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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图书馆微视频信息素养教育现状分析与建议

■ 石婉雯　徐军华
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湘潭 ４１１１０５

摘　要：［目的／意义］微视频信息素养教育是“互联网＋”环境下高校图书馆的积极探索，对其现状进行调查并提出优化创

新举措对于促进高校图书馆信息素养教育的效果提升具有重要意义。［方法／过程］利用文献调研法、网络调研

法、电话访谈法等，以中国１３７个“双一流”高校图书馆和２０２０年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榜单上排名前３０

的国外高校图书馆为调查对象，主要从信息素养类ＭＯＯＣ课程、教学与数据库培训类微课、新生入馆教育类微视

频课程、具有故事情节的微电影信息素养课４个方面分析中国高校图书馆微视频信息素养教育的现状，从教育内

容、发布情况等方面分析国外高校图书馆微视频信息素养教育的现状。根据现状分析，提出剧情类微视频信息素

养教育这一创新举措。［结果／结论］剧情类微视频信息素养教育借助“故事的魅力”增添了教育的趣味性和吸引

力。本文尝试提出剧情类微视频信息素养教育的设计思路与制作推广策略，提出高校图书馆从整体规划、剧情设

计、实施拍摄制作再到微视频发布推广全流程的整套框架体系，以期为高校图书馆的剧情类微视频信息素养教育

提供思路借鉴与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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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联网 ＋”背景下，高校图书馆所面临的用户群

大多是在数字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数字原住民”，该

类用户群对于各种现代信息技术、数字网络资源、移动

社交媒体有着天然的适应性，其学习和认知方式呈现

在线化、碎片化、形象化、兴趣化等特征，易于接受新鲜

事物，在信息需求与信息行为方面有着极具个性化的

追求。因此，从方法上学会并适应数字原住民的语言

交流方式和风格，利用数字原住民能够听懂且愿意接

受的方式来传授知识与技能［１］，是高校图书馆在“互联

网＋”环境下开展信息素养教育的转型方向。

　　高校图书馆已愈加意识到传统信息素养教育在用

户参与感、服务满意度、教育有效性等方面的不足，正

积极探寻适应高校学生信息行为特点、激发高校学生

学习兴趣的信息素养教育创新方式。其中，基于微视

频开展信息素养教育是“互联网 ＋”背景下高校图书

馆进行的一种积极性探索。许多高校图书馆利用微视

频在信息表现力与影响力上的先天优势，通过 ＭＯＯＣ、

微课等多种形式创新图书馆的信息素养教育模式，并

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目前微视频的信息素养教育

通常是对一种资源或服务的陈述性介绍，或是对一种

检索方法的流程性操作演示，其短小精悍、易于学习的

特点使其在学习效果上明显优于传统的信息素养教育

模式，但还难以达到吸引高校学生主动学习的目的。

本文在总结高校图书馆微视频信息素养教育现状的基

础上，提出具有“故事性”的剧情类微视频信息素养教

育是对现有微视频教育模式的补充。该模式的有效性

和优越性主要有４个方面：５－１０分钟的内容时长有
效契合用户的碎片化学习特征；围绕校园生活设计剧

情，以讲故事的方式实现潜移默化的知识点摄取；从

主题选择、知识点细分、剧情设计到微视频制作都积极

邀请高校学生参与其中，针对性与实用性较强；通过

构建品牌微视频库，突出图书馆特色资源优势。本文

提出剧情类微视频信息素养教育的设计思路及制作推

广策略，以期为高校图书馆微视频信息素养教育的创

新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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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国内外高校图书馆微视频信息素养教
育的研究概况

１．１　国内研究现状

　　选取中国知网作为国内文献的检索途径，以“高校

图书馆信息素养微视频”“图书馆微视频信息素养教

育”“微视频＋信息素养教育”等为关键词进行主题检

索，去除相同结果，共检索到２１篇相关文献。通过进

一步分析发现，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６个

方面。

　　（１）微视频在高校图书馆培训讲座中的应用研

究。如陈琴、周建芳基于对四川师范大学培训讲座开

展情况进行调研，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将微视频技术

引入到用户信息素养培训中［２］。

　　（２）微视频在新生入馆教育中的应用研究。张晓

新提出以微视频形式播放教学宣传片是新生信息素养

教育的创新形式之一，认为图书馆设计切合自身形象

和文化底蕴的卡通形象做视频代言人会优于真人代

言，也比较容易为现阶段的高校图书馆新生读者接

受［３］。徐春、张静通过调研发现“９８５工程”高校图书

馆在近几年陆续制作微视频用于新生入馆教育，主要

是通过微视频、微电影及宣传片３种形式［４］。

　　（３）信息素养教育微课研究。于静等针对北京师

范大学图书馆系列微课程的制作推广情况进行研究，

提出信息素养微课程具有“短、小、精、活”的特点，既

可以弥补传统信息素养培训服务的不足，又是一种以

需求为导向、丰富读者教育内容和形式的有效方式［５］。

陈琳提出基于微课的高校图书馆信息素养教育是以微

视频为主要载体，基于校园网络运行，具有短小精干、

主题明确、交互性强、应用广泛、自主互动、可扩展性强

等特点，为大学生信息素养教育工作的创新提供了新

的途径［６］。

　　（４）信息素养ＭＯＯＣ研究。刘金美以南京航空航
天大学金城学院图书馆为例，分析了 ＭＯＯＣ环境下高

校图书馆微视频服务的现状［７］。郭军基于信息素养类

ＭＯＯＣ课程在４个中文 ＭＯＯＣ平台开设情况的调研，
对大数据背景下ＭＯＯＣ在高校信息素养教育应用中面

临的机遇和挑战展开分析并提出对策［８］。

　　（５）基于微视频的信息素养翻转课堂研究。高
冉、毛芸介绍了国内外信息素养课程翻转课堂的研究

和实践，以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信息素养教育课程为

例，将基于微视频的课内翻转课堂应用到研究生信息

素养课程中，比较了翻转课堂模式与传统课堂模式的

课堂效果［９］。

　　（６）信息素养教育微视频案例库研究。沙玉萍、
周建芳和刘桂芳通过研究微视频自身的特点及其产生

的技术基础、微课和 ＭＯＯＣ的发展以及图书馆视频服

务的实践，构建信息素养教育微视频案例库，分析高校

图书馆微视频服务的必要性［１０］。吴永康、王朋和李艳

丽从微视频素材库的涵义、微视频制作模式及微视频

素材库实施等方面探讨了新媒体环境下医学高校图书

馆微视频素材库建设［１１］。

１．２　国外研究现状

　　选择Ｅｌｓｅｖｉ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Ｄｉｒｅｃｔ数据库和Ｅｍｅｒａｌｄ电子

期刊数据库作为外文文献的检索工具，以“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ｉｂｒａｒｙ”“Ｍｉｃｒｏｖｉｄｅｏ”“ｓｈｏｒｔｖｉｄｅｏ”“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ｌｉｂｒａｒｙ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等作为检索词进行组配检索，经阅

