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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视角下高校图书馆文化育人服务现状及对策研究＊

———以天津高校图书馆为例

□李沂濛

　　摘要　对天津高校图书馆文化育人服务现状进行调查分析。结果显示，目前高校图书馆所

进行的文化育人服务效果不理想，存在学生对图书馆文化育人活动的关注度不够、参与度不高、
满意度低等问题。基于此，结合学生需求，提出高校图书馆应增加互动式、休闲娱乐和美育方面

的活动，改革入馆教育方式和推广地方文化等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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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 校 立 身 之 本 在 于 立 德 树

人，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

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方位育人，要更加注重以

文化人、以文育人”［１］。总 书 记 还 要 求“要 把 立 德 树

人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并贯穿高等教

育各领域”［２］。可见，文化育人在高校人才培养中承

担着重要责任。高校图书馆不仅是全校的文化和信

息中心，而 且 是 大 学 生 开 展 文 化 活 动 的 重 要 课 堂。

２０１５年新修订 的《普 通 高 等 学 校 图 书 馆 规 程》中 明

确提出“图书馆应充分发挥在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

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中的作用”［３］。要求图

书馆在原有文献保障职能的基础 上，要 承 担 更 多 的

社会责任和文化传承育人功能，这 是 新 时 代 赋 予 图

书馆的新职能，更是新时 代 对 图 书 馆 的 新 要 求。高

校图书馆的文化育人不同于课堂 教 学，是 通 过 文 化

环境的熏陶和文化活动的影响，将 先 进 文 化 内 化 于

学生灵魂深处，进而促进学生全面发展［４］。因此，如

何充分发挥自身文化优势、资源优势和服务优势，加
强文化传承和文化育人，是新时代 高 校 图 书 馆 面 临

的重要课题之一。
目前，关于高校 图 书 馆 文 化 育 人 方 面 的 研 究 主

要集中在职责重要性和功能研究、案例研究、路径研

究和服务效果的实证研究四个方面。其中前三方面

的研究均是以图书馆为研究视 角，而 对 服 务 效 果 的

实证研究则是以学生为视角进 行 的 调 查 研 究，如 尹

桂平对高校大学 生 的 红 色 文 化 素 养 进 行 调 研［５］，吴

云珊对广 西 师 范 大 学 图 书 馆 文 化 活 动 现 状 进 行 调

研［６］。但是上述研 究 均 以 本 校 学 生 为 调 查 对 象，调

查范围小且调查内容单一。目前尚未见以某地区多

所高校学生为对象的相关调查研究。
本研究从学生 视 角 出 发，对 天 津 市 高 校 图 书 馆

（以下简称图书馆）文化育人服务现状及需求进行了

调查，通过对调查结果的分析，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

改进的建议，以期为高校图书馆 更 好 地 开 展 文 化 育

人活动提供参考。

２　研究设计及问卷分析

２．１　研究设计

调查问卷 在 借 鉴 相 关 研 究 成 果 的 基 础 上［７－９］，
结合天津市高校图书馆工作实际及有关专家意见进

行了个性化设计。在正 式 发 放 问 卷 之 前，进 行 了 预

测，根据被试者的反馈及相关专家的意见和建议，对
问卷题量、问题分类及备选答案 的 有 效 性 等 方 面 做

了相应的修改。得到的 最 终 问 卷 包 含 七 个 部 分，计

５１道题。第一部分为基本信息，包括性别、民族、年

级、专业以及所在院校，共５道 题；第 二 部 分 是 大 学

生对图书馆的认识及利用情况调查，共５道题；第三

６５

大学图书馆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

＊ 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新时代天津高校图书馆文化传承与文化育人长效机制研究”（编号：ＴＪＴＱＱＮ１８－００３）的研究成果之一。

