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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共创视域下高校图书馆
    思政育人服务模式研究 *A

许 曌

（海南师范大学图书馆，海口 571158）

摘 要：［目的 / 意义］结合价值共创理论探索高校图书馆思政育人服务模式 , 有助于更好地提升高

校图书馆育人服务精准度和用户黏合度，实现高校图书馆思政育人价值，进而推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体

系建设。［方法 / 过程］对高校图书馆思政育人服务研究现状进行归纳，在此基础上引入价值共创理论，

探索高校图书馆思政育人服务的立体化模式。［结果 / 结论］从运行机制、保障机制、评价机制等方面，

提出提升高校图书馆思政育人服务效能的建设策略，具体包括以整体化项目管理推进育人服务可持续发

展、以共创型协同合作助力育人服务高质量开展、以立体化评价机制促进育人服务科学有效进行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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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2021 年 3 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一定要跟现实结合起来。”［1］

2022 年 8 月，教育部等十部门联合发布《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的工作方案》，全面推动

“大思政课”高质量发展［2］。根据《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图书馆具有教育和信息服务的

职能［3］。2019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国家图书馆老专家的回信中明确指出：“图书馆是国家

文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是滋养民族心灵、培育文化自信的重要场所。”［4］因此，作为高校思

想政治教育体系建设的主阵地，高校图书馆肩负着立德树人和思政育人的重要职责。本文拟在对

高校图书馆思政育人服务研究现状进行归纳的基础上，结合价值共创理论探索高校图书馆思政育

人服务一体化模式，进而提出提升高校图书馆思政育人服务效能的有效策略。

  * 本文系海南省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面向数智融合的海南图书馆知识服务模式与评价指标体系建构研究”（项目编号：

Hnky2024—16）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许曌（ORCID：0009-0002-5440-7722），女，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为信息咨询、知识管理，E-mail：

zuoerxi2018@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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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校图书馆思政育人服务研究进展   

鉴于高校图书馆在“大思政”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国内学者结合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体

系建设需要和新时代高校图书馆文化育人使命开展了相关研究。

1.1 高校图书馆思政育人服务研究论域

以中国知网为数据源，以“ （高校 or 大学） and 图书馆 and （思想政治服务 or 育人） ”为检索式，

检索时间为 2024 年 4 月 8 日，检索范围为学术期刊，获取相关中文期刊论文 397 篇，其中北大核心、

CSSCI、AMI 核心论文 86 篇。归纳发现，国内关于图书馆思政育人服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1）高校图书馆参与思政育人建设的服务优势及路径研究。一是在高校图书馆思政育人服务优

势方面，如宋洁［5］从图书馆三要素出发，即丰富的馆藏资源、高雅的文化氛围、先进的信息技术

等方面分析图书馆参与思政育人建设的优势；黄颖等［6］从图书馆文化理论出发，分析高校图书馆

文化育人内涵，即物质文化育人、制度文化育人、行为文化育人和精神文化育人；张健［7］从知识

管理角度出发，分析高校图书馆思政育人的“显性”服务和“隐性”服务。二是在高校图书馆思政

育人实现路径与对策方面，张晓东［8］从图书馆自身思想认识强化、思政资源优化、新媒体新技术

应用、思政文化活动开展、育人机制建设及馆员队伍建设等方面提出具体举措；黄丹等［9］从思政

育人活动、育人空间及协同育人机制三个层面提出高校图书馆参与思政育人建设的实现路径。

（2）高校图书馆思政育人服务创新探索研究。图书馆作为高校信息资源中心和文化推广中心，

在思政教育工作中有着独特的优势。一是思想政治文献资源数据库与平台建设研究，主要侧重于图

书馆馆藏中特色文献的育人价值挖掘与揭示，如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红色文献平台建设［10］、上海

交通大学图书馆红色报刊档案数据库建设［11］和贵州财经大学图书馆思政编年史本体建设［12］。二

是思想政治专题空间建设研究，主要侧重于育人空间的建设与服务提升，如王宇等［13］总结国内高

校图书馆红色文化空间建设的特点与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提升空间建设与服务的三原则；郑清

