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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图书馆本科生科研服务实践思考与建议*

———基于 UIUC 案例研究与我国“双一流”高校图书馆的调查分析

■ 洪程 钱鹏

东南大学图书馆 南京 210009

摘要: ［目的 /意义］支持本科生科研是高校图书馆使命之一，是符合学校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借鉴国外

典型案例，立足国内实际情况，为我国高校图书馆本科生科研服务提供有益建议。［方法 /过程］ 通过案例研

究，分析了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 － 香槟分校图书馆本科生科研服务背景、服务内容、服务平台与保障机制，并总

结了其服务特征。通过问卷调查描述了国内“双一流”高校图书馆本科生科研服务定位、内容设计、人员保障等

基本情况。［结果 /结论］提出我国高校图书馆需要重视本科生科研服务、掌握本科生科研服务需求特征、开展

特色科研服务项目，建立长效服务保障机制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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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本科生科研被称为当代美国本科教育和学术的全

面课程创新和重大改革，起源于 1969 年麻省理工学院

创立 的“本 科 生 研 究 机 会 计 划”( Undergraduate Ｒe-

search Opportunity Programme，UＲOP) ，在探索创新型

人才培养的过程中逐渐得到重视［1］。1998 年美国卡

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 Carnegie Foundation for the Ad-

vancement of Teaching) 发表《重塑本科教育: 美国研究

型大学 发 展 蓝 图》( Ｒeinventing Undergraduate Educa-
tion: a Blueprint for America’s Ｒesearch Universities) 掀

起了美国本科高等教育改革的高潮，报告建议开展本

科生研究能力培训的各种活动，实行以研究为基础的

学习。在本科生科研理事会( Council on Undergraduate
Ｒesearch，CUＲ) 和美国国家本科生科研大会( National

Conferences on Undergraduate Ｒesearch，NCUＲ) 等组织

的推动下，美国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本科生科研体

系，积累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2］。在长期的实践

中，CUＲ 对“本科生科研”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即本科

生开展的对学科领域具有原创性或创新性贡献的探究

或调研活动，该定义也被各界普遍认可［3］。

我国的本科生科研可以追溯至 20 世纪 90 年代，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和浙江大学等研究型大

学率先开展了本科生科研活动。2007 年，教育部开始

实施“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探索并建立以问

题和课题为核心的教学模式。“十二五”期间实施了

“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推动本科生科研

活动的全面展开。近几年，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的政策推动下，创新创业教育正成为高等教育改革和

发展的前进方向。2018 年 6 月教育部召开新时代全国

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推动高等教

育的思想创新、理念创新、方法技术创新和模式创新，

在国际坐标中谋发展［4］。高校人才培养模式将进一步

优化，越来越重视培养本科生的创新能力，而科研训练

是目前被普遍认可的有效途径。

美国大学与研究图书馆协会 ( Association of Col-
lege and Ｒesearch Libraries，ACＲL) 发布的《大学图书

馆本科生服务指南》中明确指出: 图书馆应该提供专为

本科生设计的服务、资源和指导，帮助他们成为更自给

自足的研究人员; 有效、高质量的本科图书馆服务要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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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本科生培养计划［5］。国外学者 M． K． Hensley［6］、S．
L． Shreeves 和 S． Davis-Kahl［7］从图书馆指导本科生科

