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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对读者个体影响力的评价研究＊

□高凡　欧阳娟　吴秀明

　　摘要　为了明确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对读者的影响程度，以德尔菲法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并
运用层次分析法和熵权法综合判断各指标权重。通过问卷调研和深度访谈等方法对评价指标进

行实证分析，发现阅读推广活动不 仅 对 读 者 阅 读 心 理、阅 读 行 为、阅 读 素 养 有 影 响，还 因 读 者 专

业、参与次数等不同而存在差异。鉴于此，优化阅读推广模式，提升阅读推广成效，不仅需要定位

读者画像，提供精准服务；兼顾多元活动，迈向科学服务；转变推广理念，立足整体提升；还需要转

变读者身份，鼓励组织参与；持续追踪评估，实施综合测评，持续开展有成效、有品质的阅读推广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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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持续推进，不
仅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还 取 得 了 较 好 成 效。如 何 科

学、专业地评估高校图书馆阅读推 广 对 读 者 个 体 的

影响，也成为一个值得探 究 的 问 题。大 学 生 读 者 作

为阅读推广活动的重点目标群体，既是活动参与者，
也是活动评价者。因此，本 研 究 从 读 者 个 体 受 阅 读

推广影响程度出发，构建高校图书 馆 阅 读 推 广 对 读

者个体的影响力评价指标体系，将 读 者 因 阅 读 推 广

活动而产生的变化程度，作为影响 力 高 低 的 测 评 依

据，使读者评价与活动评估相统一，为高校图书馆阅

读推广评价工作提供新视角。

１　图书馆阅读推广评价研究现状

国外不仅致力 于 将 阅 读 推 广 活 动 开 展 得 有 效、
有影响力，还十分注重对阅读推广 活 动 效 果 进 行 跟

踪、调查与 评 价。例 如，美 国 国 会 图 书 馆 从 活 动 范

围、社会参与度和社会影响力等方面，对阅读推广活

动进行评价与反思［１］。英国拉夫堡大学 （ＬＩＳＵ）图

书馆在“图 书 连 接”（Ｂｏｏｋｓ　Ｃｏｎｎｅｃｔ）项 目 中 构 建 了

一组评价指标和数据收集工具，用 以 评 价 阅 读 推 广

活动［２］。为了提高和培养葡萄牙人的识字水平与阅

读习惯，葡萄牙教育部联合其他政府部门，采用多元

整合方法对国家阅读计 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Ｐｌａｎ）
开展长达５年 的 评 估 项 目［３］。经 过 研 究 发 现，国 外

图书馆阅读推广评价具有计划性、目的性、系统性等

特点，采取定性和定量 相 结 合 的 方 法，持 续、系 统 地

分析活动实施效 果［４］，这 为 我 国 开 展 高 校 图 书 馆 阅

读推广评价提供了借鉴与启示。
对图书馆阅读 推 广 评 价 来 说，最 为 关 键 的 就 是

运用科学的方法，全面 构 建 评 价 指 标 体 系。有 的 学

者将评价指标体系分 为“图 书 馆—读 者”两 个 维 度，
将阅读推广主体所需要的人员、资 金 等 活 动 保 障 指

标，与阅读 推 广 客 体 的 参 与 度、满 意 度 等 指 标 相 结

合［５－７］。部分学者对此进行延伸，从“图书馆—用户

感知—社会 影 响”［８］、“图 书 馆 运 转—活 动 反 馈 意

见—读者深度体验”［９］等三个维度，对阅读推广活动

进行全 方 位 评 价。虽 然 以 上 评 价 都 含 有“读 者”维

度，但在具体指标层则缺乏“读者”参数［１０］。鉴于读

者是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的主 要 参 与 者 和 评 价 者，
学者们倡导建立“以读者发展为中心”的 推 广 理 念，
认为需要从读者角度，用实证方 法 重 新 设 计 阅 读 推

广评价指标体系，以此来探究阅 读 推 广 活 动 的 有 效

性［１１］，并加强阅读推广对读者心理和读者收获等方

面的研究［１２］。
因此，学者们基于读者维度，从公共项 目、阅 读

生命周期、马斯 洛 需 求 层 次 理 论 等 角 度，将 阅 读 兴

趣、阅读 量、阅 读 时 间、阅 读 认 知、阅 读 技 巧、阅 读

计划、阅读方法 等 纳 入 到 评 价 指 标 体 系 中，不 仅 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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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读者对阅读 推 广 活 动 的 氛 围、内 容、形 式 的 满 意

