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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即服务：新加坡公立大学图书馆空间再造
项目扫描
潘　洋�（东南大学图书馆）

顾建新�（东南大学教师教学发展中心）

摘  要  高校图书馆正从信息资源库向学术共享空间转型，空间服务是其核心服务之一。本文通

过对2010年以来新加坡公立大学图书馆空间再造的案例研究，分析了协作与社交空间、安静学习

空间、资源服务支持空间及校园文化集聚空间这四大读者空间的再造路径及其成效，旨在为我国

高校图书馆空间再造研究与实践提供参考和借鉴；提出我国高校图书馆空间再造需前瞻性地分析

本校读者的需求，合理配置4种读者空间，并采用基于评估的空间管理方法。

关键词   高校图书馆　空间再造　空间即服务　新加坡公立大学

DOI: 10.13663/j.cnki.lj.2018.12.010

Space as Service: A Glance at Space Reconstruction Projects 
of the Public-funded University Libraries in Singapore
Pan Yang� (Southeast University Library)

Gu Jianxin� (Center for Faculty Development, Southeast University)

Abstract University libraries aim at transformation from information resource repositories to academic 
commons, and library space service is one of the core services.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 for the research and practice of library space reconstruction in China base on the case study of the 
public-funded university libraries’ space reconstruction projects in Singapore. It analyses the reconstructing 
approaches of four learning spaces - collaborative and social space, sanctuary space, resource and service 
support space, and campus culture and community space, and elaborates on their project outcomes. Three 
strategies are proposed for university libraries to reconstruct space in China. University libraries should 
proactively analyse patrons’ needs, rationally allocate the four learning spaces, and adopt space management 
methods based on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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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数字技术的发展使图书馆文献资源的载

体、读者获取信息的行为方式发生根本性变

化，图书馆的传统服务受到挑战。以纸本馆藏

为中心的传统图书馆空间亟待转型。20 世纪

90 年代起，图书馆界围绕“作为空间的图书

馆”（Library�as�Space）及“作为场所的图书馆”

（Library�as�Place）开始学术探讨与学术研究 [1]。

与此同时，在“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建构主

义教学理论影响下，以教师为主体的教学方式逐

渐转变为以学生为主体的主动式、合作式学习，

学生们对于互动式学习空间的需求不断增长。虽

然图书馆纸本馆藏借阅量逐年减少，但仍有众

多学生来到图书馆内寻找学习、社交、休闲的空

间。馆舍空间逐渐成为图书馆的核心价值之一，

高校图书馆不得不重新思考其角色与职能的定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高校图书馆空间

再造模式与策略研究”（项目编号：16BTQ024）的研究

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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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甚至有学者提出“空间即是服务”（Space�as�

Service）的理念，实体馆舍空间从图书馆服务的

载体转变为图书馆核心服务之一 [2]。Head提出

了“图书馆学习空间”的概念，他认为，提供满

足读者需求的多元化、灵活性的空间是高校图书

馆的重要职能，以促进学生在教室内外的整体化

学习 [3]。Holmgren 和 Spencer 提 出， 在 2024 年

前，高校图书馆将完成从信息资源库向学术共

享空间的转型 ,�成为助力师生学习科研与合作

交流的空间 [4]，其重要职能是激发读者的教学

与科研能力、创新能力，帮助读者从信息资源

的消费者转变为知识的创造者。实体馆舍空间

不再围绕空间内所提供的服务形式与内容而设

计，而是与读者的学习行为紧密相关，逐渐向

以读者为中心、以学习为中心的趋势发展 [5]。

我国图书馆界也十分重视实体馆舍空间的

转型与再造。吴建中在《再议图书馆发展的十

个热门话题》一文中，将“空间再造”排于第

3 位 [6]。我国各高校馆在馆舍空间再造的探索

中，产生了“共享空间”“互动空间”“创客空

间”“智慧空间”[7] 等众多名称不同、形态类似

的空间概念。然而，我国高校图书馆在馆舍空

间再造方面，无论是理论探讨还是具体实践，

都存在诸多疑惑和问题。首先，图书馆业界尚

缺乏相对统一清晰的空间再造的概念界定及图

书馆空间功能定位导则。其次，馆方缺乏前期

对读者需求的充分调研和深入分析。再次，业

界缺乏健全的用后评估体系，甚至不少高校馆

忽略了评估环节，未曾关注读者对新空间的使

用反馈。总体来说，我国高校馆舍空间再造实

践尚缺乏成熟完善的理论体系指导，一些图书

馆盲目追求新颖的空间形式，而实际使用效果

并不理想。

笔者曾在新加坡学习和访问，选取若干所新

加坡大学，分析其近年来图书馆空间再造的基本

思路，旨在为我国高校图书馆的空间转型带来有

益的启发和借鉴，以更好地支撑高校教学、科研

任务，助力我国高校“双一流”建设的发展。

1　新加坡公立大学图书馆空间再造实践
在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

2017-2018》中，新加坡的高等教育指标得分为

6.3分（总分7分），排名全球第一位 [8]。新加坡

国立大学（National�University�of�Singapore,�NUS）、

南洋理工大学（Nanyang�Technological�University,�

NTU）等世界一流大学均于20世纪 80年代后重

组和建立，此后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了世界排名的

惊人跃升，有许多值得借鉴之处。这几所学校均

为自主办学的研究型公立大学，由政府提供资金

支持，其国家推动模式与我国相似。同时，新加

坡与我国同属东亚文化体系，地缘文化、教育发

展理念和思维与我国有很多相似之处。

随着学校教学与科研水平的提升、学生人

数和学科数目的增多、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方

式的转变，2010 年以来，新加坡公立大学中较

早建校的新加坡国立大学、南洋理工大学、新

加坡管理大学（Singapore�Management�University,�

SMU）的图书馆空间服务已不能完全满足读者

的需求，读者需要更多的图书馆座位、多元化

的学习空间、先进的设施等 [9-15]。各大学图书

馆逐步将图书馆空间服务的转型纳入图书馆的

长期战略规划，开展了多轮馆舍空间再造。馆

方在馆舍空间整合与再造的探索中积累了丰富

的经验。其中，NTU 于 2010-2011 年针对校园

中体量最大的两个图书馆——李伟南图书馆及

商学图书馆展开了空间再造项目，并于 2016-

2017 年再度升级李伟南图书馆空间。SMU 于

2014 年再造李嘉诚图书馆空间，2017 年建成开

放新的法律专业图书馆，并再度调整李嘉诚图

书馆空间。NUS 图书馆将“重塑图书馆环境”

设定为 2017-2020 年的六大战略发展方向之

一，并计划运用“休闲快餐”的概念重塑 NUS

中央图书馆的馆舍空间与环境 [16]。

2　新加坡公立大学图书馆空间再造路径
分析

借鉴 Choy 和 Goh 提出的图书馆读者空间

构成体系，新加坡公立大学图书馆将读者现在

及未来可能出现的需求主要分为 4 种：一是同

他人合作学习、社交往来；二是安静地学习、

思考；三是获取图书馆的文献资源、使用图书

馆的设备、享受馆员的服务；四是在图书馆的

学习、科研与文化活动中获得身份认同感，体

验对学校学术活动、科研发展的参与感和归属

感 [17]。据此，可以将图书馆的读者空间划分

为：协作与社交空间、安静学习空间、资源服

务支持空间以及校园文化集聚空间。这 4 个空

间的功能及详细空间分区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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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新加坡公立大学图书馆读者空间构成