研项目的学科分类、主题内容、形式以及合作、赞助情

况等调查分析了美国高校图书馆的服务实践。上述两

位学者 M． K． Hensley 和 S． Davis-Kahl 共同编写的

《本科生科研与高校图书馆员: 案例研究和最佳实践》

专著，系统总结了美国和和加拿大高校图书馆的服务

实践模式与服务内容［8］。M． Niimi［9］通过问卷与访谈

调查了美国和加拿大高校图书馆本科生科研服务类型

与特点。A． Stamatoplos［10］提出高校图书馆应参与指

导本科生科研，超越传统服务模式尤其是在信息素养

教育方面。J． Jones［11］和 L． Leligdon［12］提出图书馆通

过开展本科生科研出版服务、研讨会等，促进本科生学

术研究的传播。我国《普通高校图书馆规程》第六章

提出: 图书馆应积极拓展信息服务领域，嵌入教学和科

研过程，开展学科化服务，根据需求积极探索开展新服

务［13］。国内学者阙忱忱和田稷［14］、张玲［15］介绍了美

国高校图书馆的本科生科研奖，提出探索信息素养教

育新模式; 开展嵌入信息科研过程的信息素质教育服

务。王强［16］借鉴印第安纳大学普度大学印第安纳波

利斯分校经验，提出图书馆要正确认识和理解本科生

科研，创造参与机会，树立指导地位。张洁［17］针对大

学生科研训练的需要，提出图书馆“引导式”科研服务

的理念。

综上，国内外学者从不同案例分析了高校图书馆

在本科生科研训练中的积极作用，并提出很多有益建

议，对国外案例的研究侧重总体描述，或者针对单一服

务内容的介绍，缺乏个体案例完整而全面的探讨，鲜见

对国内图书馆开展本科生科研服务的深入调研。

2 研究过程

2． 1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定

性研究主要采用案例研究法，对国外高校图书馆本科

生科研服务典型案例进行深入剖析，为我国高校图书

馆提供参考。定量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对我国

“双一流”建设高校图书馆本科生科研服务现状进行

调查，从而能够提出针对性建议。具体研究思路见图

1。
( 1) 研究对象的选取。国外案例选择伊利诺伊大

学厄巴纳 － 香槟分校(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
Champaign，UIUC) 图书馆的理由是: ①通过相关文献

分析，报道 UIUC 图书馆本科生科研服务理论成果较

图 1 研究思路

多，案例材料丰富，服务理念和服务意识较强; ②UIUC

的服务模式成熟，服务内容丰富，是可深入研究的典

范;③UIUC 本科生科研服务面向全校本科生而非某一

学科，影响力和综合性较强。国内选择调查“双一流”

建设高校图书馆本科生科研服务现状，原因在于: ①
“双一流”建设高校是研究型大学，科技创新的重要力

量，很重视学术研究以及本科生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

②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离不开一流的图书馆，“双

一流”建设高校图书馆的服务能力代表了国内高校图

书馆的最高水平。
( 2 ) 分 析 框 架。按 照“服 务 背 景———服 务 内

容———服务保障”对国外案例与国内调查对象进行较

为系统的分析，进而提炼出服务特征并提出服务建议。

其中对服务内容的分析按照资源、空间、技术、人员、合
作和政策等分析单元展开，从而使得国外案例研究与

国内调查研究相互融合、互为补充。另外，本科生科研

服务与图书馆开展的其他面向全校性的科研服务是协

同共生的关系，本文也将相关内容纳入分析，旨在对本

科生科研服务有相对完整和全局性的考察。
2． 2 数据来源

( 1) 案例材料。主要通过 Google 关键词搜索、UI-
UC 校内本科生科研相关网站以及图书馆网站的调研、

文献内容分析和引文追溯四个途径获取相关材料。数

据收集时间为 2018 年 6 月。
( 2) 问卷调查。问卷设计的基本思路与结构: 首

先在问卷说明部分对“本科生科研”进行含义界定，采

用了上文美国本科生科研理事会的定义，国内的大学

生创新创业训练、本科生科研训练、科研竞赛、发表学

术论文等都属于本科生科研范畴。问卷主体由三分部

分构成，第一部分是基本信息，包括: 学校名称、职务;

第二部分是高校本科生科研活动开展情况，包括学校

对本科生科研的政策要求、校内本科生科研活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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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是图书馆面向本科生科研的服务工作开展情

况，包括服务内容、服务方式以及服务保障。2018 年 6

月通过邮件邀请国内 A 类 36 所“双一流”建设高校参

与网络问卷调查，以负责信息咨询 /学科服务业务的部

门或馆长( 书记) 为对象，共收回来自 18 所“双一流”