度，还通过阅读 兴 趣、阅 读 偏 好 等 反 映 读 者 的 阅 读

心理，从阅读时长、阅读量、阅读技巧等直接反映读

者的阅读行为［１３－１４］。学者们建议，若阅读推广的重

点对象是大学生，仅影响读者的阅 读 心 理 与 阅 读 行

为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提升读者 的 专 项 能 力 与 素

养（如表达、理解等能力），需要从 信 息 检 索 能 力、表

达能力的提升程度来侧面反映读者的阅读素养［１５］。
在此基础上，学者们还进一步采用问卷调研、专家访

谈和动态模糊综合评价等方法探究这些指标的变化

情况，以此来测评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对读者的

影响程度［１６－１７］。除此之外，部分学者将图书馆服务

评价方 法 移 植 到 阅 读 推 广 评 价 中，借 鉴ＣＢＢＥ、ＳＥ－
ＲＶＱＵＡＬ、ＬＩＢＱＵＡＬ＋ＴＭ、ＫＡＮＯ等 模 型，选 择 测

量阅读推广活动效果的关键指标［１８］。
综上所述，从读 者 角 度 评 价 图 书 馆 阅 读 推 广 影

响力已经有一定的研究基础，但仍存在部分问题：一
是阅读推广评价研究待深入。图书馆阅读推广对读

者个体是否有影响以及影响程度 如 何，是 否 因 读 者

自身条件不同而存在差异，都缺乏 足 够 数 据 支 持 与

系统化研究。二是多侧重于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缺乏

深度有效的实证研究。由于各高校图书馆所具备的

资源不同，开展阅读推广活动也有差异，这就决定了

评价指标体系需要在实证研究中不断完善与调整。
本文以高校大 学 生 为 研 究 对 象，初 步 构 建 高 校

图书馆阅 读 推 广 对 读 者 个 体 影 响 力 的 评 价 指 标 体

系，邀请１０名高校图书馆 阅 读 推 广 领 域 的 专 家，利

用德尔菲法对评价指标进行筛选；在此基础上，对高

校图书馆阅读推广人、大学生读者进行深度访谈，根
据访谈结果对指标进行调整，最终 形 成 评 价 指 标 体

系；并采用层次分析法和熵权法综 合 判 断 各 个 指 标

的权重；最后，立足于西南交通大学图书馆阅读推广

工作实践，通过问卷调研和深度访 谈 等 方 法 对 评 价

指标进行实证分析，进一步验证该 评 价 指 标 体 系 的

科学性、有效性。

２　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对读者个体影响 力 评 价 指

标体系构建

２．１　评价指标设计与修改

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对读者个体影响力评价指

标体系的构建，既要保证指标的完备性、代表性和层

次性，又要与阅读推广的 目 标 有 效 结 合 起 来。本 文

借鉴心理学的“刺激—反应”理 论，初 步 构 建 评 价 指

标体系。“刺激—反应”理论由约翰·华生（Ｊｏｈｎ　Ｂ．

Ｗａｔｓｏｎ）建立，认 为 人 的 活 动 可 以 被 分 解 为 身 体 内

外部刺激以及反应两部分。“刺激—反应”理论因其

强大的启发性和实用性，应用范 围 已 由 心 理 学 逐 渐

扩展至经济学、管理学 和 社 会 学 等 领 域。高 校 图 书

馆阅读推广对读者个体的影响是一个“刺激—反应”
过程，即将阅读推广活动看作是环境中的“刺激”，进
而对读者的阅读心理、阅读行为 和 阅 读 素 养 等 产 生

影响，使读者作出相应的反应。本文结合实际情况，
将阅读推广对读者产生影响的 过 程 融 入 到“刺 激—
反应”理 论 中，以 此 作 为 构 建 评 价 指 标 体 系 的 思 维

逻辑。
首先，基于已有 研 究 成 果，初 步 设 计 包 含“阅 读

心理”“阅读行为”“阅读素养”３个二级指标、２０个三

级指标的评价体系。其次，先后向１０名高校图书馆

阅读推广专家发放三轮专家意 见 咨 询 表，专 家 们 补

充重要 指 标 并 给 出 其 他 参 考 意 见。每 轮 调 查 结 束

后，计算各项指 标 的 变 异 系 数Ｃｖ（标 准 差 与 平 均 数

之比）。若Ｃｖ＞０．２５，则 意 味 着 该 指 标 的 专 家 认 同

程度不够，应将指标剔除。同时，根据专家意见增加

新的指标。如此反复，得 到 经 过 三 轮 筛 选 后 的 指 标

体系。其次，对高校图书 馆 阅 读 推 广 人 和 大 学 生 读

者（共 计２０人）进 行 深 度 访 谈，继 续 对 指 标 进 行 调

整、修正，最终确定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对读者个体

影响力评价指标体系，包括３个二级指标，１８个三

级指标（见表１）。

２．２　评价指标权重确定

２．２．１　层次分析法计算权重

在表１的基础 上，根 据 层 次 分 析 法 构 建 判 断 矩

阵和设计调查问卷，并邀请中国 图 书 馆 学 会 大 学 生

阅读推广委员会多名委员，对各 个 指 标 重 要 性 进 行

两两比较。再利用ｙａａｈｐ软件计算各指标权重，并

进行一致性检验，求得各评价指标的权重为ω′ｉ。从

分析结果来看，一致性检验结果均显示ＣＲ＜０．１，说
明判断矩阵通过一致性检验，专 家 对 指 标 的 对 比 判

断满足一致性。

２．２．２　熵权法计算权重

熵权法是用来 度 量 信 息 量 的，主 要 反 映 系 统 的

混乱程度，即一个系统 越 是 有 序，信 息 熵 就 越 低；反

之，信息熵就越高。在评价过程中，当评价对象在某

项指标上的值相差较大时，熵值较小，说明该指标对

决策的作用越大，其权 重 也 越 大。在 运 用 熵 权 法 计

算指标权重时，需要先对数据进 行 标 准 化 或 归 一 化

处理，消除数据之间的量纲，再计算每项指标的熵值

与熵权，最终得出各指标权重ω′ｊ。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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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对读者个体影响力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描述

