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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社会进步和科技不断更新的背景下，公共图书馆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特别是在经历了线下

运营困境和科技发展的双重压力下，近年来，公共图书馆的发展重点逐渐转向线上平台建设。本文通过

案例分析，探讨了公共图书馆线上平台信息设计的新动向。利用心理学理论，研究了信息设计在公共图

书馆线上平台建设中的基本任务。文章还应用METUX幸福模型，提出具体设计策略。为图书馆界和信息

设计领域的专业人士提供指导，帮助他们借助信息设计，为公共图书馆线上平台的未来发展带来新的活

力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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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social progress and continuous technological updates, public libraries are facing 
unprecedented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Especially under the dual pressure of offline op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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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al difficulties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in recent years, the development focus of public 
libraries has gradually shifted to the construction of online platform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new trends in the information design of public libraries’ online platforms through case analysis. It 
utilizes psychological theories to study the basic tasks of information desig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public libraries’ online platforms. The article also applies the METUX happiness model to propose 
specific design strategies. It provides guidance for professionals in the library industry and the 
field of information design, helping them use information design to bring new vitality and enligh-
tenment to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public libraries’ online platf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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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公共图书馆自其诞生之初，便承担着知识共享和文化传承的重要功能。传统上，这些功能主要局限

于图书馆的物理空间。然而，随着数字技术和互联网的快速发展，许多公共图书馆通过线上平台的建立，

将其服务范围扩展到全球各地。这一转型不仅为公共图书馆带来了新的机遇，也对其设计提出了新的挑

战[1]。本文旨在深入分析公共图书馆在线平台的设计需求，采用多种研究方法(例如案例分析、用户调研

等)探讨其如何更好承担文化传承与保护的核心职责，进而提出一系列应对性设计策略，以期为公共图书

馆的数字化转型提供创新视角和实用的设计策略指导。 

2. 公共图书馆的过去与未来 

2.1. 公共图书馆线下面临的困境 

公共图书馆的发展经历了从私人藏书到公共服务的重大转变，这一过程不仅体现了文化和社会价值

观的演进，也反映了技术进步对文化传播方式的深刻影响。早期的藏书楼如战国时期的田氏藏书楼、秦

始皇的皇家藏书阁，主要服务于少数精英和统治者。印刷术的发明和普及标志着知识传播的一个重要转

折点，它极大地降低了书籍的生产成本，使得书籍更加普及，知识传播的范围得以扩大。随着社会的进

步和公民文化需求的提升，图书馆逐渐从私人藏书的形式转变为面向公众开放的公共服务机构。这一转

变不仅让更广泛的社会群体能够接触到丰富的知识资源，也促进了社会整体文化水平的提升。近几年的

疫情对公共图书馆造成了显著影响，导致闭馆或限制开放，显著影响了用户对实体资源的访问。根据国

家统计局的数据[2] (见表 1)，自 2019 年起，公共图书馆年流通量连续两次下滑；根据进一步的统计(见图

1)，2020 年相比前一年减少了 35.11%，2022 年又轻微下降了 0.71%，且 2020 年至 2022 年的年流通量都

未能超过疫情前的水平。这种持续的下降趋势迫使公共图书馆加快了转型步伐，采取新的营业模式以增

强吸引力。与此同时，公共图书馆还面临着经费紧张、空间有限和藏书老化等挑战，这些问题共同影响

了公共图书馆服务的质量和效率。这种情况下，公共图书馆需要探索更多的服务模式和资源更新策略，

以适应当前的挑战并满足社区成员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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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Statistical table of the total number/circulation volume of national public libraries from 2018 to 2023 
表 1. 2018~2023 年全国公共图书馆总数量/流通量统计表 

年份 总数量 流通量 

2018 3173 84,529 

2019 3189 87,774 

2020 3202 56,953 

2021 3217 72,898 

2022 3303 72,375 

2023 3309 112,668 

 

 
Figure 1. Change chart of circulation of national public libraries from 2018 to 2023 
图 1. 2018~2023 年全国公共图书馆流通量变化图 
 