空间名称 空间功能 详细空间分区

协作与社交
空间

供读者讨论交流、
团队合作、社交往
来等

研讨间、开放式
讨论区、休闲区
等

安静学习
空间

供读者安静学习、
深入思考等

阅览区、带隔板
的单人桌区域以
及其他专门划分
出的安静区

资源服务
支持空间

供读者获取图书馆
馆藏文献资源、接
触高科技设备、享
受工作人员的咨
询、培训等服务

藏书区、书展区、
电子资源阅览区、
创客空间、服务
台、咨询服务区、
培训教室等

校园文化
集聚空间

供读者体验校园文
化，获得身份认同
感、归属感、责任
感等

活动举办区、互
动展示区等

2.1　协作与社交空间

协作与社交空间是供读者进行团队学习或

社交往来的空间，既包括可预约式的研讨小间

等密闭空间，也包括开放式的空间。新加坡公

立大学的教学方法与课程设置注重培养学生的

创造性思维和人际交往能力，学生读者尤其是

本科生在学习中需要该类空间。

NTU于 2010-2011年在李伟南图书馆与商

学图书馆内新建学习共享空间，提供式样、大

小一致的厢式讨论舱、录播间等 [18]。2016-2017

年，李伟南图书馆将学习共享空间升级为研究共

享空间，提供多种式样的协作空间，如不同规模

的半开放式圆形隔间、车厢式隔间（见图1）、U

形桌与条形桌组合的开放式授课空间（见图2）、

小圆桌与布艺板凳搭配的闲聊空间等 [19]。SMU

李嘉诚图书馆于2013年的空间再造中，将圆桌

与沙发椅组合而成的协作学习区转变为24小时

开放的学习共享空间，提供不同大小形状的多人

桌、咖啡厅式休闲座椅、设备齐全的研讨间等；

并在转角空间设置可移动、组合的桌椅，配备

投影、移动白板，利用窗台空间摆放了五台一

体机，可用作团体项目讨论、教师授课等活动

（见图 3）[20]。NUS 中央图书馆现有的协作与社

交空间只设置了可移动的休闲沙发及自动售卖

机，未来规划改建为提供一站式服务的研究共

享空间 [21]。

图 1　NTU 李伟南图书馆研究共享空间中的车厢式

隔间 [19]

图 2　NTU 李伟南图书馆研究共享空间中的开放式

授课空间 [19]

图 3　SMU 李嘉诚图书馆学习共享空间转角处

在协作与社交空间的构建上，新加坡大学

图书馆有以下共同点：

（1）提供灵活多元的空间及组合式家具。

新加坡大学图书馆最初建立协作与社交空间

时，馆方提供的家具式样、座位规模都较为单

一。而经过几年的使用与评估后，馆方从不同

团队活动的需求出发，重新规划了部分协作与

社交空间，向读者提供式样丰富、功能灵活的

空间和家具。读者不但可以根据团队活动的类

型选择更为适合的空间，还可以通过自己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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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具的方式，满足不同的需求，比如，头脑风

