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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图书资料管理方法与措施研究 
聂  伟 

（山东省菏泽市第一高级中学） 

摘要：目前，传统的图书资料管理已经无法适应现如今社会发展的需求，不能及时向人民群众提供重要的信息，但是现代化信息技术和多

媒体技术在图书资料管理中的应用，解决了传统图书资料管理中出现的问题。在改革的社会大背景下，加强信息化背景下图书资料管理方

法与措施对于图书资料的有效管理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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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化信息技术以及多媒体技术的发展，在图书资料管理

中的应用，提高了原有的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促进了图书资料管

理的发展，减轻了相关工作人员的工作压力，但是在信息化背景下

图书资料管理中也存在着较多的问题。本文针对目前信息化背景下

图书资料管理发生的问题以及原因进行了研究与分析，并针对这些

问题制定了相关的解决方法与措施，从而促进了图书资料管理工

作。 

一、信息化背景下的图书资料管理与传统的图书资料管理存在

的差异及对比 

（一）传统图书资料管理中存在的缺陷。传统的图书资料管理

已经无法跟上信息化社会发展的节奏，并且存在许多的不足之处。

1.对于书籍的查找和阅读较为困难。由于图书的种类和数量过多，

读者想要寻找自己需要的书刊时会耗费大量的时间，耗费大量时间

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种是因为图书资料的种类多样，并且对种

类的划分规整不够明确；另一种是因为在对图书资料进行借阅的过

程中手续过于繁琐，使得在借书和还书的过程中会浪费较多的时

间，也导致了对图书资料的借读率不断下降。2.对图书资料管理的

不够妥当。传统的图书资料管理中主要是以人为本，从读者的角度

出发，由于图书资料管理员受专业技术水平的限制以及工作人员人

数不足的现状，使得图书资料管理的有效整理和分类受到了严重影

响，对图书的整理和保养水平较低。图书馆中一部分的书籍并没有

进行明确的划分和归类，所以在图书的整理过程中会存在一定难度

的问题。3.图书资料管理人员的管理意识较为薄弱。传统的图书资

料管理较为简单，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就会出现许多问题。传统的图

书资料管理中，图书资料管理人员对正确的管理缺少认知，缺乏专

业管理能力，在对图书资料管理过程中态度不够认真，对图书资料

的保养工作也不够重视，态度过于松懈。 

（二）信息化图书资料管理。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信息

化时代逐渐到来，很多领域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图书资料管

理也是其中之一，并且利用信息化进行图书资料管理也有较多的好

处。方便了读者对图书资料的阅读与查找，在信息化的影响下，电

子图书被广泛应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与纸质的图书相比，电

子书在归类和管理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只要利用电脑对图书资料

进行归类，按键查询后就能找到想要阅读的书籍，在对书籍的借阅

和归还方面也节省了读者的很多时间，为图书资料管理人员和读者

都提供了方便。 

二、信息化背景下图书资料管理的方法和措施 

（一）提升图书资料管理人员的管理意识。图书资料管理员是

进行图书资料管理工作的核心人物，提升管理人员的管理意识能够

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图书资料管理效率，为图书资料管理的领导决策

提供了有利的指导，增添了众多的指导动力。因此，想要对传统的

图书资料管理进行改善，需要对信息化图书资料管理手段加大力度

进行宣传和教学，并且严格筛选图书资料管理人员。在人员筛选方

面，要应聘具有较强的专业管理能力，能够对平时工作实践进行良

好的把握的高素质人员，保证应聘的管理人员都能够符合工作岗位

的需求，能够在日常的图书资料管理工作中发挥他们所拥有的作用

及潜能。加强对管理人员的培训，并且召开专业的知识宣传等活动，

积极引进新颖的管理技术和方法，并且不断鼓励人员进行创新，从

而提高人员的创新水平和专业的管理能力，进而从本质上提高图书

资料的管理水平。最后需要提高信息化管理技术在图书资料管理中

的地位，需要建立一个较为专业的管理团队，并选出核心领导者，

在领导者的带动管理之下，对管理人员日常的图书资料管理工作进

行严格的监督和管理，从而强化信息化图书资料管理效率，加大力

度对员工的行为进行规范，提升管理人员正确的管理意识。 

（二）加强对网络的安全管理。如果采用信息化管理技术对图

书资料进行管理就需要建立一个资料数据库，这个资料数据库主要

是用来对图书资料进行归纳和管理的，所以相关部门一定要加强对

网络安全的监管，准备好人力、物力。加强信息化管理的归纳和划

分功能，逐步改善数据库中图书资料管理的更新效率。能够及时反

映社会的发展，时刻跟着社会的脚步走，符合读者在信息化背景下

的阅读要求，通过对资料库中的信息不断更新来满足读者的需要，

最后加强对网络的管理，从而扩大信息的传播面积，提升信息的传

播速度，利用先进的网络技术来吸引更多的读者进行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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