文［14］以北京大学图书馆大钊阅览室建设与服务为例，基于学习服务活动视角，探讨高校图书馆以

文化人的立体机制。三是思想政治主题文化活动研究，主要包括阅读推广、信息素养教育和学科服

务等方面的探索，如胡永强等［15］提出党史学习教育与红色文化推广相结合的“学、思、践、悟”

服务新路径；赵蕊菡等［16］提出以课程思政地图、知识点分配与灵活设置相融合的模式开展“信息

组织”课程；周秀军［17］从价值重塑等 4 个方面入手，提出深入开展教育支持服务的有效举措。

（3）高校图书馆思政育人服务模式及体系建设研究。一是从调查研究中提炼育人体系建设

策略，如刘宁静等［18］基于高校图书馆育人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从多角度整合图书馆要素，提出

宏观、中观、微观三个维度的服务育人体系构建策略。二是从具体的实践案例中总结育人实践模

式，如刘琳琳［19］以沈阳工业大学图书馆为例，从机制保障、资源空间融合、文化活动推广、特

色资源开发等方面搭建新时代高校图书馆服务育人体系。

1.2 高校图书馆思政育人服务研究评述

国内学者从不同角度对高校图书馆在思政育人建设中的作用、创新实践及体系搭建等内容进

行了研究，这些研究成果为高校图书馆开展思政育人服务提供了多方位的参考和指导。但该领域

研究视角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高校图书馆思政育人服务研究进展   



068

第 6 卷 第 4 期  2024 年 12 月

文 献 与 数 据 学报

068

（1）以育人服务的具体实践分析为主，较少提及育人体系的整体化机制建设。随着高校图书

馆育人服务实践的加深，相关研究更侧重从具体的服务内容和形式进行探讨。但新时代背景下，

图书馆被赋予新的使命和挑战，应充分结合自身优势，整合各项要素、资源和服务对象，加强整

体化育人体系的管理和服务建设，才能在文化育人工程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2）以图书馆单一实践主体为主，较少提及激发所有相关主体参与的保障措施。部分学者

提到加强馆员思政意识，注重思政育人服务团队建设，然而，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建设要求全员育

人、全过程育人和全方位育人，即强化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协同。因此，有效激发全员参与

的内生动力是高校图书馆思政育人体系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3）以育人服务的创新探索为主，较少提及育人服务过程中的信息反馈和效果评价。目前，高校

图书馆思政育人服务还处在探索阶段，在信息反馈和效果评价方面经验还不足。但随着高校思想政治

教育改革的深化，加强图书馆育人服务的建设标准和效果评价研究必将成为思政体系建设的重要环节。

综上所述，高校图书馆在充分融合自身显性与隐性优势，创新思政育人服务内容和形式的微

观层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还未从多方面分析思政育人服务涉及的主体和要素，对思政育人管

理与服务的系统分析还有待提升。因此，本文立足于高校图书馆思政育人服务的整体发展视角，

引入价值共创理论，探索高校图书馆思政育人服务的一体化模式和服务效能提升策略，以期为高

校图书馆育人服务体系建设注入新的活力，助力高校图书馆思政育人阵地建设。

2 价值共创理论在高校图书馆思政育人建设中的应用   

2.1 价值共创理论在图书馆的应用现状

2004 年，美国学者 Prahalad 等［20］提出了价值共创（value co-creation）的概念，认为企业与

消费者可以通过个性化体验共同创造价值。随后该理念被广泛应用于医疗卫生、教育、汽车等行

业，注重用户参与价值共创也成为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举措。

就图书馆行业来讲，读者作为服务的消费者，赋予图书馆发展以价值和意义。特别是数智时

代图书馆呈现出的服务形式智能化、服务管理定制化、服务内容多样化等新特征，更加强化了读

者在图书馆事业发展中的角色和价值。近年来，以读者深度参与为导向，读者与图书馆价值共创

的服务体系构建研究备受学者关注。国内学者将价值共创理论引入图书馆知识服务平台及模式构

建［21］、组织架构设计［22］、信息资源建设［23］、空间服务［24］和阅读推广［25］等方面。

2.2 价值共创与图书馆思政育人服务的耦合性

将价值共创理论引入图书馆思政育人服务中，能够最大化挖掘各要素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

