对信息获取和知识服务的多元化需求，探索数字阅读推广和信

息素养教育融合发展、相辅递进的互通路径，是充分发挥图书馆信息服务和教育职能，适应并引领图书

馆高质量发展的全新视角。 

2. 人工智能技术对高校图书馆的冲击 

以 ChatGPT 为代表的大型语言模型在理解、生成和处理自然语言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以及文本、

图像、视频等多媒体生成模型展现出更大的应用潜力。以 AIGC 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多方面冲击

着高校图书馆业务及高校图书馆的用户服务。 
人工智能在自然语言交互、多模态、信息量、知识可及性及个性化方面显现优势[3]，在国内图书馆

领域的应用研究方面，目前主要集中在图书盘点、参考咨询、智能检索、人脸识别、图书馆自动化和元

宇宙应用等[4]，为自助服务、智能机器人(咨询、导航、盘点)、智能安防、智能编目、VR 虚拟体验等智

能化服务提供了技术基础[5]，为图书馆提供了“广视角”与“多维度”的智能服务场景[6]，在馆藏资源

的数字化开发、用户的阅读体验以及馆内服务等多个方面提供高效赋能[7]，为读者提供了更加丰富和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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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化的服务体验。 
AIGC 技术作为新兴的知识生产力工具，在高校用户核心的学习科研工作中，目前较为成熟的应用包

括信息检索、摘要总结、文本分析、生成策略等[8]，用户找寻关键问题、形成最终决策等主导性能力行

为亟待提升。AIGC 技术动摇了人类作为知识“生产者”的主导地位，人类需要与智能机器紧密合作、良

好互动，以实现共同发展、演进的动态平衡。 

2.1. 数字阅读推广的智能化转型 

数字阅读推广工作致力于培养读者的数字阅读素养，提升读者信息素养，提高学术研究的效率和质

量，提升读者服务成效，进而优化资源使用效益，充分发挥信息服务职能，数字阅读推广中的推广内容、

推广方式、推广渠道、推广评价等与传统阅读推广工作特性有较大差异。 
目前高校图书馆的阅读推广活动实践偏重于馆藏实体资源及场所的要求，较忽视数字阅读，较少涉

及专业性阅读推广内容。数字阅读推广工作仍局限于活动、出版物、人际传播、广告、课程、导航与推荐

等模式[9]。另外，有部分研究引入专业理论来探讨数字阅读推广的模型及相关技术，如基于培养理论的

深度数字阅读推广效果仿真分析模型[10]，基于内容营销的理论方法探索深度数字阅读推广服务策略[11]，
基于读者“阅读生命周期”引导读者深层次阅读[12]。总体来说，现有数字阅读推广实践仍面临着推广普

及效率低、读者参与度低、个性化需求满足度低等诸多挑战，理论在实际应用中的转化力度不足，较缺

乏针对数字阅读特性，以读者发展为中心的模式化、体系化的探索。 
无论是以资源为中心的深度挖掘输出推广，还是以读者阅读行为过程为中心的引导发展推广，单纯

依赖传统人工分析方式难以充分发挥效力，亟需人工智能技术加持辅助精准度、个性化层级阅读推广的

实现，并向智能化数字阅读推广转型升级。在数字阅读推广工作的核心要素领域，包括推广内容深度优

化、推广方式智能丰富、推广服务体验升级等方面，AI 技术都有待开发的广阔空间和融入工作全流程的

切入优势，应逐渐从单一的自动化工具转变为全面的服务创新伙伴，以满足现代读者对信息获取和知识

服务的多元化需求。 

2.2. 信息素养教育的外延式拓展 

2015 年美国发布的《高等教育信息素养框架》指出，信息素养包括信息的反思发现、理解信息如何

产生与评价以及利用信息创造新知识、合理参与学习社区的一组综合能力，是一套随着信息化时代发展

而不断进行演变的标准，是一种开放式的理念[13]。国际上，信息素养在图书馆组织的关注与推动下持续

发展，并逐步扩展成为社会公民在信息社会的必备素养。 
随着信息技术与信息社会的快速发展，信息素养教育得到世界各国和行业组织的高度关注，信息素

养已逐渐成为评价育人质量的关键指标。信息素养被列入新时期最受各经济体和国际组织重视的七大核

心素养之一，且高收入经济体更关注信息素养能力[13]。2018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全球数字素

养技能参考框架 4.4.2》，信息素养被纳入“数字素养”概念内涵及外延范畴，并发展成为超越知识和技

能包含态度与价值观的综合素养能力，且在不同的场景语境中两者互有交叉[14]。 
信息素养的培育是高等学校培养高素质、创新型人才的重要内容[15]，是人才综合素质与核心竞争力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众多其他素养形成的基础和源泉[16]。信息素养教育是高校人才培养的关键环节，从