为应对这些困境，公共图书馆正在积极利用网络技术建立线上平台。通过这些平台，图书馆不仅提

供电子书籍、数据库、期刊等数字资源，还提供在线咨询、培训和社区互动等服务，借此提升用户的参

与感和归属感。上海市图书馆建立了数字馆藏平台，提供了丰富的数字化资源，包括数字图书馆、数字

展览、数字文献等，提供了大量的数字化文献资源、丰富的数字展览、多样化的在线服务，拓展了图书

馆的服务范围和影响力。北京市图书馆建立了虚拟现实图书馆体验馆，利用虚拟现实技术为读者提供了

全新的阅读体验，读者可以通过 VR 头盔进入虚拟图书馆，与图书进行互动，体验沉浸式的阅读体验，

拓展了阅读的方式和形式。这一数字化转型不仅满足了用户的多元化需求，也为公共图书馆的未来发展

开辟了新的道路[3]。展望未来，公共图书馆有望通过技术创新和服务模式的变革，进一步提升其服务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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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和社会影响力。 

2.2. 网络科技发展下的公共图书馆发展新局面 

伴随着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第三次科技革命，网络技术在社会各领域广泛普及，催生了各类高新科

技的迅速发展，各种技术应用场景逐步解除了传统时空的限制。而随着诸如增强现实(AR)、人工智能(AI)、
元宇宙等新兴技术的不断涌现，人类生活空间开始从实体世界扩展至更为广阔的虚拟世界。在此背景下，

人们的阅读习惯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易于获取和阅读的电子书成为了当代多数人的首选，纸质书籍的

使用正逐渐减少。此外，公众对于更丰富的阅读体验的需求日益增长，公共图书馆提供的传统单一阅读

场景和较为繁琐的借阅流程成为限制用户体验的瓶颈，直接导致了公共图书馆资源利用率下滑严重、经

营困难、文化影响力减弱等问题[4]。 
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进步，中国政府致力于文化事业创新及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发布

了多项政策。2019 年 12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和教育部等发布《关于促进“互联网 + 社会服务”发

展的意见》，旨在鼓励互联网医院、数字图书馆、数字文化馆、虚拟博物馆、虚拟体育场馆及大规模在

线开放课程(MOOC)等服务的发展。这些政策旨在放大和共享社会服务领域中的优质资源，推动服务领域

的创新和资源的有效利用[5]。2021 年 11 月，《国家图书馆“十四五”发展规划》的发布，标志着国家

图书馆在“十四五”时期的发展方向和目标得到明确，特别是对馆藏文献信息以及线上线下知识资源的

集成管理、深度加工与整合的重视，展示了构建统一检索与发现平台的迫切需求。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

公共图书馆正稳步进行数字化转型，这不仅涉及到图书馆服务的数字化实现，还包括图书馆功能的多元

化扩展。为适应这种发展趋势，许多公共图书馆开始增加新的线下功能空间，如咖啡厅、交互式展览馆

和多功能交流区等，使图书馆成为一个集现代化、多元化于一体的城市文化空间。这些创新措施提升了

图书馆的吸引力和服务能力，也展现了图书馆在数字时代对传统服务模式的创新和调整。 

3. 公共图书馆线上平台发展状况 

江苏作为中国东部的重要省份，不仅拥有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密度，而且在公共文化服务的

数字化建设方面也具备一定的先进性。为了深入了解中国公共图书馆线上平台建设的前沿发展状况，本

文选取了江苏省内五所市立图书馆的线上平台进行了详细考察，并汇总其主要功能于表 2。通过调研，

发现相关公共图书馆的线上平台普遍具备了以下基础功能：基础信息指南、书目检索、线上书刊阅读、

听书功能、活动新闻专栏、借阅情况查询、以及电子借阅证的绑定等，显示出江苏地区公共图书馆在数

字化建设方面已取得初步成效。借助现代科技手段，这些图书馆能够提供一个多维度、全方位、广覆盖

的知识服务体系，以满足公众多样化和个性化的阅读需求[6]。 
 

Table 2. Statistical table of the function information of the online platform of 5 municipal libraries in Jiangsu province 
表 2. 江苏 5 所市立图书馆线上平台功能信息统计表 