值和作用，推进高校思政育人体系构建。具体表现在：

（1）流程优化——明确服务理念，完善运行机制。价值共创理念的本质是强调在价值共创

的各个节点中，所有利益相关的参与者共同创造和实现价值的过程，这与“三全育人”理念和图

书馆服务理念相通。三全育人强调全员、全过程、全方位协同育人，这就要求相关要素的共同参

与，而图书馆服务以用户需求为核心，通过优化整合自身资源，最大限度满足用户需求为目标。

因此，结合价值共创理论完善图书馆思政育人服务的运行机制，有助于引导用户与图书馆共同参

2 价值共创理论在高校图书馆思政育人建设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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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服务流程，提高服务精准度和用户黏合度。

（2）服务保障——激活参与要素，增强协同合作。价值共创视域下，图书馆以提高用户参与

度为基础，采取有效措施，加强与用户的交流与协作，从而有效激活思政育人服务各要素。思政

育人服务中用户参与价值的创造、传递和扩散，与图书馆形成良性的互动，从而促进思政育人服

务各要素的优化整合和协同共进。一是图书馆从用户中获取价值共创的成果和信息反馈，并用于

推动支持体系各要素的优化整合，进而提升用户价值创造效率和效能。二是用户在价值共创中不

断完善自身认知并产出更多的价值，通过不断信息反馈和学习激活整个价值共创体系，实现图书

馆与用户的协同共进。

（3）系统评价——快速定位症结，推进科学发展。思政育人服务中用户与图书馆参与共创，

有助于快速定位高校图书馆在思政育人建设中价值创造的契合点和重要节点，满足思政育人服务

中不同参与主体的价值诉求，从而实现高校图书馆思政育人价值。同时，图书馆与用户的良性互

动，能够使图书馆及时获取用户服务反馈，为科学系统地评价思政育人服务效能，助推图书馆思

政育人服务健康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综上所述，图书馆从价值共创角度，完善自身管理机制与服务流程，能够吸引用户深度参与

图书馆思政育人服务，并在服务交互过程中表达需求、贡献价值、提供反馈，从而实现图书馆与

用户的价值双赢。

3 价值共创视域下高校图书馆思政育人服务一体化模式建构   

高校图书馆思政育人服务应在明确服务原则的基础上，深入整合自身显性和隐性的服务育人

因素，才能为提升育人服务效能提供有效指引［7］。笔者基于高校图书馆育人服务研究现状，在

对高校图书馆育人服务基本要素进行归纳整合基础上，引入价值共创理论构建高校图书馆思政育

人服务的一体化模式。该模式主要由参与主体、技术支持、服务内容等部分构成，各主体之间协

同共创，形成一个完整的育人服务体系（见图 1）。

图 1 基于价值共创的高校图书馆育人服务模式组成要素

3 价值共创视域下高校图书馆思政育人服务一体化模式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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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构建要素

（1）参与主体。高校图书馆育人服务的参与主体包括高校图书馆和参与用户（在校教师、学

生及其他组织用户等）。参与主体在育人服务一体化模式中承担着价值的设计者、实施者、改进

者、消费者、共创者、传播者等角色。其中，高校图书馆结合自身专业优势以及先进的信息技

术、资源和优质的服务空间，提供一体化的思政育人服务。参与用户依靠自身广泛的专业背景，

在育人服务消费过程中，与图书馆形成价值交互与合作，进一步实现参与主体间的知识共享与创

新。如在思政育人服务的阅读推广活动中，可以选择用户主导型的模式，支持用户参与活动的策

划、组织与实施，能够增强用户参与度与体验感，提升活动的成效。

（2）技术支持。数智技术的深度融合为图书馆管理与服务的转型升级带来了新的契机。在

高校图书馆开展思政育人服务中，数据挖掘技术有助于增强用户思政信息需求分析与挖掘，提

升海量思政数据的关联与发现，提高知识服务效率［26］；人工智能技术有助于促进馆藏思政资

源的知识发现和可视化，提升馆藏资源的利用效率；云计算能够为图书馆提供可靠的资源存储

和高效访问的技术手段，从而提高服务体验和满意度；虚拟现实技术能够打造多元化的思政服

务场景，为用户提供丰富的体验；融媒体技术能够通过媒体矩阵加强图书馆育人服务的宣传

推广。

（3）服务内容。思政育人服务内容是由高校图书馆设计提供，由用户参与体验的服务项目。

本文参照刘琳琳梳理的图书馆文化育人案例分类方法［19］，认为服务内容主要包括空间育人、活

动育人、资源育人三个方面。一是空间育人，主要指服务场景的多元化建设，包括线下的服务空

间建设，如主题书架、学习书屋、学习教育专区等，以及线上的元宇宙图书馆、数字孪生图书馆

等。近年来，为了更好地开展思政育人服务，高校图书馆积极开展红色空间的建设与再造，如东

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红色长廊”品牌项目、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大钊阅览室”、四川大学图

