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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信息时代,用户在移动信息服务方面需求呈现多元化。随着大数据技术在图书馆的广泛应用,

如何确保用户对移动信息服务的多元化需求、如何推动图书馆向智慧化、服务个性化转型,成为智慧图

书馆移动信息个性化服务优化的关键,本文依据当前移动信息用户的多元化需求现状,探讨了智慧图书

馆移动信息个性化服务的优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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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information age, the needs of users in mobile information services are diversified. With the 

wide application of big data technology in libraries, how to ensure the diversified needs of users for mobile 

information services and how to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libraries to intelligent and personalized services 

have become the key to the optimization of mobile information personalized services in smart libraries. Based on 

the current diversified needs of mobile information user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optimization strategy of 

mobile information personalized service in Smart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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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过程发挥重要辅助作用的

一个机构就是图书馆,为保障用户信息

查询及获取等需求得以充分满足,需要

图书馆重新整合现有知识资源,基于传

统服务观念的优化革新,立足用户这一

核心为出发点,构建智慧型图书馆并提

供移动信息的个性化服务。为切实实现

这一目标,图书馆就应高度重视大数据

环境下各种移动技术的引入,以 大限

度满足用户多样化需求。近年来,在图书

馆移动信息服务逐渐涌现的背景下,充

分体现了图书馆固有服务观念的全面突

破,同时借助科学技术的应用,也使得以

往用户受空间因素限制的情况发生改变,

并且也为图书馆数字化发展提供了重要

推动作用。从实质方面分析,图书馆移动

信息服务就是改革传统服务内容和服务

形式,能为图书馆综合管理及服务等水

平的提升提供巨大促进作用,而在大数

据背景下,知识领域的一个创新举措就

是有机结合移动信息服务和图书馆管理

模式,进而确保知识信息传递及共享等

能力有效强化。 

1 智慧图书馆和移动信息服务 

1.1智慧图书馆 

智慧图书馆就是在日常图书馆管

理等一系列活动中引进现代信息技术,

处置并管理图书馆数据资源即图书馆

信息化管理模式,其作为公共信息网络

之一,能为广大用户提供各种信息服

务。智慧化图书馆就是公开图书馆信息

资源、在线服务等平台的构建,以此确

保图书馆对外宣传及服务、交流等功能

充分凸显。 

1.2移动信息服务 

以当前成熟无线移动网络及互联

网、信息技术等为依托,确保人们突破时

间及空间等限制性因素,应用诸如手机

及笔记本等各种移动终端,灵活查询和

浏览、获取图书馆图书信息的一种形式。

大数据背景下,通过移动信息服务的提

供,能确保用户海量信息资源搜集及浏

览等个性化需求得以充分满足,并且基

于大数据技术辅助作用的充分发挥,能

高效处理并深入挖掘相关数据信息,使

信息服务互通目标有效实现。 

2 智慧图书馆移动信息服务

现状 

2.1客户端服务模式单一 

从目前一些图书馆实际情况来看,

在客户端方面仅有WAP网站服务及IOS系

统、Android系统等客户端软件服务开通,

而面向其他移动设备终端类型的软件服

务却并未开通,如平板电脑及电子阅读

器等,加之部分图书馆提供客户端软件

服务时,仅仅是在手机上照搬图书借阅

及查阅等传统服务内容,新媒体功能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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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及利用较少,受此种信息服务的单一