功能 
名称 

信息 
指南 

书目 
检索 

线上 
书刊 

儿童 
专区 

听书 
功能 

活动 
新闻 

借阅 
情况 

绑定 
电子借阅 

智能 
客服 

送书 
上门 

志愿 
服务 

书评 
留言 

南京图书馆 √ √ √ √ √ √ √ √ √ √   

苏州图书馆 √ √ √  √ √ √ √ √    

无锡图书馆 √ √ √  √ √ √ √  √   

常州图书馆 √ √ √ √ √ √ √ √     

南通图书馆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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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2 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的《质量强国建设纲要》明确提出，加快推进图书馆、博物馆

等公共文化场馆的数字化发展，并强调了线上线下服务融合的重要性。为实现这一目标，公共图书馆的

线上平台需采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和设计理念，以便更好地整合并呈现数字资源。具体来说，这包括但不

限于：提供高效的搜索引擎、用户友好的界面设计、多元化的数字内容(如电子书籍、数字档案、互动展

览等)，以及便捷的线上互动和服务功能。此外，线上平台应与图书馆的实体服务紧密结合，如通过线上

活动预约、数字资源的实体延伸等方式，实现无缝的服务融合。 
 

Table 3. Statistical table of feeling defects used on the online platform of 5 municipal libraries in Jiangsu province 
表 3. 江苏 5 所市立图书馆线上平台使用感受缺陷统计表 

缺陷 出现次数 

交互动效不流畅 8 

电子借书卡依赖实体借书卡，操作复杂功能使用率低 6 

界面过于复杂，找到想要的信息花费时间过久 8 

缺少导航功能 3 

缺少互动性与社交功能 6 

线上预订图书后取书流程较繁琐 7 

交互动效不流畅 8 

 
见表 3，通过对 5 家公立图书馆线上平台的用户评测，主要问题包括交互效果不流畅、界面设计复

杂和信息查找耗时长等，处于可用性阶段，尚未充分达到实用性、易用性和乐用性。此外，所有图书馆

均要求先办理实体借书卡后绑定电子借书卡，增加了线上服务的门槛。特别是苏州、无锡、常州图书馆，

其微信公众号与小程序功能割裂，影响用户体验。例如，苏州图书馆微信平台连接两个小程序，但功能

差异不明显，造成用户混淆。这反映了图书馆线上平台在满足用户便捷性、及时性和交互性方面与实际

需求的差距，导致用户体验不佳。 

4. 公共图书馆线上平台设计任务研究 

4.1. 基于活动理论的核心要素分析 

活动理论(Activity Theory)，起源于康德和黑格尔的哲学思想，后由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进一步发

展。心理学家列夫·维果斯基首次提出该理论，强调“活动”作为理解和分析人类社会活动的核心元素。

活动理论将活动视为知识和技能内化过程的桥梁，为分析人类社会行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7]。在图

书馆线上平台的设计和优化过程中，应用活动理论可以帮助我们更全面和系统地理解用户、技术和内容

之间的交互。这种分析为后续的设计、优化和评估工作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8]。本文将采用活动理论

作为分析工具，依据图 2 的指导，深入探讨公共图书馆线上平台活动体系的六个核心要素：主体、客体、

分工、共同体、工具与规则，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9]。通过这种分析，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图书馆

线上平台的运作机制和用户互动模式，从而为提升平台的功能性和用户体验提供指导。 

4.1.1. 公共图书馆线上平台设计主体 
图书馆的线上平台通常由图书馆自身主导建设和管理，它们基于各自的馆藏资源和文化特色进行设

计，并参考图书馆线下的服务模式开发相应的线上服务平台。在这一过程中，图书馆作为主体，需要遵

守相关的规则和标准，并通过合理的工具使用和职责分工与客体(即用户)和共同体(包括其他社会组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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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进行有效的互动和服务。为了提升线上平台的效果和影响力，图书馆作为主体的角色需要进一步扩

大。这包括加强与各类社会组织、学校、政府部门和科研机构的合作，以及利用新闻媒体等传播平台，

以提高图书馆资源在用户群体中的利用率和知名度。通过这种方式，图书馆可以形成一个以自己为核心、

其他社会组织和机构为辅助的多元化主体矩阵，从而更有效地服务于社会和用户。 
 

 
Figure 2. Elements and interrelations of the online platform system of public library 
图 2. 公共图书馆线上平台体系要素及相互关系 