李沂濛，ＯＲＣＩＤ：００００－０００２－９２２６－７１１０，邮箱：ｌｉｙｉｍｅｎｇ＠ｔｍｕ．ｅｄｕ．ｃｎ。



2021

年
第6

期

部分了解大学生对图书馆文化育人资源的认识及需

求，共６道题；第四部分了解学生对图书馆文化育人

活动的认识及需求，共１９道题，其中１－３题调查学

生对图书馆举办文化育人活动的了解程度，４－６题

了解学生对图书馆举办文化育人活动的满意度，７－
９题了解学 生 对 图 书 馆 开 展 文 化 育 人 服 务 的 认 识，

１０－１４题调 查 学 生 参 与 图 书 馆 文 化 育 人 活 动 的 情

况，１５－１９题了解学生对图书馆开展文化育人活动

的需求；第五部分调查学生对图书 馆 文 化 氛 围 的 感

受，共６道 题；第 六 部 分 是 学 生 关 于 传 统 文 化 的 认

识，共７道题；问 卷 的 第 七 部 分 是 开 放 性 问 题，共２
道题，了解学生对天津地方文化的 了 解 情 况 以 及 他

们的需求。本文主要针对问卷第四部分的数据进行

分析。

２．２　问卷描述性统计分析

笔者于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日—２０２１年１月２日采

用“问卷星”进行问卷调查。调查 涉 及 天 津 市２６所

高校的大学生，共 收 回 问 卷３１７４份，其 中 有 效 问 卷

３０８２份，有效率为９７．１％。使用ＳＰＳＳ　２１．０进行可

靠性分 析，检 验 问 卷 信 度 与 效 度，问 卷 的 信 度 为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０．９２８，说 明 问 卷 整 体 信 度 良 好。对