建设高校图书馆的 18 份有效问卷。

3 UIUC 图书馆本科生科研服务案例

研究

3． 1 服务背景

UIUC 作为一所研究型高校一直走在科学研究的

前沿，本科生教育也很重视培养学生的科研创新能力。

学校对本科生科研有详细的战略规 划 和 实 践 措 施，

2012 年专门成立了本科生科研办公室 ( Office of Un-
dergraduate Ｒesearch，OUＲ) 来推进、组织、协调以及资

助全校的本科生科研活动，每个院系都设有相关负责

人［18］。OUＲ 推 出 一 系 列 促 进 本 科 生 科 研 训 练 的 举

措［19］:①设立 UIUC 本科生科研大使，由该校成绩优异

的学生担任，帮助 OUＲ 开发和维护以学生为中心的科

研项目;②开设本科生科研讲习班;③推出以参与学习

为主的本科生科研培训项目、强调原创性的本科生科

研证书项目;④设立本科生科研周，展示该校最出色的

本科生科研或创造性的调研。其中研讨会( Undergrad-
uate Ｒesearch Symposium) 是每年本科生科研周的标志

性活动，包括部门或项目单位赞助的年度系列专题展

览、讲习班、座谈会，以及签名活动。OUＲ 官网围绕本

科生科研而建，会不定期发布相关信息，学生也可以通

过网站申请科研项目、科研经费、报名科研活动等。本

科生在任何学年都有机会参与任一学科的科研，包括

人文与艺术学，还可以获得导师的指导帮助。UIUC 本

科生科研氛围浓郁，学校层面在政策和实践活动上都

高度支持，为图书馆开展相关服务建立了需求机制和

内容方向，主管部门 OUＲ 和图书馆也有良好的合作关

系。
3． 2 特色服务

3． 2． 1 科研信息获取———建设本科生科研博客 UI-
UC 图书馆和 OUＲ 于 2014 年合作建立了本科生科研

博客，博客建立之初以独立的网站形式呈现［20］，2016

年以后迁移至 OUＲ 官网［21］。本科生科研博客时刻关

注 UIUC 正式的本科生科研项目的相关活动或研究帮

助。发布的内容包括: UIUC 本科生科研集锦; 各学科

本科生科研会议和专题讨论会; 旨在满足学生和教师

需求的图书馆资源与服务; 以及本科生全国会议等通

告。
3． 2． 2 科研出版———主办本科生科研期刊 在 OUＲ

的支持 下，UIUC 图 书 馆 主 办 了 八 种 本 科 生 科 研 期

刊［22］，为本科研究人员提供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的

机会。这些期刊覆盖了文学艺术、社会科学、农业环境

科学、人类学等诸多学科; 统一使用开放期刊系统进行

投稿。其中多个专业期刊都获得了相应院系的赞助，

例如: UIUC 本科生文学批评杂志，由英语系赞助; 同行

评议: 大学民族志的本科研究期刊，由 Ethnography of
the University Initiative ( EUI) 赞助; i-ACES 期刊，由卓

越教学学院赞助。另外图书馆还提供了其他院校机构

主办的本科生科研期刊资源链接。
3． 2． 3 科研展示———举办本科生科研图像竞赛 图

书馆从 2014 年开始主办本科生科研图像竞赛［23］，并

获得了 OUＲ 的组织支持和校际体育竞赛部门( Divi-
sion of Intercollegiate Athletics) 的资助。UIUC 本科生

科研图像竞赛面向当年春季注册的所有本科生，学生

要以个人名义且只能提交一份作品参赛，同时需要有

一名教师作为参赛保证人。提交的作品内容包括: 能

代表本人科研的具体或抽象意义的图像; 100 － 200 个

单词的陈述，以阐明图像与本人科研的关系，陈述部分

也建议摈弃学术术语，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以吸引专家

和普通观众的注意力和想象力。另外图书馆还特别提

醒参赛者，提交的图像必须由本人创建，不允许提交完

全来自第三方的图像，部分使用被第三方版权保护的

图片或材料时也必须获得相关许可或合理使用。参赛

作品评审指标包括: 图像、文字与科研之间的关系; 创

意; 视觉效果。胜出者可以获得 200 － 300 美元的奖

励，在本科生学术研讨会上举行颁奖典礼并展出获奖

作品。图书馆通过举办本科生科研图像竞赛旨在［8］:

为学生提供机会去思考科研过程、科研发现和科研意

义，以及如何利用视觉效果展示科研; 开发学生对信息

的创造力; 在设计学习过程中围绕学术交流提出问题，

帮助学生正视版权与网络资源的复杂性。
3． 2． 4 科 研 资 源 导 航———面 向 本 科 生 科 研 的 Lib-
guides 平台建设 UIUC 图书馆 Libguides 平台上的资

源非常丰富，与本科生科研相关的服务内容有:①科研

海报的设计、内容、印刷和存档指南［24］，帮助在学术会

议中利用海报的视觉元素展示科研成果，尤其对 UIUC

校内 The Ethnography of the University Initiative ( EUI)

学生会议和本科生科研项目做了详细的科研海报相关

知识导引。②本科生数据管理指南［25］，专门面向对研

究和数据收集流程不熟悉的学生，涵盖了数据管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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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知识和 DataONE Best Practices 数据库围绕数据生

命周期有效处理数据的建议和最佳实践，具体包括: 数

据管理的概念与价值、政府开放数据网站中列出的数

据术语表; 数据文档的概念与价值、相关资源与模版;

数据保存的概念与价值、数据保存政策; 文件命名规

则; 数据的安全与备份、校内云存储解决方案; 其他 UI-
UC 校内与数据管理有关的资源导航。另外，该馆 Lib-
guides 平台的科研资源栏目还有: 科研资助 /奖学金指

