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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图书馆场景化信息接受思维及其应用

研究∗ ∗

王　 福　 刘兴军

摘　 要　 移动图书馆服务逐渐完成了从“流量为王”向“数据为王”的转变，目前正从“数据为王”向“场

景为王”转变。 场景已成为移动图书馆信息接受的重要方式，如何将场景思维落实为移动图书馆的实

际应用是目前需要解决的问题。 为此，本文总结和归纳了移动图书馆场景化信息接受的“五化”属性特

征，指出移动图书馆场景化信息接受思维的实质是利用大数据挖掘用户特定时空的信息接受行为，通
过场景化信息接受情境的配置将场景思维落实到实际应用。 移动图书馆场景化功能的快速迭代使不

同场景下的信息接受情境配置和融合效用成为场景化思维落地的有效途径，其可以促进移动图书馆场

景化信息接受核心功能的优化，进而实现图书馆品牌化服务、提升服务黏性。 图 ４。 参考文献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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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移动图书馆服务逐渐完成了从“流量为王”

向“数据为王”的转变，目前正在从“数据为王”向
“场景为王”转变［１］ 。 在这种形势下，移动图书馆

也完成了由文献服务向知识服务的转变，当前正

处于从知识服务向场景服务转变的过程中。 由

此可知，目前移动图书馆服务正处于转型时期，

即由传统的“用户中心论”服务理念向“场景中心

论”的服务理念转变。 “流量为王”和“数据为王”
时代，移动图书馆关注的重点是用户的信息接受

期望，但对于用户所处的场景关注较少。 随着场

景时代的到来，移动图书馆对用户信息接受期望

的挖掘从用户转向场景，通过挖掘用户在某个特

定场景中的信息需求期望、信息搜索习惯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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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偏好，为用户提供场景化服务。 这就是“以
用户为中心”和“以场景为中心”的区别，前者侧