高

校

图

书

馆

阅

读

推

广

对

读

者

个

体

影

响

力

阅读心理

阅读兴趣 阅读推广活动引起读者探究、认识、掌握某种事物的心理倾向或阅读兴趣

阅读动机
受阅读推广活动影响，读者的阅读动机发生改变，具有唤起读者阅读行为，形成 阅 读 习 惯，提 高 阅 读 效
率的作用

阅读需求 阅读推广活动／服务开展的内容、形式等带动阅读需求变化

阅读偏好 阅读推广活动引起读者的个人喜好、研究领域等发生转移或改变

活动／服
务认可

在阅读推广活动体验过程中，读者所产生的情感及认可，影响读者的满意度和再次体验意向

阅读行为

阅读类型
受阅读推广活动影响，读者的阅读类型（认识性阅读、鉴赏性阅读、消遣娱乐性阅读、研 究 评 价 性 阅 读）
发生了改变

阅读时长 为了完成阅读推广活动的要求，或受其影响，而促使读者增加了阅读时间

阅读量 为了完成阅读推广活动的要求，或受其影响，而促使读者增加了阅读数量

阅读技巧
阅读推广活动向读者传授不同的阅读技巧与方法（略读、查读、细读），使读者在阅 读 时 根 据 需 要，有 意
识地选择不同的方法

阅读计划 受阅读推广活动影响，读者开始拟定阅读计划，或完善计划的具体内容、步骤、布置和安排等

阅读方式
由于阅读推广活动的引导，读者在选择传统阅读（诵读、细读）还是数字阅读（听读、观 读）方 面，出 现 的
偏好和倾向性

阅读素养

学习能力 受阅读推广活动的影响，通过改善读者的阅读效果，使读者在专业成绩、综合考核等方面得到提升

表达能力
通过参与阅读推广活动，读者借助语言、文字、表情、动作等，把自己的情感、想 法 和 意 图 清 晰 明 确 地 表
达出来的能力，得到了提高或强化

信息素养
通过参与阅读推广活动，读者不断学习运用相关知识、技术和工具，使得自身处理、利用、交流和评价信
息的能力得以强化

理解能力
受阅读推广活动／服务的影响，提升了读者对事与事、事与人、人与人之间 关 系 的 理 解，拓 宽 了 看 待、处
理问题的视野

心理素质
在阅读推广活动开展过程中，读者经过指导，阅读合适的材料或书籍，解决成长过程中所遭遇的心理问
题，或维护了心理健康

合作能力
在参与阅读推广活动过程中，读者提高了与他人相互配合、共同完成一件事情的能力，主要包括沟通能
力和协助能力

道德认知 受阅读推广活动的影响，读者对是非、善恶等行为准则及其执行意义的认识得以丰富

２．２．３　层次分析法和熵权法结合

层次分析 法 判 断 的 指 标 权 重 具 有 较 高 的 合 理

性，但易受专家的知识与经验及其 意 向 和 偏 好 的 影

响，虽然该方法较成熟，但主观成分较大。而熵权法

是一种客观赋权方法，主要是对实际数据进行整理、
计算和分析，进而得到权 重，虽 然 该 方 法 较 为 客 观，
但不能反映专家的知识与经验以 及 决 策 者 的 意 见，
有时得到的权重可能与 实 际 重 要 程 度 不 符。因 此，
基于以上两种方法，采用等权重加权平均的方法，将
层次分析法与熵权法的权重相加，选 用 两 者 的 均 值

作为综合权 重ω，兼 顾 了 专 家 意 见 和 实 际 数 据。各

级指标赋权的结果见表２。

３　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对读者个体影 响 力 评 价 实

证分析

３．１　问卷调研分析

３．１．１　数据收集与样本描述

本文以西南交通大学参与过图书馆阅读推广活

动的读者 为 调 研 对 象，开 展 问 卷 调 查，调 查 时 间 为

２０２１年６月５日—７月１日，共收回问卷２４６份，剔
除３６份无效问卷（未参加过阅读推广活动），得到有

效问卷２１０份，回收 率 为８５．４％。问 卷 内 容 主 要 包

括读者 的 人 口 特 征（性 别、年 级、专 业 等）、正 文（１８
个指标问卷测量项）和读者建议三个部分。１８个指

标的问卷测度项，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设计，选项按

照强弱程度递增的顺序，被划分为“完全没影响”“没

影响”“一般”“有影响”“很有影响”五个等级，依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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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对读者个体影响力评价指标权重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ＡＨＰ法权重ω′ｉ 熵权法权重ω′ｊ 综合权重ω 三级指标 ＡＨＰ法权重ω′ｉ 熵权法权重ω′ｊ 综合权重ω

高
校
图
书
馆
阅
读
推
广
对
读
者
个
体
影
响
力

阅读心理 ０．６４９１　 ０．５３１７　 ０．５９０４

阅读兴趣 ０．３５０５　 ０．２４３２　 ０．２９６８５
阅读动机 ０．１２０５　 ０．０９８６　 ０．１０９５５
阅读需求 ０．１１０７　 ０．０５３６　 ０．０８２１５
阅读偏好 ０．０３４７　 ０．０３７７　 ０．０３６２

