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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移动创客空间是“固定式”创客空间的服务延伸，具有便捷、高效、低成本以及占地空间少等特

点，近年来在美国得到了快速发展。 文章在文献调研、案例分析的基础上，对美国移动创客空间的建设

模式、服务范围、服务内容、服务时间、关键要素进行深入分析，并提出合理筹集与使用经费、加强宣传推

广与满足用户个性化需求、合理设计与运营移动创客空间等实践启示，以期更好地指导图书馆建设移

动创客空间，创新图书馆服务。 表 ３。 参考文献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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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客空间”一词源于 Ｄａｌｅ Ｄｏｕｇｈｅｒｔｙ 在美国

创办的杂志 Ｍａｋｅ，主要指供人们分享计算机技

术、电子产品、手工制作、艺术设计等方面的知识，
并进行创意交流及协同创造的场所［１］ 。 当前，创
客空间已广泛存在于高校、中小学、企业、图书馆

等单位或组织，这些机构纷纷构建本领域范围内

的创客空间，并开展相关的创客服务。 伴随创客

空间的迅速发展，为解决固定场所缺乏及资金不

足等问题，移动创客空间应运而生。 移动创客空

间是指由货车、卡车、拖车、巴士、拖箱等交通工具

改造而成的创客空间或利用这些工具将创客设

备运送到指定地点进行创客活动，其英文名称有

Ｍｏｂｉｌｅ Ｆａｂｌａｂ、ＳｐａｒｋＴｒｕｃｋ、ＭｏｂｉｌｅＭａｋｅｒ、Ｍｉｎｉ Ｍａｋ⁃
ｅｒｌａｂ、ＤＨＭａｋｅｒＢｕｓ、 ＴｅｃｈＳｈｏｐ Ｉｎｓｉｄｅ、Ｍｏｂｉｌｅ Ｍａｋ⁃
ｅｒｓｐａｃｅ、ＳＴＥＭｍｏｂｉｌｅ、ＴｅｃｈＭｏｂｉｌｅ、Ｇｅｅｋｂｕｓ 等。 移

动创客空间是“固定式”创客空间的服务延伸，具
有便捷、高效、低成本以及所占空间少等特点，近
年来在美国得到了快速发展。 本文拟从建设模

式、服务范围、服务内容、服务时间、关键成功因素

等五个方面对美国移动创客空间的建设现状进

行探析。

１　 美国移动创客空间研究与实践现状

近年来，关于移动创客空间的理论研究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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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基于多维动态数据的移动图书馆用户接受行为及其实证研究” （项目编

号：１６ＣＴＱ０１０）和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一般项目“大学生参与高校图书馆创客空间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 （项

目编号：１８Ｙ０７３）的研究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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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项目实施介绍、应用特征及状况与实现方式

