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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学习环境下高校学科馆员的角色定位

摘要：文章分析了虚拟学习环境对高校学科化服务的影响以及学科馆员利用虚拟学习环境开展工作的难

度，明晰了虚拟学习环境的发展对学科馆员的要求，提出了促进虚拟学习环境下学科馆员工作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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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 拟学习环 境（ V i r t u a l 
Learning Environments，VLEs）
是一种学习管理软件系统，包括开

放资源产品，如Moodle、Sakai、
Por tal，还包括一些商业产品，如

Blackboard、WebCT、TopClass等。

它综合了以计算机为媒介的通讯软

件（如E-mai l、电子公告、新闻组

等）的所有功能，可传递在线课程

资料。VLEs既是按学科组织在线

信息和学习资源的途径，也是向图

书馆用户传递重要信息技能和信

息素养指南的媒介。与传统的教室

环境相比，VLEs可适应更广泛的

学习方式和学习目标，鼓励合作学

习、基于资源的学习，可实现资源

的更广泛共享和再利用[1]。图书馆

学领域的VLEs指的是课程学习软

件或系统（CMS）、学习管理系统

（LMS）或学习内容管理系统[2]。

英国联合信息系统委员会

（JISC）对一体化虚拟学习环境的

关注始于2001年[3]。国外高校VLEs
的使用率在不断提升，如今学生最

常访问的地方已不是图书馆，而是

VLEs[4,5]。国内的VLEs的使用业已

启动，首都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南

开大学等是我国较早建设虚拟学习

环境的高校[6]。随着VLEs在教学领

域应用领域的不断扩大，图书馆必

须参与到VLEs中才能进一步提高

馆藏利用率。学科馆员必须适应这

一新的工作背景，充分发挥其在学

科指导方面的职能作用。

1 VLEs对学科化服务的
影响

1.1 部分取代了学科馆员的

工作

VLEs是管理信息资源访问途

径的有效方式，V LEs中的信息资

源按学科分类，包括电子期刊、课

程数字阅读资源、电子教学参考资

料等特许资源[7,8]。VLEs成为学生

最常访问的地方，这对图书馆的发

展来说是一种严峻的挑战和威胁。

学科馆员作为资源的核心管理者，

管理学科资料本来是其工作的一部

分，也是其重要职责。VLEs提供的

管理功能使科研人员和教师都可

方便快捷地上传并整理学科电子资

料，这就部分取代了学科馆员的传

统职能[9]。

1.2 拓宽了学科馆员的服

务范围

VLEs的使用在给学科馆员带

来挑战的同时，也为图书馆学科化

服务带来了新的机遇。随着VLEs
与数字图书馆资源整合的开始与

不断深入，学生可不受时空限制通

过VLEs利用图书馆的数字资源。

以往学科馆员需要与用户通过面对

面、电子邮件等传统模式进行交

流，如今学科馆员可以V LEs为平

台，利用搜集的对口学科资源开展

个性化服务、虚拟参考服务、网络

导航服务，协助用户获取所需数字

资源的全文，帮助用户确定阅读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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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制作用户培训课件等。与传统