重于挖掘用户信息接受的触点，而后者则强调挖

掘场景化信息接受的痛点。 场景时代，移动图书

馆信息接受表现出了一些新的属性特征，通过对

现有相关文献［２－４］ 的梳理，将移动图书馆场景化

信息接受的属性特征归结为“碎片化” “粉丝化”
“焦点化” “快速化”和“生态化”五个方面，也有

研究者将这五类特征称为信息接受的“五化”特

征［５］ 。 这“五化”特征体现了不同场景中各场景

化要素的不同嵌入程度以及不同情境维度在各

场景中的配置方式， “场景—需求—情境” “场

景—搜索—情境”“场景—接受—情境”的三维一

景的交互作用及其独特的配置方式体现为移动

图书馆场景化信息接受的思维［６］ 。 移动图书馆

场景化信息接受要在复杂的数据网络环境下，利
用多样化的数据分析方法，精准挖掘用户的信息

接受期望，将信息再组织后，有针对性地呈现在

用户的移动终端，形成图 １ 所示的移动图书馆场

景化信息接受思维框架。

图 １　 移动图书馆场景化信息接受思维形成框架

　 　 如图 １ 所示，移动图书馆场景化信息接受思

维体现为信息接受的特征、信息接受以及场景动

能。 所谓场景动能，是指对用户信息接受期望进

行精准化数据挖掘，然后构建“场景—行为—情

境”的复杂数据结构，并基于社会网络的数据分

析工具进行分析，将针对性的结果呈现在移动终

端。 其中，移动图书馆场景化信息接受的特征包

括以下几个方面：（１）碎片化。 所谓碎片化，是指

用户信息接受发生的时间和空间呈现出碎片化

特点，表现为移动图书馆用户信息接受的地点越

来越不固定、时间越来越短，体现为信息需求的

碎片化、信息接受时空的碎片化和信息接受内容

的碎片化［７］ 。 （２）粉丝化。 所谓粉丝化，是指用

户对某些场景的忠诚度高一些，而对某些场景的

忠诚度低一些，这取决于不同场景中情境配置情

形能满足用户信息接受期望的程度。 粉丝化从

另一角度表现为用户对场景的情感注入，用户对

不同场景注入的情感是不同的，用户对不同场景

的忠诚度按需渐进提升［８］ 。 （３）焦点化。 所谓焦

点化，是指不同场景应该能满足特定目标用户信

息接受体验的痛点，聚焦于特定的用户，而非全部

用户，实现场景的“有所为”和“有所不为”。 对于

不同场景，不同用户的信息接受的极致体验是不

同的，即便同一场景下不同用户信息接受的体验

侧重点亦是不同的。 移动图书馆应该针对不同场

景，挖掘用户信息接受体验的痛点，对信息接受情

境进行有针对性地配置，以便于移动图书馆形成

品牌化的服务模式［９］ 。 （４） 快速化。 传统思维

下，移动图书馆在有了满意的产品之后才会发布，
而快速化是指移动图书馆先将具有场景化信息

接受主要功能的产品发布出去，基于用户体验反

馈的不断迭代，实现产品的品牌化。 如果等产品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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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服务完善了再发布则会降低场景化服务的优

势。 快速化是指要尽快推出产品和服务，并尽可

能地降低出错成本［１０］ 。 （５）生态化。 所谓生态

化，是指移动图书馆场景是遵循优胜劣汰法则

的。 由此，移动图书馆必须打破用户信息接受的

传统思维定势，优先培育那些能满足用户信息接

受期望、服务人性化和个性化且信息接受体验良

好的场景，从而实现场景的生态化演进［１１］ 。 移动

图书馆场景化信息接受的“五化”特征突出了以

场景为中心的服务模式，移动图书馆应利用一切

可以利用的技术、内容、模式等去打造场景，形成

满足用户场景化信息接受的新动能［１２］ 。

２　 移动图书馆信息接受场景化思维

２ １　 对用户场景化需求重新认知

在传统的移动互联网服务时代，图书馆提供

的信息内容一般是基于购买的数据库、电子图

书、期刊论文、特种文献以及自建数据库等。 无论

是哪一类数字资源，其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以下

几个方面。 （１）资源组织的粗放性。 资源组织缺

少场景化的语义和关联再组织，这不符合场景的

碎片化特征［１３］ 。 （２） 信息接受期望挖掘不足。
移动图书馆应能对用户场景化信息需求期望、信

息搜索习惯和信息接受偏好的历史数据进行挖

掘，具体而言是通过对用户此前场景的信息接受

行为数据的挖掘，结合用户此时场景的信息接受

行为，预测用户此后场景的信息接受行为，通过

场景化信息接受情境的精细化配置，为用户提供

多元化的一站式服务和精准的个性化服务。 然

而现有移动图书馆对用户场景化信息接受期望

的挖掘能力不足，很难实现上述目标，具体表现

为大数据、传感器、移动设备、社交媒体和定位系

统与移动图书馆的交互性、嵌入性和效用融合性

较差，致使这五类场景要素的场景功能未能充分

发挥［１４］ 。 （３）场景化情境配置能力不足。 当前

移动图书馆信息接受情境游离于移动图书馆场

景之中，并未真正实现各情境要素的场景化合理

配置。 在面对用户复杂的信息接受期望时，移动

图书馆还需要对不同维度的信息接受情境进行

细化适配。 这就需要移动图书馆能够将不同维度

的信息接受情境，根据用户信息接受期望进行聚

合适配，并在聚合的基础上进行场景化融合适

配［１５］ 。 以上这些不足都制约着移动图书馆场景

化信息接受畅体验（Ｆｌｏｗ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的生成。 由

此，未来移动图书馆场景化信息接受思维的应用

路径如图 ２ 所示。

图 ２　 移动图书馆场景化信息接受思维应用路径

　 　 在移动图书馆服务过程中，信息接受每时每

刻都和场景关联，场景已成为移动图书馆信息接

受的重要时空。 移动图书馆场景化信息接受应

从用户的信息需求期望、信息搜索习惯和信息接

受偏好出发，按照场景化信息组织思维、场景化

信息服务思维和形成场景化信息接受体验的路

径展开应用，以满足用户信息接受的痛点为设计

目标［１６］ 。

（１）场景化信息组织思维

移动图书馆场景化信息接受效果的提升需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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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基于某具体场景下用户的实际信息接受期望，
从资源的细粒度化、语义化和关联化视角进行再