书馆的“红动校园——红色文化教育”特色空间、安徽大学图书馆的“红色阅读空间”、江苏大

学图书馆的“红色学习空间”［27］等。二是活动育人，包括阅读推广活动、校园文化活动、品牌

文化活动、信息素养教育、学科服务等育人活动，通过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能够充分发挥图书

馆第二课堂的作用，从而进一步增强图书馆文化辐射。三是资源育人，主要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中国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资源的整合与揭示、共享与交流。

3.2 实现过程

模式是指运用科学思维逻辑及方法对某一类现实场景的具象化概括化描述，从而实现对客观

场景的再现、提炼及总结。高校图书馆思政育人服务模式的实现流程主要体现为四个阶段，分别

是价值准备阶段、价值创造阶段、价值实施与推广阶段、价值反馈与评价阶段（见图 2）。

（1）价值准备阶段。图书馆方面应做好思政育人服务的支持体系建设，包括运行机制、保障

机制、评价机制等，确保服务的顺利开展。用户方面应以兴趣为引导，以共创意识为目标，提升

用户与图书馆的交流互动和协同配合，共同实现价值的创造、实施与推广、反馈与评价。

（2）价值创造阶段。首先应明确服务的基本原则。2016 年 12 月，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

作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将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28］。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是培养新

时代具有高尚品德的人才。因此，图书馆在价值创造阶段，一是明确立德树人与三全育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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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原则即坚持将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政育人服务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员

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二是深入了解用户需求，高校图书馆应当通过多种手段，充

分搜集和整理用户的思政服务需求，从而有效整合本馆优势资源，为用户提供多元化个性化

的思政育人服务；三是加强馆员思想阵地建设，以党建为引领，多渠道加强馆员的思想阵地

建设和专业能力培养，打造一支高素质强技能的智慧馆员队伍；四是注重新技术的赋能作用，

数智技术在图书馆资源整合与揭示、用户需求精准发现、服务场景升级等方面提供强有力的

支持，例如运用数据挖掘技术为用户搭建“用户画像”，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搭建“数字人”系

统为用户进行服务导航和问题应答，利用元宇宙技术搭建数字孪生的线上图书馆，提高服务

体验感；五是强化用户共识与共创，加强兴趣引导，增强用户对思政育人服务和图书馆服务

的认同感与归属感，从而转变用户的角色定位，从服务的消费者与体验者升级为服务的设计

者与传播者。

（3）价值实施与推广阶段。在价值实施与推广阶段，参与者围绕服务的内容开展共创。以下

主要从思政育人服务内容的三个大类展开阐述。

A. 空间育人。高校图书馆通过打造多功能的服务场景，充分发挥环境育人功能。一是深化

图书馆与用户的交流与互动，在空间设计与服务过程中，充分搜集用户关于思政育人服务空间建

设与服务的反馈，增强图书馆与用户之间的价值共享；二是优化空间文化育人要素，图书馆在精

准掌握用户思政育人服务需求的基础上，优化空间的功能分区、管理制度、服务机制等核心要

素，构建协同、开放、智能的思政育人空间服务体系，加强空间服务的品牌建设与孵化；三是强

图 2 价值共创视域下高校图书馆育人服务模式实现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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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空间品牌的宣传与推广，搭建立体化传播渠道，加强思政空间服务价值的宣传推广，扩大文化