暴等激发灵感的活动一般参与人数较多，圆形

或 U 形摆放的座位展现了参与者平等的姿态；

项目讨论等学术活动需要可写字的白板或显示

屏，及更符合人体工学的座位以进行较长时间

的学习；休闲社交活动需要随性舒适的座位和

可以摆放饮料等物品的台面等。

（2）在开放式空间内营造协作共学氛围。

新加坡大学图书馆都打造了开放式的协作与

社交空间，并在空间内部设立邻近的多样化小

空间，如不同式样的多人桌、半开放式讨论

舱等，在提供一定私密性的同时，让读者能

够感受到周围其他团队的协作学习，以内部空

间的布局和读者间相似的行为影响整体空间氛�

围 [22]，形成积极向上的协作共学环境。

在协作与社交空间的建设中，不同大学图

书馆各有特色。NTU 李伟南图书馆赋予研究共

享空间“科学探索”的主题，以科幻小说中的

角色名、星球名或著名科幻作家的姓名对不同

协作区域命名，寓意对未知领域的探索精神。

SMU 李嘉诚图书馆为满足读者对于更长学习时

间的需求，24 小时开放学习共享空间，并设置

了部分适合个人学习的带隔板学习桌，以满足

读者不同的学习需求。

2.2　安静学习空间

安静学习空间适合读者安静地深入思考、

学习钻研。Freeman 提出，学生们钟爱阅览室

或类似的安静学习空间，甚至衍生出“安静文

化”[23]。从新加坡各大学图书馆的空间评估中

可以看出，学生们对于安静学习空间的需求从

未减少。其中，相比于协作与社交空间，NTU

的学生更需要高质量的安静学习空间 [9-11]。

NTU 李伟南图书馆将整个顶层设置为安

静学习空间，沿窗摆放大阅览桌，充分利用自

然光，沿墙设置带隔板的个人学习桌，空间内

设置多个可接听电话的隔音小间；并在电梯和

楼梯通道处使用绿色的墙面和巨大的文字标识

提示读者该层空间的功能。SMU 李嘉诚图书

馆废除顶层的办公区域，打造了两个密闭隔音

的研究生学习空间，分别适合安静学习与协作

学习；撤走 4 楼的服务台和图书加工室，设置

了带隔板和台灯的个人学习桌及火车车厢式座

位，提供更多的安静学习空间；将位于 2 楼角

落的文印室和储藏室改建为静思角（Reflection�

Corner），利用窗台设置吧台座，配上暖黄色吊

灯，打造出静谧且风景独好的安静学习空间。

NUS 中央图书馆传统的阅览空间较多，馆方则

直接以书架区域的阅览空间作为安静学习空间。

新加坡大学图书馆在空间再造中，都十分

重视安静学习空间的打造，不但注重保留图书

馆中原有的安静学习空间，还通过废除传统的

操作间或储藏室、整合馆员工作空间、发掘未

被充分利用的空间等手段，新增安静学习空

间。降低安静学习空间的噪音成为图书馆空间

管理的一大难题，馆方尽量将安静学习空间远

离协作与社交空间及其他干扰，并加入明显的

空间标识和隔音设施。

2.3　资源服务支持空间

对于读者而言，图书馆的资源既包括馆藏

文献资源、设施设备等硬件支持，也包括馆员

的服务支持。资源服务支持空间是读者使用图

书馆的资源与服务，获得交互式体验的空间。

2.3.1　文献资源支持空间

该空间向读者揭示图书馆的纸质及电子文

献。NUS、NTU及 SMU图书馆虽然都缩减了纸本

文献馆藏量，却依然在学习空间内保留了书架陈

列区域，并将部分书籍根据借阅热度或主题内容

进行展示。SMU李嘉诚图书馆将休闲交流区与生

活休闲类书刊巧妙结合。NTU李伟南图书馆在科

研共享空间中陈设了电子书展示廊，充分揭示了

无形的电子资源，给予读者在互动展示屏和相应

手机程序上体验浏览和探索电子资源的乐趣 [24]。

新加坡大学图书馆使用传统与现代相结合

的方式增加了读者与馆藏文献资源互动的机

会，向读者提供“浏览”文献的体验及探索搜

寻的乐趣，帮助读者在实体空间中更加容易、

便捷地获取文献资源。

2.3.2　设施设备支持空间

该类空间向读者提供专业、先进的设施设

备，帮助读者更加高效地学习与科研。例如，

NTU 李伟南图书馆新增数字工作台区域，提供

多屏幕、高运转速度的电脑与读者课业所需的

专业软件 [25]。SMU 李嘉诚图书馆于 2014 年新建

投资工作室，设立彭博终端机、安装有 EIKON



78 ·国际交流· 图书馆杂志（2018年第12期  总第332期）
  Library Journal(Vol.37.No.12)