读筛选，获得８篇高度相关的文献。国外学者对高校

图书馆微视频信息素养教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３个方
面。

　　（１）信息素养慕课研究。Ｄ．Ｓｔｅｆａｎ调查当前

ＭＯＯＣ信息素养教育的现状，通过对１１种 ＭＯＯＣ的内

容进行分析，证实 ＭＯＯＣ是发展信息素养技能的有效

方法，并提出未来ＭＯＯＣ项目（尤其是信息素养）的发

展途径［１２］。

　　（２）信息素养在线视频教程研究。Ｓ．Ｌａｕｒａ通过

分析现有的在线图书馆教程———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以及教学

视频的内容和学习成果，探讨大学图书馆馆员在教学

中重点关注哪些技能和能力，为图书馆内部以及大学

更高级别的课程开发提供信息［１３］。

　　（３）翻转课堂教学视频研究。Ｏ．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ａ等探索

通过使用教学视频来翻转教室的可能性，以作为融合

新内容和教授新能力的手段［１４］。

　　总体来看，当前对微视频信息素养教育的研究涉

及到微课、ＭＯＯＣ、翻转课堂等多种形式，但还没有针

对剧情类微视频信息素养教育的研究，仅有一篇研究

提及了包含故事情节的微视频可以达到信息素养教育

的目的［１５］，但没有进行深入性的研究与探讨。因此，

探讨剧情类微视频信息素养教育对于丰富高校图书馆

微视频信息素养教育的理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２　高校图书馆微视频信息素养教育的实
践现状

　　选取国内４２所“双一流”建设高校、９５所“一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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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建设高校图书馆及２０２０年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
学排名榜单上位列前３０的国外大学的图书馆作为调
查对象，采用网络调查法、电话访谈法，对其信息素养

教育微视频的建设与发布情况进行调查与分析。

２．１　国内“双一流”高校图书馆微视频信息素养教育
实践现状分析

　　通过百度搜索引擎、视频网站（爱奇艺、腾讯视频、
优酷视频）、图书馆官网以及中文 ＭＯＯＣ平台课程检
索来获取国内“双一流”高校图书馆的信息素养教育

微视频，对检索到的微视频进行审核筛选，筛选标准有

两条：一是以图书馆作为视频制作或发布主体；二是时

长在３０秒－２０分钟之间。
　　在所调查的１３７所图书馆中，未检索到微视频的
图书馆有５８所，其余７９所高校图书馆都制作或发布
过微视频。通过对这７９所高校图书馆微视频的内容
及形式进行分析，去掉５９个与信息素养教育无关的形
象宣传片、记录片等，与信息素养教育相关的微视频可

归纳为４种类型：信息素养类ＭＯＯＣ课程、教学与数据
库培训类微课、新生入馆教育类微视频课程、具有故事

情节的微电影信息素养课，如图１所示：

图１　双一流高校图书馆信息素养类微视频分布情况

２．１．１　信息素养类ＭＯＯＣ课程
　　随着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ＭＯＯＣ）在中国的迅速
发展，许多高校都进行了信息素养教育的 ＭＯＯＣ化尝
试。信息素养类ＭＯＯＣ课程一般由内容相对完整又彼
此关联的１０分钟左右的微视频组成［８］，符合高校学生

利用碎片化时间自主学习的特征，一定程度上提升了

信息素养教育的学习效果。６所“双一流”高校信息素
养类ＭＯＯＣ课程的具体开课情况见表１。
　　对表１中６门 ＭＯＯＣ课程进行访问与分析，发现
这些课程大多由图书馆专门从事信息素养教学的馆员