4.1.2. 公共图书馆线上平台设计客体 
客体是主体通过活动寻求转化或实现的目标。在图书馆线上平台中，客体可能是获取知识、完成研

究、享受文化产品或参与社区交流，我们可以笼统的概括为：市民。客体为公共图书馆的直接操作对象

以及最终的活动目标，客体的需求与体验就显得尤为重要，一切活动应当以客体需求出发，提升客体体

验。各地公共图书馆的使用受地域限制的影响，除特殊需要，市民在有需要时一般会选择同区域或相邻

的公共图书馆，公共图书馆线上平台的主要用户自然就也在这一群体中，需要满足客体可能出现的各类

使用场景，如：借阅、学习、闲逛、休息、办公等……图书馆线上平台不仅仅是一个数字化的馆藏资源

展示平台，更是一个综合性的服务平台，因此要为市民提供全方位的知识获取、学习支持、文化享受和

社区互动的空间，实现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理念，不仅满足市民的信息需求和文化需求，还能促进知识

的传播和文化的繁荣。 

4.1.3. 公共图书馆线上平台设计工具 
公共图书馆线上平台作为连接图书馆(即主体)、用户(即客体)及其他社会组织和机构(即共同体)的关

键工具，其核心职能在于突破地理限制，强化三者间的交流与协作。通过扩展互动接触点，线上平台为

用户提供高效服务，同时促进图书馆与社会共同体间更广泛的互动。平台构建依托数字化内容和智能技

术，通过用户界面(UI)以视觉化形式向用户展示，旨在满足用户需求并通过图书馆资源的有效展示达成

此目的。信息交互界面作为用户与图书馆直接沟通的桥梁，其信息设计的质量直接关系到用户信息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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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效率和体验，因此，优化信息交互设计对于提升线上平台功能性和用户满意度至关重要。 

4.1.4. 公共图书馆线上平台设计共同体 
本研究中，共同体包括各类社会组织、学校、政府部门、科研机构以及新闻媒体等，它们与公共图

书馆(主体)及其主要用户群体(客体)具有众多共通点，因而形成了互利共赢的合作关系。设计公共图书馆

线上平台时，需优先考虑这些共同体的参与，以发挥它们的资源优势，扩展图书馆的功能与影响。这种

合作不仅有助于图书馆更有效地满足当前社会需求，还能增强其作为信息与文化中心的核心作用。例如，

与教育机构合作可丰富图书馆的教育资源，与科研机构合作可提升其研究功能，而与媒体的合作则能增

加图书馆服务的知名度与影响力。这样的多方协作不仅提升了服务质量与效率，也为用户带来了更多样

化和全面的服务体验。 

4.1.5. 公共图书馆线上平台设计规则 
在公共图书馆线上平台的搭建过程中，其运作受到来自活动系统内外的各种显性和隐性规则的约束。

显性规则主要涉及法律要求和政府制定的政策文件及规范。与此同时，隐性规则主要关注于平台运行中的

伦理道德要求。这包括但不限于对平台内广告内容的严格管控，以及对平台运营人员的职业道德标准的设

定。这些隐性规则虽不像显性规则那样明文规定，但对维护平台的正常运行和用户体验同样至关重要。 

4.1.6. 公共图书馆线上平台设计分工 
在公共图书馆线上平台的构建和运营过程中，涉及多方的分工与协作，其职责可以清晰划分。政府

和社会组织负责监督和指导，为图书馆的线上服务提供政策支持和资源配合，共同推动跨领域的协作与

创新[10]。图书馆本身需将其丰富的线下资源数字化，以便在线上平台使用，同时基于用户需求设计和优

化线上服务，确保平台的文化传播和教育功能得到有效实施。市民作为服务的接受者，是图书馆信息和

文化产品的最终用户。这种跨部门的合作机制确保了公共图书馆资源的有效利用和社会价值的最大化，

通过有效的角色分工与责任落实，促进公共图书馆服务的创新与发展。 

4.2. 从信息设计出发的设计任务研究 

 
Figure 3. Information design system elements and mutual relations 
图 3. 信息设计体系要素及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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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3 所示，公共图书馆线上平台的信息服务结构由用户信息搜寻动机引导。在这个结构中，用户