化形式影响,不能保障用户快捷及全面

移动信息获取需求得到充分满足。 

2.2移动服务信息内容少 

部分图书馆提供移动信息服务的过

程中,仍然存在服务内容的局限性问题,

如仅仅以图书馆介绍及图书借阅、检索

等传统功能为主要服务内容,此种单一

化且过于局限的功能,很难保障大数据

时代背景下用户的多元化需求得以充分

满足。此外,图书馆内并未切实考虑用户

需求开发跨图书馆及跨区域等的图书信

息检索及查阅等功能,并且针对图书馆

及阅览室剩余空位也并未开展实时监控

管理工作,而一些具备实用性且密切关

系用户的师生及书友等在线讨论功能也

并未实现开发目的。 

2.3缺乏用户隐私的保护 

大数据背景下图书馆向广大用户提

供移动信息服务时,可通过用户个人信

息、需求信息等的搜集,进而在整理并分

析用户信息的情况下,对用户喜好和用

户在移动信息服务方面的意见、建议等

进行获取,在此基础上向客户提供满足

需求的个性化移动信息服务,促进图书

馆服务水平和用户体验感有效增强。但值

得注意的是,图书馆网络平台往往会面

临较大风险,可能会泄露用户信息,导致

用户财产及安全方面存在隐患因素。面对

此种情况,图书馆为确保自身移动信息

服务质量有效提高,就必须要考虑怎样

为用户隐私安全提供保障。 

3 智慧图书馆移动信息个性化

服务优化 

3.1智慧化移动客户端定制 

大数据技术、通讯技术等不断发展

的背景下,为图书馆移动信息服务革新

优化提供了巨大机遇,图书馆移动信息

服务开始不在以单纯及简单图书馆网站

等服务提供为主,转而向智慧化、智能化

信息服务提供方面发展,此时图书馆的

全新模式必然是以智慧化客户端定制为

主。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就应不断深入

挖掘大数据技术、整合数据,使阅读设备

及模式、时间、空间等多方面的限制性

因素有效突破,为图书馆服务智慧性及

科学性的充分凸显提供保障。 

图书馆移动信息服务水平有效提高

的关键保障就是智慧化移动客户端定制,

首先,通过高效智能管理系统的构建,确

保具备特色的图书馆移动服务体系能够

在大数据分析和预测下科学构建出来,

借此在搜集用户使用数据信息的情况下,

对服务系统运行情况和用户真实需求进

行了解。其次,注意智慧化咨询功能的积

极完善,如可借助系统设计来应用口令

回复用户经常遇到的问题,同时还应该

通过语言及视频等方式,与用户之间建

立良好沟通及交流关系,使图书馆移动

信息服务方面缺少充足互动的现象有效

改变。 后,高度重视智慧化移动知识服

务的提供,智慧图书馆为用户提供在线

阅读服务的同时,还应从分类角度来分

析并处理某一时段内用户信息,例如某

专业学生一个月时间内在图书馆内搜索

的信息是以专业热点主题为主,基于数

据挖掘及相关性分析等方式的应用,进

一步研究了学科热点,同时该专业学生

也获取了相应研究结果,通过这样的服

务提供促使图书馆移动信息服务竞争力

有效提高,才能充分体现智慧图书馆价

值所在。 

3.2完善用户增值服务体验 

第一,移动位置服务。依托无线网络,

借助定位及全景地图等技术的应用,能

使图书馆与用户物理位置的匹配目标有

效实现,借此可将各种与用户所在地相

关的移动信息服务提供给用户,如图书

馆位置导航服务的有效实现,具体有图

书馆各层楼指示信息及阅览室引导、用

户所在位置周边公共文化等导航服务；与

此同时,还可通过大数据可视化功能的

利用,对图书馆任何时间内全景进行浏

览,带给用户一种置身其中的感受；除此

之外,图书馆还可在内部资源条形码上

进行位置信息的设置,使用户通过智能

手机及平板电脑等终端设备的应用,对

所需资源确切位置进行直接定位,保障

图书馆传统服务及移动信息服务之间的

互相依赖及互相补充目标有效实现,切

实增强用户体验感。 

第二,二维码跨媒体服务。大数据下

智慧图书馆移动信息服务优化的过程中,

可选择二维码技术广泛应用,使图书馆

工作及服务的便捷性特征充分凸显,促

使图书馆内电子版及纸质版文献资源之

间的快速及无缝衔接目标有效实现。二

维码的应用,能直观呈现用户身份和以

往借阅纪录等详细信息,通过这些信息

可对用户身份进行验证。与此同时,针对

图书馆的数据库中信息来说,也可通过

对应二维码的匹配,为用户基于智能手

机等设备的应用,快速及针对性读取并

识别信息提供保障,确保与该信息资源

相关的各项信息可以快速、准确获取。