授课，中山大学则由图书馆研究馆员与资讯管理学院

教授共同授课。在课程内容设置上，既有共同点，又各

具特色。如中山大学《信息素养通识教程：数字化生存

的必修课》［１６］创设了生活、学习和工作三大检索场景，

表１　“双一流”高校图书馆开设的信息素养类ＭＯＯＣ课程

高校图书馆 ＭＯＯＣ课程名称 开设平台

清华大学 《信息素养———学术研究的必修课（通

识版）》

学堂在线

华北电力大学 《相约图书馆》 中国大学ＭＯＯＣ

中山大学 《信息素养通识教程：数字化生存的必

修课》

中国大学ＭＯＯＣ

武汉大学 《信息素养与实践———给你一双学术

慧眼》

中国大学ＭＯＯＣ

华东理工大学 《文献检索》 中国大学ＭＯＯＣ

成都理工大学 《成都理工大学图书馆新生入馆教育》 超星

以入学、作业、论文、升学、创业、工作等现实需求为检

索任务，设计了不同场景下主人公的卡通形象，较好地

实现了理论与实践、专业性与趣味性相结合的教学模

式，教育对象除了高校师生与研究人员外，还面向有信

息检索需求的职场人员、社会公众等，但也存在内容相

对初级、技术性不强、深度不足等问题。如武汉大学

《信息素养与实践———给你一双学术慧眼》［１７］以学术

研究和科研流程为切入点，采用诺贝尔奖的典型案例

及其他科研案例，通过理论讲授和实践演练，引导学习

者掌握信息时代学术研究的必备技能，该课程专业性

强，对于零基础的学员存在一定难度，趣味性也不够。

如何兼顾课程的知识性与趣味性、如何平衡专业型与

社会大众型教育对象的不同需求，是信息素养类

ＭＯＯＣ课程需要解决的共性问题。就选课人数而言，
清华大学的《信息素养———学术研究的必修课（通识

版）》选课人数最多，已有超过 ４９０００人参加了该课

程，而其他几门课程的选课人数均未过万。

２．１．２　教学与数据库培训类微课
　　在提供微课的１２所“双一流”高校图书馆中，有７
所图书馆在其官网设置专门的微课栏目（见表２）；１所

图书馆将系列微课发布于视频平台上；４所图书馆的
微课零散分布于各视频平台上，系列微课大多只能检

索到几节，这些微课较为零散，且存在资源长期保存的

问题。就培训内容而言，可归纳为４种类型：①图书馆
概况类攻略及服务培训，如厦门大学图书馆提供图书

馆概况、特色服务、借书流程等６个方面的微课；②图
书馆资源利用培训，如清华大学图书馆提供数学与物

理学科常用资源使用微课，四川大学图书馆每月推出

一期文献数据库的微课；③工具方法技能培训，如山东
大学图书馆发布Ｐｈｏｔｏｓｈｏｐ技巧入门和 ＮｏｔｅＥｘｐｒｅｓｓ文

献管理工具使用技巧的微课；④综合型信息素养能力
培训，如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从学期特点、学习和科研

需求、学科特色等角度出发，发布资源、方法、服务、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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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学科、图书馆攻略６个方面的微课［１８］。大多数微

课的时长都控制在５分钟之内，以 ＰＰＴ演示讲解和流
程操作讲演为主。通过对比发现，北京师范大学和武

汉大学图书馆的微课建设较为成熟，其系统化、专业化

的建设模式值得其他图书馆借鉴学习。

表２　“双一流”高校图书馆上线的信息素养微课

高校图书馆
微课数量

（个）
微课来源

清华大学 ５ 图书馆官网＞教学与培训：微视频教程

北京师范大学 ７３ 图书馆官网＞信息素养栏目：微课程

哈尔滨工业大学 ４ 百度视频搜索：哈工大威海图书馆微课程

同济大学 １ 百度视频搜索：知识产权系列微课

东南大学 ２４ 百度、优酷视频搜索：ｓｅｕｌｉｂｔａｌｋ东大图说

厦门大学 ６ 图书馆官网＞新生专栏：网上课堂

山东大学 １４ 图书馆官网＞教学与培训＞信息素养资源：在
线培训

武汉大学 ４１ 图书馆官网＞教学培训：小布微课

四川大学 ３ 图书馆官网：数据库微视频

中国政法大学 ２ 百度视频搜索：信息素养教育微课堂

华北电力大学 １３ 图书馆官网：微视频答疑

海南大学 １ 百度视频搜索：海南大学图书馆微课堂

２．１．３　新生入馆教育类微视频课程
　　由图１可知，许多“双一流”高校图书馆在新生入
馆教育中都采用微视频的形式，在提供微视频服务的

图书馆中占比达６４．５６％。由图２可知，近半数的图书
馆在新生入馆教育类微视频的建设上已较为完备，发

布了系列微视频供新生系统观看学习；内容多集中于

图书馆使用基础知识，包括馆藏布局、借阅规则、图书

借阅流程、电子资源获取、自助借还机操作等；形式多

采用导览介绍与操作演示，也有图书馆为增强微视频

教育的趣味性与吸引力，设计动漫形象进行介绍与演

示，如武汉大学图书馆的形象代言人“小布”。

图２　提供各类型新生入馆教育类微视频的图书馆数量

２．１．４　具有故事情节的微电影信息素养课
　　已有高校图书馆采用拍摄微电影的形式进行信息
素养教育，见表３，多数微电影是以男女主人公在图书
馆的邂逅展开故事，将图书馆的基本服务与功能糅合

进故事情节之中；也有微电影以追求梦想为主线演绎

发生在图书馆里的故事；此外还有追忆在图书馆里度

过的美好而充实的４年时光的微电影。现有的具有故
事情节的微电影信息素养课仅仅应用于图书馆宣传或

是对馆藏资源、规章制度、基本服务与功能的介绍。在

信息检索技巧与方法、电子资源使用、论文写作与投稿

等方面具有故事情节的微视频还未被开发。

２．２　国外高校图书馆信息素养教育微视频实践
　　通过访问各图书馆官网的办法获得国外高校图书
馆的相关素材。调查发现，１７所图书馆未检索到微视
频，１３所图书馆以微视频形式提供信息素养教育。国
外图书馆大多在其 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Ｇｕｉｄｅｓ／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ｓｕｐｐｏｒｔ等栏目中提供文字辅之以操作流程图式
的信息素养指导，或采用研讨会（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ｓ）的形式以
及通过开设研究指导类的课程开展信息素养教育。１３
所图书馆中，６所图书馆仅发布零散的几条微视频（见
表４），其余７所图书馆发布了系列微视频（见表５）。
教学内容可归纳为４种类型，分别为新生入馆教育、图
书馆服务指南、研究技能指南和学术素养教育。耶鲁

大学图书馆［１９］制作与发布的信息素养教育类微视频

教程最为丰富，提供涵盖 ＲｅｆＷｏｒｋｓ帮助（ＲｅｆＷｏｒｋｓ
Ｈｅｌｐ），如何获取最新资源通知（ＫｅｅｐｉｎｇＣｕｒｒｅｎｔ），查找
同行评审的文章（ＦｉｎｄｉｎｇＰｅｅｒＲｅｖｉｅｗｅｄＡｒｔｉｃｌｅｓ），设置
Ｇｏｏｇｌｅ学术搜索偏好（ＳｅｔｔｉｎｇＧｏｏｇｌｅＳｃｈｏｌａｒＰｒｅｆｅｒ
ｅｎｃｅｓ），ＰｕｂＭｅｄ帮助（ＰｕｂＭｅｄＨｅｌｐ），Ｏｖｉｄ帮助（Ｏｖｉｄ
Ｈｅｌｐ），ＣＩＮＡＨＬ帮助（ＣＩＮＡＨＬＨｅｌｐ），Ｏｒｂｉｓ库目录帮
助（ＯｒｂｉｓＬｉｂｒａｒｙＣａｔａｌｏｇＨｅｌｐ），ＥｎｄＮｏｔｅ帮助（ＥｎｄＮｏｔｅ
Ｈｅｌｐ），ＢｌｕｅＤｏｇｓ，循证实践（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Ｂａｓｅ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研究影响（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ｍｐａｃｔ），ＮＩＨ公共访问政策（ＮＩＨ
ＰｕｂｌｉｃＡｃｃｅｓｓＰｏｌｉｃｙ），系统搜索（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Ｓｅａｒｃｈｅｓ）
１４个方面的 ８９节教程；剑桥大学沃尔森学院图书
馆［２０］微视频教程内容涉及学术研究入门视频（Ｉｎｄｕｃ
ｔｉｏｎｖｉｄｅｏｓ），在阅读列表中查找信息（Ｆｉｎｄｉｎｇｉｎ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ｏｎａｒｅａｄｉｎｇｌｉｓｔ），文献搜索（Ｄｏｉｎｇａ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管理参考文献（Ｍａｎａｇｉｎｇ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版权和
剽窃（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ａｎｄｐｌａｇｉａｒｉｓｍ），如何获取最新资源通
知（Ｋｅｅｐｉｎｇｕｐｔｏｄａｔｅ），成果发表（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ｙｏｕｒ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研究影响评估（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ｙｏｕ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研究数据管理（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ｄａｔａ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９个方面。其余高校图书馆的微视频大多提供图书
馆入馆指南、资源查找、基本服务与技能等的指导，

