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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学术资源优势,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提升大学
图书馆支撑个性化学习的能力

□刘宏伟 季莹* 高雨 王晓丹

  摘要 大学的使命和任务在发展中不断地变化和丰富,但人才培养作为大学的中心任务并

没有发生变化。大学图书馆为大学人才培养提供了强有力的学术资源支持,促进了知识传承与

创新,推动了学生自主学习与研究能力的提升。人工智能,特别是大语言模型技术可以基于个性

化需求对学术资源进行再加工,突破学术资源的传统使用模式,丰富学习资源,改变呈现方式和

组织模式,提升图书馆学术资源的使用成效和学生的学习效率。结合图书馆的学术资源优势和

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和应用趋势,立足高校图书馆支撑人才培养的使命,以学生学习

为中心,学习和发展成效为驱动,提出了改变图书馆服务模式、学术资源组织模式和使用方式,支

撑学生开展个性化学习的设想和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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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教育、

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

性、战略性支撑”,要“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

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1]。高水平人才是开辟发

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最

基础、最核心要素。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

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的决定》,强调实施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

有效的人才政策,完善人才自主培养机制[2]。高校

是教育、科技、人才的集中交汇点,是加快建设国家

战略人才力量,着力培养造就战略科学家、一流科技

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着力培养造就卓越工程师、大
国工匠、高技能人才的主力军[3]。大学第一位的任

务是人才培养。建设一流大学,关键是要不断提高

人才培养的质量,持续培养出满足国家发展需求的

一流人才。面临新时代、新需求,高校图书馆要充分

发挥学术资源优势,通过提供丰富的教育学术资源,

创新学术资源的组织模式,全方位助力师生的学习

与发展。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教育数字

化的深入推进以及图书馆资源优势的持续发挥,高
校图书馆已开始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区块链

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通过认知理论、学生学习行为分

析、数据库信息资源的使用数据[4]等重建资源推荐

算法,为学生提供更全面、更舒适的学习体验,提高

学习和成长效率,推动跨学科、超学科的开放与交

流。未来的图书馆需要充分发挥技术、资源、空间优

势,通过创新教育模式和学习环境,发展以知识、能
力、素养为核心的综合育人网络,促进学生的全面发

展[5]。高校图书馆将认真学习贯彻二十届三中全会

决定的精神,进一步推动高校图书馆转型,通过深度

融入高水平人才培养,实现跨越式的发展。

2 人工智能技术在高校图书馆的应用现状

2019年,谭铁牛在《求是》发表文章指出,“如同

蒸汽时代的蒸汽机、电气时代的发电机、信息时代的

计算机和互联网,人工智能正成为推动人类进入智

能时代的决定性力量”[6]。“人工智能”的概念最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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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1956年由麦卡锡、明斯基等科学家在美国达

特茅斯学院开会研讨“如何用机器模拟人的智能”