除此之外,图书馆馆藏资源上也可积极

开展统一资源定位二维码的张贴工作,

此时只需要用户通过移动设备的摄像

头扫码,即可连通到互联网上,进而在

所需馆藏资源界面直接进入,为用户直

接浏览及阅读提供便利作用,也能够使

用户在个人设备中下载,为后续使用及

查阅提供方便。值得注意的是,检索结

果二维码的设置也十分关键,通过检索

结果专门二维码的张贴,能使用户基于

检索二维码的获取,快速办理书籍借阅

业务。 

3.3加强用户隐私保护力度 

图书馆搜集、整理、挖掘、分析用

户数据的过程中,因大数据技术应用及

图书馆网络平台等方面存在的不安全特

征较为显著,所以用户隐私泄露现象极

易发生,导致用户开始逐渐质疑图书馆

移动信息服务的同时,也会降低用户满

意度。面对此种情况,图书馆为保障移动

信息服务用户个人隐私安全有效提高,

第一,在技术投入方面加强力度,针对用

户个人信息进行筛选和处理的过程中,

应在用户个人喜好及习惯等分析处理方

面提高重视程度,而用户个人隐私安全

信息的收集应尽可能减少,或者是借助

安全技术方式的应用,使用户姓名及电

话等个人隐私信息有效过滤掉。第二,

与云服务商建立良好合作关系,而选择

合作云服务商的过程中,应确保云服务

商具备良好信誉和高技术水平、较强能

力等,合作过程注意双方用户隐私安全

方面责任及义务的充分明确,借此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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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的方式为用户隐私安全提供全面保

护作用；在图书馆具备经济实力的情况

下,可选择私有云存储及共享服务等建

立模式,为用户隐私安全提供保障。第三,

图书馆移动信息服务平台构建的过程中,

应加密并编码用户隐私数据,使用户隐

私数据应用范围及隐私数据与所有者之

间的联系得到有效控制,进而基于数据

价值及可用性的保障为出发点,为用户

隐私安全提供进一步保护作用。 

3.4构建一站式的服务平台 

大数据下智慧图书馆发展过程,可

通过云计算及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的

应用,借助感知及互联等方式,有效连接

图书馆、信息、用户,整合技术及资源、

服务、应用,确保移动信息个性化服优化

目标有效实现。一站式服务平台构建过

程,能切实根据用户兴趣及需求制定个

性化服务,基于数字化及网络化为出发

点,移动客户端通过云计算及物联网等

技术的利用,即可实现一站式检索平台

构建目的,通过平台能确保图书馆内馆

藏资源一站式检索及个性化推进等服务

提供目的有效实现。 

首先,资源查询便捷化服务,一站式

检索平台的主要功能体现就是馆藏资源

查询,具体来说,图书馆可在统一检索平

台中有效整合馆藏目录及数据库等内容,

此时通过一站式平台,用户可便捷查询

所需信息所在的数据库,并且通过连接

点击即可实现所需资料的下载目的。其

次,阅读推荐个性化服务,个性化一站式

检索平台的建立,能使不同用户基于个

人一站式检索平台的登录,确保不同界

面有效形成,在这一平台上用户能以历

史检索数据为依据,挖掘关联数据,通过

搜索热词榜的形成,为读者检索提供便

利,同时也能以用户借阅数据为依据,挖

掘用户兴趣,进而通过平台中的“感兴

趣”版块来推荐阅读服务；此外,以用户

社交数据为依据,可有效挖掘用户群,如

将看过此书的读者和阅读领域相似读者

推荐给用户,并为用户之间的互相关注

及交流提供推荐服务,确保学术共同体

有效形成。 

4 结束语 

总之自动化订阅收藏服务,图书馆

可在移动客户端软件服务提供中积极设

置收藏、关注等互联网检索功能,而在用

户有兴趣了解一站式平台推荐信息的情

况下,可自动点击收藏并关注自己喜欢

的书籍类别,并对该标签下所聚合的新

内容进行持续关注与阅读,加之借助用

户所订阅主题信息功能,能在信息出现

更新现象时,利用手机短信及系统通知

等方式向读者发送提醒服务,为用户及

时了解 近发展前沿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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