在学术素养、研究方法、研究技能等方面仍有很大的

建设空间。

８３



石婉雯，徐军华．高校图书馆微视频信息素养教育现状分析与建议［Ｊ］．图书情报工作，２０２０，６４（１１）：３５－４５．

表３　“双一流”高校图书馆上线的具有故事情节的微电影信息素养课

高校图书馆 微电影名称 主题 涉及的信息素养教育内容

清华大学“爱上图书 《痴情女苦等成正果，多情男错意绪难平》 爱情 图书馆超期罚款制度；手机图书馆还书提醒服务

馆”系列短剧（５集） 《匆忙忙少年表心意，冷冰冰佳人不领情》 禁止占座

《苦中乐隔窗常相伴，忙偷闲纸条把情传》 禁止私藏图书馆图书；图书馆研习座位服务

《争新旧亦芙现怒容，传书名凯峰表真心》 图书馆藏信息短信服务；新旧馆的区分

《岁月短暂缘分待续，回忆悠长无问前程》 预约使用研讨间

兰州大学 图书馆之恋：兰州大学图书馆宣传片 爱情 图书馆借书系统登录及使用；文献预约；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

借阅期限与续借；数据库使用；读者俱乐部；图书馆主题讲座

华东理工大学 《对号入座》 爱情 选座系统的使用；刷卡入馆；图书检索与查找；视听区使用；暂

离半小时取消座位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图书馆里的航天梦》 追求梦想 如何借还书；自助检索机使用；预约借书；文献检索与利用

南京理工大学 移动图书馆微电影《在路上》 爱情 移动图书馆的功能介绍与使用

中国矿业大学 《发现与梦想 智慧图书馆》 追求梦想 自助借还机使用；新生入馆教育平台介绍；自助检索系统；报刊

阅读机和歌德机；新书及好书推荐数字标牌；自助打印复印机；

电子阅览室；电子数据库资源；知学空间

《匆匆》 图书馆的４年时光 文献资源库；ＮｏｔｅＥｘｐｒｅｓｓ文献管理软件；移动图书馆

《只因有你》 图书馆的４年时光 自助检索机使用；如何找书；自助借书及借阅权限

海南大学 《遇见·图书馆》 爱情 刷卡入馆；我的图书馆登录；书目检索；索书号指南与找书；自

助借还系统；随书光盘的借阅与下载；图书续借与逾期缴费；图

书馆微信；图书馆入馆须知；移动图书馆

西南石油大学 《在最美的时光遇见你……爱上图书馆》 爱情 刷卡入馆；自助检索机；自助借还系统；电子阅览室；文献检索

表４　国外６所高校图书馆信息素养教育微视频发布情况

高校图书馆 微视频名称 微视频教育类型

牛津大学ＢｏｄｌｅｉａｎＬｉｂｒａｒｙ 引用：选择和使用软件（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ｉｎｇ：ＣｈｏｏｓｉｎｇａｎｄＵｓｉｎｇ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研究技能指南

什么是３Ｄ打印？（Ｗｈａｔｉｓ３Ｄ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图书馆服务指南

什么是３Ｄ扫描？（Ｗｈａｔｉｓ３ＤＳｃａｎｎｉｎｇ？） 图书馆服务指南

斯坦福大学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斯坦福大学图书馆新学年入学培训－ＭａｔｔＭａｒｏｓｔｉｃａ的简短演讲 ［２０１５］（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ＮｅｗＦａｃｕｌｔｙ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ｂｒｉｅｆ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ｂｙＭａｔｔＭａｒｏｓｔｉｃａ．［２０１５］）

新生入馆教育

研究技能和信息素养的视频播放列表（Ｖｉｄｅｏｐｌａｙｌｉｓｔ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ｎｇ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ｋｉｌｌｓ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研究技能指南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ＵＣ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Ｌｉｂｒａｒｙ 图书馆１０１视频（Ｌｉｂｒａｒｙ１０１Ｖｉｄｅｏ） 新生入馆教育

杜克大学Ｄｕｋ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避免抄袭－观看ＳｉｍｏｎｅＷａｔｓｏｎ的有关避免抄袭的简短视频（ＡｖｏｉｄｉｎｇＰｌａｇｉａｒｉｓｍＷａｔｃｈｔｈｉｓ
ｓｈｏｒｔｖｉｄｅｏａｂｏｕｔａｖｏｉｄｉｎｇｐｌａｇａｒｉｓｍｂｙＳｉｍｏｎｅＷａｔｓｏｎ）

学术素养教育

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ＵＭＬｉｂｒａｒｙ 面向研究生新生的ＵＭ图书馆指南－欢迎来到ＵＭ图书馆！（ＧｕｉｄｅｔｏｔｈｅＵＭＬｉｂｒａｒｙｆｏｒ
Ｎｅｗ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ＷｅｌｃｏｍｅｔｏｔｈｅＵＭ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新生入馆教育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ＵＣＳａｎＤｉｅｇｏＬｉ
ｂｒａｒｙ

搜索数据库时如何获取文章全文？（ＨｏｗｃａｎＩｇｅｔｔｏｔｈｅｆｕｌｌｔｅｘｔｏｆａｎａｒｔｉｃｌｅｗｈｅｎＩｓｅａｒｃｈａ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研究技能指南