活动／服务认可 ０．０３２８　 ０．０９８６　 ０．０６５７

阅读行为 ０．２７９　 ０．３０４２　 ０．２９１６

阅读类型 ０．０１０８　 ０．０６５６　 ０．０３８２
阅读时长 ０．０９７４　 ０．０７１３　 ０．０８４３５

阅读量 ０．０９５４　 ０．０５１９　 ０．０７３６５
阅读技巧 ０．０２１７　 ０．０５７６　 ０．０３９６５
阅读计划 ０．０３９１　 ０．０５７９　 ０．０４８５
阅读方式 ０．０１４６　 ０．０５１８　 ０．０３３２

阅读素养 ０．０７１９　 ０．１６４１　 ０．１１８

学习能力 ０．００２３　 ０．０２１４　 ０．０１１８５
表达能力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７８　 ０．０１３４
信息素养 ０．０１１６　 ０．０４７２　 ０．０２９４
理解能力 ０．０１０４　 ０．０１１８　 ０．０１１１
心理素质 ０．００２４　 ０．０２４８　 ０．０１３６
合作能力 ０．０３２３　 ０．０３８５　 ０．０３５４
道德认知 ０．０３２３　 ０．００２６　 ０．０１７４５

应分值１、２、３、４、５。
首先，利用ＳＰＳＳ　２４．０对 所 收 集 的 问 卷 数 据 进

行信度与效度检验，分析发现阅读心理、阅读行为和

阅读素 养 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ｌｐｈａ系 数 分 别 为０．９４３、

０．９４７和０．９６５，均大于判断标准０．７。其次，采用因

子分析 法 检 验 问 卷 的 结 构 效 度，其 中 ＫＭＯ 值 为

０．９６１，大于判 别 标 准０．６，则 该 问 卷 的 结 构 效 度 检

验结果可以接受。

　　在性别分布方面，女生占比约３０．４８％，男生约占

６９．５２％，契合西南交通大学学生的性别比例分布情

况。由于低年级学生是阅读推广活动的主要参与群

体，并且对问卷填写的关注度、积极性较高，因此在年

级分布上，大一占比约４６．６７％，大二约占３４．７６％，其
余年级共占１８．５７％。在专业方面，工科、理科专业的

学生占总人数的７４．７７％，这也与西南交通大学的学

科特 点 相 符 合。在 参 与 阅 读 推 广 活 动 次 数 方 面，

７４．２９％的读者只参加了１—３次，参加４次及以上的

读者占２５．７１％。在参加活动类型上，有７３．２％的读

者倾向于参加文化讲座和征文竞赛类活动。

３．１．２　指标统计分析

（１）综合得分情况

读者根据自身参与阅读推广活动情况和参与感

受，对选项进行打分。根据综合权重ω得到综合得

分，再将其转化 为 百 分 制。图１为２１０名 读 者 的 综

合得分，其中，综 合 得 分 最 大 值 为９０，最 小 值 为４３，

整体综合平均分为６４．８６。
从图１可以看 出，综 合 得 分 高 于 平 均 分 的 读 者

人数为１１６人，占总人数的５５．２４％。这说明了高校

图书馆阅读推广为读者带来了较大影响。在参加阅

读推广活动后，读者的阅读心理、阅读行为以及阅读

素养都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阅读兴趣、阅读需求以

及信息素养等得到改善。

图１　读者综合得分情况

（２）具体得分情况

除了综合得分，实 证 分 析 还 统 计 了 读 者 阅 读 心

理、阅读行为和阅读素养受图书 馆 阅 读 推 广 影 响 的

程度（见表３）。
从阅读心理的 各 项 统 计 指 标 来 看，阅 读 动 机 的

平均分（６５．８８）最 高，阅 读 需 求 的 平 均 分（６４．４４）最

低。可见，受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影响，读者阅读动

机的变化程度最大。同 时，高 校 图 书 馆 阅 读 推 广 对

读者的活动／服务 认 知 影 响 效 果 也 较 为 明 显，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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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认知会影响读者的满意度和 再 次 体 验 意 向，换

言之，良好的活动／服务认知可能会对阅读心理形成

正向促进作用。

表３　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对读者个体影响力具体得分情况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平均分（满分１００）