上。 Ｄａｎａ Ｇｉｅｒｄｏｗｓｋｉ 和 Ｄａｎｉｅｌ Ｒｅｉｓ（２０１５）讨论了

如何选择设备以及如何改造移动货车，其对美国

北卡罗莱纳州伊隆大学设计与应用移动创客空

间的分析发现，移动创客空间的应用会增加学生

对图书馆的访问频次［２］ 。 ＩｄａＭａｅ Ｌｏｕｉｓｅ Ｃｒａｄｄｏｃｋ
（２０１５）介绍了弗吉利亚一个公立高中的移动创客

空间项目，讨论移动创客空间的发展、创客空间移动

性的优劣势、项目实施计划，并提出开发移动创客空

间的建议［３］。 Ｅｒｉｃｈ Ｐｕｒｐｕｒ 等（２０１５）分析了内华达

大学 ＤｅＬａＭａｒｅ 科学与工程图书馆开设的移动创客

空间，同时介绍了移动创客空间的 ３Ｄ 打印、数字设

计能力以及创客工具（如谷歌眼镜、虚拟现实头套

等）［４］。 Ｍｅｇａｎ Ｌｏｔｔｓ（２０１６）介绍了罗格斯大学艺术

图书馆的移动创客空间，讨论了创新、创造对学术图

书馆发展的重要性，并认为借由移动创客空间进行

低成本的创客活动能增强高校师生创造性解决问题

的能力和技巧，辅助高校师生开展创新活动［５］。
Ｍａｒｙ Ｅ Ｃｏｍｐｔｏｎａ 等（２０１７）通过对创客运动及“创客

巴士”项目的分析，讨论了移动创客空间如何推动数

字化考古遗产实践中的问题解决、知识生产、信息

分享［６］。
在应用实践上，移动创客空间最早于 ２００７ 年

应用于美国麻省理工大学数字与原子中心的拓

展项目，之后世界各地的高等院校、中小学、图书

馆、企业等组织或机构开始重视并构建移动创客

空间。 ２０１２ 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大学在

租借的卡车里面配置立方 ３Ｄ 打印机、激光切割

机、乙烯切割机和 ｉＰａｄ 等工具设备，构建了一个

名为 ＳｐａｒｋＴｒｕｃｋ 的移动创客空间［７］ 。 ２０１３ 年，美
国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蒙蒂塞洛高中为改变

创客活动低迷的现象，发起了一个移动创客项

目，引入 ３Ｄ 打印机等设备并推广到其他高中，为
整个地区的学校提供计算机编程技术、３Ｄ 打印技

术、剖析技术和各种艺术活动，取得了巨大成

功［３］ 。 ２０１４ 年，美国技术工坊和日本富士通合作

将 ２４ 英尺的拖车改装成创客空间，并配备富士通

最流行的工具与设备，为学生提供动手实践与技

术体验的机会［８］ ；同年，为满足全校学生的创作

需求，给学生营造使用创客工具与技术的氛围，美
国北卡罗莱纳州伊隆大学构建了一个“弹出式”
移动创客空间（ＭｏｂｉｌｅＭａｋｅｒ） ［２］ 。 ２０１５ 年，美国

田纳西州技术大学构建了一个名为 ＳＴＥＭｍｏｂｉｌｅ
的移动创客空间，为学生提供学习 ＳＴＥＭ 课程的

机会［９］ 。 ２０１６ 年，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公立学

校将一辆校车改装成移动创客空间，并命名为

Ｍｏｂｉｌ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Ｌａｂ［１０］ 。

２　 建设模式

美国移动创客空间主要分为“弹出式”和“车
载式”两种建设模式［２］ 。

２ １　 “弹出式”移动创客空间

“弹出式”移动创客空间是指利用交通工具

定期将创客工具运送到指定地点，并进行为期数

周的创客活动，其活动场所一般设在图书馆各个

分馆、公园、广场等人数较多的地方。 相对于“车
载式”移动创客空间，“弹出式”移动创客空间具

有成本低、空间活动范围大等特点，但也存在以下

不足：服务范围较小，服务活动一般只局限在某一

州或地区内；机动性不足，它以不同地点作为营地

进行创客工具的转移。
美国“弹出式”移动创客空间的应用案例有

美国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蒙蒂塞洛高中的

Ｍａｋｅｒｓ ｏｎ ｔｈｅ Ｍｏｖｅ［３］ 、芝加哥公共图书馆的 Ｍｉｎｉ
Ｍａｋｅｒｌａｂ［１１］ 、内华达大学 ＤｅＬａＭａｒｅ 科学与工程图

书馆的 Ｍｏｂｉｌｅ Ｍａｋｅｒｓｐａｃｅ［４］ 、罗格斯大学艺术图

书馆的 Ｍｏｂｉｌｅ Ｍａｋｅｒｓｐａｃｅ［１２］ 等。 芝加哥公共图

书馆在 ２０１４ 年夏天将创客工具运送到莱特伍德－

阿什伯恩分馆、埃奇布鲁克分馆和小村庄分馆，开
展了为期 ６ 周的创客活动［１１］ ；内华达大学 ＤｅＬ⁃
ａＭａｒｅ 科学与工程图书馆馆员定期将创客工具安

放到不同地点，吸引更多的校园师生与里诺社区

用户参与各种创客活动［４］ ；罗格斯大学艺术图书

馆用汽车将乐高、折叠机等便携式设备运送到全

国 ７ 个州 １９ 个学术图书馆中开展创客活动［１２］ 。

２ ２　 “车载式”移动创客空间

“车载式”移动创客空间是由货车、卡车、拖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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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巴士等交通工具改装而成的创客空间，车内