需求是驱动整个信息设计流程的核心因素，与其他五个要素相互作用，共同构成完整的信息设计服务[11]。
根据活动理论的框架，信息设计过程可以划分为准备阶段、构建阶段和结果阶段[12]。在公共图书馆线上

平台的设计任务中，主要围绕以下四个方面展开深入探讨和研究：需求分析、功能设计、技术实现和用

户体验。这些方面是线上平台设计和运行的基础，互为补充。 

4.2.1. 需求分析 
这一步骤构成了信息设计的准备阶段，是整个设计过程的基础。需求分析包括对图书馆线上平台的

主体目的、用户(客体)需求以及合作伙伴(共同体)的需要进行详细调研和分析。重点是以用户为中心，明

确图书馆线上平台的建设目标。这包括对不同年龄段、不同职业用户的多样化需求的分析，以发掘相应

的服务内容、方式和预期效果，从而为功能设计和技术实现奠定坚实的基础。 

4.2.2. 功能设计 
功能设计阶段是信息设计流程的核心构建部分。此阶段的主要工作内容是，根据之前的需求分析

结果，确定线上平台的主要功能模块和业务流程；输出简洁明了的用户界面和交互方式；制定功能规

范和测试方案。这一阶段的目标是确保功能设计符合用户需求，并为技术实现和用户体验提供明确的

指导。 

4.2.3. 技术实现 
作为信息设计流程的结果阶段，技术实现的任务涉及将功能设计转化为具体的技术解决方案。这包

括选择合适的技术框架和开发工具，编写程序代码和构建数据库结构，以实现图书馆线上平台的功能模

块和业务流程。同时，进行系统部署和测试，以确保平台的稳定性和可靠性，从而为优化用户体验提供

技术支持。 

4.2.4. 用户体验 
用户体验关注的是对公共图书馆线上平台的使用效果和用户满意度的评估与提升。这一过程涉及收

集用户的反馈和建议，分析用户的行为数据，并据此优化用户界面和交互方式。目的是提高公共图书馆

线上平台的服务质量和增强用户的忠诚度。用户体验既是信息设计的一个关键前置阶段，也是结果的反

馈环节。通过这一持续的优化过程，公共图书馆线上平台可以实现其产品的不断改进和可持续发展。 

5. 基于 METUX 幸福模型的公共图书馆的线上平台信息设计策略 

METUX 幸福模型由卡里罗教授提出，是一种以“幸福设计”为核心的产品设计模型，适用于对现

有产品进行优化，以提升用户体验。见图 4，它从“界面”“任务”“行为”“生活”这四个层面入手，

侧重于评估并满足用户在整个使用过程中的基本心理需求。该评估通过不断循环的“动机(Motivation)-
投入感(Engagement)-幸福感(Thriving)”过程进行，其中“自主性”“胜任力”和“关系”被视为设计的

关键因素[13]。自主性指的是用户能够根据自己的目标和价值观做出行为决定；胜任力指用户感觉到自己

有能力并且高效；关系则是指用户感觉到与他人的联结和归属感[14]。 
在公共图书馆线上平台的信息设计中，METUX 模型被用来提供一个全面理解用户需求和满意度的

关键因素框架。设计人员可以借此更有效地提炼用户的主要需求，进而优化产品的用户体验。同时，它

还可以有效指导用户界面设计，使其更符合用户心理需求，从而提高用户的产品满意度。本文将基于该

模型，进一步细化上文提出的设计任务，并从 METUX 模型中的“界面”“任务”“行为”“生活”四

个层面分析公共图书馆线上平台信息设计的路径与策略[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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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A Schematic representation of the “METUX happiness model” 
图 4.“METUX 幸福模型”示意图 

5.1. 界面设计层面的用户中心策略 

在界面设计层面，以用户为中心是实现成功设计的关键。以用户为中心(UCD)的设计方法通过将用

户需求与反馈整合至设计过程，确保相关设计方案满足用户期望的同时，提供优质用户体验。设计师借

助用户研究、可用性测试及用户反馈等工具和过程，更准确地捕捉并理解用户真实需求，并将相关需求

应用于设计，确保平台界面直观易用，减少用户使用过程的认知负担。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可从如下几