组织，并将再组织后的资源与碎片化的时间与空

间相结合，以此激发和促进移动图书馆信息接受

的场景细分化，构建适合用户碎片化的信息接受

场景［１７］ 。 移动图书馆场景化信息接受面临的最

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两类数据的挖掘，其中一类

为用户场景化信息接受期望的挖掘，另一类则为

不同场景的信息接受情境配置需求的挖掘［１８］ 。
用户场景化信息接受的碎片化意味着用户需要

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发现自己期望的信息，这就需

要借助于上述提到的信息组织和信息再组织方

式以及两类数据挖掘的功能，基于不同场景的用

户信息需求期望、信息搜索习惯和信息接受偏

好，适配不同维度的信息接受情境，将信息资源

以专题化的形式呈现在用户的移动终端［１９］ 。 目

前，云舟知识服务空间在信息接受情境配置方面

已认识到这一点，尽可能通过信息资源的再组织

突出场景化专题组织的优势［２０］ 。
（２）场景化信息服务思维

目前，移动图书馆应用从 Ｗｅｂ ｏｆ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向
Ｗｅｂ ｏｆ Ｄａｔａ 再向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ｅｎｅ 的服务形式转变，
移动图书馆应充分注意到这一点，并实现信息接

受从知识服务经由数据服务向场景服务的转变。
所谓场景化服务思维，是指移动图书馆克服传统

的同质化服务模式，针对不同类型的移动终端满

足用户碎片化的信息接受期望，将信息以可视化

的形式适配地呈现在移动终端［２１］ 。 移动图书馆

可以动态地挖掘和存储用户场景化信息接受情

境的配置方案，以场景相似度和用户信息接受相

似度的计算为依据，以语义形象化和界面生动化

为用户提供场景化的专题信息组织和可视化呈

现［２２］ 。 移动图书馆场景化服务就是要借助于定

位系统实时感知用户信息接入场景，利用大数据

挖掘用户此前场景的信息接受期望，结合用户此

时的信息接受期望，预测用户此后场景的信息接

受期望，加强信息的微服务化，在不同场景形成

内容适配，让用户在较短的时间内有效地接受信

息［２３］ 。 移动图书馆场景化信息接受服务不应仅

仅实现资源的再组织，同时还需要将百度文库、新
浪爱问以及知乎问答等外围信息内容融合后，以
可视化的形式适配地呈现在用户的移动终端［２４］ 。

（３）场景化信息接受体验

移动图书馆场景化信息接受体验是建立在

情境细化适配、情境聚合适配以及情境的场景化

适配三个阶段。 首先，移动图书馆应对用户的信

息需求期望、信息搜索习惯和信息接受偏好进行

细化适配，以解决目前移动图书馆场景化信息接

受粗放状态的不足，改变移动图书馆场景化信息

接受体验不足的现状［２５］ 。 其次，移动图书馆应该

通过情境的聚合适配来满足用户的场景化信息

接受体验，使基于用户信息需求期望、信息搜索习

惯和信息接受偏好的情境进行效用聚合，以满足

用户场景化信息接受畅体验的需求。 再次，通过

情境的场景化适配满足用户在特定时间和特定

空间的信息需求期望、信息搜索习惯和信息接受

偏好，瞬时吸引用户，使某个场景从其他场景中脱

颖而出，这是移动图书馆场景化信息接受思维需

要思考的问题［２６］ 。

２ ２　 以场景为中心提升吸引力

大英图书馆 ２０２０ 年愿景指出，２０２０ 年环境

下未来研究人员更加需要情境化、个性化、智能化

和针对性的服务［２７］ 。 为此，在现有的移动图书馆

场景化信息接受中，应基于用户的信息需求期望、
信息搜索习惯和信息接受偏好，为不同场景打造

不同的信息接受痛点，凸显移动图书馆场景化信

息接受的“粉丝效应” ［２８］ 。 移动图书馆应通过可

视化技术，把非空间数据转换成场景化的视觉形

式，使信息语义形象化，从而揭示出移动图书馆场

景化信息接受情境的配置关系，提高信息接受的

可理解性和可认知性，提升移动图书馆场景化信

息接受的吸引力。 移动图书馆场景化信息接受吸

引力的提升需要打破以图书馆主导服务方向的

局面，需要主动接受移动图书馆用户信息接受体

验，实现用户驱动和场景驱动，以场景化的思维打

造移动图书馆用户信息接受的痛点，优化用户信

息接受体验。 为此，移动图书馆应基于用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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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情境）进行服务推送，基于用户体验（期望被