阅读心理

阅读兴趣 ６４．９８
阅读动机 ６５．８８
阅读需求 ６４．４４
阅读偏好 ６５．３４

活动／服务认知 ６５．５２

阅读行为

阅读类型 ６４．４４
阅读时长 ６５．３４

阅读量 ６４．８０
阅读技巧 ６４．８０
阅读计划 ６３．３６
阅读方式 ６３．９０

阅读素养

学习能力 ６４．６２
表达能力 ６５．７０
信息素养 ６４．８０
理解能力 ６５．８８
心理素质 ６５．３４
合作能力 ６４．９８
道德认知 ６５．５２

在阅读行为的 各 项 统 计 指 标 中，阅 读 推 广 活 动

对读者阅读 时 长 的 影 响（６５．３４）最 大。读 者 受 阅 读

推广活动的影响，或许是为了完成活动要求，其阅读

时长的延长不仅会带来阅读量增 加，也 会 丰 富 其 阅

读类型，并且逐渐改变其阅读方式、完善阅读计划以

及阅读技巧等。由于该校图书馆已开设有关阅读技

巧与阅读方法的课程，为学生阅读 能 力 的 培 养 奠 定

了基础，这也是阅读技巧与阅读方 式 的 综 合 平 均 分

较高的原因之一。
从阅读素养的各项统计指标来看，读者理解能力

的平均分为６５．８８，反映出阅读推广活动对读者理解

能力的影响较为明显。读者通过阅读文学作品、专业

书籍等，为理解能力与表达能力打下了坚实基础。一

方面，读者在参与阅读推广活动中学习到了检索、利

用、处理信息的知识与方法，提升了信息素养；另一方

面，读者通过相关书目推荐等，拓展了阅读范围和阅

读偏好类型，拓宽了自身视野，改善了心理素质。

３．１．３　假设与检验分析

由以上指标统 计 分 析 可 知，图 书 馆 阅 读 推 广 活

动对读者阅读心理、阅读行为和阅读素养均有影响。

然而，阅读推广活动对读者的影响力，是否也会随读

者自身情况变化而产生差异，这也 是 需 要 关 注 的 问

题。因此，利用ＳＰＳＳ　２４．０的方差分析法，通过假设

检验来判断各因素是否对因变量产生显著影响［１９］。
利用方差分析的Ｆ值和Ｐ值，来探究阅读推广对读

者的影响程度是否因 性 别、年 级、专 业、参 加 活 动 次

数的不同而呈现出明显差异。Ｆ值是组间和组内的

离差平方和与自由度的比值，Ｆ值越大，说明处理效

果越明显。Ｐ值是衡量差异大小的关键指标，若＊Ｐ
值＜０．０５，表示存在显著差异，若＊＊Ｐ值＜０．０１，表
示存在极其显著差异，均 可 以 推 翻 原 假 设。基 于 以

上分析，提出以下原假设：

Ｈａ：性别不对１８个指标的受影响程度产生影响；

Ｈｂ：年级不对１８个指标的受影响程度产生影响；

Ｈｃ：专业不对１８个指标的受影响程度产生影响；

Ｈｄ：参加活动 次 数 不 对１８个 指 标 的 受 影 响 程

度产生影响。
为了确保检验结果的准确性，先利用ＳＰＳＳ　２４．０

对各项指标进行误差方差等同 性 检 验，得 到 方 差 齐

次性检验的值均大于０．６２８，表明各组之间的总体方

差相等，满足方差分析的前提。限于篇幅，表４中仅

将单因素方差分析的主要结果进行展示。
从检验结果来看，并不是所有的读者特征都会对

阅读心理、阅读行为以及阅读素养的受影响程度产生

影响。从表４可以看出，在０．０５的显著水平上，呈现

出不同的分析结果。第一，性别方面。阅读心理、阅

读行为、阅读素养的Ｐ值范围都远大于显著 性 水 平

０．０５的标准。因此，接受 Ｈａ中的原假设，表明性别

并不会对阅读心理、阅读行为、阅读素养等１８个指标

的受影响程度产生显著影响。第二，年级方面。虽然

活动／服务认可这项指标的Ｐ值为０．００６，阅读时长和

阅读技巧的Ｐ值分别为０．０２４、０．０１５，但是其余１５个

指标的Ｐ值范围为０．０５—０．３３６，因此，接受Ｈｂ中的

原假设，年级也不会对阅读心理、阅读行为、阅读素养

等指标 的 受 影 响 程 度 产 生 显 著 影 响。第 三，专 业 方

面。阅读心理、阅读行为、阅读素养等１８个指标的Ｐ
值不仅 都 小 于０．０５，还 有 大 部 分 指 标 的Ｐ值 小 于

０．０１。由此可知，Ｈｃ中的原假设不成立，表明专业不

仅对读者的阅读心理、阅读行为、阅读素养等１８个指

标的受影响程度产生了显著影响，同时还对部分指标

产生了极其显著影响。第四，参加活动次数。阅读心

理、阅读行为、阅读素 养 等１８个 指 标 的Ｐ值 都 小 于

０．０５，则Ｈｄ中的原假设也不成立，表明参与活动次数

对１８个指标的受影响程度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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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不同性别、年级等在阅读推广对读者个体影响力上的差异分析