南、在线学术研讨会指南、科研展示指导、科研 ppt 制

作指导、影响因子及其他文献计量学知识等［26］。
3． 3 基本服务

除了上述特色服务，UIUC 图书馆还开展了很多普

适性科研工作。其中包括: ①作者权利和版权信息服

务，帮助学者了解学术出版的环境变化与趋势，比如开

放获取运动以及 UIUC 的开放获取政策。②数据发现

服务，该项服务是图书馆和教学与学习创新中心( Cen-
ter for Innovation in Teaching and Learning，CITL) 数据

分析项目的一个合作内容，协助查找和格式化数字和

空间数据。③科研数据服务［27］，包括: 数据管理计划，

提供 NSF、NIH 等多个基金资助机构的数据管理与共

享要求与使用指南; 数据组织，分为文件命名、文件格

式和数据描述; 数据保存与共享。④数据购买计划，研

究人员可以向图书馆申请购买科研需要的各种数据资

源。⑤调查研究实验室( Survey Ｒesearch Lab) 咨询服

务，帮助研究人员创建调查和分析调查数据。⑥可用

性测试服务，图书馆为研究人员提供可用性实验室空

间、相关软件，帮助记录网站或应用的体验效果，另外

还与科技公司合作提供基于收费的可用性技术咨询。

⑦开设研究技能讲习班( Savvy Ｒesearcher workshop) ，

邀请校内外专家学者讲授专业知识、指导科研。
3． 4 服务平台

3． 4． 1 学术共享空间 UIUC 图书馆的本科生科研服

务主要 依 托 于 本 馆 的 学 术 共 享 空 间 ( Scholarly Com-
mons) ［28］。该学术共享空间致力于推动用户的科研工

作，为学生和学者提供了一个实体与虚拟相结合的技

术丰富型学术环境，整合了图书馆和校内的信息、技术

与服务，提供多样化培训机会和学习资源。学术共享

空间在学术交流与出版、视觉推广、数据发现与分析、

研究与教学支持等多个领域都配置了专家和学科馆

员。校内 CITL 数据分析项目、技术服务部、人文、艺术

和社会科学计算研究所等机构、项目组也都提供了人

员与资源支持。
3． 4． 2 专家学者库 图书馆与副校长办公室合作建

立的伊利诺伊专家学者库［29］，为本科生科研服务提供

了丰富的学者信息与科研资源。学生通过学者库可以

识别、发现和了解研究领域的专家以及潜在的合作者，

找到感兴趣或最前沿的学术成果。学者库中的信息会

自动从校园人力资源系统和 Scopus 数据库中采集更

新，用户也可以从其他数据库导入科研成果、添加图片

和文字说明。
3． 4． 3 机构知识库 机构知识库 IDEALS 为本科生

科研提供了校内数字学术资源的永久保存和访问的可

靠路径，整合了 UIUC 各种类型的本科生科研作品与

成果［30］，包括: 本科生科研周中发布的学术报告; 学术

研讨会中制作的科研海报; 本科生科研期刊收录的学

术论文; 本科生科研图像竞赛作品; UIUC 本科生优秀

学位论文; 本科生夏季科研项目( Summer Ｒesearch Op-
portunities Program) 学术报告。
3． 5 服务特征

3． 5． 1 资源建设的多样化 UIUC 图书馆有效采集、

组织了多种类型的本科生科研资源，包括: 校内本科生

科研相关部门机构、项目信息; 活动与会议资料; 学术

论文; 学术作品; 科研数据; 网络科研资源。通过建立

本科生科研服务主页［31］、本科生科研博客，Libguides

平台、机构知识库等多渠道揭示与存储。
3． 5． 2 服务内容的特色化 UIUC 图书馆的科研服务

覆盖了科研活动的整个生命周期，而针对本科生科研

群体，也设计了一些特色化服务内容，尤其是在学术信

息的传播与交流环节，为促进科研成果的出版以及围

绕科研创意的输出与展示开展了丰富多样的科研活

动，并提供有效的平台服务保障。
3． 5． 3 馆内外的深度合作与支持 UIUC 图书馆的本

科生科研服务不仅依托于学术共享空间，还获得了馆

内学术交流与出版部，研究数据与服务部等部门的合

作支持。图书馆也与 OUＲ、校际体育竞赛部门、项目

组在服务规划、组织实施以及资金资助等领域有非常

密切的合作。图书馆为本科生科研服务配置了一位专

门的联络馆员，负责管理本科生科研期刊的宣传，协调

本科生科研图像竞赛。该馆员也兼任校本科生科研咨

询委员会委员［32］，协助制定 OUＲ 的目标宗旨，审查本

科生学术研讨会的提案等。

4 我国“双一流”建设高校图书馆本科

生科研服务现状

4． 1 本科生科研活动

在参与调查的 18 所“双一流”建设高校中，超过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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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61． 12% ) 的高校或其部分院系在本科生毕业条件