时提出来的[6]。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得到突破性

发展,特别是 OpenAI在2022年发布的大语言模

型ChatGPT、2024年推出的基于文本内容生成视

频的模型Sora,被认为是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的里

程碑式进步[7],这些技术为低成本快速生成新的教

育资源以及现有资源的重组重构提供了可行的技

术手段,势必为教育领域带来重大变革[8]。信息技

术一直是推动图书馆服务模式发展的主要动力之

一,在创新驱动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包括吴建中先

生在内的很多图书馆人都强调图书馆应该以更积

极的姿态拥抱人工智能,使之成为激活图书馆功能

的有效工具[9]。

2.1 人工智 能 技 术 支 撑 图 书 馆 业 务 水 平 和 能 力

提升

  近年来,高校图书馆一直基于人工智能等技术

持续进行数字化、智慧化转型,目的是使其成为面向

未来的、敏捷的、可持续创新的学习、学术与文化信

息服务机构[10]。事实上,图书馆领域很早就在这方

面开展了研究和实践工作。谢元泰早在1985年就

论述了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为图书馆带来的挑战和发

展机遇[11]。很多人工智能技术和工具已经在图书

馆落地实践,并且在图书馆的多个业务领域中发挥

了重要作用。例如,挪威国家图书馆利用人工智能

对图书自动分类[12]、芬兰国家图书馆利用开源工具

Annif进行自动标引[13]、重庆大学图书馆的智能采

访系统[14]将编目和采访转变为基于数据的智能方

式;清华大学图书馆的“小图”[15]、深圳图书馆的“小

图丁”[16]、南京大学图书馆的“图宝在线”、武汉大学

图书馆的“小布”等能够自动回答读者的咨询;美国

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亨特图书馆的存取机器人[17],

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武汉大学图

书馆等基于超高频RFID技术的盘点机器人等,提
高了架位管理效率[18];芬兰赫尔辛基中央图书馆的

个性化推荐移动应用[19]、浙江工业大学图书馆的图

书推荐检索[20],提高了资源推荐的精准度;德国康

斯坦茨大学图书馆的智能人机交互空间[21]、美国明

尼苏达大学双城校区图书馆的智慧学习空间[22]、中

国科学技术大学图书馆的未来学习中心[23],以物理

空间+智能服务为读者提供学习支持服务。

ChatGPT、“盘古Chat”“文心一言”“智谱清言”

等大语言模型的问世,使图书馆服务的专业化和个

性化迈上了新台阶。目前,很多数据库都在平台上

集成了AI工具,如德温特世界专利索引的Thematic
 

Smart
 

Search、Scopus数据库的Scopus
 

AI、中国知

网的AI学术研究助手等。科大讯飞的星火科研助

手、智谱AI的 AMiner知因分析、深势科技的多模

态大模型 Uni-finder等基于大语言模型开发的科

技文献应用,已经成为智能分析文献、解读文献、总
结文献的高效工具。

2.2 人工智能技术支撑学生学习方式变革

《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提出:“利用现代技术

加快推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鼓励基于大数据分析,

制定符合学生发展需求的个性化培养方案。创新优

质教学资源研发方式,实现规模化教育与个性化培

养有机结合,推行场景式、体验式、沉浸式学习[24]”。

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在多方面支撑学生学习,学习已

不再局限于单一课堂讲授方式,也不再是学生根据

课程学习内容完全凭经验自主查找相关文献资料。

如英国爱丁堡大学图书馆根据学生的成绩和网络学

习数据等,建立个性化学业分析系统[25]。进一步拓

展人工智能的应用,基于大语言模型对文本的处理

能力,还可以为学生定制针对其学业水平和偏好的

教材资料和习题[26]。人工智能、数字孪生、元宇宙、

全息成像等技术创建的数字人和虚拟场景,具有沉

浸感、虚拟化、交互式、跨时空等特点,“人工智能+
元宇宙+服务+教育”的学习方式[27]使学生借助可

视化学习过程,达到快速掌握知识并促进创新的目

标。数据赋能的学习场景,通过人机交互的学习过

程,能够生成用户学习画像,预测学生潜在的学习需

求[28],创新优质学习资源的研发方式、组织方式、呈

现方式、推荐顺序等,前置学习辅助,使知识获取的

过程更高效。

2.3 人工智能技术支撑学术资源组织模式变化

图书馆传统的资源组织模式大多是基于篇目级

的结构化、半结构化数据对文献进行处理,数据类型

比较单一。人工智能技术在语义理解、知识抽取、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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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生成与推荐方面具有的优势[29],能够支持资源以