满足的程度）迭代场景设计，基于用户体验（场景

化情境与用户行为适配程度）迭代场景化服务，进
而形成“场景—需求—情境”“场景—搜索—情境”
“场景—接受—情境”的三维一景适配［２９］，移动图

书馆场景化信息接受吸引力提升框架如图 ３ 所示。

图 ３　 移动图书馆场景化信息接受吸引力提升框架

如图 ３ 所示，移动图书馆场景化信息接受需

要基于用户体验迭代场景设计和场景服务，从而

基于用户数据（情境）推送相关服务。 移动图书

馆要提升以场景为中心的吸引力，就需要实现

“场景—需求—情境” “场景—搜索—情境” “场

景—接受—情境”的多维适配［３０］ ，实现资源揭示

利用的协同化和知识生产、保存的共享化，进而为

用户提供与其信息素养相匹配的场景化信息接受

情境配置，使用户的场景化信息接受体验不断提

升直至达到信息接受的畅体验，最终提升用户对不

同场景的认同感、忠诚度和归属感。 由此，移动图书

馆场景的吸引力可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提升。
（１） 基于用户数据的推送服务

现有移动图书馆场景化信息推送的无差别

性和同质化的弊端，需要移动图书馆对多维情境

数据进行聚合和融合处理，实现不同场景下信息

的个性化推送。 所谓用户数据，实质上是指用户

情境。 移动图书馆应能基于用户情境，利用场景

识别、场景推荐技术，为用户进行专题信息的可

视化推送。 移动图书馆应该注重对用户数据的

采集和处理，使移动图书馆尽可能地从多个维度

捕获用户情境，全面、科学、准确地掌握用户信息

需求，对用户场景化信息接受期望的信息予以专

业化和专题化的呈现。 移动图书馆不同场景中积

累了用户大量的信息行为数据和情境数据，这些

数据都隐含着用户历史场景的信息需求期望、信
息搜索习惯和信息接受偏好，以及针对这些偏好

所进行的场景化情境配置情形。 移动图书馆采集

用户情境和其他情境的数据，依据对不同场景中

不同用户历史访问数据的挖掘，基于用户信息接

受期望的变化动态适配场景化信息接受情境，建
立场景识别和推荐模型，并在此基础上帮助用户

识别场景，为用户推荐场景，提升用户场景化信息

接受的愉悦度［３１］ 。
（２）基于用户体验的迭代设计

用户体验是指其信息需求期望被满足的程

度、信息搜索习惯被调和的程度，以及信息接受偏

好被调和的程度。 移动图书馆应对用户历史场景

的信息接受行为进行挖掘，对用户在不同场景的

信息需求期望、信息搜索习惯和信息接受偏好进

行标签化处理，并借助于欧氏距离、皮尔逊相关系

数和余弦相似度等方法对用户信息接受场景进

行识别和推荐［３２］ 。 移动图书馆还应通过多种渠

道收集用户对于其信息接受场景体验的反馈，及
时、直接地与用户进行沟通，通过对不同场景的信

息接受情境聚类，实现移动图书馆场景化信息接

受情境配置的迭代和优化。 目前移动图书馆的主

要功能还处于发布信息、推送信息的阶段，缺少与

用户的多维度交互，也缺少对用户信息接受体验

反馈的深层次分析和利用［３３］ 。 移动图书馆场景

化信息接受就是要彻底改变这种局面，实现“场
景—需求—情境” “场景—搜索—情境” “场景—
接受—情境”的多维度交互，并将交互过程中不

同的信息反馈至场景设计和场景构建中，将场景

化信息接受要素间交互的不足反馈至场景化设

计中，通过不断迭代场景的功能，让用户体验移动

图书馆场景化信息接受的参与感、价值感和使

命感［３４］ 。
（３）基于用户体验的迭代服务

移动图书馆是目前图书馆移动服务的主要

方式，是场景化服务的核心，受到不同类型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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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次用户的支持，这里的用户体验是指用户对移