得到的单项选择题数据进行描述 性 统 计，对 多 选 题

进行多重响应分析。
参与 此 次 调 查 的 男 生１０７９人，占 总 人 数 的

３５．０１％，女生２００３人，占总人数的６４．９９％，参与调

查的女生人数约为男生人数的２倍；调 查 对 象 涵 盖

本科生和研究生，以本科生为主，共２８２４人；参与者

的专业涉 及 理、工、农、医、文、史、哲、经 济 等１３大

类，其中理、工、农、医、军事专业的学生 为１５０３人，
占总人 数 的４８．７７％；在３０８２位 参 与 者 中，汉 族 学

生为２８２０人，占总人数的９１．５％，其余为少数民族

学生。详细情况见表１。

３　高校图书馆文化育人存在的问题

学生是图书馆 服 务 的 主 体 之 一，图 书 馆 围 绕 在

校大学生开展各项活动，意在达到以文化人、以文育

人的目的。现阶段大学生以“００后”为主，这些学生

的思想与性格个性化程度高，对图 书 馆 文 化 服 务 的

需求也更 为 个 性 化［１０］。图 书 馆 目 前 开 展 文 化 育 人

服务的现状及效果如何，学 生 最 具 有 发 言 权。调 查

发现，学生对图书馆开展文化育人 工 作 的 认 可 度 很

高，认为图书馆的文化育人工作应 该 是 学 校 教 育 的

重要组成部分，图书馆的文化育人工作能起到丰富

表１　调查对象基本信息

基本信息 选项 样本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１０７９　 ３５．０１％

女 ２００３　 ６４．９９％

年级

本科 ２８２４　 ９１．６３％

硕士 ２３８　 ７．７２％

博士 ２０　 ０．６５％

专业

文、史、哲 １９２　 ６．２３％

理、工、农、医、军事 １５０３　 ４８．７７％

教育、艺术 １８２　 ５．９％

经济、管理、法律 ７０４　 ２２．８４％

其他 ５０１　 １６．２６％

民族
汉族 ２８２０　 ９１．５％

少数民族 ２６２　 ８．５％

学生校园文化生活、提 升 师 生 综 合 素 质 的 作 用。但

同时，目前图书馆所开展的文化 育 人 活 动 也 存 在 诸

多问题。

３．１　学生对 高 校 图 书 馆 开 展 文 化 育 人 活 动 的 关 注

度不高

调查发现，学生 对 目 前 图 书 馆 开 展 文 化 育 人 活

动的关注度不高。超过三分之一的学生对图书馆举

办文化育人 活 动 的 情 况 不 了 解（见 图１），近 一 半 学

生对图书馆组织的文化育人活动的关注 度 一 般（见

图２），对 图 书 馆 文 化 育 人 活 动 不 关 注 者 约 占

２５．９９％，仅 有２７．９％的 学 生 表 示 会 关 注 图 书 馆 的

文化育人活动。进一步对比图１和图２，不难发现，
认为图书馆开展的文化育人活动比较多或者非常多

的学生比例（２８．４２％）与 对 图 书 馆 开 展 的 文 化 育 人

活动比较关注或非常关注的学生比例（２７．９％）基本

持平，正是对图书馆开展的文化 育 人 活 动 关 注 度 高

的那部分学生，认为图书馆开展 的 文 化 育 人 活 动 比

较多，甚至非常多。因此 如 何 提 升 学 生 对 图 书 馆 举

办的文化育人活动的关注度是高校图书馆急需解决

的问题。

３．２　学生对 高 校 图 书 馆 开 展 文 化 育 人 活 动 的 参 与

度有待提高

虽然图书馆的文化育人活动内容设置基本符合

学生需求，但 学 生 的 参 与 度 却 不 乐 观（见 图３）。学

生参与图书馆文化育人活动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书

评（或图书推荐）、经典影视放映以及入馆教育，选择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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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学生对图书馆开展文化育人活动的了解情况

图２　学生对图书馆开展文化育人活动的关注度

这三项活动的同学虽然比例均超过２０％，但总的来

说比例不高，其中排名第一的书评 活 动 的 参 与 度 不

足４０％。学生 不 愿 参 与 的 活 动 排 名 后 五 位 的 分 别

是优秀读者评选、毕业季 活 动、演 出、真 人 图 书 馆 以

及其他，参与这些活动的读者占比不足１０％，其中，
选择其他选项的学生约占６．８８％，这部分同学表示，
他们没有参加过图书馆举办的任何文化活动。由此

可见，图 书 馆 急 需 提 高 学 生 对 文 化 育 人 活 动 的 参

与度。

图３　学生参与图书馆文化育人活动的情况

３．３　学生对图书馆开展文化活动的满意度不高

从频率、内容以 及 宣 传 方 式 三 方 面 调 查 了 学 生

对图书馆举办文化活动的满意度，问 卷 中 涉 及 满 意

度的题目采用李克特五维量表，其 中１表 示 非 常 不

满意，２表示不满意，３表示不确定，４表示满意，５表

示非常满意。利用ＳＰＳＳ　２１．０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

计分析，得到的各题目 的 均 值 如 表２所 示。总 的 来

说，学生对目前图书馆开展文化 育 人 活 动 的 满 意 度

不高，无论是频率、内容 还 是 宣 传 方 式，满 意 度 的 均

值均小于３．４（见表２），可见图书馆目前开展的文化

育人活动并未达到学生的期望值。
表２　学生对目前图书馆开展文化育人活动的满意度统计

题目 均值

您对图书馆组织的文化活动的频率满意吗？ ３．３

您对图书馆组织的文化活动的内容满意吗？ ３．３９

您对所在图书馆文化活动宣传方式的满意度？ ３．３１

４　学生对高校图书馆开展文化育人活动的需求

图书馆开展的文化育人活动只有契合当代大学

生的需求，才能提高学生对各类文化活动的关注度、
参与度以及满意 度，进 而 提 升 文 化 育 人 的 效 果 和 作

用。笔者调查了学生对图书馆开展文化活动的需求。

４．１　学生喜欢的文化活动类型

目前各图书馆开展较多的文化活动类型依次是

展示式、参与互 动 式、评 介 式、选 拔 式 及 授 课 式。调

查显示，学生最喜欢的文化育人 活 动 类 型 为 参 与 互

动式活动，其次是展示类活动，选择这两类活动方式

的同学人数相当，均占总人数的５９％左右。第三位

的是评介式（如书评等）活动，第四是授课式活动，最
后则是选拔式活动（见图４）。这与当代大学生的性

格特点密不可分，当代大学生崇尚个性与自由，希望

与他人互动沟通，渴望 展 示 自 己。此 结 果 与 目 前 各

图书馆经常开展的文化活动类 型 存 在 差 异，因 此 高

校图书馆应转变观念，努力推广 与 学 生 性 格 相 符 的

文化育人活动，提高他们参与活动的热情。

图４　学生喜欢的文化育人活动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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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学生希望图书馆开展的文化活动的内容