辐射范围，形成持续的价值联动。

B. 活动育人。在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背景下，高校图书馆丰富的读者活动成为“以文化

人”、全面浸润师生思想政治素养的重要途径。随着思政育人服务活动的常态化，图书馆需要将

活动阵地、活动氛围与活动机制作为其品牌建设的重要支撑和保障。一是加强活动阵地的标识

引领作用，加强思政育人服务活动的顶层设计，明确活动的目标，通过专属思政 IP（Intellectual 

Property，知识产权）的打造，提升图书馆文化育人的影响力和认同感；二是注重营造浓厚的活

动氛围，以用户需求为核心，做好活动的选题策划，协同二级学院、学生志愿者开展推广，同时

运用新媒体矩阵，充分发挥社会力量优势，创新服务内容和形式，营造浓厚的思政育人服务活动

氛围；三是确保育人活动的持久有效，整合线上线下思政育人服务资源，明确活动分工和流程，

注重活动内容的沉淀，构建立体多元的活动推广矩阵。

C. 资源育人。高校图书馆应当整合馆藏资源，充分挖掘与揭示隐性价值，为读者提供一站式

服务。一是因地制宜整合馆藏资源，高校图书馆在充分调研院系师生思政资源需求的基础上，加

强传统文化、红色文化、廉洁文化等特色资源建设［17］，同时合理重构数字资源，推进数字资源的

共建共享；二是协同创新提升思政育人服务质量，以图书馆为信息素养培育主导，充分借助学院思

政人才优势，共同搭建思政信息素养体系，通过课堂教学、实践教学、微课等形式，开展立体化的

教学实践；三是良性互动助推知识服务，课程思政视域下，由高校图书馆员与技术型、教学型、科

研型等参与用户组成知识咨询团队，在知识咨询服务、学科知识推送、专利情报服务等知识服务过

程中，参与知识的整合、揭示、交流、共享与创新，从而实现隐性知识的显性化，促进知识服务

效能。

（4）价值反馈与评价阶段。该阶段的目的在于通过图书馆与用户之间的交流与互动，进一步

提高用户参与的积极性，从而推动图书馆思政育人服务的创新发展。一是全面收集用户反馈，定

期组织图书馆与用户参与服务评估，及时发现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可行性方案；二是在结合用户

智慧与图书馆资源的基础上，借助数智技术，提供更加精准化个性化的育人服务，引导用户回

归；三是采取一定的激励措施，增强用户粘性和参与度。

4 提升高校图书馆思政育人服务效能的策略   

思政育人服务创新是新时代高校图书馆转型发展的重要内容。本文基于价值共创理论构建高

校图书馆服务育人模型，并从服务模式的运行机制、保障机制、评价机制等方面提出提升图书馆

思政育人服务效能的优化策略。

4.1 以整体化项目管理推进育人服务可持续发展

项目管理一般依据任务目标明确的原则，将项目划分为立项、计划、执行与收尾等四个阶

段。每个阶段要开展定期检查，清理过程关系，防控风险，并在各阶段完成既定成果基础上，推

进下一阶段的顺利开展。国内高校图书馆基于项目管理的实践主要集中在资料库建设、读者活

动、数据素养、学科服务等，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将项目管理引入高校图书馆育人服务实施有

4 提升高校图书馆思政育人服务效能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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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于对服务工作开展全方位的管理和评估。