　　综上所述，当前的信息素养教育更倾向于文字辅

之以操作流程图式的研究指南（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Ｇｕｉｄｅｓ）或研

讨会（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ｓ）的形式，微视频方式还有很大的发展

空间，多样化的微视频类型、全面化的教育内容、系统

化的微视频集成等是信息素养教育类微视频的开发与

建设方向。

３　剧情类微视频信息素养教育与设计思路

　　对于微视频的概念，目前国内普遍认同的是优酷

网总裁古永锵的界定，即微视频是指短则３０秒，长则

不超过２０分钟，内容广泛，视频形态多样，涵盖微电
影、记录短片、ＤＶ短片、视频剪辑、广告片段等，可通过

ＰＣ、手机、摄像头、ＤＶ、ＤＣ、ＭＰ４等多种视频终端摄录

或播放的视频短片的统称［２１］。参考这一概念，结合具

有故事情节的微电影信息素养课实践，笔者将剧情类

微视频信息素养教育定义为：通过专业摄像机、照相

机、手机等视频录制工具摄录，上传至各种新媒体平台

上进行播放共享的，适合在移动状态和短时休闲状态

下观看的，以图书馆为背景、以信息素养教育为目的的

具有完整故事情节的５－１０分钟的视频短片。其中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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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国外７所高校图书馆信息素养教育系列微视频发布情况

高校图书馆 微视频系列
微视频数量

（节）

微视频教育类型

入馆指南 微视频教程

剑桥大学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Ｌｉｂｒａｒｙ 图书馆初级视频指南（ＬｉｂｒａｒｙＬｏｗｄｏｗｎＶｉｄｅｏＧｕｉｄｅｓ） ４ √

沃尔森学院的学术技能指导（ＷｏｌｆｓｏｎＣｏｌｌｅｇｅ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Ｓｋｉｌｌｓ） ２４ √

耶鲁大学Ｙａｌ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Ｌｉｂｒａｒｙ 图书馆在线教学指导教程（ＬｉｂｒａｒｙＳｕｐｐｏｒｔｆｏｒＯｎｌｉｎｅ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Ｔｕｔｏｒｉａｌｓ）

８９ √

芝加哥大学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ｃａｇｏＬｉｂｒａｒｙ 视频教程（ＶｉｄｅｏＴｕｔｏｒｉａｌｓ） 不详 √

帝国理工学院 Ｌｉｂｒａｒｙ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ＣｏｌｌｅｇｅＬｏｎｄｏｎ

面向新生的图书馆使用（Ｕｓｅｔｈｅｌｉｂｒａｒｙ＞＞Ｌｉｂｒａｒｙ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ｆｏｒ
Ｎｅｗ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３ √

学习支持（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ｓｕｐｐｏｒｔ） ８ √

研究支持（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ｕｐｐｏｒｔ） ６ √

伦敦大学学院Ｌｉｂｒａｒｙ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ＵＣＬ 图书馆使用（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ｌｉｂｒａｒｙ） ７ √

几秒钟的技能指导视频（Ｓｋｉｌｌｓｉｎｓｅｃｏｎｄｓｖｉｄｅｏｓ） ８ √

西北大学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视频教程（ＶｉｄｅｏＴｕｔｏｒｉａｌｓ） １３ √

华盛顿大学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研究指南＞＞常见问题快速学习系列（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ＧＵＩＤＥＳ
＞＞ＦＡＱ———Ｑｕｉｃｋ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Ｓｅｒｉｅｓ）

６ √

　　注：作者多次尝试都无法登录芝加哥大学图书馆视频教程网站，故无法确切得知其视频数量

为关键的环节是剧情的组织与设计———充满戏剧魅力

的故事、巧妙植入的信息素养教育。与 ＭＯＯＣ、微课教

学式的信息素养教育不同，剧情类微视频信息素养教

育重在知识点的普及，希望借助故事的魅力在轻松愉

悦的氛围中实现潜移默化的信息素养教育。

　　剧情类微视频信息素养教育的建设是一项系统工

程，涉及到前期的整体规划与设计、中期的拍摄制作与

微视频库构建以及后期的宣传推广与维护更新等一系

列工作。前期的整体规划与设计是微视频建设的基础

与核心，图书馆作为责任主体负责整个建设流程的规

划组织、需求考察、剧情设计，从全局上把握微视频的

内容框架及拟考察的微知识点。

３．１　明确设计目标与原则
　　高校图书馆在进行剧情类微视频信息素养教育设

计时通常需要明确两个目标：宏观上，通过剧情类微视

频拓宽现有的信息素养教育途径，形成与传统线下教

育模式的互补，共同构建立体化多层次的信息素养教

育体系，打造图书馆的特色微视频资源品牌；微观上，

希望高校学生通过观看微视频，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

了解图书馆的资源与服务、掌握基本的信息技能，实现

自身信息素养的提升。

　　相较于ＭＯＯＣ、微课，剧情类微视频信息素养教育

最大的特点在于寓教于乐的初衷，其吸引力就在于它

的趣味性，充满戏剧魅力的故事情节能够更好地传递

信息素养教育的内容。高校图书馆在微视频的剧情设

计中要坚持教育性与趣味性并重的原则，将信息素养

教育的知识点巧妙“植入”微视频，使其既具有教育功

能，同时又能有效助推故事情节发展，是故事情节不可

或缺的关键部分。

３．２　制定标准规范

　　目前，尚未出台专门的微视频制作标准。高校图

书馆应当根据本馆数字资源建设现状、目标受众特点

等实际情况，并参照视频生产制作相关技术规范，制定

本馆的微视频制作标准规范，内容涉及时长、清晰度、

储存格式等多个方面。

　　首先，图书馆应当将微视频的时长限制在３－２０
分钟，以５－１０分钟为最佳。如清华大学“爱上图书

馆”系列短剧，时长均在３－６分钟之内，情节紧凑、教

育主题突出，让人能够很轻松地观看下去；而海南大学

《遇见·图书馆》时间长达２６分钟，虽然涉及的入馆教
育内容较为全面，但故事情节较为拖沓、场景转换生

硬，很容易让人在观看过程中产生不想继续看下去的

念头。其次，图书馆应当保证微视频的清晰度在７２０Ｐ

（高清）以上。再次，为给制作者和观看者多种选择，

微视频应当支持多种储存格式，包括微软格式（ｗｍｖ、

ａｓｆ、ａｓｘ）、ＲｅａｌＰｌａｙｅｒ格式（ｒｍ、ｒｍｖｂ）、ＭＰＥＧ视频格式

（ｍｐ４）、手机视频格式、Ａｐｐｌｅ格式（ｍｏｖ、ｍ４ｖ）、ＤＶ格

式等，让高校学生能够不受限制地通过 ＰＣ端或手机、
平板电脑等移动终端设备观看学习。最后，高校图书

馆还应对微视频的法律约束性与政治约束性做出明确

规定，明令禁止制作发布违反法律法规、涉及政治敏感

信息以及包含暴力、色情等低俗内容的微视频。

３．３　细分微知识点

　　作为信息素养教育的途径，微视频的剧情必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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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信息知识或技能方面的知识点为核心进行设计的，

