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未来学习中
心的建设思路和实现路径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同仁：

    大家好！我代表第二组进行“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背景下，

未来学习中心的建设思路和实现路径”的学习汇报。我是四

川大学图书馆副馆长杜小军。原定是由我们第二组组长西

南交通大学图书馆郭春生馆长进行汇报，由于郭馆临时身

体微恙，就由我接替进行汇报。由于我平时从事的是宣传

阅读推广、读者服务工作，对技术问题不在行，因此，如

果在汇报中有错误和不妥之处，还请大家批评指正。

4月 10日晚上，郭馆召集我们第二组 25名组员进行了

热烈的线下讨论，从晚上 6点半到 9点，各位馆长结合培训

期间潘云鹤院士、张晓林馆长等各位大咖专家的授课内容

和本馆未来学习中心建设的思考和实践，逐一发言。经过

深入的讨论，我们一致认为，在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时

代背景下，未来学习中心的建设应当从高质量的资源建设

高水平的平台建设、高效益的空间建设、创新的信息素养

教育等多个维度进行深入思考，并探索具体的实现路径。

随后，我们又细分了四个工作小组，分别由邓万友、

杨革、杨雪、王群四位馆长担任小组长，组织大家共同撰

写文字稿，并进行汇总。可以说，今天下午的汇报内容，



是凝聚了我们第二组 25名组员集体的智慧。当然，不妥和

错误之处，都是由于我本人水平和能力有限，造成理解和

表达不当造成的。

实际上，就在 4 月 11 日，也就是昨天，教育部宋毅司

长在厦门大学会议上发表了“加快未来学习中心建设，探索

构建数字时代学习新范式”的报告。他明确提出了关于未来

学习中心建设的设想。他强调，要高标准地创设一个泛在

智联的学习环境，高水平地搭建智慧便捷的学习平台，高

效率地提供面向未来的学习服务，以及全方位地营造融合

创新的学习生态。这些观点与我们之前的讨论既有差异，

也有很大的共通之处。一方面，我们需要继续深入学习宋

司长的理念，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积极响应宋司长的号召

鼓励百花齐放，注重分类特色，不拘一格地探索创建新的

建设形态和管理运行模式，共同推动未来学习中心的繁荣

发展。

（一）高质量的资源建设

第一，在资源建设方面，未来学习中心要围绕学习与

教学的全过程需求，以支持个性化学习和终身学习为主线

对碎片化的、多类型的、跨媒介的海量资源进行重组和创

新配置，加强资源的整合、组织和共享，打破信息孤岛，

联合校内教学、科研、学科、信息技术支持等职能部门及



校外相关机构来共建资源，打造高质量的学习与教学资源

聚合和利用平台，实现资源的最大化利用和广泛共享。

第二，在资源利用方面，要开发个性化资源推荐系统，

根据学生画像，个性化、精准化地智能推送学习资源，同

时将整合的资源推送到线下各类学习与研讨空间，支持研

究式、一站式的学习。

（二）高水平的平台建设

第一，高水平搭建智慧便捷的学习平台。整合优质数

字学习资源，建设适应个性化学习需求的数字平台。以人

为中心，依托信息技术来整合资源、搭建平台，建设智慧

图书馆，为师生提供泛在的、个性化的资源服务、应用服

务和数据服务。

第二，建设线上线下相融合的学习社区，满足个性化

和场景化需求。这个社区将提供学习资源、学术活动和互

助学习的机会，鼓励学生之间的交流合作，共同成长。建

设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教学过程辅助应用，自主学习过程

管理应用，学习评价应用，学习成果认证应用，统计分析

应用等。

（三）高效益的空间建设

第一，做好空间规划和布局。围绕“支持师生学习”，坚



持从师生需求角度出发，注重空间使用的舒适性和空间功

能的创新性，提升空间功能的人性化程度；打破空间对学

习的限制，跳出图书馆的小圈子，从学校全局对实体空间

资源进行整合，实现处处能学的建设要求；满足包括独立

学习、小组讨论和社交互动等不同学习方式的需求，合理

划分不同功能区域，如安静区、交流区和创新区等区域。

第二，提供有效的设施设备与技术支持。包括宽敞舒

适的学习空间、灵活多样的学习功能区域、交互式的数字

设备和高速稳定的网络连接，以及物联网技术，实现智慧

咨询、辅助教学、辅助检索等服务的人工智能技术，实现

虚拟实验、虚拟教学的 AR、VR等技术，这些都是适应学习

方式变革的基础设施。

在适应未来学习的空间建设中，大家认为，我们要警

惕对新技术和新设备的盲目崇拜。过于先进的技术和设备

往往会伴随更高的建设投入和更快淘汰的风险，在技术和

设备选择时，不能盲目求“新”求“多”，应当充分明确建设目

标和需求，在合理可行的前提下，多尝试以现有成熟技术

和途径进行替代，避免造成功能冗余和过度建设，降低建

设成本和风险。

（四）创新的素养教育

针对面向未来学习的教学支持、学习支持和创新支持，



我们要让每一名师生在剧烈的数字化转型背景下，通过图

书馆创新的信息素养教育，就像今天上午焕文馆长所说的

提供公平和自由的价值，让每个人都能公平地享受信息化

数字化给每个人带来的便捷，突破信息茧房的限制，自由

地在信息海洋中遨游，跟上时代巨变，而不是被时代残忍

地抛弃。

第一，推进多场景的信息素养培训。我们要及时跟踪

师生需求与反馈，开展面向本科生、研究生和新进教师培

训提供人工智能素养的多元化主题培训。

第二，开展嵌入专业课程的信息素养教育。面向学院，

开展与具体课程紧密结合的嵌入式课程培训，激发学生的

思考和创新。

第三，构建多层次的内容体系。在培训内容建设上，

注重全面性与深度性的结合，涵盖科研全过程需求，同时

深入课题组为师生提供量身定制的专题培训。

第四，采用线上线下多种培训方式。通过竞赛、沉浸

式体验及打卡等新型信息素养活动，增强师生的参与感和

体验感。同时，结合信息素养 MOOC、微视频等线上培训，

形成线上线下共享的教育模式，让师生时时可学、处处可

学。

以上就是我们第二组关于“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背景下，

未来学习中心的建设思路和实现路径”的汇报，敬请批评指



正！

最后，我想代表我们第二组的 25 名组员，感谢我们中

图学会、CADAL 中心、浙江大学图书馆、浙江大学继续教

育学院，以及程焕文馆长、聂华馆长、黄晨馆长等各位专

家，给我们提供了这么高质量的培训，也给我们搭建了全

国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专业图书馆馆长的高效率交

流平台！也感谢参加培训的各位馆长，我们共同创造了终

生学习的场域和共同体，让我们大家都收获更加丰富！谢

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