动图书馆场景化信息接受情境配置情形的感

受［３５］ 。 在移动图书馆信息接受的场景化服务中，
需要每一个场景都能在较短时间内抓住用户信

息接受体验的触点和痛点，并根据用户信息接受

期望的变化以及用户场景的变化进行场景化服

务的提供。 基于用户信息接受体验的迭代场景

服务需要围绕用户反馈的问题注重细节设计，例
如对于某个交互按钮、某一个图表的可视化呈现

都要符合用户的场景化使用习惯。 移动图书馆

应围绕用户信息接受期望推出适配的产品和服

务，可以通过线上或线下的交互，让用户真正融

入到移动图书馆场景化信息接受的圈子中［３６］ 。
让用户离不开场景、离不开场景化信息接受，使
用户成为信息接受场景的粉丝，这需要对移动图

书馆场景化服务进行多次迭代。

３　 移动图书馆信息接受场景化应用

３ １　 基于场景思维创新移动服务

面对场景驱动带来的挑战和机遇，移动图书

馆服务需要有新突破、新发展、新价值。 这就要求

我们重新思考场景化服务的核心能力，积极探索

和培育场景化信息接受的新动能。 面对用户的

场景化信息需求期望、信息搜索习惯和信息接受

偏好的不断更迭，用户的场景化信息接受体验的

容忍度一再降低，移动图书馆需要不断挖掘场景

与情境的配置关系，快速迭代场景化信息接受服

务，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场景服务的创新［３７］ 。
（１）场景设计。 移动图书馆场景初始设计时，应
搜集不同用户在不同场景的信息接受期望，并对

其进行深度挖掘，其一是要建立用户与场景化信

息接受期望的关联关系；其二是要建立不同场景

与情境的配置关系，并据此实现基于用户信息接

受期望 “场景—需求—情境” “场景—搜索—情

境”“场景—接受—情境”的多维度适配。 （２）场
景迭代。 对于某个移动图书馆场景，用户信息接

受的触点和痛点在一段时间内是保持不变的，但
是随着时间的发展，用户的场景化信息需求期望

会发生一定的变化，同时场景化要素以及情境的

变迁和在场景的嵌入及配置也会影响用户的场

景化信息接受效果。 这必然刺激着移动图书馆场

景化功能属性的变革，促使场景设计和构建根据

用户信息接受体验的反馈不断优化和迭代。 （３）
场景重构［３８］ 。 场景重构是场景设计和构建由量

变到质变的必然，移动图书馆应能根据用户信息

需求、信息搜索和信息接受及其变革对移动图书

馆按需实现标准化和个性化适配以及两类适配

的融合，运用 ＨＴＭＬ５ 的方式将合适的内容在合适

的时间和地点以可视化的方式推送到用户的移

动终端，予以适配呈现。

３ ２　 基于场景思维落地应用实施

目前，移动图书馆的情境不断丰富，场景化要

素在移动图书馆中嵌入的程度不断加深，但是对

于提升用户信息接受的愉悦度以及强化用户持

续使用意愿的作用并不是很大。 分析其原因：首
先，这些场景化要素游离于移动图书馆中，并未实

现场景化要素的有效配置，场景概念有名无实，致
使移动图书馆服务效果不佳［３９］ 。 其次，虽然移动

图书馆场景化信息接受情境的维度不断丰富，从
原有的资源情境、技术情境和服务情境中演化出

了移动情境（如：信号的覆盖程度、定位的灵敏性

和用户身体姿态的捕捉程度等）、社交情境（如：
社交氛围、社交支持程度、社交体验程度和社交感

知程度）和终端情境（如：终端类型、终端尺度、终
端功能、终端电池续航能力等），但是移动图书馆

并未主动优化其在不同场景的配置，致使用户在

不同场景中信息接受的体验是同质的。 由此，移
动图书馆场景化信息接受思维落地应针对此不

足予以实施。 移动图书馆场景化信息接受思维应

用框架如图 ４ 所示。
在如图 ４ 中，移动图书馆场景化信息接受思

维落地为实际应用，应从以下几个环节着手。
（１）用户定义。 利用 ＲＦＭ 模型，根据用户对场景

价值的大小，将其分别划分为核心用户、主要用

户、一般用户、潜在用户、专家用户、种子用户、权
威用户和付费用户 ８ 种类型，并对不同类型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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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移动图书馆场景化信息接受思维应用框架