配置有占地小、便携带、适合移动的创客工具。 创

客活动一般在车内进行，仅少数创客活动安排在

车外。 “车载式”移动创客空间具有以下优点：服
务范围大，可到达任何需要创客活动的地方，能
跨越不同地区、不同省份或州，甚至可以跨越不

同国家；机动性强，由于创客工具配置在车内，它
可以随时随地转移到下一个创客地点。 然而，相
对于“弹出式”移动创客空间，其运营成本较高、
空间内部活动范围较小。

美国“车载式”移动创客空间有加利福尼亚

州斯坦福大学的 ＳｐａｒｋＴｒｕｃｋ［１３］ 、美国技术工坊和

日本富士通的 ＴｅｃｈＳｈｏｐ Ｉｎｓｉｄｅ［８］ 、田纳西州技术

大学的 ＳＴＥＭｍｏｂｉｌｅ［９］ 、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公立学

校的 Ｍｏｂｉｌ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Ｌａｂ［１０］ 、得克萨斯州圣安东

尼奥市的 Ｇｅｅｋｂｕｓ［１４］ 、加利福尼亚圣何塞公共图

书馆的 Ｍａｋｅｒ［Ｓｐａｃｅ］Ｓｈｉｐ［１５］ 、旧金山公共图书馆

的 ＴｅｃｈＭｏｂｉｌｅ［１６］等。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旧金山公共图

书馆花费 ６６ ０００ 美元对流动图书车进行彻底整

修，将其改装成移动创客空间 ＴｅｃｈＭｏｂｉｌｅ，配置 ７
台笔记本电脑以及 ｉｐａｄ 和 ＷｉＦｉ 热点，服务于所

有年龄段的用户［１６］ ；圣何塞公共图书馆于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将巴士改装成移动创客空间 Ｍａｋｅｒ
［Ｓｐａｃｅ］Ｓｈｉｐ，旨在克服用户访问实体图书馆创客

空间的不便［１５］ 。

３　 服务范围

美国移动创客空间因主办方资金实力、运营

能力的不同导致其服务范围有所差异，主要体现

在服务对象和服务地点两个方面。 在服务对象

上，移动创客空间可服务于高校师生、初高中生、
社区居民、少年儿童、医院病人、行动不便者等，满
足不同年龄段、不同学科背景、不同学历水平的

创客服务需求；在服务地点上，移动创客空间可

以设置在高校校园、同一地区的不同高中、同一

图书馆系统的不同主分馆、社区公园，甚至可以

跨越州或国家。 美国部分移动创客空间的服务

对象和地点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美国部分移动创客空间的服务对象和地点

序号 移动创客空间名称 建设机构 服务对象 服务地点

１ ＳｐａｒｋＴｒｕｃｋ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大学 儿童 全国各地

２ Ｍａｋｅｒｓ ｏｎ ｔｈｅ Ｍｏｖｅ 美国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蒙蒂塞洛高中 高中生
弗吉尼亚州

各个高中

３ ＭｏｂｉｌｅＭａｋｅｒ 美国北卡罗莱纳州伊隆大学 本校学生 本校校园

４ Ｍｉｎｉ Ｍａｋｅｒ Ｌａｂ 美国芝加哥公共图书馆 主分馆用户 主分馆

５ ＴｅｃｈＳｈｏｐ Ｉｎｓｉｄｅ 美国技术工坊和日本富士通 所有人 全国各地

６ Ｍｏｂｉｌｅ Ｍａｋｅｒｓｐａｃｅ 美国内华达大学 ＤｅＬａＭａｒｅ 科学与工程图书馆
本校师生、
社区居民

本校图书馆主分馆、
校园、社区

７ Ｍｏｂｉｌｅ Ｍａｋｅｒｓｐａｃｅ 美国罗格斯大学艺术图书馆 图书馆用户 全美图书馆

８ ＳＴＥＭｍｏｂｉｌｅ 美国田纳西州技术大学 本校师生 本校校园

９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Ｍ＠ ＣＨ 美国范德堡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住院儿童 附属儿童医院

