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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民答题活动的兴起，
高校学生作为年轻、活跃
的群体，积极参与其中，
展现出极高的热情。

参与热情高涨 答题水平参差不齐 缺乏有效引导

虽然高校学生普遍具备较
高的知识素养，但在全民
答题活动中，答题水平却
呈现出较大的差异。

目前，高校学生参与全民
答题活动大多处于自发状
态，缺乏有效的引导和组
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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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学生参与全民答题现状



1

2

3

根据高校学生的学习需求和兴趣偏好，图书馆需

要精准推送相关学习资源，提高学习效率。

精准推送学习资源

针对高校学生在全民答题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图

书馆应提供个性化的答题辅导服务。

提供个性化答题辅导

为了吸引更多高校学生参与全民答题活动，图书

馆需要不断拓展和创新答题活动形式。

拓展答题活动形式

图书馆精准服务需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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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图书馆服务领域和影响力

通过引导高校学生参与全民答题活动，图书馆可以进一步拓展

其服务领域和影响力，提升在高校中的地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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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高校学生深度参与全民答题

通过本研究，旨在引导高校学生更加深入地参与全民答题活动，

提高答题水平和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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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图书馆精准服务能力

本研究将探索图书馆如何通过引流策略提升精准服务能力，更

好地满足高校学生的学习需求。

研究目的及意义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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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对知识的渴望、自我提升的

需求、对答题活动的兴趣等。

内在动机

获得奖励、证书或学分等外部激

励，以及参与社交、展示才能等

机会。

外在动机

参与动机分析



学生参与答题活动的频率
和每次参与的时长。

参与频率与时长

学生在答题过程中的正确
率和完成速度。

答题正确率与速度

学生在答题过程中的互动
行为，如评论、分享、讨
论等。

互动与交流

行为特征描述



个人因素

学生的知识水平、兴趣爱好、性格特点等对参与动机和行为的影
响。

环境因素

学校氛围、图书馆资源与服务、答题平台的设计与功能等对学生
参与的影响。

政策因素

学校和教育部门的政策导向、宣传推广力度等对学生参与的影响。

影响因素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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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整合与优化配置方案

馆藏资源数字化

将图书馆馆藏资源进行数字化处理，

便于在线检索和浏览。

外部资源引入

积极引入外部优质资源，如购买电子

期刊、电子图书等，丰富馆内资源。

资源分类与标签化

对馆内资源进行细致的分类和标签化，

提高资源检索的准确性和效率。



收集用户的借阅历史、浏览记录等信息，构建用
户画像，了解用户兴趣和需求。

用户画像构建

根据用户画像选择合适的推荐算法，如协同过滤、
内容推荐等。

推荐算法选择

将推荐结果以合适的方式展示给用户，如推荐书
单、个性化推荐页面等。

推荐结果展示

个性化推荐系统设计与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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