的学科化服务相比，通过VLEs系
统开展学科化服务更加便捷，可大

大拓宽学科馆员的服务范围。

1.3 促使学科馆员更多地

参与教学活动

如今，V LEs与数字图书馆的

一体化在英国进行得如火如荼，英

国高校的学科馆员也随之越来越

多地参与教学活动[10,11]。虚拟学习

环境下，学科馆员除了担任传统的

图书馆员角色，还越来越多地发挥

其在教学和技术支持方面的作用，

成为“学习支持型专业人员”[12]，

其工作重心已转变成为全面支持

E-Learning。虚拟学习环境下，他

们既要从事VLEs的技术支持，又要

从事方法教育[13]。

1.4 搜集的资源范围更加

广泛

高校学科馆员原有的工作主要

是对馆藏资源进行整理加工，然后

将对口学科资源提供给用户。虚拟

学习环境下，学科馆员还要注重开

发教师的课件资源和考卷资源，搜

集、加工学校的优秀论文、学术动

态，承担起利用元数据格式对其进

行组织、整理任务，使读者能够像

利用图书馆资源一样便捷地利用网

络资源、课件资源以及其他与课程

相关的参考资料。

2 学科馆员利用VLEs开
展工作的困难

2.1 学科馆员获取VLEs资
源存在难度

学科馆员的一项重要职能就是

与科研人员、教师进行联络、沟通，

为科研和教学工作提供学科资源保

障。在大多数机构中，VLEs的内容

由科研人员进行管理和维护[14,15]。

VLEs的资源需要密码才能获取，

如果学科馆员与科研人员的合作

情况不佳，就无法获得其中的资源
[16,17]，难以通过现有技术手段与学

生进行便捷的沟通 [9,15]，从而影响

高校学科化服务开展的效果。目前

高校学科馆员获取VLEs资源普遍

存在困难，比如英国诺丁汉特伦特

大学在2008-2009年使用商业产品

之前，图书馆员对该校的VLEs的访

问权限与科研人员、教师相比是最

小的[16]。

2.2 图书馆资源与VLEs的
整合工作有待加强

国外高校VLEs是学生最常访

问的地方，这是推动图书馆资源与

VLEs整合的重要因素之一 [17]。英

国联合信息系统委员会（JISC）近

年来倡导了一系列虚拟学习环境与

数字图书馆一体化的整合研究项

目（Linking Digital Libraries to 
VLEs，简称DiVLE），采用WebCT
等软件将馆藏电子资源与课程设

计有机结合、组织与管理。虽然

DiVLE项目始于2002年，但VLEs
与数字图书馆的整合存在一定的

难度，发展至今其整合情况离理

想的目标也还存在一定的距离。比

如，2006年启动course-page项目

之前，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大学的

Blackboard中几乎找不到该校图书

馆的资源。2 0 0 7年之前，在美国

杜克大学的B l a c k b o a r d系统也

几乎找不到该校图书馆的数字

资源[4]。有些大学的Blackboard系
统也只能找到图书馆的主页标签和

参考咨询[18]。

2.3 VLEs用户与学科馆员

的合作不够

学科馆员与高校师生、科研人

员的合作并不顺畅，要掌握其信息

需求也存在一定的困难。国外学科

馆员从事的大量用户调查显示，大

多数用户使用Google查询资料，并

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电子信息的即时

获取，主动联系学科馆员的观念不

强，不了解学科馆员的信息增值作

用[19]，大多数高校VLEs用户还没有

认识到学科馆员在VLEs所能发挥

的巨大潜在价值。

3 虚拟学习环境下学科
馆员的角色转变

Web 2.0技术发展迅速，技术

平台层出不穷，网络资源更加丰富，

电子产品和标准工具五花八门。在

新的信息环境下，学科馆员应以更积

极的态度去认识虚拟学习环境发展

所带来的变化，充分发挥其潜能与作

用，重新梳理和完善专业技能和知识

结构，要着重从以下两方面及时转变

角色，以适应用户的高层次需求。

3.1 要发挥知识管理和资

源导航作用

虚拟学习环境与图书馆的关

系密不可分，学科馆员在虚拟学

习环境中的根本作用就是支持

e-Learning，要以增进共享和提高

效率为目标来支持高校的教学、科

研活动。在虚拟学习环境下，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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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员应发挥在知识管理和资源导航