因此微知识点的选择与设计是微视频创作的基础。高

校图书馆在设计剧情、创作剧本之前，首先应当通过问

卷调查、文献检索课程、参考咨询、读者留言、现场访问

等多种渠道深挖高校学生的信息需求，将其信息需求

设计成能够嵌入剧情且支持短时间、碎片化学习的微

知识点。为提高微视频信息素养教育的针对性与实用

性，图书馆还应当将微知识点进行恰当的组织划分，在

此提出两种可行的主题细分方式。

３．３．１　按照知识点的培训内容细分多个主题
　　如可以细分为“入馆教育篇”“纸质资源查找与利
用篇”“网络信息检索方法与技巧篇”“论文写作与投

稿篇”“科研项目查新篇”“学术诚信与道德篇”等６个
主题，每个主题之下分别涵盖用户需要掌握的微知识

点。如在“入馆教育篇”应当针对馆藏布局与分类、借

阅规则、ＯＰＡＣ检索、自助借还、到期提醒与续借等入
馆培训微知识点设计微剧情；“论文写作与投稿篇”针

对选题来源、论文写作规范、参考文献格式、投稿期刊

选择、学位论文开题等微知识点设计微剧情等。虽然

现阶段还没有高校图书馆按照主题微知识点细分的方

式进行剧情类微视频的建设，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的微课建设模式值得参考学习。该图书馆根据学习和

科研需求、学科特色等方面的差异化需求，将其微课细

分为资源篇、服务篇、方法篇、应用篇、学科篇和图书馆

攻略６个主题，每个主题下嵌入相应的微知识点，目前
已上线７３个微视频，并根据需求的变化进行持续更

新，如为满足化学学科的投稿需求，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６日
在学科篇最新上线了“如何为自己的文章找到最匹配

的期刊”［１８］。通过细分，高校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

求选择相应的主题知识点观看学习。

３．３．２　按照知识点的教育对象细分主题
　　高校学生的年级、专业等因素都会制约其信息需
求，如新生往往对大学的学习生活比较迷茫，对图书馆

的资源与服务各方面都不甚了解，信息需求也较为宽

泛盲目；高年级本科生随着自主学习能力的提升及专

业知识的精深，信息检索与利用等技能方面的需求增

加；研究生重在培养其学科前瞻能力与学术创新能力，

他们的信息需求较为深入与明确；毕业生的信息需求

则集中于学位论文、就业等方面。针对教育对象的不

同，高校图书馆可以将微视频细分为“新生篇”“本科

生篇”“研究生篇”“毕业生篇”４个主题，每个主题下
还可以依据培训内容的不同细分出二级主题，不同主

题包含的微知识点情况可以参照表６。此外，如果条
件允许，高校图书馆还应当针对本校的留学生开设“留

学生篇”主题分区，将“新生篇”“本科生篇”中涉及图

书馆资源与服务、基本检索技巧等知识点的微视频进

行英文版配音或字幕翻译。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图书

馆［２２］将其新生入馆教育类微视频进行后期双语版字

幕的处理，发布在互动交流－留学生服务栏目中，虽然
并没有划分到信息素养教育栏目中，但一定程度上是

图书馆细分教育对象差异化信息需求的体现，值得各

高校图书馆借鉴。

表６　基于教育对象的微视频主题知识点细分

主题 二级主题 微知识点

新生篇 萌新入馆篇 图书馆概况与规模、开放时间、规章制度、馆藏布局与分类、排架规则、借阅规则

图书馆服务篇 到期提醒、续借、座位预约、资源荐购、参考咨询

图书馆攻略篇 图书查找、自助借还、ＯＰＡＣ检索、电子资源检索、移动图书馆使用、校外图书馆资源访问

本科生篇 资源查找与利用篇 随书光盘查找与获取、数据库使用、基于移动端的数据库访问、国内开放获取资源、国外开放获取资源、引文数据库

（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ＳＣＤ、ＣＳＳＣＩ等）的使用、中文电子期刊数据库（中国知网、万方、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等）

检索方法与技巧篇 学术搜索工具、搜索引擎的使用、检索词的选择、检索式的构造、截词检索、布尔逻辑检索、词组检索、检索结果分析

论文写作与投稿篇 选题来源、论文写作规范、参考文献格式、选择投稿期刊、获取期刊影响因子、中文学术期刊评价体系、外文学术期

刊评价体系、利用引文追踪相关文献

研究生篇 学术研究篇 本校硕博士论文的查找与利用、国内开放获取资源、国外开放获取资源、文献传递、文献管理软件ＮｏｔｅＥｘｐｒｅｓｓ的应用

科研项目篇 科研前期文献调研、申请课题、开题、研究动态追踪、利用引文数据库获取有价值的科研参考文献

学术道德篇 学术不端行为（抄袭、伪造、一稿多投等）、参考文献著录规范（普通图书、论文集、科技报告、学位论文、专利文献、

期刊文献、电子文献等）

毕业生篇 学位论文篇 开题、排版、论文写作规范、参考文献格式、答辩、硕博士论文提交

创新创业篇 创新创业讲座信息获取

就业篇 校招时间、招聘信息获取

留学生篇 英文版新生入馆教育篇 “新生篇”微视频的英文版

英文版信息检索技巧篇 “本科生篇”涉及基础检索技巧的微视频的英文版

　　注：此表所列出的主题分类与微知识点仅作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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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组织与设计剧情
　　剧本是微视频摄制的灵魂，剧情的组织与设计是
决定信息素养教育能否实现“寓教于乐”的关键环节。