知识为单元,进行细粒度的知识组织[30]。数据源也

从文本向多模态异构资源转变[31]。人工智能技术

能对文献资源进行向量化处理,应用工具自动建立

专题文献知识库[32]。强化学习算法对文献的文本

挖掘和聚类整合,知识交互迭代,使知识资源逐渐增

量增值[33]。对于分散存在的海量社交媒体学术资

源,通过人工智能和计量统计等方法可以重组资源

形成结构化的有序知识资源[34]。利用大语言模型

的文本理解和文本生成能力,对图书馆中的文献资

料碎片化,按照学习主题或知识领域对文献资源进

行分类、重组,并生成新的学习资源,改变图书馆现

有资源组织方式和利用模式,有助于进一步提升检

索的效率和准确性,提升学生学习效率。

3 高校图书馆学习支持服务存在的主要问题

美国图书馆协会(ALA)发布的《2016年美国图

书馆状态报告》,要求大学图书馆要促进本科生学

习,提高其学习成绩。报告直接指明了大学图书馆

学习支持服务对本科生学业的重要作用[35]。因此,

发现图书馆在学习支持服务中存在的问题并采取相

应的解决措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3.1 学习资源不足

当前高校图书馆的学术资源建设中,更多地偏

向于对科学研究和学科建设的支持,而对于学生学

习的支持存在不足。在服务对象方面,以教师、研究

生为主的数字资源占主导地位,支持本科生完成学

业的数字资源比例偏低。在资源内容方面,不论是

纸质资源还是数字资源,都以图书、论文为主,对学

生学业学习非常重要的教学实验、案例等方面的资

源偏少。高校图书馆需进一步丰富本科生学习资

源,尤其是实验、案例等方面的资源。

3.2 服务主动性不足

目前,大学本科教学以培养方案为主导,以课程

为核心。课程内容由教师在课堂上讲授,课后再以

作业等形式加以巩固。而课堂知识之外的内容扩展

和延伸,则由学生自主学习完成。图书馆为学生课

堂外学习提供学习空间和学习资源。但目前为止,

图书馆提供的学习支持服务还处于被动模式。学生

根据教师的推荐或自行查找学术资源,高校图书馆

不能主动将学生学习的知识点与图书馆资源进行关

联并按照学习需求主动推送,不能为学生课下深层

次学习提供方便、快捷、精准的支持。

3.3 学生画像精准度不足

用户画像是用来确定用户的相关特征,是用户

信息的标签化,是建立在数据基础上的目标用户模

型。在高校图书馆环境中,学生画像通常用来准确

了解学生信息需求,为学生匹配相应资源[36]。虽然

现在的许多图书馆信息系统都可以基于学生的相关

数据来构建学生画像,但不论是群体画像还是个体

画像,其颗粒度都比较粗,无法精确地反映学生的学

习现状、学习与认知能力、成长目标等。

3.4 资源组织模式不能满足需求

高校图书馆目前的资源组织模式仍很传统。对

于纸质资源,图书馆的管理对象是文献载体,以册和

本为单位,提供借阅服务。系统中存储的是文献载

体的元数据,无法准确揭示文献内容。对于数字资

源,图书馆提供在线阅读、全文检索等方式进行阅读

和下载,但仍停留在篇章层面,颗粒度较粗,未能直

接指向文献中的知识点。而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更
需要的是以知识为单元、根据知识主题和关联关系

对资源进行组织,通过这种细颗粒度的知识组织方

式,构建起系统、灵活的知识体系,为学生的个性化

学习提供支持。

3.5 缺乏认知学习理论应用

认知学习理论是通过研究认知过程来探索学习

规律的学习理论,主要代表观点有格式塔理论、发现

学习理论、认知同化学习理论等,共同特点是:认为

学习是通过对问题情境的感悟,形成和发展认知结

构的过程,强调学习者的主动性、认知过程的重要

性[37]。国内外的教育教学发展和改革,不管是有意

识还是无意识的,基本都是以认知学习理论为基础

进行的。

在当前教学实践中,教师会按照认知学习理论

来设计教学方法、组织教学资源,以提高学生的学习

成效。而在图书馆的工作实践中,却少有认知理论

相关的应用实例。图书馆应加强认知学习理论方面

的研究与应用,对于具有不同认知能力、认知风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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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按需提供相应的资源和服务,提高对学生学习

的支持能力。

4 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个性化学习支持服务系统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图书馆对学生的学习