１０ ＴｅｃｈＭｏｂｉｌｅ 美国旧金山公共图书馆 所有人 全国各地

１１ Ｍｏｂｉｌ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Ｌａｂ 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公立学校 学生、居民 本市

１２ Ｇｅｅｋｂｕｓ 美国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市 学生、居民 本市

１３ Ｍａｋｅｒ［Ｓｐａｃｅ］Ｓｈｉｐ 美国加利福尼亚圣何塞公共图书馆 所有人 全国各地

０５

·管理与服务·



２ ０ １ ８  ３
总第１１７期

４　 服务内容

４ １　 创客工具

创客工具是指为开展创客活动或服务而使

用的工具，涉及 ３Ｄ 设计与印刷、切割技术、数字

媒体、电子产品、计算机编程、编织与缝纫、机器人

技术等服务所配备的工具，如 ３Ｄ 打印机、３Ｄ 扫描

仪、激光切割与雕刻机、数控切割机、摄影机、相
机、数字扫描仪、Ａｒｄｕｉｎｏ 单片机、无线 ＵＳＢ 适配

器、缝纫机、旋转刀、笔记本电脑、ｉＰａｄ、乐高机器

人等。 鉴于不同的项目应用，移动创客空间所携

带的创客工具也有一定的差别，如芝加哥公共图

书馆的每个迷你创客空间都为社区创客提供两

个 ３Ｄ 打印机、两个 Ｓｉｌｈｏｕｅｔｔｅ Ｃａｍｅｏ 乙烯切割机、
一台 Ｋｉｎｅｃｔ 摄像机以及手工制作工具［１１］ ；内华达

大学 ＤｅＬａＭａｒｅ 科学与工程图书馆移动创客空间

主要为创客提供谷歌眼镜、虚拟现实头套、开源

硬件开发包、３Ｄ 扫描仪、微控制器、３Ｄ 控制器［４］ ；
罗格斯大学艺术图书馆移动创客空间主要为创

客们提供乐高玩具［１２］ ；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市

Ｇｅｅｋｂｕｓ 主要为创客们提供 ３Ｄ 打印机、电脑软件

与硬件设备、视频设计工具、机器人［１７］ 。 移动创

客空间在选择创客工具时，都会考虑空间的大小

和设备的便携性等因素。 综上可见，移动创客空

间一般会配置 ３Ｄ 打印机、３Ｄ 扫描仪、笔记本电

脑、摄像机、乐高机器人等创客工具，它们具有便

于携带、体积小、重量轻、易移动等特征。

４ ２　 创客活动

相对于“固定式”创客空间，移动创客空间的

创客活动数量虽然较少，但很有针对性，能满足

创客的个性化需求。 如内华达大学 ＤｅＬａＭａｒｅ 科

学与工程图书馆以其馆内“固定式”创客空间为

基地，定期携带创客工具到其他分馆、校园开展

创客活动，其创客活动分为 ３Ｄ 打印与建模、数字

设计能力、创客工具支持等三个部分：在 ３Ｄ 打印

与建模部分，导师首先向用户展示相对简单的 ３Ｄ

建模过程，之后参与者亲身体验 ３Ｄ 建模，设计自

己感兴趣的 ３Ｄ 产品；在数字设计能力部分，导师

指导用户运用 Ａｄｏｂｅ Ｐｈｏｔｏｓｈｏｐ ＣＳ６ 进行图像处

理，并利用激光切割与乙烯切割机雕刻、切割制作

图像上的产品；在创客工具支持部分，为创客提供

谷歌眼镜、虚拟现实头套、开源硬件开发包、３Ｄ 扫

描仪、微控制器、３Ｄ 控制器等工具设备［４］ 。 此外，
为更好地开展服务，移动创客空间构建方会在用

户使用移动创客空间时阐明使用规则与提示。 如

美国加利福尼亚圣何塞公共图书馆在开展创客

活动时制定如下策略： 限制每次使用 Ｍａｋｅｒ
［Ｓｐａｃｅ］Ｓｈｉｐ 的人数；如果 Ｍａｋｅｒ［ Ｓｐａｃｅ］ Ｓｈｉｐ 的

门处于关闭状态，那么表示创客活动正在进行或

者空间正在维修；当用户参与创客活动时，应爱惜

设备，尊重其他创客［１５］ 。

５　 服务时间

美国不同移动创客空间的运营情况不同，其开

展创客活动的服务时间也有所区别。 运营经费充足

的移动创客空间，一般全年都会开展创客活动，如美

国加利福尼亚圣何塞公共图书馆的 Ｍａｋｅｒ［Ｓｐａｃｅ］
Ｓｈｉｐ 自建立起每天都有创客活动，活动地点从教育

园区分馆［１８］到艾玛农场公园［１９］等，具体服务时间如

表 ２所示。 运营经费较少的移动创客空间，一般仅

举行一次持续数月的创客活动，如罗格斯大学艺术

图书馆在 ２０１５年 １０月 ３ 日开启了“乐高创造”（Ｌｅ⁃
ＧＯＭＡＫＥ）项目，该项目将福特翼虎改装成移动创客

空间，并配置了一百磅重的乐高、一个拥有各种模型

版本的折叠机、３００个乐高脸等，同年 １２月 １３日，Ｌｅ⁃
ＧＯＭＡＫＥ 项目以环游 ５６７５ 英里、拜访 ７ 个州的 １９
个学术图书馆而告结束［５］ ；美国芝加哥公共图书

馆“迷你创客空间”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８ 日—１１ 月 ２２
日在莱特伍德－阿什伯恩分馆［２０］ 、埃奇布鲁克分

馆［２１］ 、小村庄分馆［２２］开展创客活动，具体开展情

况如表 ３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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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Ｍａｋｅｒ［Ｓｐａｃｅ］Ｓｈｉｐ 服务时间

地点 创建日期 服务时间 地点 创建日期 服务时间

教 育 园 区

分馆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１２：３０ —１４：３０ 威洛格伦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７ 日 １７：００—１９：００

卡 姆 登 社

区中心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９：００—１２：００ 卡摩尔大街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２０ 日 １７：００—１９：００

坎 宁 安 地

区湖公园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１１ 日 １０：００—１４：００ 罗斯福公园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２７ 日 １７：００—１９：００

