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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构建创客空间已经成为高校图书馆知识服务的一大新趋势，文章阐释了创客和创客空间的概念及特征，

分析了高校图书馆构建创客空间的三大优势(资源优势、主体优势和平台优势)，探讨了高校图书馆构建创客空间

应遵循互动性、融合性和广泛性的原则，并就如何构建高校图书馆创客空间提出四点建议，即建好馆员队伍、用

好馆藏资源、育好创客社群和做好协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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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工作。2015 年 6 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大力推进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提出要

“增强创业创新意识”“加大对创业创新支持力度”

“做大做强众创空间”。当前，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浪潮正席卷我国各地，创客运动呈现蓬勃发展势

头。高校图书馆作为传播知识的主阵地，构建创客

空间已经成为高校图书馆知识服务的新趋势，如何

构建创客空间从而为创客提供优质便捷的服务是

值得我们思考和研究的课题。 

一、相关概念及特征 

(一) 创客的概念及特征 

创客翻译自英文“Maker”，来源于美国麻省理

工学院的一个实验课题，该课题以创新为理念，以

客户为中心，以个人设计、个人制造为核心内容，

参与实验课题的学生即成为“创客”。目前，创客

的含义有所改变，学界还没有一个权威的定义，但

创客的身份已经不局限于学生。吕娟等认为，创客

指的是一类不以营利为目标，努力把创意转变为现

实的人，他们以用户创新为核心理念，热衷于创意、

设计、制造，坚持分享和传播知识的崇高信仰，追

求为全人类创造美好生活的人生价值[1]。 

创客热衷于创造新的概念或者产品，注重与伙

伴进行相互交流、相互分享，从而实现创意目标。

创客具有以下共同特征：①目的的非营利性。创客

不追求营利，在创客活动的过程中，愿意分享彼此

的知识和经验。②活动的协作性。创客活动的主体

往往不是一个单一的个体，而是一群具有共同兴趣

爱好和强烈创新意识的群体，创客注重团队合作、

社群合作。③工具的前沿性。创客追求将创意变为

现实，他们大多以前沿的技术或设备进行创客活

动，倾向于使用数字化工具或智能制造设备进行设

计或制造。 

(二) 创客空间的概念及特征 

创客空间的概念和创客密切相关，翻译自英文

Maker space 或者 creative space，林祥等认为创客空

间是指允许并鼓励成员交流分享创意、经验或开展

创新实践等活动的特定空间，包括实验室、工作坊、

工作室等多种形式[2]。宋甫等细化了图书馆创客空

间的概念，认为图书馆创客空间从宏观角度来讲是

图书馆为使用户能发挥创意和实现创意提供工具

资源和交流平台，让用户在实践过程中实现知识学

习和知识创新的一种新型图书馆服务模式；从微观

角度来说，图书馆创客空间是图书馆为图书馆用户

提供工具资源，让有共同兴趣爱好的用户聚集在一

起，在实践过程中学习交流和创新的空间场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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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创新创业浪潮的兴起，创客空间的概

