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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状态下高校图书馆线下开放管理模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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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应急状态下公共场所管理严格，图书馆作为高校重要部门之一，恢复线下运行意义重大。针对图书馆线下运行与应急

管理的矛盾，文中对线下开放的必要性以及线下开放所面临的应急风险进行分析，在坚持规范出入程序，注重公共安全的基

础上，提出“来源划分、场馆分区和管理分区”的数据库信息化管理模式，需要对入馆人员进行来源划分，建立相应的分区

场馆，进行分级分区管理，并建立分组数据库，以便必要时做出迅速高效的应急措施，达到应急管理下高效、安全服务师生

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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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emergency state, the management of public places is strict. As one of the important department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restore offline operation. In view of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offline operation and 

emergency management of the librar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necessity of offline opening and the emergency risks faced by offline 

opening. On the basis of standardizing access procedures and paying attention to public safet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database 

information management mode of "source division, venue division and management division", which needs to divide the sources of 

visitors, establish corresponding partitioned venues, carry out hierarchical and partitioned management, and establish a grouping 

database, so as to make rapid and efficient emergency measures when necessary, and achieve the purpose of efficient and safe service 

for teachers and students under emergency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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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各种应急状态下学校被迫暂停了线下教学工作，各高校图书馆积极推出在线资讯服务，为师生读者提供在线信

息服务保障
[1]
。但应急常态化管理下，图书馆是人员密集的场所，公共安全至关重要。高校图书馆既要做好防控工作，

也要为师生提供到位服务
[2]
。要求工作人员除了常规的公共安全之外，还需根据图书馆的运行特点，采取相应的日常管

理措施，制定相应的应急管理方案。 

1 高校图书馆线下开放必要性 

1.1 基本功能的需要 

在网络化信息化高度发展的当今社会，虽然数字化阅读方式成为时代潮流。知识的保存与传播是图书馆的基本功

能，纸质文献的外借、阅览、复制和一般性业务咨询等服务仍然是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3]
。同时，图书馆也收藏、保护

了一批有价值的，未进行数据化的珍贵文献，这类文献只能通过线下查阅。 

1.2 学习空间和校园文化的需要 

大学之前的学习主要依靠课堂教育，上课时间统一，学习内容固定，学生对学习空间的需求比较单一，教室是最

主要的学习空间。大学期间，课堂教育的作用则偏向于引导、辅助，上课时间的安排也比较灵活，更加注重学生自我

探索，自我学习。从而，大学生所需要的学习空间和时间更加多元化，灵活化。图书馆配套的阅览室、自习室、研讨

室等成为学生查阅知识点，思考问题，讨论，辩论的主要场所。图书馆安静、有秩序、自主的氛围也更能让学生们保

持专注，提高学习效率，养成积极的学习习惯。如果没有图书馆提供的空间，学生们可能更多地呆在寝室，平时无节

制地上网，饭点吃外卖，足不出户，作息不规律，学习态度消极，与现实逐渐脱节；或者流向娱乐场所，过度消费，

安于享乐，这些与大学的育人目标是背道而驰的。 

外在方面，图书馆是一所学校的标志性建筑，可以说是学校的门面，一些著名高校的校徽就以图书馆为主体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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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在方面，图书馆是一所学校的精神传承之地，学生们在使用它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受到相应的教育，使学生对学

校更有认同感。 

另外，大学多姿多彩的校园文化生活离不开图书馆举办的线下讲座，展览，和一系列依托图书馆举办的社团活动、

志愿服务。这些让同学们立足于校园，放眼于世界，广泛交流心得、思想。 

1.3 社会服务的需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提出“国家支持公共图书馆加强与学校图书馆、科研机构图书馆以及其他类型

图书馆的交流与合作，开展联合服务。国家支持学校图书馆、科研机构图书馆以及其他类型图书馆向社会公众开放。”
[4]

高校图书馆作为公益性的文化教育机构为本校师生服务的同时，还向社会开放，进一步提高图书馆资源的利用效率，

促进社会学习机会公平。 

因应急突发事件，高校图书馆管理压力大，向社会开放遇阻。常态化应急管理时期，图书馆逐渐向社会开放，服

务部分非在校师生。尤其是对于校友来说，学校图书馆的服务对他们的归属感有重要影响。部分需要考研的应往届毕

业生，通常会住在学校附近，利用学校图书馆提供的自习室，在良好的学习氛围中高效备考。 

1.4 勤工俭学的需要 

高校图书馆一般规模比较大，管理、维护压力也比较大。但是工作难度较低，高校学生的学习能力比较强，经过

短期培训就可参与部分工作。加之一些学生来自于贫困家庭，有通过劳动付出赚取生活费、学杂费的需求。勤工俭学

岗是高校图书馆普遍设立的岗位。贫困学生通过勤工俭学，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家庭的经济问题。参与图书馆工作的同

时，也会对图书馆的馆藏、借阅规则等各方面更加熟悉，对于以后的学习有益，可充当“新人”的向导。在工作中必

然会涉及与图书馆管理人员的沟通交流，有助于个人的交流能力的提高，可以看作是走向社会的试探
[5]
。 

勤工俭学缓解了图书馆的运维压力，更重要的是能让参与的学生有经济、技能和精神层面的收获。 

2 线下开放与应急防控的矛盾 

图书馆使用人员数量大，来源复杂，除了住校的校内师生外，走读的师生，还包括校友在内的外部人员。这些人

员的风险性有差别。另外，很多实践性强的专业，经常需要外出实习，外出作业。相对于一直在学校的师生，出差返

校的人员的风险更大。如果对上述不同来源的人员不进行区分，一旦发生应急事件，公共安全防控就比较困难，不能

迅速甄别危险人员，导致应急不够有效和迅速。 

3 防控措施 

高校图书馆读者来源较为复杂，他们依据自己的目的和选择，在图书馆进行随机入座。除了需要进行讨论的师生

外，其他人并没有一致的具体目的，也就是其他人没有必要进行聚集式阅览或者学习。可对不同来源的入馆者进行群

体划分，并在图书馆设立相应的通道，划分阅览室自习室分区，在预约端进行分组，并建立相应数据库，对不同分区

的场馆进行分级管控。一旦出现应急状态可迅速对相关人员进行筛选、控制，做出迅速有效的反应。 

4 结语 

综上，文章对应急防控期间高校图书馆线下开放的必要性进行了阐述，并进一步分析了线下开放与应急防控的矛

盾所在，针对存在的问题给出了相应措施。本文建立了“来源划分、场馆分区和管理分区”的数据库信息化管理模式，

需对入馆人员进行来源进行区分并划分专有场馆，建立分组数据库，从而做到应急状态下服务师生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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