图书馆作为实施主体外延到高校作为承担主体[17]。以 ChatGPT 和 AIGC 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深刻

改变了信息发现、知识创造方式，常规的以信息为核心的信息素养教学模块如信息意识、信息知识、信

息能力、信息应用、信息安全、社会责任等内容应适时向数字素养、智能技术、实践应用迁移、跨界综

合、创新创造、系统决策等方面外延拓展，人工智能背景下重构适应新形势的信息素养教育发展体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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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路径，促进人才信息素质和创新能力全面提升，是高校图书馆发挥教育职能的迫切需要。 

3. 数字阅读推广与信息素养教育融合发展的可行性 

“融合”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规律，也是推动经济社会进步的重要思想，特别是在当前全球化、

信息化、智能化的时代，融合发展是适应新时代特征和联动创新的基本要求。数字阅读推广通过提供丰

富的数字资源和多样化的阅读平台，为信息素养教育提供了实践的场景和资源。同时，信息素养教育提

升了用户对数字资源的识别、评估、获取和有效使用的能力，有助于数字阅读推广向深度和广度拓展。

数字阅读推广侧重于内容的数字化和阅读方式的创新，信息素养教育则侧重于培养用户处理这些内容所

需的技能，如批判性思维、信息评估和数字伦理等。数字阅读推广有助于构建校园的数字文化，而信息

素养教育则培养用户成为负责任和有效的数字公民，两者共同促进了校园信息文化的健康发展。 
人工智能技术背景下，数字阅读推广可以借助其对大数据的处理能力和对复杂模式的识别能力，通

过融合功能可以强化阅读推广的要素，智能推荐扩展文献资源，提炼推广活动关键指标，分析并设计符

合用户需求的多模态应用场景，为用户提供更为精准层级的信息推广服务[18]-[20]。传统信息素养教育在

自然语言检索应用和知识服务知识库建设冲击下，可借助 AI 技术优势进行科研创新服务支撑、学术前沿

热点追踪、学科情报分析服务速递等，更侧重智能互动对话训练、信息甄别和溯源能力、批判性思考推

理、创新性思维能力、学术判断能力的培养[21]，引导用户如何评估和利用智能技术，以提高信息处理能

力，拓展发挥素养教育效益。 
人工智能技术的引入可为用户服务提供了强大的支持和创造性的力量，用户信任是图书馆发展的重

要基石，用户受益是图书馆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目标驱动，面对当前数字化转型与智能化发展的挑战，

重构和深化用户信任关系十分紧迫[22]。数字阅读推广和信息素养教育工作都直面用户动态化、个性化的需

求，借助 AI 技术赋能挖掘，促进用户与图书馆之间的互动，建立和维护更加紧密和持久的用户信任关系。 

4. 数字阅读推广与信息素养教育融合发展路径探索 

人工智能技术以其卓越的智能化特性和数据驱动能力，为数字阅读推广与信息素养教育融合发展带来广

阔的可能性(见图 1)，为馆员角色从传统的信息提供者转变为信息的引导者和协调者提供无尽的发挥空间。 
 

 
Figure 1. Integrated development path of digital reading promotion and information literacy education 
图 1. 数字阅读推广与信息素养教育融合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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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智能知识服务推广与智能技术能力培养相融合 