指标 性别 年级 专业 参加活动次数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Ｆ
显著性

（Ｐ值）
Ｆ

显著性

（Ｐ值）
Ｆ

显著性

（Ｐ值）
Ｆ

显著性

（Ｐ值）

阅读心理

阅读兴趣 １．１５９ ．２８３　 １．８７２ ．１３５　 ３．０９３ ．０１７＊ ２．８８８ ．０２９＊

阅读动机 ．００４ ．９５１　 ２．６５３ ．０５０　 ５．７８８ ．０００＊＊ ２．０６３ ．０４１＊

阅读需求 １．０５８ ．３０５　 ２．２０８ ．０８８　 ４．５６０ ．００２＊＊ ３．６１７ ．０３６＊

阅读偏好 ．０６４ ．８００　 １．５６０ ．２００　 ２．９０５ ．０２３＊ ．８３７ ．０４９＊

活动／服务认可 ．１１１ ．７３９　 ４．３００ ．００６＊＊ ５．８７６ ．０００＊＊ ４．９２２ ．００８＊＊

阅读行为

阅读类型 １．１７８ ．２７９　 １．１３５ ．３３６　 ３．５８７ ．００８＊＊ ３．４３５ ．０３８＊

阅读时长 ．２１３ ．６４５　 ３．２１８ ．０２４＊ ４．３７５ ．００２＊＊ ２．８７３ ．０３２＊

阅读量 ．０１６ ．８９９　 １．５４２ ．２０５　 ４．７５１ ．００１＊＊ ３．７８６ ．０３８＊

阅读技巧 ．１７３ ．６７８　 ３．５７０ ．０１５＊ ４．１４７ ．００３＊＊ ２．８４１ ．０４６＊

阅读计划 ．０１８ ．８９３　 １．３３４ ．２６４　 ２．３９２ ．０４２＊ ２．６１５ ．０４８＊

阅读方式 ．４９５ ．４８３　 ２．４４２ ．０６５　 ３．３６１ ．０１１＊ ３．５１２ ．０１４＊

阅读素养

学习能力 ．３６７ ．５４５　 １．５４６ ．２０４　 ３．５２９ ．００８＊＊ ３．２４６ ．０３５＊

表达能力 ．１０１ ．７５０　 １．２３５ ．２９８　 ３．３４９ ．０１１＊ ３．７６４ ．０２４＊

信息素养 ．８８７ ．３４７　 １．８５３ ．１３９　 ４．２７２ ．００２＊＊ ３．４７１ ．０２７＊

理解能力 ．１３６ ．７１２　 ２．１４１ ．０９６　 ６．２３４ ．０００＊＊ ４．００１ ．０１７＊

心理素质 ２．５１９ ．１１４　 ２．４６８ ．０６３　 ４．４４７ ．００２＊＊ ３．８８９ ．０２８＊

合作能力 ．８４０ ．３６０　 ３．０４１ ．０５０　 ２．９７５ ．０２０＊＊ ４．１１２ ．０１５＊

道德认知 １．９２９ ．１６６　 １．７９５ ．１４９　 ４．８８５ ．００１＊＊ ３．９７３ ．０３２＊

注：＊表示Ｐ值＜０．０５，＊＊表示Ｐ值＜０．０１。

　　由此可知，由于性别和年级与 阅 读 推 广 对 读 者

个体影响力的关联不强，图书馆在 开 展 阅 读 推 广 活

动时，可以不纳 入 考 虑 范 围。然 而，不 同 专 业、参 加

活动次数的读者受阅读推广影响 却 存 在 明 显 差 异。
这也反映出：一是开展阅读推广活动时，要结合专业

特点，提供有针对性的阅读推广服务；二是要通过恰

当的方式，引导读者多次参与阅读推广活动，例如加

大活动宣传力度，实施奖励参与等措施，增强活动的

吸引力，营造良好的校园氛围。

３．２　深度访谈分析

３．２．１　受访者基本信息

在阅读推广活 动 效 果 评 价 中，问 卷 调 研 虽 然 能

够收集到较为完整的数据，但也存在局限性，难以对

研究内容进行追问和挖 掘。因 此，本 研 究 在 问 卷 调

研的基础上，还从调研样本中选取 多 位 读 者 进 行 访

谈。以西南交通大学“第二课堂”为 依 托，深 入 挖 掘

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对受访者 的 阅 读 心 理、阅 读 行

为、阅读素养等方面所带来的实际效果。
由于阅读推广 活 动 对 读 者 的 影 响 是 一 个 长 期、

持续的过程，并且考虑到高校图 书 馆 阅 读 推 广 对 读

者个体影响力评价指标体系的 特 殊 性，所 以 受 访 者

主要为大三、大 四 年 级 的 读 者（见 表５）。原 因 在 于

他们不仅多次参与“第二课堂”中的多种类型阅读推

广活动（参与次数较多），并且大多有过 组 织 阅 读 推

广活动的经验，阅读推广活动为 他 们 所 带 来 的 影 响

效果也更明显。
若是评价指标体系中１８个指标均有所涉及，则

访谈难度较大。因此，在指标统计分析基础上，主要

从阅读心理、阅读行为、阅读素养３个二级指标中，选
取部分受影响程度较大的三级指标进行深入访谈，并
从受访者为阅读推广效果评价提供建议等方面展开，
以期将问卷调研与访谈的结果相互补充和印证。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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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访谈研究样本构成