方面的作用，将学科化服务推广到

虚拟学习环境的创建、利用和发展

中。资源导航内容包括相关学科各方

面的信息资源及专题文献数据。如，

阿尔斯特大学图书馆的学科馆员就

在VLEs中嵌入了图书馆网站和书目

检索系统、文献传递、网络资源导航

和图书馆个人账户等信息服务[20]。

学科馆员可根据读者需求，搜

索、挖掘网络信息资源，进行分类、

标引、组织，再将这些整合出来的

数字资源，通过一定的检索方法，

如关键词、题名、学科分类等提供

给读者，并保障学科导航系统的

及时更新。可将教师的课件参考文

献、教学参考书目与图书馆目录建

立链接，充分将VLEs和数字图书馆

相融合。高校学科馆员还要协助教

师为特定课程教学提供所需要的信

息资源，在VLEs为特定课程提供

与该课程的学习、作业和考试有关

的信息资源，便于学生更好地完成

课程的学习，提高学习质量。

3.2 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

面更好地服务教学

将学科化服务延伸到V L E s
系统有两个层面：宏观方面是为

总校所有课程提供通用资源，微

观方面是为特定系提供针对学科

的、与课程相关的指导或其他支持
[2,5,7,17,21,22]。宏观方面的目标相对容

易办到和维持，但学科馆员更重要

的是要在微观层面参与VLEs，也
就是要在VLEs内提供特定课程的

相关内容，这样可大大提高图书馆

的服务满意度[23]。许多英国高校图

书馆都努力从宏观到微观两个层

面提升参与VLEs的程度[4,5,7,17,24]。

学科馆员可在VLEs中建立针对课

程资源网页或学科指南，或将其与

VLEs建立链接，经常与教师、科研

人员进行合作，使用手动和/或自动

手段，针对特定的系、课程或部门开

展按用户需求定制的服务[4,5,7,17]。

4 虚拟学习环境的发展
对学科馆员的要求

学科馆员面临的巨大挑战不

仅是如何从海量信息中提取有效内

容，给用户提供高效、高质量的信

息服务，还要积极参与知识发现和

学术交流，运用新技术、新工具引

领新知识框架的创建与完善。虚拟

学习环境的发展对图书馆提出了

挑战，学科馆员必须适应这种新形

势，积极调整自身的角色定位。

4.1 加强与用户的联系沟

通

大 多 数 用 户 并 不 愿 就

e-Lear n ing或IT方面的问题主动

联络学科馆员[7,22]。教师参与VLEs
也一直在低层次徘徊[25]，大多数教

师并没有意识到图书馆在VLEs中
所能发挥的潜在作用[24]。学科馆员

只有加强与教学、科研人员的联络

沟通，才能使其认识到学科馆员在

VLEs的重要作用，避免在VLEs的
发展过程中被边缘化，或因VLEs
资源本身的密码保护而无法进入

VLEs系统，进而影响学科化服务

的开展。

高校学科馆员担任着图书馆和

院系/所之间联络人的角色，要积极

参加院系的相关会议、研讨活动，

了解对口院系的学科建设情况，了

解教学和科研的计划与发展，反馈

用户对图书馆资源与服务的要求，

向院系或教研室的老师及其研究

生介绍专业信息资源与图书馆服务

等。要在课件开发初期，使教师对元

数据格式、Z39.50协议有一定的了

解，提早考虑学科化服务融入VLEs
所会发生的问题，为将图书馆的目录

与教师课件的参考文献、教学参考

书建立动态链接打好技术基础。

4.2 努力提升关于VLEs方
面的信息素质

学科馆员应加强与终端用户和

技术人员的交流与合作，为发展侧

重用户驱动而非技术驱动的虚拟

学习环境作出自己的贡献。应关心

与虚拟学习环境发展相关的核心问

题，包括信息获取与使用控制、基

于学科的知识管理等，努力掌握与

VLEs相关的IT技能，具备专业背

景和丰富的管理经验、教学经验，

尽快使自己成为极具创造力的多学

科、多技能人才[26]。

4.3 丰富e-Learning元数据

随着VLEs与数字图书馆一体

化的发展，图书馆越来越成为用户

之间共享各种显性与隐性推荐信息的

聚集地。高校学科馆员要通过精细、

多层面的用户分析，丰富e-Learning
元数据。要从用户分析中提炼有效信

息，用来改进学习对象元数据的质

量，进而为用户建模和建立可适用路

线等打下良好基础，以提升图书馆

的学科化服务在e-Learning过程中

的个性化信息技术水平。比如，西班

牙Catalonia远程教育大学的研究者

提出了一个分析学习对象使用情况

评估框架[27]。该研究以一个学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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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位学生对两门课程的原始使用