目前各高校图书馆经常开展的文化活动排名前

五位的依次是书评（读书推荐）、读书分享会、入馆教

育、信息素养教育及优秀 读 者 评 选。然 而 这 与 学 生

的真实需求存在差异。调 查 发 现，学 生 希 望 图 书 馆

开展的文化活动的排名情况如图５所 示，经 典 电 影

放映排在第一位，选择人数超过半数，成为最受欢迎

的活动；排名第２－４位的活动分 别 为 读 书 分 享 会、
书评、摄影比赛，选择比率均超过４０％。排在第５－
６位的活 动 为 主 题 书 画 展 览 以 及 中 国 传 统 文 化 讲

座，这两类活动的选择人数超过３０％。不受学生欢

迎的文化活动位居前三名的分别 是 入 馆 教 育、诵 读

以及真人图书馆。

图５　学生希望图书馆开展的文化活动内容

把学生希望图书馆开展的文化活动（图５）与第

三部分学生对高校图书馆开展文化育人活动的参与

度（图３）进行对比，不难发现书评、经典影视放映是

学生喜欢并愿意参与的活动，但学 生 对 活 动 的 参 与

度要远远低于他们的渴望度。真人图书馆则是学生

不喜欢且参与度低的活 动。此 外，学 生 参 与 率 排 名

第三位的入馆教育，则排在了不受 学 生 欢 迎 活 动 的

第一位，其原因在于受访学生普遍 反 映 传 统 的 入 馆

教育有些枯燥无味、缺少 互 动，他 们 不 感 兴 趣，但 入

馆教育又是必须的，他们不得不参加。
这些对比数据值得图书馆反思。虽然图书馆开

展了学生渴望的文化活动，但是学 生 的 参 与 度 仍 不

理想，究其原因，一是活动的内容及形式与学生的期

望存在较大差异，或者是宣传不到位，学生的知晓率

低。二是学 生 对 真 人 图 书 馆［１１］这 种 互 动 式 活 动 的

内涵不甚清楚，导致参与活动的读 者 不 到 总 人 数 的

五分之一。

４．３　学生希望提升的文化素养

调查显示，学生 希 望 了 解 的 文 化 知 识 排 名 前 六

位（均 超 过 了３５％）的 为 文 学、中 国 传 统 文 化（国 学

经典）、音乐、诗词歌赋、美术及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见

图６）。可见学生对国学经典、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

现在被广泛提及的美育的内容 感 兴 趣，这 些 也 是 中

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因 此，图 书 馆 应 在 举 办 活

动时，增加此类活动的 内 容，丰 富 相 关 活 动 的 形 式，
吸引更多的学生参与，使更多的学生受益，增强他们

的文化自信。

图６　学生希望了解的文化知识或提升的文化素养

４．４　学生参加图书馆文化活动的目的及希望

学生普遍希望通过参与图书馆的活动获得奖励

（见图７），按选择比例排名前三位的依次为：获得保

研加分（５６．４６％）、奖金（物质奖励）（４９．０６％）、书 面

表彰（奖状、证 书）（４１．８９％），这 三 项 的 选 择 人 数 均

超过４０％，其中选择获得保研加分的人数近６０％。
由此可见，目前大学生参与文化 育 人 活 动 的 目 的 性

极强，许多同学参与活动的目的是赚取学分或积分，
或者希望得到奖励和表彰。如果图书馆把文化育人

活动作为学校文化育人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纳入学

校积分管理或者设置一些必要的奖励，这部分学生将

是图书馆在未来开展文化育人活动中的积极参与者。
同时，还有３４．７２％的学生表示不需要任何鼓励和奖

励，他们是图书馆文化活动的忠实粉丝，图书馆可以

调动这部分同学的积极性，发挥其引领、示范和宣传

的作用，为图书馆文化育人活动吸引更多的同学。

图７　学生参加图书馆文化育人活动目的和希望得到的奖励（或鼓励）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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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对策及建议