金融终端的一体机等，以支持金融管理等学校

优势专业的发展（见图 4）[26]。NUS 中央图书馆

正在筹备创客中心的建设，计划为学生引进更

多可动手实践的高新设备，以丰富学生与高科

技的互动体验，培养其创新创业能力 [16]31。

图 4　SMU 李嘉诚图书馆投资工作室

新加坡大学图书馆根据每所学校不同的专业

与学科设置，不断升级图书馆的硬件设施，引进

更多读者课业所需却在家中或寝室中难以接触到

的高科技设备，丰富读者与这些设备的互动体验。

2.3.3　服务支持空间

服务支持空间即馆员向读者提供参考咨

询、学科服务、信息素养培训、科研数据管理

等服务的空间。在实体馆舍空间中面对面的互

动，馆员可以帮助读者提高学习与科研的成

效，拉近工作人员与读者的距离，建立彼此间

的联系。SMU 李嘉诚图书馆将多个服务台合

而为一，提供一站式的综合服务；重塑培训教

室，使其更加适应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法，

提供更先进的教学设施、模块式可拼接的多边

形桌以及灵活的隔断，让教室可分为两间同时

使用 [20]。NTU 李伟南图书馆将馆员培训空间融

合于协作与社交空间中，设立了敞开式及封闭

式的大小不同的培训空间，同时也供学校师生

预约使用。NUS 中央图书馆新开放了数字学术

实验室（Digital�Scholarship�Lab），为透明玻璃

隔断的空间，馆员在此提供科研数据管理服务

以及数据处理与分析方法的讲座等 [27]。

新加坡大学图书馆不断整合并优化服务支

持空间，并将其融入学习空间，设置于较显眼的

位置，这既便于读者享受馆员服务，也是对图书

馆服务最直观的宣传，有助于读者了解馆员的职

责。同时，馆方提供不同规模的培训空间，配备

专业的教学设施和可移动组合的桌椅，便于馆员

开展信息素养教学，也为教师授课提供了空间。

2.4　校园文化集聚空间

该空间供读者直接体验或潜移默化地感受

校园文化，以获得身份认同感、归属感。大学

校园文化反映高等教育的学术理念及人文精

神，是师生共同的精神诉求和价值追求，可增

强师生的群体意识和校园归属感 [28]。

2.4.1　开放式活动空间

SMU李嘉诚图书馆学习共享空间转角处的

家具常被移至一旁，用以举办学术讲座、图书签

售等各色校园活动。NTU李伟南图书馆科研共

享空间的中心区域设置了阶梯式座位，用于举办

讲座等活动，无活动时供学生休闲阅读或讨论

（见图5）[29]。另外，NTU于 2015年在学校学

习中心（The�Hive）开放了图书馆小站（Library�

Outpost），在这个不到400平方米的空间内，每

天举办19分钟的小讲堂，每周举办读者分享活

动，供学生们讨论科研热点、分享新发现等 [30]。

图 5　NTU李伟南图书馆研究共享空间中心活动区 [29]

新加坡大学图书馆选择在人流量较大的开

放式区域定期举办活动，树立校园文化品牌，

吸引经过的读者参与，并为短时间驻足或路过

的读者提供一定的参与感。同时，在活动前，

馆方会对可能产生的噪音干扰提前予以通知。

2.4.2　交互式展示空间

NTU 李伟南图书馆科研共享空间中的展示

区专为推动师生科研准备，研究者可以在此募

集调研对象，进行原型测试，展示研究思路、

研究成果，同时，各展台还可配备互动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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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者可以发表评论或建议（见图 6）[31]。NUS

中央图书馆 2018-2020 年的空间再造项目第一

阶段即是在一层大厅打造可供师生充分交流互

动的展示区域 [21]。

图 6　NTU 李伟南图书馆研究共享空间展示区 [31]

