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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聚焦于AI技术在高校图书馆服务转型中的应用，以及复合型“职工之家”的构建路径。通过深入剖

析高校图书馆面临的新需求，探讨AI技术的应用模式、优势及其在构建“职工之家”中的关键作用。从

必要性和可行性两方面展开论证，详细阐述借助AI构建“职工之家”各功能板块的实践路径，旨在为高

校图书馆服务创新与功能拓展提供理论和实践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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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application of AI technology in the service transformation of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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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raries and the construction strategies of composite “Staff’s Home”. It deeply analyzes the new 
requirements faced by university libraries, explores the application modes, advantages of AI tech-
nology, and its key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taff’s Homes”. The research conducts demonstra-
tions from the aspects of necessity and feasibility, and elaborates on the practical paths for con-
structing various functional modules of the “Staff’s Home” with the help of AI, aiming to provid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the service innovation and function expansion of university 
libr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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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前，数字化与智能化浪潮推动各领域加速变革，高校图书馆作为校园内知识传播与学术交流、和

谐校园建设的重要阵地，传统服务模式已难以满足教职工日益增长的多元化需求。教职工期望在紧张的

工作之余，能在图书馆内享受到集多功能于一体的服务，以更好地平衡工作与生活，提升工作效率与生

活质量。在此背景下，借助 AI 技术推动高校图书馆服务转型，打造创新型、复合型“职工之家”成为亟

待探索的方向。 
此研究主要运用文献研究法，广泛搜集国内关于 AI 技术在图书馆服务领域应用、图书馆功能拓展等

方面的学术文献、行业报告等资料，系统梳理已有理论成果，为后续研究构筑坚实的理论基础[1]-[9]。同

时，通过逻辑分析与归纳总结的方法，结合高校图书馆服务转型的实际需求，对“职工之家”构建的各

环节进行深入剖析，提出具有实践指导意义的建议，助力高校图书馆更好地实现服务创新与功能完善。 

2. AI 驱动高校图书馆服务转型的模式与前景 

2.1. 主要服务转型模式 

2.1.1. 智能资源管理模式 
AI 技术为高校图书馆的资源管理带来革新。借助机器学习算法，可对馆藏书籍、电子资源等进行智

能化分类、标注，极大提高资源管理的效率与精准度。例如，图像识别技术能迅速识别书籍的封面、封

底等关键信息，自动完成入库登记流程，有效减少人工操作的误差和工作量。而且，通过数据挖掘技术

分析资源的使用频率、借阅趋势等数据，能为图书馆资源采购、更新及剔除等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保障

馆藏资源与教职工实际需求紧密契合[10]。 

2.1.2. 智能服务提供模式 
在服务提供方面，智能检索系统借助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发挥重要作用。教职工输入自然语言描述的

问题或关键词后，系统能够精准理解其意图，进而检索出高度相关的文献资源，突破传统检索方式的局

限，显著提升检索效率和查准率。此外，智能推荐系统基于对用户历史借阅记录、浏览行为、学术兴趣

等多维度数据的分析，运用协同过滤、内容推荐等算法[11]，为教职工推荐个性化的书籍、期刊文章、学

术讲座等内容，满足不同个体的差异化需求，有效增强用户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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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智能空间管理模式 
利用 AI 技术优化图书馆空间管理也是重要一环。通过传感器网络和智能控制系统的协同作用[12]，

可实现对馆内照明、温度、湿度等环境参数的自动化调节，营造舒适、节能的阅读和学习空间。同时，智

能定位技术方便教职工快速定位所需书籍的具体位置，也有助于工作人员更高效地进行馆藏资源盘点和

整理工作，使空间利用更加合理、便捷。 

2.1.4. 服务转型的前景 
随着 AI 技术在高校图书馆服务领域的不断深入应用，预期将带来多方面积极变化。从服务效果来

看，智能检索和推荐服务有望进一步优化，让教职工获取知识资源更加迅速、精准，从而更大程度节省

时间和精力，持续提升图书馆服务的满意度。在管理层面，智能资源管理将促使馆藏资源的配置更加科

学合理，资源利用率和周转率稳步提高，智能空间管理也将不断降低能源消耗，优化整体空间布局，提

升图书馆运营效率[13]。 

3. 高校图书馆服务转型与“职工之家”构建的关系 

3.1. AI 驱动服务转型，为“职工之家”构建奠定基础 

AI 技术在高校图书馆服务转型中的成功应用，为构建创新型、复合型“职工之家”创造了有利条件。

智能资源管理模式、智能服务提供模式、智能空间管理模式分别为“职工之家”的多功能服务提供了资

源保障、后勤服务保障，舒适、安全的空间保障。 

3.2. “职工之家”拓展了图书馆服务的内涵与价值 

传统高校图书馆的功能主要集中在文献借阅、文献服务、自习、查收查引等基础服务方面，相对较

为单一。而将“职工之家”的多功能融入其中，能够使图书馆从单纯的知识存储与借阅场所，转变为一

个集知识充电、学术交流、休闲娱乐、生活服务等多元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空间，极大地拓展了图书馆