新时代赋 予 图 书 馆 文 化 传 承 及 文 化 育 人 的 使

命，然而，调查显示，目前图 书 馆 开 展 的 文 化 育 人 活

动与学生的期望有一定的偏差，效 果 有 待 进 一 步 提

升。为了提 高 学 生 对 图 书 馆 文 化 育 人 活 动 的 关 注

度、参与度及满意度，图书 馆 需 要 结 合 学 生 需 求，增

强文化育人活动的针对性，进而不 断 有 效 提 升 文 化

育人效 果，充 分 发 挥 图 书 馆 在 文 化 育 人 中 的 重 要

作用。

５．１　增加互动式活动

针对大学生更 加 偏 爱 参 与 互 动 式、展 示 类 的 活

动，对传统授课式活动参与度较低的实际情况，要想

提高学生的参与度，就要减少或改革灌输性活动（讲

座／授课），增加互 动 式 活 动；加 强 文 化 活 动 的 设 计，
多设计一些以学生为主体的展示、展演类活动，或者

在活动中增加交流互动的环节；使 学 生 成 为 活 动 的

主角而 不 仅 仅 是 观 众。比 如 组 织 学 生 参 加 话 剧 展

演、读书讲演、才艺展示等。这些文化活动不仅可以

提升学生的文化修养，而且也能为 学 生 提 供 一 个 锻

炼和展示的平台。
面对面的交 流 往 往 更 容 易 打 动、吸 引 读 者。比

如，面对面经典导读、读书沙龙等活动更容易拉近读

者与图书馆的距离，更容易使学生 与 讲 授 人 产 生 共

鸣。针对学生不清楚真人 图 书 馆 内 涵 的 问 题，图 书

馆在举办 活 动 时 应 赋 予 此 类 活 动 易 于 理 解 的 新 名

称，或对活动进行详细的介绍，使学生了解活动的内

涵及意义，进而吸引更多的读者。真人图书馆、经典

导读的讲述者一定要邀请受欢迎度高的教师、学者、
文化名人、著名小说的作者或者“有故事的人”，而且

讲解一定要有感染力、亲和力，进而对学生产生吸引

力，提高其参与度。

５．２　改革入馆教育方式

图书馆开展新生入馆教育是帮助学生快速了解

图书馆的重要方式，但入馆教育往往以灌输为主，缺
少趣味性，不受学生欢迎。为此，图书馆应尝试改革

入馆教育方式，增加互动 娱 乐 环 节，可 以 把 讲 解、介

绍式的入馆教育做成闯关等趣味性、互动性的活动。
如设计一些“入馆寻 宝 比 赛”“探 索 与 发 现”“检 索 马

拉松”等有趣的活动，寓教于乐让 学 生 了 解 图 书 馆。
还要利用好新媒体，做好图书馆微 信 公 众 号 的 宣 传

与推广工作，充分发挥图 书 馆 微 信 号 的 作 用。可 以

通过微信号开展入馆教育，将图书 馆 利 用 的 相 关 知

识做成多集短视频循环推送；也可 以 通 过 微 信 号 开

展线上文化育人活动；微信号语言要生动活泼，符合

当代大学生的语言特点，内容要丰富多彩，形式要多

种多样，以吸引更多同学的关注。

５．３　增强活动的娱乐性

首先，针对学生最想提升自身的文学修养，最希

望图书馆开展经典影视放映等 活 动 的 愿 望，图 书 馆

应增加中外优秀经典影视作品放映、赏析活动，提升

学生文 学 修 养。要 对 经 典 影 视 作 品 按 题 材 进 行 分

类，以满足不同学生的需求。可引进经典原著、原版

的影视作品，让学生在欣赏电影 的 同 时 提 升 外 语 水

平，增加文学修养，享受 阅 读 时 光；也 可 以 播 放 一 些

反映中国革命历史题材的红色 经 典 影 视 作 品，在 娱

乐中接受革命传统教育，传承红色文化，在影视活动

中强化学生的文化自信和道路自信。
其次，设置有声读物专栏，满足学生碎片化阅读

需求。当代大学生是电 子 阅 读 的 原 住 民，习 惯 于 碎

片化阅读。而且，目前大学生普遍反映学业压力大，
没有时间参与文娱活 动。在 这 种 情 况 下，图 书 馆 应

转变思路，相对于纸质书籍的阅读，音视频更符合大

学生碎片化阅读的习惯，因此图 书 馆 在 做 传 统 阅 读

推广的同时，可以在微信号中引入有声读物，帮助学

生在快节奏的学习、生 活 中 进 行 碎 片 化 阅 读。有 声

专栏可以是音乐专栏，以 音 乐 欣 赏、短 视 频 等 形 式，
培养学生的美学修养，陶 冶 情 操，舒 缓 情 绪；也 可 以