念得到快速普及，创客空间的建设得到快速发展。

笔者认为，创客空间已不局限于物理空间，也可以

延伸至虚拟空间。总的来看，创客空间有以下特征：

①依托于一定的物理空间。创客空间可以是虚拟

的，但它必须以依托一定的物理空间为前提，这个

物理空间不局限于某一个特定的地方，它可能是大

学图书馆，也可能是在 DIY 的一个工厂或者仓库。

②依托于一定的条件保障。虽然创客进行的是创意

活动，但将创意变成现实需要一定的物质和技术保

障，比如创客空间应拥有一定的知识资源储备和计

算机、生产机床、3D 打印机、智能制造设备，等

等。③依托于一定的创客群体。创客空间的核心是

创客，如果没有创客，那么创客空间只是一具空壳。

在创客空间，创客可以自行获取知识，也可以与他

人分享知识；可以进行个人项目的研究，也可以与

他人合作开展项目研究。 

二、高校图书馆构建创客空间的独特优势 

高校图书馆是大学生学习交流和老师学术研

究的重要场所，是全民阅读推广的主阵地，高校图

书馆构建创客空间具有以下独特优势： 

(一) 资源优势 

高校图书馆是一个巨大的知识资源库，拥有大

量文献资源，是集知识采集、存储、加工、共享于

一体的知识殿堂。随着新技术的发展和应用，高校

图书馆不仅提供纸质资源服务，还具备了综合资源

服务能力，通过“智慧图书馆”“手机图书馆”“移

动图书馆”等新的形式，随时随地为创客提供知识

资源服务。因此，资源优势是高校图书馆独一无二

的优势，是其他创客空间所不能比拟的，创客群体

可以在高校图书馆创客空间自由、免费获取大量的

知识资源。 

(二) 主体优势 

研究表明，高校学生本身尝试改变的意愿使得

其对于创客空间的相对优势和有用性感知更明显，

并认为创客空间的可试性更高[4]。高校的主要群体

是教师和大学生，大学生正处于青年时代，兴趣广

泛，思维活跃，动手能力强，很多创客都来源于大

学生。高校教师很多都在科研一线，知识广泛、经

验丰富，可指导大学生进行创客活动。高校图书馆

是师生最常去的场所之一，大学生是高校图书馆创

客空间的主体，因此图书馆构建创客空间具有天然

的主体优势。 

(三) 平台优势 

大学生具有很多创新的“金点子”，但如果没

有一定的平台，“金点子”将成为“空中楼阁”。高

校图书馆良好的实体环境为创建创客空间提供必

需的物理场所，浓厚的学习氛围为创客们交流学习

营造有利的气氛，让创客们在图书馆创客空间相互

交流、彼此分享，通过头脑风暴产生新的思想和创

意。高校图书馆根据创客的需求，邀请专家开展咨

询、答疑或举办创新创业讲座，通过提供专业化的

精准服务，进一步增强创新创业氛围，提升创客的

创新意识。 

三、高校图书馆构建创客空间的基本原则 

高校图书馆创客空间的构建并没有标准模式，

但高校图书馆应充分发挥图书馆的优势，在构建创

客空间时坚持互动性、融合性和广泛性原则，促进

创客学习交流，提高创客活动的质量和效果。 

(一) 互动性 

互动性是创客空间显著的特点。创客往往不是

孤军奋战，而是团队参与。高校图书馆创客空间的

互动性一方面体现在创客和图书馆之间，如在知识

交流互动方面，图书馆根据创客的需求采集知识资

源，创客从图书馆获取知识资源，从而使创客和图

书馆之间进行良性互动。另一方面体现在创客和创

客之间，创客之间的互动可以是面对面的创意碰

撞，也可以是在虚拟空间的知识交流。通过这种双

向或者多向的互动，提高知识互动交流的速度和知

识创新的频度。 

(二) 融合性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新理念、新技术、新

业态层出不穷，这为创客空间的发展提供了重大机

遇。创客空间的基础来源于实体空间，但随着技术

的发展，创客空间正呈现实体空间和虚拟空间融合

的模式。正如随着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图书馆也

不再局限于实体图书馆，延伸出了虚拟图书馆。虚

拟创客空间是实体创客空间的拓展，它打破了原来

实体创客空间的空间障碍，方便创客们随时随地接

入，极大地促进了知识的无障碍流通，提高了阅读

学习效率，启发了创客创新思维，从而使得创意在

知识融合中产生。 

(三) 广泛性 

图书馆创客空间的参与主体、应用技术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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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都呈现广泛性。在参与主体方面，创客既可以