阿 尔 马 登

湖公园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１８ 日 １０：００—１４：００

艾 玛 农 场

公园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５ 日 １０：００—１４：００

古 德 路 平

圣母堂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１１ 日 １７：００—１９：００

表 ３　 “迷你创客空间”服务时间

地点 服务日期 服务时间

莱特伍德－阿什伯恩分馆 ７ 月 ８ 日—８ 月 １６ 日

星期一、三　 １３：３０—１９：３０
星期二、四　 １１：３０—１６：３０
星期六　 １０：００—１６：００

埃奇布鲁克分馆 ８ 月 ２５ 日—１０ 月 ４ 日

星期一、三　 １３：３０—１９：３０
星期二、四　 １１：３０—１６：３０
星期六　 １０：００—１６：００

小村庄分馆 １０ 月 １３ 日—１１ 月 ２２ 日

星期一、三　 １１：３０—１６：３０
星期二、四　 １３：３０—１９：３０
星期六　 １０：００—１６：００

６　 关键要素

移动创客空间为创客们提供了新的学习与

创造机会，解除了创客们不能访问实体图书馆的

障碍，使更多创客参与到问题解决、模型创造、调
查与探索、数据分析、解决方案设计以及 ＳＴＥＭ
（科学、技术、工程、数学）探究等创客活动与服务

中。 回顾美国移动创客空间近年来的发展，其经

费来源、宣传推广、设计与运营、馆员培训与用户

指导等关键要素对于移动创客空间的构建具有

借鉴意义。

６ １　 经费来源

经费是移动创客空间能否构建成功与可持

续发展的最基本因素，如空间载体的选择、改造、
维修、保养以及保险都需要资金，设备采购与维

护、导师聘用、开展不同创客服务与活动也需要经

费。 不同图书馆构建移动创客空间的经费来源不

大相同，但主要有资金与商品捐赠、众筹、图书馆

基本运行经费和其它类型的筹款。 如芝加哥公共

图书馆创建移动创客空间的启动金来自于美国

博物馆与图书馆服务协会（ ＩＭＬＳ）拨款，之后收到

了摩托罗拉移动性基金的捐款［１１］ ；罗格斯大学艺

术图书馆从 ２０１４ 年开始 ＬｅＧＯＭＡＫＥ 项目，通过回

收箱回收了超过 １５０ 磅的乐高，并得到了罗格斯大

学校友与图书馆职工 １２５ 磅重的乐高捐赠［１２］。

６ ２　 宣传推广

宣传推广不仅对用户认知移动创客空间具有积

极作用，而且对移动创客空间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是一个机构能否成功构建移动创客空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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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实施因素。 通过宣传推广移动创客空间，一方