新加坡大学图书馆的展示空间并非单向的

展示，而是注重促进展示者与其他读者之间双

向的互动，成为推动师生学习与科研项目进行

的互动与交流平台。这样的空间让学生有更多

的机会不同程度地参与到各种学术项目中，在

提高学生学术能力的同时，促进了学科间的了

解及跨学科的互动与合作。

3　新加坡公立大学图书馆新空间使用

反馈
在多次馆舍空间再造的进程中，新加坡大

学图书馆采用了以评估为中心的空间管理方法。

首先，使用信息化、智能化、集成化的管理系

统，为空间评估和进一步优化空间布局提供数

据支持。馆方除在馆舍入口处使用读卡设备获

取读者基本信息、使用 RFID 门禁系统记录入

馆读者数量外，还使用设备记录读者入馆后的

动线；使用图书馆热图（Heatmap）记录并展现

馆舍内部各层物理空间的实时使用情况 [32]；使

用安装于阅览桌下方的检测设备，显示座位的

实时占用情况，识别占用座位的是人还是其他

物体 [33]，以此解决图书馆中困扰已久的占座

问题，科学管理图书馆空间。其次，定期采用

LibQual+ 或 Insync 等评估方法充分了解读者对

于图书馆空间服务的反馈，并采用文本分析系

统进行聚类与情感分析，深入剖析读者的评论

内容。第三，引进新方法进行图书馆空间服务

质量管理。如 SMU 以企业管理中常用的精益六

西格玛绿带进行图书馆空间服务质量管理 [34]。

从各馆的空间使用数据与空间评估结果可

以看出，读者对于图书馆馆舍空间与环境的满

意度和认同感在每次空间再造项目完成后都有

显著的提高。NTU 图书馆于 2010-2011 年改造

图书馆空间后，有 97% 的读者喜爱图书馆新增

的讨论隔间，76% 的读者喜爱新的空间氛围，

58% 的读者认为新空间对其课业项目有显著的

帮助 [35]。2016-2017 年李伟南图书馆新建研

究共享空间后，该空间的预约使用次数由不到

15�000 次增长到近 33�000 次，涨幅超过了一

倍 [30,36]。SMU 李嘉诚图书馆 2014 年改造的新

空间受到了读者的热烈欢迎，特别是协作与社

交空间远超读者的期待，研究生和教师对该类

空间表示非常满意，本科生也表示基本满意。

相比于空间再造前的评估，新空间在“对学习

的促进作用”“舒适的环境和具有吸引力的氛

围”“适合深思和创造”这几方面的评分显著

提高 [13]。

虽然每一次的空间再造项目都取得了可喜

的成绩，整体提高了读者入馆量和馆舍空间利

用率，但仍然没有完全满足读者的需求。在

NTU 图书馆近年来的评估中，“促进学习的图

书馆空间”与“适合个人学习的安静空间”两

项得分虽有显著提高，但仍与读者期望值差距

最大。SMU 图书馆在 2018 年的评估中发现，

学生读者对于学习空间的需求再度提高，他们

需要更多更安静的学习空间，同时也需要更多

的协作与社交空间。读者提出李嘉诚图书馆

新改造的第四层空间不够合理，部分多人学习

桌、带隔板的单人学习桌与休闲沙发座穿插放

置于同一空间，并未进行明确的功能分区，新

购置的沙发椅虽然时尚却不够实用。SMU 馆方

已计划在该区域放置更多的单人学习桌，打造

安静学习空间 [14]。新加坡各大学图书馆仍在探

索更为科学有效的空间管理方法，如解决协作

学习与安静学习间过渡空间的噪音现象等。

4　我国高校图书馆空间再造的策略思考
每所高校都有其不同的特征，如不同的发

展目标、战略规划、学生数、本硕博学生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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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专业设置和优势学科等，不同高校读者

对于图书馆空间的需求不尽相同。各高校图书

馆在馆舍空间再造中，不能盲目追随其他高校

馆的空间功能与形态，需要探索适合本校发展

的图书馆空间定位。

4.1　前瞻性地分析本校读者的需求

图书馆空间再造的首要步骤不仅需要调研

读者现有的需求，还需前瞻性地分析全校读者

未来可能出现的需求，充分解读学校战略发展

目标，结合学校的总体规划以及教学科研发展

方向，将图书馆的空间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规划更为长远的图书馆空间发展目标及功能定