日志数据作为分析对象，以发现数

据中潜在的重要信息。日志数据

来自用户利用e -Lea r n i ng获取信

息服务器，其相关信息对描述学习

对象与学习过程的元数据的性能改

进有积极的影响。

4.4 积极参与VLEs培训

学科馆员接受针对VLEs指南

的特定训练非常重要[28,29]，应积极

参与为学科馆员量身定制的VLEs
培训课程，内容包括VLEs教学课程

所需的工作通用技术、新的信息素

养在线教育课程（如SirLearnaLot
等）[30]。参加VLEs的培训既是学科

馆员联络IT人员和教师的有效手段
[22]，也是提高使用、管理VLEs能力

的机会。学科馆员可与e-Learning
部门、技术资源中心等开展合作
[24]，向机构VLEs管理员寻求有关

VLEs方面的帮助[5,18,22]，还可通过

其他机构资源，如帮助文件、在线

论坛、同行互助等，提升信息素

养，尽快适应虚拟学习环境下的信

息环境[29]。

4.5 在VLEs中融入Web 
2.0技术

随着Web 2.0的兴起，高校用

户越来越多地使用社会网络软件，

如RSS、博客、维基等，以加强信

息共享与合作交流。基于网络的社

交服务软件为用户提供了可自由加

工的虚拟信息空间和开放的交流平

台[31]。作为虚拟学习环境的组成部

分，社会网络工具的使用范围越来

越广，技术也越来越复杂，研究领

域、文献传播、学术交流之间的界

限日趋模糊。Web 2.0技术能提高

VLEs的使用率，以便图书馆提供

及时的资源、广泛的学习手段，满

足远程访问学生的信息需求[32,33]。

许多高校的学科馆员都在积极地将

Web 2.0技术应用到VLEs系统中。

如Bournemouth大学图书馆已经在

VLEs使用了RSS、社会书签、博客

等Web 2.0工具[23]。

学科馆员可在VLEs中利用博

客，根据用户信息检索中可能遇到

的问题，针对性地介绍和宣传数字

图书馆的信息资源，发布图书馆数

字资源使用指南和信息检索课的课

件和讲义，提供学习资源链接的在

线门户，指导用户检索本学科文献

资料的方法、利用先进工具软件管

理文献的方式。

学科馆员可建立重点学科的资

源导航维基，邀请该学科的专家、

教师、博硕士研究生等共同参与

学科导航系统建设，利用自己掌

握的对口专业资源为导航系统进

行补充。所有人共同更新学科导航

系统，并根据自己专业所长不断

完善导航系统，构建一个开放、

及时更新、高品质的学科导航系

统，提升学科化服务信息服务的层

次和水平。

学科馆员可通过RSS的信息聚

合和推送功能，收集对口学科的专

业网站、博客，及时搜集最新的学

科动态信息，经过筛选和加工，按

学科分类将信息聚合成有序信息；

再将学科导航、专题资料汇编、新

到资源通报等各项服务汇聚进来，

形成RSS订阅供用户自主订阅，以

便他们及时获取学科最新信息，跟

踪学术前沿。

5 促进虚拟学习环境下
学科馆员工作的其他措施

5.1 成立专门的组织机构

要解决学科馆员利用VLEs开
展学科化服务遇到的难题，需要

设立专门的组织或机构来协调和

支持。如英国联合信息系统委员

会（JISC）所支持的下列一系列项

目，对英国高校学科馆员利用VLEs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Li b项目促进了英国高等教