信息素养教育微视频剧情设计的一般思路是：以高校

校园或图书馆为背景，设计围绕学习、生活、竞赛、自

习、假期等校园元素展开故事情节，随着故事情节的发

展，巧妙融入信息素养教育的微知识点，让高校学生能

够更为轻松地接受信息素养教育。文学意趣的高低，

决定着艺术魅力的高低［１５］，剧情类微视频要高度重视

剧情的文学性，故事的展开不仅要有生活背景，还要有

精神层面、知识层面的情节交锋与思想碰撞，以故事的

魅力吸引学生、教化学生。图书馆应当从发生在校园

中的丰富多彩的学习生活中寻找灵感，突破老套的情

节设计，进行不同故事主题、多元演绎形式的情节创

新。以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图书馆里的航天梦》为例，

这是以一位现役飞行员的视角追忆学生时代发生在图

书馆里关于追求梦想的故事。在图书馆里查阅文献资

料、交流学习等都是一些司空见惯的场景，但是经３位
主人公的精彩演绎———初入图书馆的迷茫、撞坏航模

的意外相遇、弥补失误的分工合作、不断失败并不断尝

试、航模起飞与梦想启航等，以故事塑造图书馆的形

象、彰显图书馆的魅力———图书馆是我们梦想启航的

地方。

　　知识点的“植入”是剧情设计中需要着重考虑的
问题，也是剧情设计的难点所在，牵强的说教式“植

入”降低了故事的魅力性，让信息素养教育的效果大打

折扣。图书馆需要寻找情节发展与微知识点之间的巧

妙结合点，设计能够让用户感觉到“正是微知识点助推

了情节的发展，它是故事情节不可或缺的关键部分”的

剧情。在《图书馆里的航天梦》中，当男主角初次来到

图书馆时，面对自助检索机茫然无措，这时图书馆员及

时出现，其后续的系列操作演示也就显得自然而然，情

节发展自然流畅，微知识点“植入”毫无生硬感；当主

人公们在经历多次失败去向航模老师请教后，画面很

自然地切换到他们利用图书馆数据库去检索更多关于

航天模型的文献资料，正是这一系列的努力，才助推了

后续情节的发展———航模成功起飞并获奖。

　　图书馆应当改变“自说自话”的模式，邀请高校学
生设计微视频的剧情。一是与本校文学专业或新闻传

播学专业的师生合作，以课程作业的形式发布微视频

剧情设计任务；二是邀请戏剧（话剧）社团的学生设计

剧情，校园戏剧的演出剧目大多来源于他们自己的创

作，在平时的活动中社团的学生已经积累了写作剧本

的经验，也较为了解高校学生的喜好；三是举办微视频

剧情设计大赛，以比赛的形式吸引对戏剧感兴趣、对剧

本创作感兴趣的学生参与设计，在全校范围内征集优

秀的剧情创意，通过比赛也会对图书馆的剧情类微视

频信息素养教育起到前期的预热与宣传作用。由高校

学生自己设计的故事情节，灵感往往来自于他们亲身

经历过的一些事情，这些故事里蕴藏着高校学生们都

经历与体验过的喜悦、满足、迷茫、困惑等情绪，能够引

起观看者的情感共鸣，真正实现信息素养教育从学生

中来到学生中去。图书馆在邀请学生设计剧情之前，

首先需要制定详细的剧情设计要求，内容包括设计目

标、设计原则、主题来源、场景要求、微知识点的内容及

“植入”原则、篇幅要求、创新性要求等。图书馆还需

要做好剧本的审核把关工作，以确保最终付诸拍摄的

剧本都是符合要求且质量上乘的，同时对于拟录取的

剧本进行公示与适当奖励，并与创作者签订图书馆微

视频剧本录用合同，避免后续产生版权问题。

４　剧情类微视频信息素养教育的制作与
推广策略

４．１　多方合作助力微视频制作
　　剧情类微视频信息素养教育的制作发布涉及到摄
影、表演、剪辑、编排、音效美工等诸多环节，如图３所
示：

图３　剧情类微视频信息素养教育制作发布流程

　　单凭图书馆的一己之力制作微视频不仅成本高、
费时耗力，而且馆员专业摄制能力不成熟也会导致微

视频的质量难以保证。因此，组建一个由多方面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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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的微视频制作团队是首要任务。由图书馆选拔出