编号 性别 年级 专业 未来规划 兴趣爱好 特长

Ａ１ 女 ２０１８级 法学 考研 阅读、写作、慢跑、唱歌 表达能力较强，擅长微信公众号运营

Ａ２ 男 ２０１８级 统计学 考研 运动（打羽毛球、跑步） 熟悉各种软件操作

Ａ３ 男 ２０１８级 交通运输 就业 运动、手工 动手能力强，表达能力较好

Ａ４ 男 ２０１９级 土木工程 考研 运动（打篮球、跑步）、学习街舞 合作能力、人际交往能力较好

Ａ５ 女 ２０１９级 公共事业管理 考研 手工、烘培、游泳、游戏 理解能力、沟通能力好，熟练掌握部分软件

Ａ６ 女 ２０１９级 通信工程 考研 阅读、旅游 动手能力、执行力强，熟练使用办公、编程软件

３．２．２　访谈结果分析

（１）阅读心理。经过访谈分析发现，若要增大阅

读推广活动对读者阅读心理的影响程度，阅读兴趣、
阅读动机、阅读需求所发挥的作用不容忽视。然而，
阅读兴趣、阅读动机等又与读者的未来规划、兴趣爱

好以及特长等息息相关。多位受访者认为阅读推广

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其阅读 兴 趣，改 善 或 维 持

了阅读动机。受 访 者 Ａ６表 示“我 现 在 的 目 标 是 考

研，喜欢阅读。参与前我会选择自己感兴趣的活动，
参与后发现有的活动和我的兴趣 并 不 符 合，但 听 了

分享人的推荐和介绍，也激发了我的兴趣。可以说，
参加的这些阅读推广活动很大程度上拓宽了我的阅

读兴 趣。”同 时，受 访 者 Ａ３表 示“本 人 平 时 不 爱 阅

读，希望参 加 阅 读 推 广 活 动 能 让 自 己 喜 欢 上 阅 读。
在参加活动中听到与自己兴趣相 符 的 分 享，我 的 阅

读动机也会增强，但是很多活动都 与 自 己 的 阅 读 需

求不符合，我的 目 标 是 就 业，希 望 能 从 活 动／阅 读 中

学到一些职业技能。”可见，在 图 书 馆 开 展 阅 读 推 广

活动过程 中，要 根 据 推 广 目 标 群 体 的 爱 好、职 业 规

划、特长等 特 征 进 行 细 分，有 针 对 性 地 组 织 开 展 活

动，才能从整体上宏观把握读者的阅读心理，提升读

者的阅读兴趣，增强其阅读动机。
（２）阅读行为。受访者在“第二 课 堂”参 加 了 多

种类型的阅读推广活动，其阅读行 为 也 会 随 之 发 生

变化，主要体现在阅读行为中阅读量、阅读类型的改

变。受访者Ａ１表 示“我 经 常 参 加 一 些 讲 座 论 坛 类

的定期活动，偶尔也会参与一些知识竞赛、书信漂流

等特色活动。希望图书馆 能 创 新 阅 读 推 广 形 式，多

增加一些特色活动。由于 这 两 类 活 动 存 在 差 异，为

了完成活动要求，我阅读了大量书籍与资料，也在无

形之中丰富了 阅 读 类 型。”受 访 者 Ａ６表 示“我 很 想

参加一些图书交换类的特色活动，但 是 一 直 没 有 机

会。”可见，阅读推广活动类 型 对 读 者 阅 读 行 为 有 直

接影响作用；在开展活 动 前，创 新、丰 富 阅 读 推 广 活

动类型应是工作的重点。
（３）阅读素养与综合素质。访谈中发现，所有的

受访者都有组织阅读推广 活 动 的 经 验。受 访 者 Ａ２
表示“在组织和参与活动过程 中，会 遇 到 突 发 情 况，
除了向学长学姐请教，还需要不断总结经验，我的学

习能力和 心 理 素 质 等 因 此 得 到 提 升。”同 时 受 访 者

Ａ４也表示“在组织和参与活动过程 中，不 仅 实 现 了

自我价值，沟通能力、合作能力等综合素质也得到提

升。”在被问及“是否愿意继续参与阅读推广活动，或
推荐他人参与活动”时，受访者们表明“作 为 一 名 读

者，比较了解同学们的需求，又有机会成为组织者和

参与者，肯 定 愿 意 继 续 参 与，并 且 还 会 推 荐 他 人 参

与”。由此也反映出，一方面亟需转变阅读推广活动

理念，阅读推广活动对读者个体 的 影 响 分 为 浅 层 次

和深层次，不仅浅层次地影响了读者的阅读心理、阅
读行为等，更在无形中深层次地 影 响 了 读 者 的 阅 读

素养与综合能力；另一方面要鼓 励 读 者 积 极 参 与 到

活动组织中来，让读者在了解阅读推广活动的同时，
也能使自身综合素质得到锻炼。

４　结论与展望

实证分析结果 表 明，本 文 构 建 的 高 校 图 书 馆 阅

读推广对读者个体影响力评价指标体系具有实际效

用。基于问卷调 研 与 访 谈 分 析，可 以 发 现：第 一，从

指标统计分析来看，无论是读者个体综合得分，还是

各项二级指标的得分情况，都表 明 阅 读 推 广 活 动 对

读者个体的影响程度仍有待提 升，仍 需 要 继 续 了 解

读者的实际需求，对活动影响力 进 行 持 续 评 估 与 追

踪。第二，从假设与检验分析来看，阅读推广对读者

的影响程度，并不受读者性别和年级的干扰，而是会

因读者专业、参加活动 次 数 的 不 同 而 存 在 差 异。第

三，从访谈分析来看，需 要 根 据 兴 趣 爱 好、职 业 规 划

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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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对读者进行分类；调节定期活动 与 特 色 活 动 数 量