育机构IT技术的发展，建立了国家

层面的学科门户，即R DN网络资

源发现门户（Resource Discovery 
Network），后更名为Intute。eLib提
供的资源涉及科学技术、人文艺术、

社会科学、健康与生命科学4个服务

模块，而不是提供单独的学科电子

资源[34]。通过该项目的建设，学科馆

员可选择和评价高质量教育和研究

方面的网络资源并添加到VLEs中，

提升了学科馆员管理VLEs电子资

源的能力[35]。The Providing Online 
Resources to Onl ine Lear n ing 
Environments（PORTOLE）项目使

学科馆员可借助“国家门户”建立

迷你学科门户，提供对口学科的高

质量信息资源[36]。

VLEs是最受学生欢迎的提供

数字化阅读材料的方式，可确保学

生以合法的手段获得所需资源，降

低了侵犯版权的危险，能确保符合

版权许可机构提出的资源获取规定
[17]。但学科馆员在VLEs中提供特

定学科资源时必须要解决资源条款

问题[37,38]。eLib Higher Education 
Resources on the Net（HERON）项
目可被广泛用来管理数字化课程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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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资料，在协助学科馆员获得许可

方面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11,39]。

J I S C支持的一些项目还通

过V L E s增强了学科馆员在学习

和教学中所发挥的作用[9,40 ,41]。比

如，eLib通过国家EduLib项目和

NetLinks训练项目的开展，对学科

馆员发挥其在学习和教学方面的作

用起了实质性的影响，促进了学科

馆员在计算机媒介信息技术相关培

训方面的教学作用[42]。

T h e  D i g i t a l  E l e c t r o n i c 
Library Integration within Virtual 
Environments（DELIVER）项目为

学科馆员提供了将图书馆集中管理

的电子资源与特定学科VLEs学习资

源连接起来的工具[43]。INFORMS 
and BRUM项目在知识库储存了由

特定机构制作的信息技术指南，可

供他人再次利用[14,44]。学科馆员可

利用这些信息技术指南在VLEs中
开展相应的信息素养教育。

5.2 改变组织机构

VLEs与数字图书馆的整合除

了带来技术方面的挑战[2,7,45,46]，也

带来了人事问题和组织问题方面的

改变[2,7,9]。高校图书馆必须对学科

化服务的机构设置、组织管理和工

作模式作相应的变化，以促进学科

馆员参与VLEs的程度[9,36]，比如可

将教育管理者或技术专家安排在图

书馆工作，或安排在学科化服务团

队中与馆员共事[16,23]。学科馆员应

努力适应这些由发展虚拟学习环境

而发生的机构设置、组织管理和工

作模式改变。

5.3 在VLEs中建立“馆员”

角色

使学科馆员获得课程建设者、教

师层面的权限是促进科研人员、教

师与学科馆员积极主动合作的关

键 [47]。目前图书馆参与VLEs的主

要障碍是，对于单独的课程、模块

或教学单元，学科馆员没有拥有课

程建设者或教师享有的权力[4,5]，这

直接影响了学科化服务向VLEs的
延展与渗透。为解决这一问题，可

在V LEs中建立新的以“馆员”命

名的职能角色，除“年级课本”成

分外，让学科馆员拥有和教师一

样的所有权力[7 ]，还可在V LEs内
建立学科馆员的“组织”专用区域
[18,25]，方便学科馆员团队的沟通交

流与合作。

6 结语

虚拟学习环境是将工具与技

术相结合向高校用户提供服务的

一种方法。为了充分发挥V LEs的
潜在作用，学科馆员应充分认识并

积极把握VLEs给高校图书馆带来

的机遇、挑战和发展空间，通过与

教师、科研人员的合作，积极参与

教学及研究过程，在虚拟学习环境

和图书馆的资源之间建立高效、动

态链接，帮助用户以便捷的方法访

问图书馆的馆藏电子资源，为教学

活动、资源共享和师生交流互动提

供资源、工具和服务，提供灵活的

个性化教学管理服务，开展针对性

的信息素质教育与培训，支持并协

助教师创建、管理更具学科化的

V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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