以智能技术赋能为旨向进行信息思维引领，AI 技术集成融合馆藏智能信息检索系统，打造基于智能

知识服务的数字阅读推广，运用智能技术提供个性化指导和交互式帮助，基于学习科研目标和个性发展

需要进行个性化建设资源、推荐资源，实现推广与读者个性化需求的精准对接。推广流程提供学习科研

支持和高质量多元化的信息服务方式，基于学习目标和个性发展需要，渗透培养用户的数字应用技能和

信息实践能力，运用先进技术提供个性化指导和交互式帮助，渗透培养用户的系统思维和利用信息解决

问题的能力。 
信息能力涵盖了获取、处理、交流、应用、创造信息的能力，人工智能时代的信息能力指向应是学

习新知识、新技术、新工具、新方法，整合并运用各种智能信息技术，侧重培养与 AI 人机协同的能力，

且拥有高阶价值判断和系统决策能力的主导者。 

4.2. 主题场景活动推广与信息实践能力培养相融合 

数字阅读推广的核心在于构建目标用户与推广对象之间的信息桥梁，借助 AI 技术赋能学习科研全流

程全场景的信息支撑，增强阅读活动的多元性、体验性和趣味性，通过内容相关性和内容价值架起图书

馆与用户间的关联[23]，根据用户的个性化需求、兴趣偏好、信息获取渠道、推广对象的内容价值，以及

数字阅读在不同周期的使命和建议动作，AI 可以介入制定更为精细的内容细分策略，构建多模态的场景

化主题。 
推广主题活动以提升用户解决实际问题能力为导向，建立读者与资源、服务之间的强关联，实践教

育和理论教育可以深度交互，搭载研究项目、科创项目、科技竞赛等嵌入实践信息服务流程，强化实践

能力和应用能力，提升用户的科研生产效率和综合素养，深度拓展数字阅读推广和高价值信息服务能力，

为科研提供深入的情报支持和数据支撑，推动信息服务与科研工作的深度融合。 

4.3. 合作共建推广生态与跨学科系统能力培养相融合 

目前社会创新模式呈现以多元主体协同互动为基础的协同创新模式，着力优化同新发展格局相适应

的专业结构和人才培养结构，培育交叉融合的新兴专业，打造特色优势专业集群[24]，以跨学科知识结构

为基础的系统决策素质成为人才素养必备项之一。传统资源平台、服务模式和推广技术已不足以满足读

者对多元化数字阅读推广信息和活动的需求，数字阅读推广应引入创新的合作机制，拓展与校内校外不

同领域的合作伙伴关系，实现优势互补和资源共享，通过 AI 技术应用实现跨平台资源整合和服务优化，

从而提高整个阅读推广生态的效率和效果。 
立足社会和高校发展定位与需求，侧重增强与教学以及与教育利益相关者的合作，图书馆媒体与校

园媒体融合[25]，对接新产业、新业态行业资源，共建实践平台、基地、资源库等，校内主动融入创业孵

化基地、科技创新创业实习基地、创客空间等平台，校外建构高校与产业无缝对接、协同育人的大平台，

广泛推进科教融合、产教融合、校企融合，全方位、深层次开展实践教学活动[26]，通过行业案例、专题

研讨、场景实践等关联互动矩阵式推广及课程体系形态，能够在不同学科领域之间建立联系，进行跨学

科综合创新。 

4.4. 信息行为引导推广与创新创造能力培养相融合 

人工智能应用提供了更为便捷的信息检索获取发现，数字阅读推广要侧重创造知识、揭示规律、解

决问题等信息行为引导层面，将知识建构、思维训练、能力锻造与品格塑造相融合，更加重视人的创新

品质、创造能力，开展与技术变革相匹配的教育理念创新、培养方式创新[27]，达成对创新素质的系统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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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数字阅读推广遵循科研学习流程及知识传播规律，在不同阶段的推广活动中，随之嵌入与之相契合

的信息素养教育内容，同时配合“推介–课堂–培训–活动”递进交叉的信息推广渗透，提升信息行为

有效性和创造力的精准度和系统性。 
数字阅读推广和信息素养教育评价以过程式、引导式、发展式培养质量为要，致力于与用户需求建

立深度的关联性和稳固的信任度，成为用户学习科研的全面合作伙伴，更关注用户核心素养与综合能力

的渐进式提升，侧重创新研究导向的课程设计和科研训练，鼓励学生提出新的思路和解决方案，激发创

新潜力。 

4.5. 数据安全责任推广与数字伦理培养相融合 

人工智能渗透环境下，无论是对于数字阅读推广和信息素养教育工作的实施主体——馆员，还是信

息服务的受众——读者，数据安全和数字伦理都成为必须面对的挑战。技术的整合是实现图书馆构建以

用户为中心的服务体系创新的关键，人工智能赋能工具的使用应遵循严格的框架规范，包括技术迭代、

服务优化、系统扩展性和用户反馈机制等。数字伦理道德是数字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信息素养的准

则，关系到个体的权利和尊严以及社会公平公正和可持续发展[28]，要求在信息组织和利用过程中，提高

对信息的判断和评价能力，促使准确合理地使用信息资源，让信息发挥最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在数字阅读推广与信息素养教育融合发展进程中，馆员应发挥主导性作用，在价值判断、过程数据

管理、隐私保护、数字责任等方面做好规范和引导。数字伦理涉及数字化时代人与人之间、个人和社会

之间的行为规范，通过主题推广活动、专题课程、研讨会和实践活动，提升用户对数字技术负责任使用

的认识，培养他们成为负责任的数字公民。 

5. 结语 

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为行业创新提供无限机遇和可能，高校图书馆的信息服务职能和教育职能

正在向更智能、更综合的方向发展，通过数字阅读推广和信息素养教育的融合策略实现互补互促、联动

创新，不仅能够双重提升图书馆的服务效能，进一步巩固图书馆作为知识中心和学习伙伴的价值，还能

够培养用户在未来社会中所需的关键能力，帮助他们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中保持竞争力，激发创新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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