之间的平衡；转变阅读推广活动理念，鼓励读者积极

组织阅读推广活动。因此，为 了 进 一 步 提 升 图 书 馆

阅读推广对读者个体的影响力，笔者基于分析结果，
提出以下建议。

４．１　定位读者画像，提供精准服务

兴趣爱好、职 业 规 划、专 业 不 同，读 者 需 求 也 呈

现多样化、复杂化特征，这对“大水漫灌”的服务规则

提出了挑战，要求阅读推广活动要由“普遍 服 务”转

向“精准服务”。“精准服务”意味着读者需求的精准

识别和服务内容的精准供给。读者需求识别与供给

分为线上线下两种：一是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

获取读者信息，通过存量数据的深 度 挖 掘 和 增 量 数

据的全面读取，快速定位 读 者 画 像，为 精 准 化、个 性

化服务奠定基础。二是通 过 精 准 的 调 研 设 计，采 用

访谈、座谈会等形式，挖掘和创造读者需求。除此之

外，通过大数据技术，在读 者 画 像 的 基 础 上，对 阅 读

推广活动进行总体规划与设计，最 大 程 度 地 保 证 服

务精准度。通过构建阅读 推 广 服 务 供 需 平 台，对 读

者的需求信息进行电子化处理，调整推广活动模式，
实现动态精准供给响应服务。

４．２　兼顾多元活动，迈向科学服务

国内图书 馆 的 大 多 数 阅 读 推 广 服 务 属 于 单 一

化、短效化、碎片化活动，缺乏专业性和科学性，活动

产生的效果也呈现出高度零散化状态。由于参加阅

读推广活动的读者是一个高度异质、多元的群体，若
要改进阅读推广活动效果，一方面需要保持“特色式

活动”与“常态化活动”之间的平衡，可以考虑跨校合

作、与公共图书馆合作等 方 式，提 供 一 些 特 色 活 动，
提高读者的参与积极性。另一方面也需要加强阅读

推广人才队伍建设。在阅 读 推 广 人 的 配 备 上，不 仅

包括图书馆员、学院老师，还 包 括 专 家 学 者、大 学 生

志愿者等；要注重优化阅读推广人团队的年龄、知识

和专业结构，在年龄结构上协调“老中青”的 人 员 数

量，形成合 理 的 年 龄 梯 次；在 专 业 结 构 上 涵 盖 多 学

科、多专业等，培育一批专 业 素 质 过 硬、推 广 能 力 强

的人才队伍，从而为读者提供科学化、专业化的阅读

服务。

４．３　转变推广理念，立足整体提升

高校图书馆阅 读 推 广 是 一 项 持 续 性、挑 战 性 的

工作，要想深层次地对读者个体产生影响，其核心理

念至关 重 要。部 分 阅 读 推 广 活 动 之 所 以 出 现 简 单

化、形式化状态，其原因在于传统的阅读推广服务理

念仍停留在鼓励读者产生阅读意识和动机等浅层次

影响方面。鉴于此，需要 转 变 图 书 馆 阅 读 推 广 服 务

理念，以提升阅读素养 为 切 口，迈 向 综 合 能 力 提 升。

阅读推广 服 务 理 念 决 定 着 服 务 质 量 和 活 动 发 展 方

向，也是活动开展的基石。研究发现，读者在参与或

组织阅读推广活动的过程中，其阅读心理、阅读行为

甚至综合素养都得到 改 善。因 此，应 在 转 变 阅 读 推

广理念的基础上，建立长效推广机制，通过改善读者

的阅读心理、阅读行为提高阅读素养与综合能力。

４．４　转变读者身份，鼓励组织参与

随着阅读推广 活 动 的 深 入 推 进，高 校 图 书 馆 逐

渐创新推广服务模式，转变读者身份与角色，鼓励读

者由“参与者”转变为“组织参与者”。读者参与到阅

读推广的活动组织中具有以下优势：其一，不仅可以

节约图书馆的人力、物力等资源，还可以及时了解和

反馈读者的需求。其二，转 变 了 读 者 在 阅 读 推 广 活

动中的身份，读者既是阅读推广活动的参与者，更是

活动的组织者，他们能利用自身 影 响 力，发 挥“朋 辈

力量”，提高读者参与 度。其 三，读 者 在 组 织 和 参 与

活动过程 中，能 够 实 现 自 我 价 值，全 面 提 升 组 织 能

力、沟通能力、表达能力 以 及 合 作 能 力 等 综 合 能 力。

其四，读者通过学校社团、社会组织等团体参与到阅

读推广组织活动中，有利于加强馆社合作，与社会各

界保持紧密联系，以争取更多力量的支持和参与。

４．５　持续追踪评估，实施综合测评

阅读推广活动 的 影 响 是 一 个 长 期 持 久 的 过 程，

要科学地评估阅读推广活动的 效 果，既 需 要 持 续 追

踪评估，更要求由“片面评估”迈向“综 合 测 评”。首

先，通过持续评估，不仅可以对评价指标进行验证和

调整，更重要的是在评估中不断 发 现 阅 读 推 广 活 动

中存在的问题，积累总结活动经验，为改进措施与努

力提供新方向。其次，建立读者回访制度，对读者反

馈进行持续性追踪，深入了解读 者 对 于 阅 读 推 广 活

动的感受与体验，提高活动趣味性，激发读者阅读兴

趣，争取为读者个体带来更大的影响力。再次，不仅

要将读者的在校学习情况与收 获 作 为 参 考 依 据，更

要将活动参与者的升学或就业 情 况 纳 入 评 估 依 据，

以此才能全面反映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的实际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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