个视角入手。 

5.1.1. 界面简洁一致 
作为信息设计的关键原则，侧重于通过清晰、一致的设计提升信息传递的效率和准确性。它倡导使

用简单明了的语言符号、清晰的信息结构和简约的视觉元素，旨在减轻用户的认知负担，避免误解和混

淆，从而增强用户的关注度和理解深度。这种设计不仅能提升用户体验，增加用户的使用意愿，还能简

化信息的维护和更新过程，提高后期管理的效率和便利性。简洁一致性的应用，能有效提高信息系统的

整体性能和用户满意度。 

5.1.2. 多模态并用 
多模态界面在信息设计领域展现出了其广泛的研究价值和应用潜力。这种界面通过整合多种感官通

道，包括视觉、听觉、触觉和语音等，来提供更为丰富和交互性强的用户体验。设计多模态界面的过程

中，关键在于考虑到不同用户群体的特定需求。除了适老化设计以适应老年用户外，还应重视那些有视

觉、听觉和运动障碍的用户。为了服务这些用户，可以探索手势识别、语音识别和触觉反馈等技术的应

用，以创造更具包容性的多模态界面。例如，屏幕阅读器和语音导航系统等工具，能够确保所有用户，

无论其身体条件如何，都能有效访问和使用信息。这种设计方法不仅提升用户体验，还是信息设计领域

可访问性和包容性的重要体现。 

5.1.3. 个性化定制 
在公共图书馆线上平台的界面设计中应纳入定制化的用户资料选项，以便用户根据个人偏好、兴趣

和语言设定进行个性化的体验。个性化内容的推荐，依赖于对用户兴趣的精准把握，如根据用户的喜好

推荐相应的书籍或活动。集成的机器学习和数据分析技术进一步优化了推荐机制，通过分析用户的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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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和互动数据，提供定制化的内容建议，增加用户发现新兴趣点的机会。此外，平台应允许用户根