进行画像［４０］ ，实现针对性的信息接受服务。 （２）

落地原则。 从创新驱动、动态设计以及畅体验三

个原则出发对场景化信息接受思维的落地应用

进行指导。 （３）落地过程。 包括了目标设计、功
能设计、概念设计和体验设计这四个阶段。 （４）
反复测试迭代。 利用场景实验方法，从可用性、有

用性和易用性三个维度进行场景设计的不断迭

代，提升场景设计的效能。 （５）信息接受畅体验。
场景体验追求的是沉浸式体验或者说是畅体验。

例如，近年来场景化要素在“云舟知识服务空间”
的嵌入程度不断加深，其提供了集空间、工具、平
台、资源、服务五位一体的域空间知识服务系统，

是一种移动图书馆服务空间，其核心功能包括数

字资源管理空间、知识专题和学术社交等功能。
“云舟知识服务空间”按照不同专题组织信息，以

情境聚合适配的方式为用户提供了信息接受的

痛点，以可视化的方式呈现在用户的移动终端。
（６）落地流程。 包括了场景设计的准备期、酝酿

期、明朗期、验证期和迭代期五个阶段。

３ ３　 基于场景思维落地品牌服务

移动图书馆场景思维驱动着移动图书馆服

务创新的落地，彻底改变着移动图书馆现有服务

模式［４１］ ，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新生入

馆教育。 现有的新生入馆教育主要是通过 ＰＰＴ
介绍图书馆以及带领新生走进图书馆。 图书馆

每年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开展此项活动，

图书馆若以“云舟知识服务空间”所提供的功能

为基础，将新生入馆教育制作成“印象图书馆”

“感知图书馆”“体验图书馆”等模块，并将其功能

设置成线下和线上交互的场景，可实现新生入馆

教育线上线下交互体验［４２］ 。 （２）读书宣传月活

动。 读书宣传月活动是图书馆每年都要开展的常

规性服务，由于活动时间较长，实际活动的开展以

及活动的宣传都是通过线下传统方式进行的。 如

能利用移动图书馆进行线上的活动宣传、系列活

动的现场直播和线上投票等，会在不同层面提升

用户信息接受的愉悦度，增强活动的影响力，提升

活动效果［４３］ 。 （３）毕业季活动。 毕业季活动也

是图书馆每年需要举办的，如果仍然单纯地采用

毕业生在图书馆柜台办理离校手续和线下图书

捐赠的模式，则必然会使活动效果大打折扣。 为

此，通过挖掘和汇总学生在校期间利用图书馆的

数据，将其整合后以多维度的可视化形式呈现，必

将提升学生的信息接受愉悦度。 这三个方面都是

图书馆每年所需要开展的活动，应该被打造成基

于场景思维的品牌服务［４４］ 。

４　 结语

针对目前移动图书馆同质化服务较为严重

的现象，基于当前移动图书馆服务的发展现状，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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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将移动图书馆场景化思维落地于实际应用。
为此，提出了移动图书馆场景化信息接受的新动

能，并构建了新动能的框架。 通过对移动图书馆

场景化信息接受思维应用路径的设计，指出未来

移动图书馆场景化信息接受思维应实现两类数

据的挖掘和三个维度的适配。 两类挖掘是指对

用户情境数据和对用户场景化信息接受情境的

挖掘，三个维度的适配是指基于用户信息需求期

望、信息搜索习惯和信息接受偏好的“场景—行

为—情境”适配。 移动图书馆服务从现在起应逐

渐引入场景思维，对某些固定的场景进行品牌化

建设和迭代，进而实现服务创新。 另外，移动图书

馆还应该对某些场景从设计、迭代和重构的路径

实现创新服务，从而使移动图书馆的产品、服务、
资源在不断创新中提升竞争力，将移动图书馆场

景化服务创新提升到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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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牛现云，刘术华．让移动互联网思维在图书馆

落地 ［ Ｊ］ ． 图 书 情 报 工 作， ２０１４ （ Ｓ１）： ３６ －

３８，１３５．
６ 王军峰．场景化思维：重建场景、用户与服务

连接［Ｊ］ ．新闻与写作，２０１７（２）：９７－９９．
７ 雪峰，等．移动互联时代碎片化学习资源的适

用场景与高效管理［ Ｊ］ ．中国电化教育，２０１７
（５）：１１７－１２２．

８ Ｍｉｎｇ Ｊ， ｅｔ ａｌ．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Ｍｏｂｉｌ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 Ｍｏｄｅｌ［Ｊ］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２０１４， ３５（５）：４９－５５．