面用户可充分了解移动创客空间和创客活动的基本

情况、活动地点，能合理安排自己的时间就近参与创

客活动；另一方面，创客活动会得到更多用户的青睐

以及更多的资金赞助，这保障了移动创客空间的可

持续发展。 如圣何塞公共图书馆利用其网站发布创

客活动地点与创客活动［１５］，美国得克萨斯州圣安东

尼奥市 Ｇｅｅｋｂｕｓ 移动创客空间在网站上详细介绍了

其 ６ 种 ＳＴＥＭ 创客互动，都得到了用户的关注与

支持［１７］。

６ ３　 设计与运营

不同机构在设计与运营移动创客空间时，会
遇到一些挑战，如设备选择、运输方式、空间大小、
用户需求等。 在设备选择上，移动创客空间通常

会选择 ３Ｄ 打印机、笔记本电脑等便携式设备，不
会选择数控机床等大型不易携带设备，如芝加哥

公共图书馆移动创客空间就选择了 ３Ｄ 打印机、
乙烯切割机、摄像机，美国技术工坊和日本富士

通的 ＴｅｃｈＳｈｏｐ Ｉｎｓｉｄｅ 创客空间选择迷你 ３Ｄ 打印

机、手提电脑等。 在运输方式上，倾向于选择巴

士、汽车、卡车、货车等交通工具，如美国马里兰州

巴尔的摩公立学校的 Ｍｏｂｉｌ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Ｌａｂ 移动

创客空间选择巴士，美国田纳西州技术大学的

ＳＴＥＭｍｏｂｉｌｅ 选择拖车等。 在空间大小上，所有创

客工具都被放在一个相对较小的桌子上，不是所

有人 都 可 以 同 时 使 用， 因 此， 内 达 华 大 学

ＤｅＬａＭａｒｅ 科学与工程图书馆积极听取用户建议，
配备充足的使用空间［４］ 。 在用户需求上，移动创

客空间会根据用户需求开展创客活动，如加利福

尼亚圣何塞公共图书馆为用户提供网络互动交

流服务，用户可以针对移动创客空间的环游地点

以及活动内容提出建议［１５］ 。

６ ４　 馆员培训与用户指导

移动创客空间的设备管理与用户安全是其

建设成败的重要因素之一。 因此，在利用移动创

客空间时，需要对馆员进行设备管理与用户安全

的相关培训，由馆员来指导用户合理有效地使用

空间设备，确保设备与用户的安全，保证创客活

动的顺利开展。 因此，培训馆员、指导参与用户是

必不可少的，如内华达大学 ＤｅＬａＭａｒｅ 科学与工程

图书馆移动创客空间在 ３Ｄ 打印与建模、数字设

计能力、创客工具支持 ３ 部分都各安排馆员指导

参与用户正确使用设备、体验创客过程［４］ ；安大

略省伦敦市图书馆移动创客空间（ＤＨＭａｋｅｒ Ｂｕｓ）
在进行创客活动前，会开展相关馆员培训活动，促
使馆员学习相关知识［２３］ ；圣何塞公共图书馆在利

用 Ｍａｋｅｒ［Ｓｐａｃｅ］ Ｓｈｉｐ 移动创客空间开展创客活

动时，向用户提出创客工具的使用规则与建议，以
使创客活动能在相对狭小的空间里顺利开展［１５］ 。

７　 启示

７ １　 合理筹集与使用经费，促进可持续发展

图书馆构建移动创客空间，不仅需要启动资

金、配置资源、安置员工以及改造空间，还需要后

续经费对设备进行维修、保养以及购买保险、发放

员工工资等。 因此，合理筹集与使用经费对促进

移动创客空间的可持续发展极其重要。
参考美国图书馆移动创客空间的构建实践，

在资金筹集和使用方面，图书馆移动创客空间应

注意以下几点：（１）与不同学校、组织开展合作，
让更多用户知晓并使用创客设备，推广移动创客