（1）加强专业组织的战略引领。吸纳思政教育经验丰富的教师和专家，组建专门的工作小

组，从学校学科发展和图书馆定位等方面对育人服务工作进行专业化引领和管理［29］。

（2）搭建专门的育人服务团队。项目制的实施涉及矩阵式管理，该模式下人员组织可以突

破各部门各自为战的障碍，以任务为目标组合多部门人员协同工作。由图 3 可知，该结构使工

作交流扁平化，小组成员以特定的任务目标聚集，依靠成员不同的专业背景和技能，可用来完

成涉及面广、特定的项目或任务。该模式因其灵活性和机动性的特点，被广泛应用于企事业、

金融机构、大学等管理中［30］。图书馆的思政育人服务兼具复杂性和突发性，采用矩阵式管理模

式组成专门的服务团队，能够确保任务的科学分配和专业技能的有序传承，从而提高服务效率

和水平［31］，如思政育人服务空间的建设需要协调整合馆内纸质资源、电子资源、数据库平台搭

建等，跨部门的服务团队能够打破部门之间的壁垒，进行有效的沟通，团队成员可根据自身专

业优势负责不同板块，确保思政育人空间建设的时效性和针对性，有效满足思政育人服务的动

态需求。

图 3 高校图书馆育人服务团队组织分布

（3）开展全流程的项目跟踪。高校图书馆以项目管理育人服务工作，对育人服务项目进行前

期立项、中期评估、后期考核等，确保育人服务的规范性和延续性。

（4）针对不同用户精准服务。高校图书馆应当结合自身特色和用户画像，根据不同用户的需

求开展定制化服务，如可深入挖掘地方红色文化、清廉文化等优秀文化，结合大学生培养要求及

其自身的成长特点，设计更具特色的育人服务，增强高校图书馆育人服务的吸引力和影响力。

4.2 以共创型协同合作助力育人服务高质量开展

高校图书馆育人服务前期开展时大多进行过用户需求的调查分析，但在服务的实施与评价过

程中，往往忽略用户的参与度，从而影响育人服务效能的有效发挥。因此，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共

建共享共创服务大平台，是实现图书馆与用户双向受益与多方共赢的有效途径。

（1）搭建数字化思政服务平台。打造涵盖高校与社会力量的思政数字服务共建共享平台，除

了将图书馆育人服务项目进行统一展示宣传外，平台设置服务需求及合作需求窗口，鼓励用户及

时提交服务需求，协同优质社会力量开展合作服务项目。

（2）构建深度嵌入的服务机制。联合各学院党支部、团委以及学生社区，以党建活动为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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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思政育人服务；以志愿者活动为基础，开展思政育人服务实践活动的组织与策划等；联合各学院

辅导员，广泛征集用户思政育人服务需求，并对用户需求进行分类识别，针对各类用户开展精准化的

知识服务；联合社会力量，充分调研乡村文化建设需求，立足自身优势，开展地方化特色化育人实践

项目，以乡村美育助推高校思政工作高质量开展。

（3）设立核心用户服务反馈社群。高校图书馆思政育人服务的核心用户一般包括科研团队、

专家学者以及学生社团的负责人等，这类核心用户的反馈能够推进图书馆育人服务转型。

（4）注重思政育人成果宣传营销。一是充分利用线上与线下、传统与新媒体等形式，多举措

对思政育人服务的成功案例进行宣传营销，提升图书馆知名度和影响力；二是注重将重点用户的

反馈进行及时推广，提高用户信任度和黏合度。

4.3 以立体化评价机制促进育人服务科学有效进行

合理的评价机制能够对提升育人服务效果、明确育人服务各方职责起到正向的引导作用，也

对育人服务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1）创新构建多视角评价体系。高校图书馆要结合定性与定量、整体与关键节点、动态与静

态等多种评价方法，设置科学合理的指标权重，并将评价对象整体纳入评价体系中，如学生、教

师、科研团队、社会力量等，形成多视角全主体的评价体系。

（2）创新建设指导性评价机制。高校图书馆的评价结果应以提升育人服务效能与效果为指导

原则，最终给出前瞻性的评价结论，同时与历史服务项目进行综合比较，为下一步育人服务开展

提供借鉴。

5 结 语   

高校图书馆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第二课堂”，承担着立德树人和思政育人的重要职责。高校

图书馆需要紧密围绕国家对高校育人工作的总体规划，切实配合高校学科发展需求，充分融合图书

馆自身资源优势，着力激发参与主体的内生动力，才能不断促进育人服务的个性化、精准化、多维

度和全覆盖发展，充分凸显图书馆思政育人价值，为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建设做出积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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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Service Mod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y Libra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alue Co-creation

Xu Zhao

(Hainan Normal University Library, Haikou 571158, China)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ervice 
model of university libraries based on the value co-creation theory. It can help better enhance the precision 
and user stickiness of educational services in university libraries, realize the valu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y libraries, and further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ystem in universities. ［Method/Process］ It summarizes the current research statu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ervices in university libraries, and based on this, introduces the theory of 
value co-creation to explore the three-dimensional model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ervices in 
university libraries. ［Result/Conclusion］ From the aspects of operation mechanism, guarantee mechanism 
and evaluation mechanism, the construction strategies for improving the service effectiven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y libraries are proposed, specifically including promot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service through integrated project management, facilitating the high-quality 
implementation of education service with co-created collaborative cooperation, and promoting the scientific 
and effective progress of education service with a three-dimensional evaluation mechanism.
Keywords: University library; Education service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ultural education; 
Value co-cre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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