支持服务还不够充分。在国家需求的大背景下,在
人工智能技术的支撑下,高校图书馆需进一步加强

学习支持服务的探索工作,以学生为中心,综合考虑

国家需求、学生的学习水平、认知能力、成长目标等,

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拓展学习支持服务的深度和广

度,强化学习支持的内涵建设,让学习支持服务更精

准、更高效、更具个性化。

4.1 个性化学习支持服务系统的建设目标

《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指出:“图书馆应全

面参与学校人才培养工作,充分发挥第二课堂的作

用,采取多种形式提高学生综合素质[38]”。教育部

高等教育司2023年工作要点明确要求“探索推进未

来学习中心试点,发挥高校图书馆优势,整合学校各

类学习资源,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打造支撑学习方

式变革的新型基层学习组织”[39]。教育部高等教育

司宋毅在题为“加快未来学习中心建设,探索构建数

字时代学习新范式”的报告中提出,未来学习中心建

设以提高人才培养能力为核心,满足学生自主学习、

协作学习、研究学习等多样化学习需求,实现沉浸式

深度学习体验[40]。

图书馆是大学实施人才培养任务的重要阵地,

应该以促进学生学习和成长成效,提高学生学习效

率为目标,积极应对时代需求和技术变革,转变服务

理念和服务模式,根据认知学习理论,结合学生的个

性化特征,为培养学生知识建构能力、高阶思维能

力、总结抽象能力、迁移能力搭建集学术资源、智慧

推荐、智能辅助学习为一体的个性化学习支持服务

系统。

人工智能技术驱动的个性化学习支持服务系统

是未来学习中心最重要的服务平台。系统注重学生

学习体验和效率,能够实现学习支持服务个性化、学
习场景多样化、学习支持专业化,满足学生沉浸式、

研讨式、发现式等深度学习需求,为培养高水平人才

提供有力的支持。

(1)多模态学术资源整合提高学习质量

基于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的资源整合,以图

书馆购买的专业学术资源为基础,挖掘互联网的公

开学术资源做补充,同时通过大语言模型学习交互

生成的新资源做进一步扩充。整合的学术资源实现

增量提质,保证了学生的学习质量。
(2)基于用户画像的智能推荐提高学习效率

个性化学习支持服务中,成长目标、认知学习方

法和学生或学生团队画像是智能推荐的前提依据。

智能推荐根据学生的知识水平,画像基础指标,以及

画像和成长目标的距离,精准推荐学习资源和个性

化的学习路径。这种个性化、定制化的学习方式有

助于提高学习效率。
(3)人机交互的智能空间提升学习体验

人工智能打破了物理学习空间界限,通过虚拟

现实和增强现实学习空间,构建元宇宙学习场景,智
能交互的沉浸式学习更加符合学生学习和成长规

律,为学生提供更加丰富、互动的学习体验,有助于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潜力[41]。

4.2 个性化学习支持服务系统的结构

个性化学习支持服务系统需融入智能技术和认

知学习理论,包含基于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的多

模态学术资源整合、基于认知理论的知识资源筛选

排序、基于知识图谱的“知识+能力+素养”多维网

络、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资源推荐、基于大数据分

析的学生学习画像,以及基于人机交互的智能设施

和空间的“六维协同”服务框架。

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个性化学习支持服务系

统是以大语言模型技术为依托,以知识能力素养网

络为框架,以认知学习理论为支撑,以认知层次模

型为指导,以个性化自主高效学习为目标,以自建

学习资源、图书馆文献资源、互联网可信资源、大
语言模型生成资源构成的多元化、多模态资源为学

习资源基础,以一门课、一个学生、一位教师、一个

专业、一个主题、一个具有共同目标的学生团队的

需求为切入点,系统底层为学术资源层,中间层为

学生画像,上层为人工智能技术支撑的个性化应

用。本文设计的个性化学习支持服务系统的基本

结构如图1所示。

8

   
发挥学术资源优势,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提升大学图书馆支撑个性化学习的能力/刘宏伟,季莹,高雨,王晓丹