空间，以得到社会公众更多的关注以及资金支持；
（２）利用众筹等平台进行筹款，如 ＳｐａｒｋＴｒｕｃｋ 移

动创客空间利用众筹平台筹集资金开展创客活

动［１３］ 、Ｓｅａｎ Ａｕｒｉｔｉ 和 Ｍａｕｒｉｃｅ Ｂｅｙ 利用 ｋｉｃｋｓｔａｒｔｅｒ
众筹网站筹集资金来确保创客活动的成功

举行［２４］ 。

７ ２　 加强宣传推广，满足用户个性化需求

创客文化促进了移动创客空间的产生，解决

了用户不能到达实体图书馆参与创客活动的难

题。 然而，移动创客空间才刚刚起步，其在宣传推

广方面尚未得到较好的发展，用户获知移动创客

空间及其活动信息的渠道较少，导致用户无法有

效获得移动创客空间服务。
鉴于此，图书馆可通过以下两点加强移动创

客空间的宣传推广，满足用户的个性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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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借助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Ｔｗｉｔｔｅｒ、微博、微信、官方网站

等网络平台，发布移动创客空间的相关信息，提
高用户认知度，促进图书馆用户了解并使用此项

图书馆服务；（２）发布移动创客活动的项目名称、
时间安排等，主动与用户进行互动交流，以满足

用户个性化需求。 如圣何塞公共图书馆在网站

上创建网络问卷栏目，用户可向图书馆提出一些

有关移动创客空间的项目建议，推动了移动创客

空间项目的顺利开展［１５］ ；美国得克萨斯州圣安东

尼奥市 Ｇｅｅｋｂｕｓ 移动创客空间在其网站介绍了机

器人、３Ｄ 打印、可再生能源等活动项目，并推出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Ｕｓ”互动交流服务，听取用户建议，以最

大程度地满足用户个性化需求［１７］ 。

７ ３　 结合本馆特色，合理有效地构建移动

创客空间
移动创客空间是“固定式”图书馆创客空间

的服务延伸，有助于图书馆用户、馆员、社区居民

认知与了解非传统创客资源［４］ 。 它通过到访不

同高校、社区、省份以及国家，扩大目标群体，吸引

不同学科背景用户认知与参与创客活动。 为更

好地服务不同学科背景的创客，有效开展移动创

客服务，图书馆应结合本馆特色，合理有效地构

建移动创客空间。 （１）具有“固定式”创客空间的

图书馆，可建设“弹出式”移动创客空间或“车载

式”移动创客空间，如美国芝加哥公共图书馆、旧
金山公共图书馆、加利福尼亚圣何塞公共图书馆

等图书馆的移动创客空间，扩大服务范围与宣传

推广本馆创客空间服务；（２）无单独构建移动创

客空间能力与条件的图书馆，应积极组织并加入

区域图书馆联盟，充分利用联盟内各个图书馆的

创客资源，协同构建移动创客空间，以满足区域

内所有图书馆对创客活动的需求，服务于其图书

馆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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