的服务范围与社会价值，增强其在校园内的影响力和吸引力，使其更好地适应新时代高校教职工对多元

服务的需求，契合高等教育发展的新趋势。这种转型有助于营造更加和谐、多元的校园文化生态，标志

着图书馆服务从“以资源为中心”向“以用户为中心”的转变。 

4. “职工之家”融入高校图书馆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分析 

4.1. 必要性分析 

4.1.1. 助力教职工工作生活平衡 
数智时代，图书馆服务已从“以书为本”转为“以人为本”。工作节奏越来越快，生活压力越来越

大，教职工急需更便捷的休闲娱乐空间来放松身心、缓解压力，丰富多样的休闲设施及活动能够促进教

职工的身心健康，进而提高工作效率，改善生活质量，使工作与生活达到更好的平衡状态。 

4.1.2. 强烈的需求 
通过对高校教职工实际需求的调研与分析发现，他们对于图书馆拓展“职工之家”功能有着强烈的

期待和较高的需求，渴望在校园内拥有这样一个能满足多方面需求的综合性空间。有的高校教职工需要

工会提供生活上的帮助与服务。例如，有的教职工面临孩子放学后无人照顾的现实困境，尤其对于家中

有 4~12 岁儿童的教职工而言，这无疑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将儿童托管功能融入图书馆“职工之家”，可

为教职工提供一个安全可靠且兼具教育意义的临时托管场所，妥善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使其能够全身

心投入到教学和科研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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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积极的社会需求态势表明，只要在建设过程中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并确保后续运营管理的有

效性，“职工之家”必然能够获得教职工的广泛认可与积极参与，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图书馆有使

命通过提升服务，满足教师的多元化需求。 

4.2. 可行性分析 

当下，“职工之家”融入高校图书馆具有多方面可行性。技术上，AI 技术取得显著进展，其多样化

功能为“职工之家”各项功能实现提供支撑，例如，儿童托管的智能监控与教育软件、休闲娱乐的智能

推荐系统、学术交流的语音识别和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都确保了建设在技术层面的可行性[14]。资源和

服务方面，高校图书馆资源丰富，能合理规划馆内空间划分功能区，文献资源可支持各类活动；专项经

费、培训后的工作人员及志愿者，也从人力、物力、财力多维度保障建设。政策上，部分高校出台支持高

校图书馆建设和工会“职工之家”建设的政策文件，鼓励多元化服务，为服务转型和“职工之家”建设提

供指导方向与政策支持，使创新型“职工之家”融入高校图书馆在政策层面具备可行性。 

5. 借助 AI 构建“职工之家”的实践路径思考 

5.1. 基于 AI 实现学术资源深度整合与精准推送 

5.1.1. 知识图谱构建与资源整合 
运用知识图谱技术，对图书馆馆藏的海量学术资源以及网络上的开放学术资源进行深度整合，构建

起不同学科、不同主题、不同文献类型之间错综复杂的关联关系，形成一个全面、立体且条理清晰的学

术知识网络。例如，借助知识图谱，能够清晰地展现出某一研究领域的发展脉络、核心研究团队、重要

学术成果等关键信息，方便教职工从多个角度深入了解和探索学术内容，为他们开展学术研究提供更为

全面、系统的视角和资源支撑。 

5.1.2. 科研需求分析与精准推送 
通过深入分析教职工的科研项目、发表论文、学术搜索记录等数据信息，借助 AI 算法精准把握他们

当前的科研需求和兴趣方向，进而有针对性地推送与之高度相关的学术论文、研究报告、学术会议通知、

科研项目申报信息等内容[15]。例如，对于从事人工智能在生物技术应用研究的教师，系统会实时推送该

领域最新的实验成果、前沿技术探讨文章以及即将举办的相关学术会议信息，帮助他们及时掌握最新的

学术动态，提高科研效率，有力地促进学术交流与合作。 

5.1.3. 智能学术辅助工具 
积极利用一系列智能学术辅助工具，如智能文献综述生成器、论文写作助手等。其中，智能文献综

述生成器能够依据用户输入的研究主题，自动检索相关的文献资料，并运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对文献内