Leveraging
 

Academic
 

Resource
 

Advantages
 

and
 

Utiliz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Enhance
 

the
 

Ability
 

of
 

University
 

Libraries
  

to
 

Support
 

Personalized
 

Learning/LIU
 

Hongwei,JI
 

Ying,GAO
 

Yu,WANG
 

Xiaodan



2024

年
第4

期

图1 个性化学习支持服务系统基本结构

  (1)学术资源层

学术资源构建的重点不是简单地将各个数据库

整合,而是要将跨库、跨平台、跨地区的各种类型学

习资源进行碎片化、再组织和重构,包括传统图书馆

中纸质资源数字化的电子目录和版权许可的全文,

图书馆购买的学术数据库,互联网可信的公开学术

资源,对接机构知识库、教参数据库和学位论文数据

库等自建资源,以及人工智能生成的增量知识资源。

资源类型要满足学生学习和教师教学需求,集合纸

质版、电子版、多媒体形式的图书、期刊、慕课、教学

大纲、教材、教参、实验、案例、讲义、课件、试题、笔记

等。整合的多模态异构学术资源比商业数据库的简

单集成数据更丰富,比互联网开源数据更专业更可

靠。学术资源要能针对不同学科和主题,建立高质

量新型学科、研究方向、知识点导航,提供各领域的

最新研究动态、学术期刊、学术会议、学习资源等信

息,并更新大模型生成的资源,让学生快速了解前沿

知识和研究进展。

(2)学生画像层

借助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对学生的学习行

为、学业要求、阅读偏好、认知水平、能力结构等进行

数据挖掘与评估,生成精准的学生画像,判断其当前

状态与成长目标之间的差距,为其推荐学习资源、设

计个性化的学习路径和学习方案,从而使其能够尽

快达成培养目标。

学生画像的输入数据除了来源于图书馆的资源

管理系统和学校的教学管理系统外,还可通过测试

评估等方式利用智能人机交互进行获取。认知诊

断,通过分析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产生的数据和习题

测评结果提取学生的关键认知特征,诊断出学生对

某个知识单元的掌握程度处于哪一个认知层次。能

力测试评估,根据学生自主选择的目标知识点,匹配

习题来评估学生当前学习状态,学习后再根据学习

进度更新题目,动态判断学生的学习能力。

根据学生画像智能推荐学生个性化需求的学术

资源,不是简单的相关文献推荐。而是在知识图谱

和人工智能模型支持下,将学术资源打碎成知识单

元并与课程知识点相关联,或者根据知识点要求利

用大模型生成新的学习支持资源,借助可视化知识

图谱,帮助学生打通知识能力素养网络,融会贯通。

同时,为学生规划符合其认知能力的个性化学习

路径。

学生画像要具有自适应能力,随着学习进展和

认知水平的提高,或者新的兴趣点的出现,动态更新

迭代,生成新的画像,为学生学习提供可持续的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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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工智能层

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个性化学习支持服务系统

的实现要依靠多种现代智能技术支撑,主要包括语

音识别、语义理解、大语言模型、元宇宙技术等。

语音识别:语音识别技术通过将人的语音转换

成相应的文本以便计算机进行理解和产生相应的操

作,并最终实现人与机器之间的自然语音交互[42],

是解决智能问答语音输入识别的关键技术。

语义理解:面向知识问答的语义理解技术采用

语义相似度计算和知识库查询结合的方案,将离散

的文本序列抽象成分布式的语义向量表示,用以计

算句子间的语义相似度,从知识库中匹配相似的问

题。该技术是人机智能交互的信息在输入输出过程

中被准确理解表达的保证。

大语言模型:大语言模型的语义理解和文本生

成能力,是整个系统运行的基础。大语言模型针对

用户的各种提问能生成流畅的回复,然而,应用于学

生学习支持服务系统的大模型产生幻觉或做出非事

实陈述,则会给学生学习造成长时间甚至终生的损

害。这是我们构建具有大模型的系统时必须要应对

的一个挑战。大模型的幻觉可以分为逻辑谬误、捏
造事实、数据驱动的偏见等3种,可以针对模型出现

幻觉的情况采取技术措施降低幻觉的出现,例如,在
通用大语言模型的基础上链接图书馆的学术资源库

或根据学生的学习场景做大模型微调,尽可能消除

幻觉。
 

元宇宙:元宇宙技术是创建虚实融合环境开展

个性化沉浸式、体验式、交互式学习智能空间的技术

支撑。基于元宇宙的智能场景式学习空间,根据不

同的学习内容和学习实践环境营造多样化的模拟场

景,扩展全息成像技术和可穿戴智能设备,实现虚拟

场景的模拟操作实践和跨时空的学习体验。

5 结束语

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高校图书馆的发

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机遇。高校图书馆要立足于

自身的初心和使命,改变观念,大胆创新,锐意进取,

聚焦高校的主责主业,以国家需求为导向,学生为中

心,以提高学生学习和成长成效为目标,充分发挥图

书馆的学术资源优势,利用现代教育理论和认知方

法,技术赋能人才培养,重构资源的构成形态和使用

模式。从被动的等待资源被利用,到在合适的时机

以合适的形式主动精准推送资源,从粗粒度的整体

推送到基于主题的细粒度的整合推送,提升高校图

书馆学生学习服务和学业支持服务的内涵,拓展服

务的广度和深度,进一步支撑高校培养能够开辟新

领域新赛道、持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杰出创

新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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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oals
 