据个人视觉偏好调整界面设置，如主题色彩和字体大小等，进一步提升用户的满意度并促进了用户深

度参与。 

5.2. 任务设计层面的简化与引导策略 

5.2.1. 搜索与导航优化 
为增强公共图书馆线上平台的用户搜索体验，应从多个方面着手优化搜索属性。首先，准确的关键

词、标签和元数据的使用是确保图书馆资源被有效索引和用户能够轻松找到所需信息的基础。此外，对

搜索算法的优化能够确保用户查询返回最相关的结果，提高搜索的准确性和效率。技术性能的提升，如

页面加载速度，也对提高搜索引擎排名和用户满意度至关重要。同时，线上平台需提供直观易用的导航

系统，通过分类、标签、关键词等多元化资源组织方式，使用户能够根据个人需求快速定位信息。加之

多样化的导航工具，如面包屑导航、侧边栏导航等，能进一步优化用户的导航体验，降低寻找信息的努

力，从而提升整体的用户满意度和平台使用效率。 

5.2.2. 任务简化 
其核心在于最小化用户在平台完成任务所需的认知和操作负担。为此，关键措施包括优化搜索功能，

使其直观且高效，如通过实现自动完成、搜索建议和过滤选项等功能，帮助用户迅速定位所需信息。同

时，简化借阅流程，例如通过提供一键借阅或直接购买选项，减少冗余的确认步骤和信息输入，进一步

提升操作便捷性。通过实施这些措施，公共图书馆线上平台能够为用户提供更愉悦、更高效的体验，从

而激励用户更频繁地利用平台资源与服务，有效推动图书馆的数字化转型，增强用户满意度与参与度。 

5.3. 用户行为层面的创新与参与策略 

5.3.1. 社交互动 
在公共图书馆线上平台中集成社交互动元素，能够创造一个更有趣味且易于沉浸的在线体验。例如，

引入社交媒体功能，使用户能够分享他们的阅读列表、书评和书籍推荐。这样的互动不仅促进用户间的

交流，还有助于图书馆资源在社交网络上的传播。通过这种方式，平台可以增强知识分享和文化交流，

提高用户的参与度以及平台本身的吸引力和影响力。此外，社交互动的集成也为图书馆的数字化转型提

供了新的动力和潜在可能性，使得图书馆服务更加贴近当代用户的社交需求和习惯。 

5.3.2. 协作互动 
创建一个专门的读者社区或论坛，不仅作为讨论书籍、书评和阅读体验的中心，也可以成为文学爱

好者与专家互动的平台。通过引入专题讨论、在线读书会和作家互动会话等活动，读者能够深入探索作

品背后的故事，并与作家或专家直接交流。这样的互动不仅丰富读者的阅读体验，也能增强社区的凝聚

力，提供一个促进学习与合作的环境。同时，用户还可以在论坛分享书籍摘录、读书笔记等资源，帮助

优化平台的个性化推荐系统，为用户提供更贴合个人阅读兴趣的内容。通过这些措施，公共图书馆线上

平台不仅是获取信息的场所，更是文化交流和共同学习的社区，能有效促进用户从被动接收到主动参与

的转变，鼓励合作与创新。 

5.3.3. 整合创新资源 
公共图书馆线上平台通过加强数字资源整合、推广开放获取资源、发展数字人文与文化项目，并建

立开放式创新平台，可以极大地促进用户创新与创作。这不仅支持学术研究与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也

显著提升图书馆的价值和社会影响。整合数字资源使得传统图书、期刊和档案更易于访问与利用。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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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和数据策略进一步便利用户访问使用这些资源，尤其对学者和创意人士至关重要。数字人文和文化

项目提供深入探索历史、文化现象的新视角和工具。开放创新平台则促进协作、知识共享，为用户提供

实验和实现创意的空间。通过这些措施，公共图书馆线上平台成为创新中心，为社会提供丰富的知识资

源生态系统。 

5.4. 生活服务层面的用户幸福感提升策略 

5.4.1. 动态关注用户满意度 
公共图书馆线上平台的用户体验对市民文化生活品质有着直接影响。为确保平台能持续改进，定期

进行用户满意度调查是非常有必要的。这不仅涉及收集和分析用户反馈，还需深入理解用户需求、偏好

及不满意之处。鼓励用户主动反馈同样重要，图书馆线上平台应提供明确、易用的反馈渠道，并定期评

估这些渠道的知晓度和使用情况，以方便用户表达意见和建议。通过这些措施，图书馆线上平台能更好

地满足用户需求，提升用户满意度，加强其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和价值。 

5.4.2. 持续性的数据跟踪与改进 
有效的数据跟踪分析和改进策略是图书馆线上平台优化的重要抓手，包括用户行为分析、资源利用

分析、性能监测和 A/B 测试等方面的策略都是至关重要的。设计人员需要从设计初期就预设数据跟踪点，

利用分析工具追踪用户行为，并评估策略的效果以及时调整。数据分析应被视为一个持续过程，而非一

次性活动。通过建立有效的反馈循环，图书馆能持续收集和分析数据，不断优化信息设计。此外，响应

用户反馈和数据分析所揭示的问题，定期评估和提升平台性能及用户体验，同时关注技术演变并更新平

台技术基础是必需的。随技术进步，平台的研发团队需确保关注相关技术发展，优化平台支持不同设备

和浏览器，提供更好的性能、安全性和可用性，确保用户无论使用何种设备或浏览器都能获得最佳体验。 

6. 总结与展望 

公共图书馆线上平台的信息设计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以用户获得感、幸福感为导向，对用户体验

的生活–行为–任务–界面等各个维度进行综合考虑；同时它还受到政策法规的影响，因此需要开发团

队密切关注法律法规的更新和变化，确保信息平台的设计符合法律要求。此外，由于用户需求、社会趋

势、技术基础以及政策法规等要素又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这就要求开发团队不仅要把握相关设计策略，

也要具备持续学习的精神和不断创新的能力，做到紧跟时代发展的浪潮，用前瞻性的思维做可持续设计。

相信在我们不断探索和改进的创造过程中，公共图书馆线上平台将不断提升用户的幸福感与生活质量，

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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