有一定工作经验和管理能力的馆员作为微视频制作团

队的管理者，负责摄制工作的组织管理、视频质量的审

核控制等，以确保图书馆在微视频建设中的主导地位。

团队成员可以邀请校内具备一定视频摄制知识与技能

的教师或学生加入，如新闻传播学院的师生、摄影社

团、校报或新闻中心的学生等；也可以与校外专业的微

视频制作团队、影视传播公司合作，最终组建一支由高

校图书馆员、教师、学生、影视制作专业人员等组成的

微视频制作团队。图书馆员作为信息素养教育的主

体，应确保微视频从剧本设计到实施制作始终保持教

育属性；高校学生思维活跃、富有想象力与创造力，能

够为微视频增加更多创意与活力；影视制作公司专业

人员的专业技术水平突出、经验丰富，能够保证微视频

摄制的高效实现。团队成员之间合理分工、通力合作，

共同推动信息素养教育微视频的制作与诞生。清华大

学《爱上图书馆》就是馆员和高校学生合作的产物［２３］。

　　信息素养教育微视频应该在视频清晰度、画面稳
定性、噪音控制等方面制定高标准，以确保其舒适的观

看体验与良好的教育效果。制作团队应该积极寻求与

学校新闻中心、摄影社团、影视媒体中心或是专业的影

视传播公司等的合作，共享专业的摄影设备和优质的

技术资源。图书馆还应该加强对团队成员数字技术、

摄影能力、后期处理知识与能力等的培训，建议有条件

的图书馆成立专门的数字媒体部，邀请合作机构的专

业人员进行知识讲授与技能培训。在具体的摄制实践

中，制作团队要充分了解图书馆布局结构、服务项目分

布等情况以及校园的设施与布局，挑选合适的取景地

点，并且善于收集与记录发生在图书馆或校园中碎片

化的学习、工作、服务、生活等的视频或音频片段，做好

必要的素材储备。微视频的演员应该邀请本校学生担

任，微视频刻画的人物与学生身份一致，剧本应以他们

为原型创作，由他们出演。制作团队应采用所见即所

得的编辑方式，借助相应软件提升微视频的编辑制作

效率。但需要在微知识点出现的重点情节（比如检索

式的构造、硕博士论文的提交操作等）运用拍摄特写等

方式进行处理［２４］。中国矿业大学图书馆［２５］的微电影

《匆匆》，其后期是由专业的微迷影视团队进行制作

的，在ＮｏｔｅＥｘｐｒｅｓｓ文献管理软件、移动图书馆等微知
识点出现的情节中，都进行了特写处理，以此引起观看

学生的注意，加强学习与记忆效果。

４．２　品牌微视频库的构建与可持续发展
　　剧情类微视频信息素养教育的设计制作需要投入

较多的人力、物力，因此，图书馆必须考虑如何实现其

有效复用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打造微视频特色资源

库并进行品牌化建设与推广不失为一种有益尝试。具

体来说，图书馆应该按照微知识点的主题细分对同一

主题的微视频进行统一采集、组织、审核、发布，采用模

块化、主题化的方式构建微视频库，并提供统一的检索

入口，使用户能够便捷且明确地获取利用微视频。图

书馆应该以品牌化思维建设微视频库，可以为微视频

设计统一的、体现本馆特色的品牌 ｌｏｇｏ，将其嵌入每一
个微视频之中，增强微视频品牌的辨识度；同一主题的

系列微视频应尽量保持剧情的连续性及主要角色的一

致性，增强用户黏性；还要以合理的周期与节奏不断推

出新的微视频，保持微视频库的品牌活力。通过打造

图书馆微视频品牌，以品牌效应扩大微视频的知名度

与影响力，使信息素养教育的受众面得到不断扩展，有

效提升信息素养教育的效果。武汉大学图书馆打造的

“小布微课”［２６］可以为品牌微视频库的构建提供一定

的参考，该馆从信息素养、资源查找与利用、馆舍 ＆服
务、学术道德与规范、其他５个主题对微课进行分类与
组织，并在图书馆主页上设置了“小布微课”的统一检

索入口；在品牌化建设上，每一门微课都嵌入“武汉大

学图书馆”的ｌｏｇｏ，而虚拟馆员“小布”也早已被誉为武
汉大学图书馆的形象代言人，“小布微课”已经建设成

为武汉大学图书馆颇具影响力的信息素养教育品牌。

此外，图书馆应建立相应的响应机制，实现与高校学生

的实时沟通与良性互动，可以在官网、微信等发布平台

的信息素养教育微视频专栏设置点赞、反馈评价、互动

转发等功能模块，开放用户讨论区，开展问卷调查等及

时了解高校学生在观看过程中的感受与意见。

４．３　全方位发布与推广
　　开放程度越高、获取途径越便捷的微视频，利用率
则越高，信息素养教育效果也越明显。图书馆应通过

多种渠道的发布和展示，建立起信息素养教育微视频

与用户之间全方位的连接渠道。如可以在学校官网、

图书馆网站、微信公众平台、手机图书馆等平台上设置

信息素养教育微视频专栏发布微视频；可以将信息素

养教育微视频库的链接地址或二维码嵌入到图书馆的

数字资源访问入口，方便用户在访问数字资源时随时

进行学习；可以根据不同学科的信息需求将相应的微

视频资源嵌入到学科服务平台；可以与各大视频网站

合作，将微视频上传到爱奇艺、优酷、腾讯等受众面较

广的视频播放平台，将服务对象拓展到社会公众，提升

高校图书馆的服务效益与社会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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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使信息素养教育微视频被更多的用户知晓和利
用，图书馆需要通过线上线下途径对微视频进行全方

位、立体化的宣传与推广：①设计微视频宣传海报，通
过线下布告栏张贴、馆内电子屏幕展示，或线上图书馆

官方网站、微博、微信发布等方式进行立体化的海报宣

传；②在微视频的观看界面设置一键分享按钮，方便微
视频在用户朋友圈之间口碑传播；③在图书馆嵌入院
系的课程中，由任课老师向学生推荐或是在课堂上播

放相关的微视频片段，让学生认识到微视频信息素养

教育的重要性；④通过举办信息素养教育微视频剧情
设计大赛、信息素养教育微视频制作大赛、信息素养教

育微视频评价大赛等活动，借助活动营销来进行预热、

宣传。另外，借鉴电影营销的手段，在图书馆网站、微

信、微博平台推出微视频主创人员访谈、微视频拍摄花

絮等，不失为一种有趣的宣传手段；还可以在微信公众

号以“每日推荐”的形式每天发布一部微视频，并配上

有吸引力的文案，激发高校学生的观看兴趣。

５　结语

　　通过调查可知，以ＭＯＯＣ、微课等微视频形式开展
信息素养教育已成为国内外许多高校图书馆的创新举

措，该种形式的信息素养教育具有短小精悍、易于学习

的特点，与“互联网 ＋”时代的用户需求与知识接受特
点高度契合。但纵观现有微视频信息素养教育的内容

设置与效果反馈，缺乏“趣味性”应是制约其发展的重

要因素之一，如何兼顾微视频的教育性与趣味性是高

校图书馆创新信息素养教育的关键所在。

　　剧情类微视频信息素养教育是“互联网 ＋”环境
下契合高校学生的学习与认知方式、以趣味化方式进

行信息素养教育的新思路与新途径。目前，国内高校

图书馆尚缺乏系统的剧情类微视频信息素养教育建设

实践。本文根据现有其他类型信息素养教育微视频的

实践现状，参考微电影的拍摄制作流程，提出剧情类微

视频信息素养教育的设计思路及制作推广策略，这些

思路和策略兼顾前期的整体规划与设计、中期的拍摄

制作与微视频库构建以及后期的宣传推广与维护更新

等一系列工作，是从系统化思维出发提出的并以部分

案例作为参考和支撑的，但是这些思路和策略的实操

性、可行性还有待图书馆在实践探索过程中进行检验。

如何平衡微视频的趣味性与教育性之间的关系，如何

制作出真正吸引高校学生的微视频内容，如何恰当呈

现微知识点等都需要高校图书馆在微视频的实际建设

过程中进行更加深入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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