上对科研有一定要求和说明。各个高校目前也开展了

不同类型的本科生科研活动，如表 1 所示: 较为普遍的

活动有开展本科生科研项目 /竞赛( 88． 89% ) 、举办本

科生科研类讲座( 77． 78% ) 以及导师制指导本科生科

研( 72． 22% ) ; 也有一些高校实施了本科生科研优秀作

品奖 励 ( 44． 44% ) 、举 办 本 科 生 科 研 类 研 讨 会

( 33． 33% ) 、设立本科生科研工作室( 33． 33% ) 和本科

生参会基金( 27． 78% ) ; 只有两所高校设立了专门的学

生科研活动资料网站或论坛; 一所高校主办了本科生

学术期刊。另外有四所高校图书馆的被调查对象对本

校的本科生科研政策或活动还不太了解。
表 1 本科生科研活动开展情况

本科生科研活动
院校数目( 参与

调查总数 N =18)
所占比例

开展本科生科研训练 /项目 /竞赛 16 88． 89%

举办本科生科研类讲座 14 77． 78%

导师制指导本科生科研 13 72． 22%

本科生科研优秀作品奖励 8 44． 44%

举办本科生科研类研讨会 6 33． 33%

设立本科生科研工作室 6 33． 33%

设立本科生参会基金 5 27． 78%

设立专门的学生科研活动资料网站或论坛 2 11． 11%

主办本科生学术期刊 1 5． 56%

不清楚 4 22． 22%

4． 2 服务内容

如表 2 所示: 在资源建设方面，多数( 72． 22% ) 图

书馆将本科生的科研需求纳入了资源采购方案，半数

( 55． 56% ) 图书馆建立了本科生科研特色资源库，还有

部分( 33． 33% ) 图书馆建立了本科生科研资源推荐 /导
航。另外有两位馆长分别表示本科生主要还是实施专

业课程的普及教育; 本科生与研究生需要的文献资源

和服务不能截然分开，应统筹考虑。在信息服务方面，

绝大多数图书馆开展了面向本科生科研的信息素养教

育定制课程( 88． 89% ) 、专题讲座( 88． 89% ) 以及写作

软件培训( 88． 89% ) ; 也有不少图书馆开展了科研项目

的 查 收 查 引 ( 83． 33% ) 、科 研 项 目 文 献 调 研

( 72． 22% ) 、期刊论文投稿指南( 72． 22% ) 、科研项目

的查新( 66． 67% ) 、专利信息分析( 55． 56% ) 、知识产

权与学术规范教育( 50% ) ; 只有少部分图书馆开展科

研数 据 管 理 ( 33． 33% ) 和 科 研 交 流 社 区 /平 台

( 16． 67% ) 服务。

在面向本科生科研的定向服务方面，有七所图书

馆开展了面向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和本科生科研

竞赛的辅导; 有四所图书馆开展了面向本科生科研训

练计划( SＲTP) 的辅导; 有两所图书馆表示该馆开展了

面向本科生科研项目的辅助支持或相关资源与服务类

讲座; 还有两所图书馆表示暂无类似定向服务。

表 2 图书馆本科生科研服务内容

维度 服务内容
院校数目

( 参与调查总数 N =18)
所占比例

资源建设 资源采购方案将本科生的科研需求纳入其中 13 72． 22%

建设与本科生科研相关特色资源库 10 55． 56%

建设与本科生科研相关资源推荐 /导航 6 33． 33%

信息服务 面向本科生科研的信息素养教育定制课程 16 88． 89%

面向本科生科研的专题讲座 16 88． 89%

写作软件的培训，如: NoteExpress、EndNote、MS Offcice、LaTex 16 88． 89%

科研论文的查收查引 15 83． 33%

科研项目的文献调研 13 72． 22%

期刊论文投稿指南 13 72． 22%

科研项目的查新 12 66． 67%

专利信息分析 10 55． 56%

知识产权与学术规范教育 9 50%

科研数据管理( 数据的采集、分析、保存等) 6 33． 33%

科研交流社区 /平台 3 16． 67%

定向服务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的辅导 7 38． 89%

本科生科研竞赛辅导( 如挑战杯等) 7 38． 89%

本科生科研训练计划( SＲTP) 辅导 4 22． 22%

其他 2 11． 11%

暂无 2 1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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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 服务方式

如表 3 所示: 有半数以上的图书馆会与学校部门

( 72． 22% ) 、院系( 61． 11% ) 或者教师( 61． 11% ) 合作

参与本科生科研指导; 馆员临时或一次性服务 ( 61．
11% ) 以及馆员独立开展针对性服务( 38． 89% ) 的情

况也存在一定比例。少数图书馆设立了面向本科生科

研的专职馆员( 22． 22% ) 或团队( 16． 67% ) 。另外有

图书馆表示不会设立专岗为本科生科研服务，认为学

科馆员面向院系的服务中已经包含这部分工作。
表 3 图书馆本科生科研服务方式

服务方式
院校数目

( 参与调查总数 N =18)
所占比例

与学校部门合作，参与科研指导 13 72． 22%

与院系合作，参与科研指导 11 61． 11%

与教师合作，参与科研指导 11 61． 11%

馆员临时或一次性服务 11 61． 11%

馆员独立开展针对性服务 7 38． 89%

有专职馆员 4 22． 22%

有专职团队 3 16． 67%

4． 4 服务保障

如表 4 所示: 参与调研的大多数图书馆对本馆文

献资源( 94． 44% ) 、学科服务团队能力( 77． 78% ) 、馆

舍条件( 72． 22% ) 以及技术设备( 66． 67% ) 表示了肯

定; 三分之一的图书馆认为本科生群体对图书馆开展

科研服务有迫切需求，只有三所图书馆表示学校层面

对图书馆开展本科生科研服务有明确的要求。关于开

展本科生科研服务的困难，半数以上图书馆( 55． 56% )