位，并将其纳入图书馆战略发展规划中。在满

足读者现有需求的基础上，引导读者塑造思考

问题与学习科研的新方式，激发读者的新需

求。读者对于高校图书馆空间的需求永远处

于动态的变化中，如果馆舍空间的发展变化仅

以读者现有的需求为导向，亦步亦趋地进行改

造，馆舍空间的形态将一直滞后于读者的需

求，很难真正充分地满足读者。

4.2　合理配置四种读者空间

对于高校图书馆而言，协作与社交空间、

安静学习空间、资源服务支持空间与校园文化

集聚空间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其中，资源服

务支持空间是高校图书馆的基础空间，但往往

并不独立于其他空间而存在。协作与社交空间

中往往配备读者学习所需的高科技设备；馆员

也常常在协作与社交空间、设施设备支持空

间、校园文化集聚空间中提供服务，如指导学

生使用设备、提供培训课程或其他讲座等。

协作与社交空间和安静学习空间一动一

静，是读者学习与交流的核心空间。近年来，

我国多数图书馆注重打造协作与社交空间，而

新加坡大学图书馆的案例很好地诠释了学生读

者们对于安静学习空间不容忽视的需求。因

此，我国高校图书馆切不可盲目追求形式新颖

的协作与社交空间，或创客空间等颇具潮流感

的空间，而是需要根据本校的实际情况，了解

读者的需求和学习行为倾向，建设比例合适的

“动”与“静”的学习区域，合理规划动静分

区，尽量将噪音等级不同的空间设置在不同楼

层或同一楼层的不同空间内。同时，设置明显

的空间标识，帮助读者了解图书馆不同区域的

空间功能。

校园文化集聚空间是高校图书馆的灵魂。

该空间往往设置于图书馆人流量较大的开敞空

间中，以便吸引更多读者参与，增强师生读者

在校园生活中的主人翁意识。因此，搭建能够

激发师生读者认同感、归属感的校园文化集聚

空间，并以此为平台定期举办品牌化校园活动，

是每个高校图书馆需要深入思考的重要问题。

4.3　采用基于评估的空间管理方法

前期的充分调研、项目的分步施工只是馆

舍空间再造的开始。新加坡大学图书馆使用信

息化、智能化、集成化的管理系统，为空间评

估和进一步优化空间布局提供坚实的数据支

持；定期采用国际通用的评估方法充分了解读

者对于图书馆空间服务的反馈。基于评估的空

间管理方法不但可以帮助馆方了解每阶段空间

再造后馆舍空间服务利用情况的实际改变，还

可以同国内甚至国际其他同水平高校图书馆的

空间服务进行对比分析，并以此为决策依据，

调整下一阶段的馆舍空间再造方案。因此，我

国高校图书馆必须重视新空间的使用评估，积

极开发并使用空间管理信息系统，全面记录空

间使用数据，深入分析空间使用数据与读者反

馈，合理配置、高效管理、不断优化馆舍空

间，提高空间利用率。

5　结语
通过 2010 年以来新加坡公立大学图书馆空

间再造的案例研究，详细分析了相关学校图书

馆协作与社交空间、安静学习空间、资源服务

支持空间以及校园文化集聚空间这 4 大读者空

间的再造路径及其成效，旨在为我国高校图书

馆空间再造研究与实践提供参考和借鉴。图书

馆空间再造不是一蹴而就的短期项目，不仅要

满足读者当下对于馆舍空间的需求，还必须适

应图书馆及学校的战略发展目标与规划，满足

读者未来可能出现的空间服务需求。因此，馆

方需要前瞻思考，整体规划，分步实施，持续

评估馆舍空间的使用情况，并对空间进行优化

调整，这样才能合理地重塑和调整图书馆空间，

激发用户的新需求，保证空间的高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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