９ 傅慧．场景理论视角下移动社交短视频的价

值研究［Ｊ］ ．东南传播，２０１８（９）：３０－３２．
１０ Ａｂｅｃｈ， ｅｔ ａｌ． Ａ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ｏｂｊｅｃｔｓ ａｄ⁃

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ｌｉｇｈｔ ｏｆ ｍｏｂｉｌ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ｘｔ⁃ａｗａｒｅ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Ｊ］ ．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Ｕｂｉｑｕｉｔｏｕｓ Ｃｏｍ⁃
ｐｕｔｉｎｇ， ２０１６， ２０（２）：１６７－１８４．

１１ 王福，等．移动图书馆场景化信息接受内容适

配剖析［Ｊ］ ．图书情报工作，２０１８（１１）：１６－２２．
１２ 莫剑琴．ＶＲ 场景在实体书店中的应用研究

［Ｄ］ ．南京：南京大学，２０１７．
１３ 黄金艳．媒介融合态势下当代大学生思想行

为研究［Ｄ］ ．兰州：兰州大学，２０１７．
１４ 毕强，王福．移动图书馆场景化信息接受创新

路径研究［Ｊ］ ．情报理论与实践，２０１８（６）：１－７．
１５ 王福，毕强．移动图书馆场景化信息接受情

境聚合适配研究［ Ｊ］ ．情报理论与实践，２０１８
（６）：２２－２７，２１．

１６ Ｍäｎｔｙｊäｒｖｉ Ｊ， Ｓｅｐｐäｎｅｎ Ｔ．Ａｄａｐｔｉｎｇ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ｈａｎｄｈｅｌｄ ｄｅｖｉｃｅｓ ｕｓｉｎｇ ｆｕｚｚｙ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 Ｊ］ ．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 ２００３，１５
（４）：５２１－５３８．

１７ 张晓瑞．移动社交网络的传播学研究［Ｄ］ ．北
京：北京邮电大学，２０１３．

１８ Ｂｈａｔｔａｃｈｅｒｊｅｅ Ａ，Ｈａｒｒｉｓ Ｍ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 Ｊ］ ． Ｄａｔａ 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ｒ
ｆｏｒ Ｂｅｔｔｅｒ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９，５０ （ １）：
３７－４５．

１９ 聂应高．基于情景感知融合的图书馆微服务框

架构建［Ｊ］．图书馆学研究，２０１８（２０）：１４－１９．
２０ 李白杨，白广思．图书馆大数据与微服务的

技术融合体系研究 ［ Ｊ］ ．数字图书馆论坛，
２０１６（１）：６８－７２．

２１ 刘巧英．我国图书馆微服务的实践现状及发

展优化探析 ［ Ｊ］ ．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２０１８
（７）：６３－６７．

２２ 任瑞荣，等．“微时代”高校图书馆微服务体

系构建［ Ｊ］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２０１８（６）：４６
－４９，６２．

２３ 王福，等．移动图书馆场景化信息接受畅融

２５

·管理与服务·



合研究［Ｊ］ ．图书馆学研究，２０１８（２）：７７－８３．
２４ 王福，毕强．移动图书馆场景化信息接受情境聚

合研究［Ｊ］．情报理论与实践，２０１８（６）：８－１３．
２５ 董建忠，任瑞娟．基于关联数据的高校图书

馆场景化知识服务系统架构设计［ Ｊ］ ．图书馆

论坛，２０１８（１１）：７７－８３．
２６ 王福． 移动图书馆场景化信息接受适配研究

［Ｄ］ ．长春：吉林大学，２０１８．
２７ 陈静，等，编译．大英图书馆 ２０２０ 年愿景［ Ｊ］ ．

图书情报工作动态， ２０１０（１１）：１－６．
２８ 王福，毕强．移动图书馆场景化信息接受情境

重组研究［Ｊ］ ．图书馆建设，２０１７（１２）：３９－４５．
２９ 王福．移动图书馆信息接受情境计算模式及

其细 化 研 究 ［ Ｊ］ ． 图 书 馆， ２０１７ （ ７）： ９９ －

１０５，１１１．
３０ 柳益君，等．高校移动图书馆的场景化资源

推荐服务：要素、模型和技术［ Ｊ］ ．图书馆学研

究，２０１８（１）：６７－７１．
３１ Ｇｈｏｂａｋｈｌｏｏ Ｍ， ｅｔ ａｌ．Ａｄｏ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ｂｉｌｅ Ｃｏｍ⁃