容进行提炼、整合，快速生成一份初步的文献综述框架，为科研人员节省大量的文献梳理时间和精力。

而论文写作助手则可以在语法检查、语句润色、参考文献管理等多个方面为教职工提供专业帮助，有效

提升论文写作的质量和效率，助力科研成果的产出。 

5.2. AI 助力儿童托管服务智能化 

5.2.1. 智能预约与登记系统 
开发一套基于 AI 的智能预约和登记系统，方便教职工通过手机端或图书馆线上平台提前预约儿童托

管服务。该系统能够依据预约情况自动、合理地安排托管时段，并调配相应的工作人员。在登记环节，

利用人脸识别技术快速、准确地识别儿童的身份信息，同时全面采集家长的紧急联系人、健康状况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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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信息，以便在遇到突发情况时能够及时、有效地进行联系和处理，切实提高托管服务的便捷性和管理

效率。 

5.2.2. 智能监护与安全保障 
在儿童托管区域安装智能监控设备，借助图像识别和行为分析技术，对儿童的活动状态进行实时、

全方位监测。一旦识别到儿童出现摔倒、异常哭闹等危险行为，系统立即发出警报，并及时通知工作人

员前往查看和处理，确保儿童的人身安全。同时，通过智能门禁系统严格把控人员进出，仅允许经过授

权的教职工和工作人员进入托管区域，从源头上杜绝安全隐患。 

5.2.3. 智能陪伴与教育引导 
配备智能机器人等先进设备，为托管的儿童提供贴心陪伴和简单有效的教育引导服务。智能机器人

能够通过语音交互的方式与儿童进行互动，为他们讲故事、玩游戏、解答一些简单的知识问题等，以此

激发儿童的学习兴趣和思维能力。此外，利用智能学习终端，结合儿童的年龄、学习进度等实际情况，

有针对性地推送适合的学习课程，如启蒙绘画、基础数学等，让儿童在托管期间也能够有所收获，实现

寓教于乐。 

5.3. 利用 AI 打造个性化的休闲娱乐场景 

5.3.1. 智能娱乐资源推荐 
对图书馆内现有的影视、音乐、健身等各类休闲资源进行全面整合，运用 AI 算法深入分析教职工的

历史娱乐偏好、浏览记录等数据信息，进而为其提供高度个性化的娱乐资源推荐服务。例如，对于那些

热衷于观看纪录片的教职工，系统会定期推送新上线的优质纪录片，并附带相关的背景知识介绍；而对

于喜爱听音乐的教职工，则根据其钟情的音乐风格推荐相似风格的歌曲或歌手专辑，通过这种方式充分

满足不同教职工多样化的娱乐需求，显著提升他们在休闲娱乐过程中的体验感。 

5.3.2. 智能环境营造 
在休闲娱乐区域，借助 AI 技术实现对灯光、音响、温度等环境参数的智能化控制，营造出不同氛围

的场景。比如，当播放舒缓、轻柔的音乐时，系统自动将灯光调节为柔和的暖色调，营造出温馨、惬意、

放松的氛围，让教职工能够全身心地沉浸其中，舒缓工作压力；而在播放动感十足的音乐或者开展游戏

活动时，相应地调整灯光的亮度和色彩，增强环境的活力感与趣味性，使教职工更好地融入娱乐活动，

获得更佳的身心享受。 

5.3.3. 智能社交互动平台 
搭建一个基于 AI 的社交互动平台，通过分析用户的兴趣爱好、活动轨迹等多维度信息，智能推荐可

能感兴趣的其他用户，并为他们提供便捷的聊天、组队参与活动等功能。这一平台有助于促进教职工之

间的社交关系建立，打破彼此之间的交流障碍，增强图书馆“职工之家”作为社交场所的吸引力，让教

职工在休闲娱乐的同时，能够拓展自己的社交圈子，丰富校园生活。 

6. 结语 

AI 技术凭借其独特的优势，为高校图书馆服务创新与功能拓展提供了新的契机，有助于打造出一个

功能丰富、契合教职工需求且极具价值的“职工之家”，推动高校图书馆朝着综合性、多元化服务空间

的方向不断迈进。 
现阶段在 AI 助力高校图书馆服务转型与创新型“职工之家”构建方面尚处于摸索、起步阶段，仍存

在广阔的发展空间等待进一步挖掘。随着 AI 技术与其他前沿技术，如物联网、大数据等的深度融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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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实现图书馆服务更加智能化、个性化以及无缝化的发展目标。例如，借助物联网技术可实现图书馆内

所有设施设备的互联互通，利用大数据分析能够进行更为精准的用户画像和需求预测，进而从多个维度

优化服务体验。同时，在“职工之家”功能拓展方面，可以进一步加强与社会各界的合作交流，积极引入

更多优质的教育、文化、娱乐资源，精心打造具有特色的品牌活动，吸引更多教职工参与其中，不断提

升高校图书馆在区域文化建设中的辐射力和影响力，为构建学习型社会贡献更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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