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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阅读方式与习惯发生改

变，其对图书馆的需求也发生了变化。为跟上时代的

发展、满足人们新的需求，图书馆更新服务理念与方

法，对馆舍进行新一轮的升级改造，创客空间、众创空

间、信息共享空间、各类休闲区、功能室等纷纷涌现。

空间建设、再造的蓬勃发展带动空间评价工作的

开展。图书馆的空间评价工作在国外起步较早，形成

了各具特色且值得借鉴的评价体系，如 N大学创建

了细化区域使用评估模板结合空间使用总览图的评

估模式[1]。B大学 G分校图书馆空间评估与实践交互

进行，经历了“评估———指导实践———再评估———再

实践”几个阶段[2]。

在国内，主要是对于特定功能空间，如信息共享

空间、创客空间、学习共享空间等的评价体系研究。研

究整个图书馆空间的有隆茜、黄燕，其认为高校评估

体系由空间使用需求评估、空间设施质量评估、空间

使用效果评估三个方面组成 [3]；李大林则认为图书馆

空间评估分为空间服务过程的质量评估、空间服务结

果的价值评估这两个维度[4]。以上研究主要依据国外

的评价实践为基础，以国内馆实践为样本的较少，且

一般是根据实践成果总结归纳而来，为此，本文将以

高校图书馆的功能空间建设为样本，探索符合其服务

基本特征的空间评价要素，希望能为高校图书馆功能

空间改造提供理论依据。

本文评价的主体是图书馆功能空间，包含图书馆

的特定区域，如创客空间、信息共享空间、数字阅读空

间、休闲区、研修室、电子阅览室、多功能厅、文化长廊

等。评价的内容包括装饰装修的满意度，配置家具的

舒适度、设备的实用度、安排服务内容的贴心度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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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与功能空间、区域作为一个整体发挥作用的附