认为图书馆与院系、行政机构等缺乏合作，其次是本科

生科研方面的学校政策缺位( 44． 44% ) ; 也有图书馆认

为本科生科研素养水平较低( 27． 78% ) 、馆员能力不足

( 27． 78% ) 、图书馆宣传力度不够( 27． 78% ) 、图书馆

空间资源缺乏( 22． 22% ) 、图书馆经费不足( 16． 67% )

以及对本科生科研诉求不了解( 5． 56% ) 也在一定程度

上制约了服务的开展。

表 4 图书馆本科生科研服务保障

维度 服务保障
院校数目

( 参与调查总数 N =18)
所占比例

具备的服务条件 文献资源较丰富 17 94． 44%

学科服务团队能力较强 14 77． 78%

馆舍条件较完善 13 72． 22%

技术设备较先进 12 66． 67%

本科生有迫切需求 6 33． 33%

学校的明确要求 3 16． 67%

开展服务的困难 图书馆与院系、行政机构等缺乏合作 10 55． 56%

本科生科研方面的学校政策缺位 8 44． 44%

本科生的科研素养水平较低 5 27． 78%

馆员能力不足 5 27． 78%

图书馆宣传力度不够 5 27． 78%

图书馆空间资源缺乏 4 22． 22%

图书馆经费不足 3 16． 67%

其他( 本科生科研诉求不明显或不了解) 1 5． 56%

4． 5 调查结论

通过调查，本文得出如下结论:

( 1) 本科生科研得到学校层面重视，但开展力度

不够。目前很多参与调查的“双一流”建设高校在学

校层面已经对本科生科研提出了明确要求，也开展了

形式多样的本科生科研活动，尤其是本科生科研项目 /

竞赛已经较为普及。在推动本科生科研能力的培养以

及科研成果的交流转化上，已经有一些激励与举措，但

多数高校开展得并不充分。
( 2) 图书馆开始关注本科生科研服务，但服务意

识不强。图书馆对本校的本科生科研活动已经有一定

了解，关于本科生科研服务的定位，目前存在两种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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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一种肯定本科生科研在高校的发展趋势和迫切需

求，认为图书馆应做出新的努力，积极推进。另一种对

本科生科研的重要性与普及性持保留态度，认为有需

求即提供，但图书馆没有必要专门针对本科生科研进

行各方面规划。
( 3) 图书馆已经开展部分服务内容，但服务水平

参差不齐，服务设计缺乏体系化。各个图书馆对本科

生科研的理解与重视程度不太一样，在内容设计、人员

保障等方面也有较大差异。目前图书馆在科研服务领

域已有不少探索，许多也直接应用于支持本科生科研，

但在内容设计上，针对性强的特色服务还很欠缺。“双

一流”建设高校图书馆拥有较为有利的资源、人员以及

技术条件，但未充分挖掘并服务于本科生科研，绝大多

数学校和图书馆层面都未建立任何与本科生科研相关

服务平台; 图书馆与院系、行政机构之间缺乏沟通和长

效合作。

5 对我国高校图书馆开展本科生科研

服务的建议

5． 1 重视本科生科研支持服务

图书馆的服务目标与功能应与学校的人才培养目

标相适应，科研训练是促进本科生创新能力培养的有

效途径，与本科生的通识教育、专业基础教育应该是融

合与互益的关系。国外高校本科生科研能力的培养经

过了较长时间的发展探索，形成了比较完善的体系，高

校图书馆近些年也越来越重视并深度参与其中。而我

国高校图书馆的本科生科研支持服务意识和认知并没

有跟上高校的创新人才培养趋势。图书馆应在观念上

重视本科生科研支持服务，积极承担相关工作; 密切关

注本科生教育政策，全面观察本科生科研环境与管理

机制，鼓励和推进本科生创造性探究活动。“双一流”