and
 

functions
 

of
 

universities
 

are
 

constantly
 

evolving 
 

yet
 

talent
 

cultivation
 

as
 

the
 

core
 

task
 

of
 

universities
 

has
 

remained
 

unchanged 
 

University
 

librarie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is
 

endeavor
 

by
 

offering
 

robust
 

academic
 

resource
 

support 
 

promoting
 

knowledge
 

dissemination
 

and
 

innovation 
 

and
 

improving
 

students
 

independent
 

learning
 

and
 

research
 

capacities 
 

The
 

adv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articularly
 

Large
 

Language
 

Model
 

 LLM 
 

technology 
 

offers
 

the
 

potential
 

to
 

refine
 

and
 

restructure
 

academic
 

resources
 

based
 

on
 

personalized
 

needs 
 

This
 

innovation
 

can
 

go
 

beyond
 

the
 

traditional
 

paradigm
 

of
 

academic
 

resource
 

use 
 

make
 

learning
 

materials
 

more
 

diverse 
 

change
 

the
 

way
 

resources
 

are
 

presented 
 

and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library
 

resource
 

utilization
 

and
 

student
 

learning
 

outcom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hortcomings
 

of
 

contemporary
 

university
 

libraries
 

in
 

supporting
 

student
 

learning 
 

including
 

limited
 

course-related
 

resources 
 

lack
 

of
 

initiative
 

in
 

library
 

learning
 

support
 

services 
 

inaccurate
 

student
 

learning
 

profiles
 

affecting
 

the
 

accuracy
 

of
 

personalized
 

resource
 

recommendations 
 

imperfect
 

resource
 

organization
 

models
 

that
 

cannot
 

meet
 

students
 

learning
 

needs 
 

and
 

lack
 

of
 

effective
 

cognitive
 

learning
 

theory
 

integration
 

in
 

resource
 

organization 
 

In
 

response
 

to
 

the
 

above
 

problems 
 

a
 

personalized
 

learning
 

support
 

service
 

system
 

based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is
 

proposed This
 

system
 

is
 

predicated
 

on
 

students
 

learning
 

and
 

growth 
 

synergizes
 

with
 

the
 

vast
 

academic
 

resources
 

of
 

libraries 
 

and
 

aligns
 

with
 

the
 

evolution
 

and
 

application
 

trajectories
 

of
 

new
 

generation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such
 

a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t
 

is
 

anchored
 

in
 

the
 

mission
 

of
 

university
 

libraries
 

to
 

underpin
 

talent
 

cultivation 
 

places
 

students
 

learning
 

at
 

the
 

core 
 

and
 

emphasizes
 

effectiveness
 

of
 

learning
 

and
 

development
 

as
 

the
 

driving
 

force 
 

This
 

system
 

is
 

based
 

on
 

large
 

language
 

model
 

technology 
 

structured
 

within
 

a
 

knowledge
 

ability
 

literacy 
 

framework 
 

supported
 

by
 

cognitive
 

learning
 

theory 
 

and
 

guided
 

by
 

cognitive
 

hierarchy
 

models 
 

Its
 

goal
 

is
 

to
 

facilitate
 

personalized 
 

autonomous 
 

and
 

efficient
 

learning 
 

The
 

system
 

utilizes
 

self-
constructed

 

learning
 

resources 
 

library
 

academic
 

literature 
 

reliable
 

internet
 

sources 
 

and
 

resources
 

generated
 

by
 

large
 

language
 

models
 

to
 

form
 

a
 

diverse
 

and
 

multimodal
 

academic
 

resource
 

base 
 

By
 

considering
 

the
 

needs
 

of
 

individual
 

courses 
 

students 
 

teachers 
 

majors 
 

and
 

topics
 

as
 

entry
 

points 
 

the
 

system
 

broadens
 

the
 

scope
 

and
 

depth
 

of
 

learning
 

services 
 

It
 

also
 

enhances
 

the
 

construction
 

of
 

learning
 

support
 

connotations 
 

making
 

learning
 

support
 

services
 

more
 

precise 
 

efficient 
 

and
 

personalized 
 

This
 

personalized
 

learning
 

support
 

service
 

system
 

is
 

expected
 

to
 

change
 

the
 

librarys
 

service
 

model 
 

the
 

organization
 

model
 

and
 

use
 

model
 

of
 

academic
 

resources 
 

thereby
 

supporting
 

the
 

evolution
 

of
 

students
 

learning
 

methods 
Key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ersonalized
 

Learning 
 

Knowledge
 

Graphs 
 

Academic
 

Resources 
 

Resource
 

Organization
 

Re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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