着物。

2 图书馆功能空间评价要素
2.1 第一要素：满足读者需求是根本

图书馆空间建设不应只站在学校或图书馆管理

者的角度，应回归读者的需求，遵循为用而建的原则。

图书馆在进行功能空间建设时要始终把读者需求放

在首位，是否满足读者需求是第一要素，只有符合读

者需求的功能空间、区域才具备继续开展详细评价的

意义。S大学图书馆新馆建设时，特别是在空间建设

时始终秉持“读者第一，服务至上”的建设理念[5]，这是

把读者需求放在第一位最好的体现。

2.2 第二要素：是否具备良好的空间效能

这里的空间效能，主要包括空间使用率、使用满

意度以及使用效果这三个方面[6]。图书馆功能空间建

设得再“高大上”，如果没有读者去使用，使用效果不

好、读者不满意或满意度不高、那该功能空间对于图

书馆而言将会沦为鸡肋。

如 A校图书馆的数字阅读空间，出现供不应求

的情况，而研修室利用率却不高。通过随机对使用数

字阅读空间的学生提问是否对该空间满意，答案为基

本满意，但有待改进，提出卡位内可否配置网络端口，

以满足自带笔记本读者的网络需求；研修室不利于自

由研讨，由于没有隔音装修而要控制说话的音量，使

用体验不够好，满意度不够高。

可见，空间效能的三个要素是相互的，利用率高，

说明满意度与使用效果好；使用效果不好，则满意度

与利用率低。

2.3 附加要素：增加入馆量、提高馆藏资源利用率

是加分指标

图书馆的功能空间吸引读者走进图书馆，一定程

度上增加入馆量，从而带动馆藏资源利用率的提高。

为此，如果功能空间能带动提高入馆量与馆藏资源利

用率，那该功能空间的建设是较成功的，是一个加分

指标。

3 调整功能空间评价的路径
部分图书馆进行功能空间建设前一般都进行大

量调研，可以满足读者某些需求，但往往在投入使用

后由于各方面原因，利用率不够理想，没有达到预期

程度。

3.1 根据读者需求，进行二次改造

这里的二次改造，通常是软装部分，是家具的新

购或空间设备的重新规划布局，让其更符合读者的使

用习惯。如 A校图书馆 3楼休闲区，刚建设完成时，

由于采用的是艺术性的暖色灯，晚上灯光较暗，无法

满足照明需求，为此被读者要求改善；新书阅览区，原

来仅有普通书架及阅览座位，整个区域密集且较单

调，没有吸引力。针对此，图书馆开展了二次改造，在

休闲区加装日光灯，原艺术灯仅作为装饰使用；减少

新书阅览区的阅览桌椅和书架，定制皮质休闲沙发、

格子柜书架。经过二次改造，以上两个功能空间特别

受读者喜爱。

3.2 制度保障

梁荣贤认为完善的保障机制对高校图书馆创客

空间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7]，一些图书

馆创客空间制定了涉及卫生、安全、管理与监督等方

面的规章制度[8]。可见，制定相配套的规章制度能确保

各功能空间的良好运行，如可制订《图书馆交流室、研

修室使用管理细则》，内容包含使用范围、使用规定及

使用程序。

3.3 加强宣传与引导

有的读者不知道图书馆有某方面的功能空间区

域，或该空间有某种服务提供；也有的读者由于不清

楚功能空间所配置设备设施的使用方法，导致使用不

当或无法使用，影响利用率。可从配置图书馆空间管

理专员开始，通过广泛发布功能空间开放使用通知，

邀请与功能空间定位领域相关的行业专家、教师等开

展相关讲座，在功能空间内提供相关使用说明的书

籍、电子资源等加强宣传与使用指导。

3.4 简化使用申请流程

从表 1发现普通研修室可申请使用，其中需要老

师参与的环节较多，应进行减化。多功能室不对外开

放申请使用，对有特殊需求的采用线下纸质版申请，

过程较复杂，操作不够方便，利用率较低，应开放共享

使用权限，并采用线上审批流程。

3.5 根据功能定位增加配套设施

从后面表 1可知，普通研修室、教师交流室均有

投影设备，但却没有提供电脑，不利于读者利用该空

间资源。1楼数字阅读空间座位数 56，但网络端口与

网线却都是 16，数量较少，无法满足自带笔记本读者

的使用需求。现在自带笔记本到图书馆的读者逐渐增

多，应在图书馆的公共区域增加插座和网络端口。同

时，为体现人性化的服务，应为读者提供免费开水[9]。

3.6 将功能空间与阅读推广活动进行融合

图书馆功能空间建设完成后即变为静态，吸引的

读者已经固定化，如没有相配套服务的融入较难有大

的突破，将无法长期最大限度的发挥空间效能。阅读

推广活动是动态的，具有多样化与多元性，把图书馆

的功能空间与日常的阅读推广活动进行融合，通过优

势互补，能进一步扩大功能空间的效能，同时也可以

让阅读推广活动增色，在扩大阅读推广活动参与度的

同时实现入馆量的增加、馆藏资源利用率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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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制特定功能空间的主题活动，加强品牌宣传。

结合功能空间的特点定制阅读推广活动，如在创客空

间，开展创新创业培训；在咖啡吧，开展咖啡文化品尝

交流会；在新书阅览区，邀请作家开展新书发布会，或

者举办“你选书我买单”活动等。A校图书馆利用创业

书吧开展“院长约你喝咖啡”专题活动，为学院领导与

学生更深入的交流沟通提供平台与渠道；利用交流室

开展“遇见绘本，打开世界”亲子绘本分享会活动，现

已经成功举办六期；每周四晚上在多功能室安排电影

展播；利用电子阅览室开展读者培训系列活动等。

通过以上相关主题活动让更多的读者走进图书

馆、走进图书馆的功能室，带动其申请使用这些功能

室。又如利用图书馆中庭位置空旷且人流量大的特

性，长期开展主题书展活动，有结合开学季的“新心阅

读”，主推热门畅销新书；英语四六级、AB 级，计算机

等级考试期间的“证能量”，主推考证类图书；相关名

人离世时的“大侠远去，经典重温”，主推相关名人馆

藏作品。将中庭空间的效能最大化，空间优势加上书

展的引导，提高图书的利用率。

举办大型系列活动，增加空间使用度与文献资源

使用率。通过大型系列活动全面利用图书馆的空间资

源，如 B 校图书馆“穿越时光，珍本永存”活动，通过

纪念展板、系列书展、电影展播、知识竞赛等多形式、

多载体的活动展示，对馆内文献、空间资源进行了融

合，提高了低发现率资源的展示度，从而提高借阅量，

提高文献利用率。

3.7 共享图书馆空间资源，丰富功能空间的效能

A校图书馆共享图书馆空间资源，把多功能厅外

借学校相关部门，举办系列校级活动，如颁奖活动、相

关单位的宣讲会。让校书法协会在图书馆开展书画展

览，也承办校内教师或相关单位的主题画展等，如名

师作品展、名人作品巡展，以及学校教学成果展等。以

此带动更多的师生走入图书馆、利用图书馆的空间

资源。

4 结语
图书馆的功能空间建设是一项长期工作，特别是

其隐藏功能的开发与利用，需要图书馆员持续不断地

发力，在持续维护及反复不断的评价、调整与改造中

营造雅致、舒适的阅读环境。同时充分利用其功能优

势辅助开展系列阅读推广活动，打造智慧图书馆，让

图书馆成为读者的新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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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A校图书馆部分功能室座位数、配置及使用方式一览表

功能空间名称 座位数及配置 使用方式 

普通研修室 
座位数：12（会议桌 2，会议椅 12）； 

配置：投影、网络、空调、白板 

网上申请使用，需

老师审批申请单、

使用时开关门 

教师研修室 
座位数：11（电脑卡位 4，小型会议桌座位 7）； 

配置：空调、网络、台式电脑、投影、白板、小音响、手持式麦克风 

612教师交流室 
座位数：36（会议桌座位 16，讨论区座位 16，休闲区座位 4）； 

配置：空调、投影、移动音响设备 

614教师交流室 
座位数：38（会议桌座位 14，休闲讨论区座位 24）； 

配置：空调、投影、音响、功放 

多功能室 
座位数：200（长条桌，会议椅） 

配置：双投影、电脑、音响设备、讲台、舞台  

不对外开放，线下

个案书面申请使用 

1楼数字阅读空间 
座位数：56（卡座 16，4人方桌 6，方形会议桌 3）； 

配置：自助打印机、电子书借阅机、IPAD、网络端口 16、网线 16 
自由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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