建设高校对本科生科研已经有政策要求，开展本科生

科研服务能够发挥图书馆的资源与人才优势，实现图

书馆在高等教育创新发展中的功能价值。
5． 2 掌握本科生科研服务需求基本规律与特征

相较于研究生以及教师的科研活动，本科生科研

更注重“科研过程”和“初步”科研能力的培养，对学科

背景和知识深度没有过多的要求，在科研内容的选择

上具有更大的自由度与广度。本科生对科研的认知基

本是从零开始，对科研服务的需求自然也不同于研究生

以及教师等其他科研人员。图书馆只有以用户为中心，

掌握本科生科研服务需求基本规律与特征，才能切实做

好服务工作。围绕高校开展的本科生科研活动，图书馆

应该对本科生的科研写作需求、科研竞赛需求、科研训

练需求等进行调研，明确服务目标和方向。图书馆还可

以联系学校相关机构或导师获取本科生科研组织、指导

过程中的反馈信息，构建针对性和个性化服务策略。
5． 3 积极开展特色科研服务项目

目前国内高校图书馆的科研支持服务对象主要是

研究生以及教师群体，本科生科研支持服务既是图书

馆全新的服务领域，也是现有科研支持服务在服务对

象上的延伸和服务内容上的特色化挖掘与创新。本科

生科研支持服务仍然是在图书馆总体服务背景下建

立，应该充分利用现有科研服务资源、技术、人员等条

件，整合创新并因材施教。考虑到本科生科研的特点

以及需求的差异，图书馆可以重点关注本科生科研兴

趣的培养和学术创意的交流，积极开展特色科研服务

项目。①建立本科生科研特色资源库。一方面对校内

外本科生科研竞赛、研讨会、讲座等活动通知、报告、会
议资料进行有效的搜集、组织整序和揭示; 另一方面，

积极争取本校本科生科研成果的自主提交，并对这些

成果进行永久保存与分级共享。为本科生提供更多有

效获取科研信息与服务的渠道。②开展面向本科生的

科研素养教育。帮助零基础本科生初识科研，以建立

真诚的科研态度，运用科学的科研方法。图书馆可以

整合现有的信息素养教育、学术伦理等知识与经验，创

新科研类讲座和课程内容。③开展多元化科研交流活

动。比如，设立本科生科研活动周或开放日、组织本科

生学术研讨会、学术沙龙、科研成果展等; 以兴趣和激

发学生的创新能力为导向，举办本科生科研相关知识

或创意竞赛，可以给予一定的奖励。④嵌入本科生科

研训练项目和科研竞赛。围绕科研训练项目和科研竞

赛的流程，从申报、实施，至结题或汇报开展跟踪服务。
5． 4 建立长效科研服务保障机制

在高校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大环境下，图书

馆要抓住时代的契机，主动寻求与高校教学建设的互

动发展，建立长效科研服务保障机制。①加强与院系

以及学校本科生科研管理部门的合作，共同推进本科

生科研服务平台建设，比如本科生科研网站、互动社

区、相关机构知识库等，以实际优质的服务效果来赢得

更多政策与经费上的支持。②在服务团队建设方面，

图书馆可以在现有学科服务以及科研服务人才团队的

基础上，设立本科生科研服务联络馆员，设立学生顾问

与组织志愿者团队等，促进服务宣传与信息共享。图

书馆既可以成为本科生科研重要的互动阵地，也能帮

助争取更多外部关注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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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ts and Suggestions on Undergraduate Ｒesearch Support of Academic Libraries:
A Case Study of UIUC and a Survey of Chinese“Double First-Class”University Libraries

Hong Cheng Qian Peng
Southeast University Library，Nanjing 210009

Abstract: ［Purpose / significance］Supporting undergraduate research is one of the mission for university libraries，
which accord with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universities． It is essential to provide some useful suggestions to Chinese u-
niversity library services for undergraduate research based on the typical case study and survey． ［Method /process］By
case study，the paper analyzed the background，content，technology platform and guarantee mechanism of undergraduate
research services i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library，then it summarized the service characteristics．
Meanwhile，by questionnaire survey，this paper analyzed the service positioning，content design，personnel support and
other basic information of undergraduate research services in Chinese“double first-class”university libraries． ［Ｒesult /
conclusion］ It is suggested that Chinese university librarie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undergraduate research services，un-
derstand characteristics of service demand，develop special research support projects，and establish a long-acting guaran-
tee mechanism．

Keywords: undergraduate research research support service university library “double first-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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