是朗读专栏，播放如《朗读者》节目中推 送 的 经 典 美

文、传世佳作，达到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目的。

５．４　增加审美性活动

美育 是 文 化 自 信，是 文 化 繁 荣 的 基 础 性 工

程［１２］。图书馆的文化活动应与美育相结合，提高学

生的审 美 能 力。党 的 十 八 届 三 中 全 会 决 议 明 确 要

求，要改进美育教育，提 高 学 生 的 审 美 与 人 文 素 养。
图书馆可定期举办展览，如包含学生作品的摄影展、
美术展、工艺作品展、书 画 展 等，这 些 展 览 一 方 面 可

浓厚图书馆的文化氛围，另一方 面 可 使 学 生 拥 有 发

现美的眼睛，懂得欣赏美。除此以外，图书馆还可以

举办美学教育培训班，如名著、名画、名曲鉴赏，服饰

搭配、插花、衍纸、化 妆、礼 仪 等，增 强 他 们 的 审 美 能

力，提高他们的审美情趣，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
图书馆还可以开发学生喜欢的文创产品。文创

产品开发可以图书馆馆藏资源 和 文 化 活 动 为 依 托，
以图书馆 文 化 内 涵 为 核 心［１３］。图 书 馆 可 以 举 办 文

创产品设计大赛，动员学生一起 参 与 文 创 产 品 的 设

计开发，票选学生中意 的 文 创 产 品。这 种 互 动 式 活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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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符合学生对美育和自我参与的 渴 望，势 必 会 吸 引

更多的学生参与进来；图书馆还可 将 学 生 的 设 计 稿

制成作品作为图书馆举办活动的奖品颁发给活动参

与者，提高学生对图书馆活动的关注度与参与度，扩
大图书馆在学生中的影响力。

５．５　积极推广地方文化

调查发现，３６．０５％的学生表示对非物质文化遗

产感兴趣；２７．２９％的 学 生 希 望 了 解 天 津 地 方 文 化。
进一步的访谈发现，大学生普遍对 天 津 的 文 化 不 太

了解，但他们对 天 津 的 地 方 饮 食、民 俗、相 声、历 史、
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又颇 感 兴 趣。为 此，图 书 馆 应 与

天津市文化旅游部门合作，利用当 地 丰 富 的 文 化 资

源，做好天津地方文化和非物质文 化 遗 产 在 大 学 生

中的普及推广工作。如邀请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进校园，为广大在校师生普及传统、非遗文化。这种

参与互动式的活动更容易拉近与 学 生 的 距 离，既 满

足了学生了解地方文化的需求，还 有 助 于 扩 大 天 津

地方文化的影响力。

５．６　活动要适当设置奖励

针对学生 参 与 图 书 馆 的 活 动 最 想 获 得 保 研 加

分、奖金或奖状（证书）的愿望，图书馆在举办活动时

最好与学校宣传部门、学生处、团委以及教务处等协

商，将高水平的文化育人活动纳入 学 校 校 园 文 化 建

设范畴，学生参加相关活动并完成规定的要求，可以

取得相应的积分；甚至将图书馆举 办 的 系 列 文 化 活

动纳入选修课，或作为实践教学环节给予学分；参加

某些文创活动，可以获得相应的奖励等；或争取有关

部门资金支持，设立文化活动基金，对相关活动如国

学经典导读、名著、名画、名 曲 赏 析 品 鉴 等 给 予 持 续

支持，形成文化育人品牌。这 样 势 必 会 极 大 调 动 学

生参与活动的积极性、主动性，提升学生对图书馆文

化育人活动的参与度和认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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