是学生，也可以是老师，他们都可以在图书馆创客

空间寻找创意灵感，开展创客活动。在应用技术方

面，创客主要是进行创新的活动，只要是有助于推

动创客活动发展的新技术，都可以也应该在创客空

间得到应用，如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3D 打

印等技术。在合作范围方面，创客空间提供了一个

开放的平台，本校之间的创客，创客和企业以及科

研机构都可以合作，甚至可以形成跨区域、跨国度

的创客联盟，进行深度合作。 

四、高校图书馆构建创客空间的工作建议 

高校图书馆创客空间可以通过多种类型、多个

维度的信息解析，向用户提供跨学科、跨领域的知

识服务，全面支持科研嵌入与创客素养的培育，重

构图书馆的核心竞争力[5]。近年来，高校图书馆日

益注重改进服务方式，服务创新创业活动，笔者认

为应该采取一些工作措施，使得高校图书馆创客空

间成为创客智慧的中转站、创意的集散地。 

(一) 建好馆员队伍 

创客活动是在科技快速发展背景下产生的一

种全新活动，这对图书馆馆员的综合能力提出了新

的更高的要求。馆员不仅要具备某一方面的能力，

而且应该具备信息检索能力、创客服务能力、科研

创新能力、团队合作能力等多种综合能力。要建立

一支专兼结合的创客服务馆员队伍，不仅能够指导

创客进行知识获取等，还能指导创客开展创新活

动。建好馆员队伍，一方面要加强对馆员的继续教

育，尤其是对云计算、大数据、数字技术、3D 打

印等新知识新技术的学习，不断提高馆员的学习和

实践能力。另一方面要改进对馆员评价的方法，鼓

励更多馆员参与创客服务当中，将馆员的职称评

定、年度考核等和指导创客的学习、实践活动结合

起来，对馆员指导的优秀创客活动应给予鼓励和 

奖励。 

(二) 用好馆藏资源 

知识资源的价值在于流通，创建高校图书馆创

客空间必须改变资源服务方式，变“要我服务”为

“我要服务”，最大限度实现资源共享，提高资源

利用效率，促进创客与图书馆之间、创客与创客之

间的知识交流与共享。图书馆在开展创客空间资源

服务时，应该注重创客的内在需求，建立创客需求

反馈机制，从而有针对性地进行文献资源的采购和

整理。要利用大数据、云计算、VR 等新技术、新

手段，借助“智慧图书馆”“移动图书馆”“掌上图

书馆”等多种方式，实现技术共享、数据共享、资

源共享、知识共享，为创客提供不同结构、不同层

次、不同种类的信息资源，开展精准的个性化服务，

使创客能实现学习、交流和实践的无缝连接。 

(三) 育好创客社群 

创客活动具有自发性，大多数创客都是凭着自

身兴趣爱好开展创客活动。自主创客社群具有易启

动、自生长、自组织、自管理、低成本、可扩展等

特征[6]。紧密的创客社群活动，不仅可以实现创客

的个人目标，还可以为其他创客带来价值。而互动

性、融合性、广泛性的图书馆创客空间契合了图书

馆社群的特征。图书馆创客空间应该致力于创客群

体的培养与发展，采取多种手段营造创新创造的良

好氛围，增强创客群体的紧密度、互粘度。要推广

创客空间，使更多学生了解创客文化，吸引更多学

生参与创客活动。要聚合不同兴趣和层次的创客，

促进创客群体间的知识交流和碰撞。要加强对创客

活动的指导督促，鼓励创客带来不同的创意设计和

创新实践。 

(四) 做好协同创新 

高校图书馆创客空间不仅应该成为创客活动

聚集的地方，还应该加强同外部空间的协同创新。

从微观层面来看，应该加强图书馆馆员与馆员之

间、创客与创客之间的协同创新，建立创客协同创

新长效化、制度化的机制，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氛

围。从宏观层面来看，应该加强高校图书馆创客空

间与高校创新创业孵化平台、企业研发实践中心等

的协同创新，促进大学生创客和企业创客、社会创

客的合作。“真人图书馆”作为知识服务创新的新

模式，可以强化知识互动交流，推动共享创新[7]。

高校图书馆创客空间可通过“真人图书馆”活动，

将企业和社会的创客作为“真人图书”引入创客中

心，提供“借阅”服务，加强对创新创业知识的交

流指导，同时可以组织高校图书馆创客空间的创客

到企业参观，直接与企业创客空间对接，提升协同

创新能力。 

五、结语 

本文简述了创客和创客空间的概念及特征，分

析了高校图书馆构建创客空间的独特优势，探讨了

高校图书馆创客空间构建的基本原则，并提出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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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工作建议，以期对高校图书馆构建创客空间提供

一些借鉴。但本文仅从理论角度进行探讨，没有与

实际案例相结合，对高校图书馆构建创客空间的内

在规律、运行模式和演进过程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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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tages and suggestion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makerspace in college libraries 

 

TANG Shang, CHEN Haomin 

 

(Library of Changsha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22, China)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makerspace has become a new trend of knowledge service in college libraries.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concep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maker and makerspace, and analyzes three advantages of college librari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maker space, namely resource advantage, subject advantage and platform advantage. The paper also 

discusses the principles of interaction, integration and universality on constructing makerspace in college libraries, and 

proposes how to build makerspace. Four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that is, setting up a good team of librarians, 

making good use of collection resources, fostering a good maker community, and undertaking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Key Words: college libraries; maker; makerspace; knowledge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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