ｍｅｒｃｅ：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Ｅｎｄ Ｕｓｅｒ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 Ｊ］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Ｍｏｂｉｌ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ＩＪＥＳＭＡ），
２０１３，５（１）：２６－５０．

３２ 黄铖．基于移动场景模型的个性化推荐研究

［Ｄ］ ．长沙：湖南大学，２０１２．
３３ Ａｌ⁃Ｆａｒｅｓｉ Ｓ，Ｐａｔｅｌ Ｎ．Ｔｈ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ａｎ ａｄｏ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ｍｏｂｉｌ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ｌｉ⁃
ｂｒａｒ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Ｃ］ ／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ＥＥＥ， ２０１２：２１６－２２４．

３４ Ａｒｉｆ Ｍ，Ｋａｎｗａｌ Ｓ． 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ｍｏｎｇ ｆｅｍａｌ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ａｃ⁃
ｃｅｓｓ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ｎ ｔｈｅｉｒ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ｎ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ｗｏｒｋ： Ａ ｃａｓ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Ｕ⁃
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Ｊ］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０９，４１（３）：１２２－１２８．

３５ 王福，等．移动图书馆场景化信息接受适配

功能设计研究［ Ｊ］ ．图书馆建设，２０１８（３）：６５
－７１，８０．

３６ Ｈöｐｋｅｎ Ｗ， ｅｔ ａｌ． Ｃｏｎｔｅｘｔ⁃ｂａｓｅｄ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ｂｉｌ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ｏｕｒｉｓｍ． ［ Ｊ］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 Ｔｏｕｒｉｓｍ， ２０１０，１２（２）：１７５－１９５．

３７ Ｃｈａｖｅｅｓｕｋ Ｓ，ｅｔ 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ｏｂｉｌ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ｉ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ｍｏｄｅｌ［Ｃ］ ／ ／ 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ＩＥＥＥ， ２０１３：１８－２４．

３８ 王福，刘姝瑾．基于信息接受规律的移动图

书馆场景重构［ Ｊ］ ．情报资料工作，２０１８（５）：
５０－５６．

３９ Ｒｏｓａｌｅｓ Ｓ Ｂ，Ｍｕｅｌｌｅｒ⁃Ｇｏｒｃｈｓ Ｍ，Ｋｕｎｚｅ Ｃ． Ｓｃｅ⁃
ｎａｒｉｏ⁃ｂａｓｅｄ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ａｎ ＩＣＴ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ｆｏｒ ｍｏｂｉｌ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ｉｎ ａｍｂｕｌａｔｏｒｙ ｃａｒｅ ｎｕｒｓｉｎｇ
［Ｊ］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Ｈｅａｌｔｈ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２００９，１４６（１４６）：６４－６４．

４０ 毕达天，等．基于 ＶＳＭ 的移动图书馆用户画

像及场景推荐 ［ Ｊ］ ．数据分析与知识发现，
２０１８（９）：１００－１０８．

４１ 李易宁．“互联网＋图书馆”的延展维度与新

思路［Ｊ］ ．图书馆，２０１７（４）：７０－７５．
４２ 李慢，等．网络服务场景对在线体验及行为意

向的作用研究［Ｊ］ ．管理科学，２０１４（４）：８６－９６．
４３ 潘春华．基于 ＲＩＡ 技术的三维场景图书馆服

务系统设计与实现［ Ｊ］ ．图书情报工作，２０１０
（１３）：１１１－１１４．

４４ 杨文建．基于体验视角的高校图书馆服务场景

实证研究［Ｊ］．图书情报工作，２０１５（１）：６５－７２．

（王　 福　 副研究馆员　 内蒙古工业大学经济管

理学院， 刘兴军　 副研究馆员　 呼伦贝尔市图书

馆）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１２－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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