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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高专图书馆面向学生的阅读推广活动策略
韦玉良

（江西财经职业学院，江西 九江 332000）
摘 要：高职高专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为社会输送大量高素质专业人才的重任。作为高职高专院校的文献信息

中心，图书馆在提高大学生素质、传播文化知识、增强学生文化修养等方面作用显著。然而，由于一些因素的影响，高职高专院校学生阅读

兴趣不浓、阅读层次不高、阅读内容单一的问题比较严重，影响了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质量。这就需要高职高专院校审时度势，面向学生，

探索有效的阅读推广模式，来促进高职学生养成良好阅读习惯，充分发挥图书馆的教育职能。本文对此进行了探讨，以期有所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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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阅读是人类汲取知识的重要途径，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文

化软实力的重要指标。对于个人而言，阅读是提高个人修养和发展

个人能力的重要手段。温家宝同志曾在“世界图书日”活动时指出：

读书关乎到民族的素质和个人的修养，一个不读书的民族和个人是

没有希望的。

高职高专大学生是社会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也是最优秀的社会

团体之一。高职大学生心智相对成熟，时间也比较充足，在校期间本

应是其阅读图书最多的时期，然而现实情况并不乐观。根据中国青

年报关于大学生阅读情况的调查显示，我国高校大学生群体有 8%
的学生从来没去过图书馆；有 20%的大学生一年内没有购买过图
书；70%的学生喜欢阅读流行畅销书，很少阅读学术类、专业类图
书；习惯手机阅读的学生比例高达 90%。可见，互联网的快速发展
给高职大学生的阅读习惯和阅读方式带来巨大的冲击，也给高职图

书馆工作带来了压力和挑战。

2 高职高专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存在的问题
目前，很多高职图书馆推出了一系列的阅读推广活动，包括阅

读课程、读书比赛、图书展览、推荐书目、读书交流等等活动，旨在提

高大学生阅读兴趣，增加图书馆的利用率，充分发挥图书馆教育职

能。然而，实际效果并不显著，存在的问题主要集中以下几点：

2.1 对阅读推广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部分高职高专院校对图书馆的重要性认识不足，部分领导认为

高职院校的职责是提高学生实践技能、培养技能型人才，而不是科

研活动和文化推广，图书馆只是高职院校一个普通机构，是学生看

书、上自习的地方而已，无足轻重；有的高职院校图书馆员也没有从

本质上认识阅读推广活动的意义，只是迫于行政压力或者为了应付

上级部门的检查，才应付式的举行一些推广活动。活动过程中也仅

注重活动的场次、规模和数量，对活动有没有成效并不关心，把阅读

推广活动办成了形式工程和节日工程，有的高职院校仅在每年 4月
23日世界读书日期间组织阅读推广活动，这样的做法自然不会创
办出受广大师生欢迎的阅读活动。

2.2 缺乏调查，忽视读者感受
高职大学生成长于网络时代，受互联网和市场经济的影响，他

们兴趣广泛、思维活跃，喜欢新事物，高职大学生的阅读兴趣和阅读

习惯有着自身的特点。然而，很多高职院校图书馆在组织推广活动

时，没有认真调查大学生的阅读兴趣和阅读需求，仅仅凭借自己的

主观臆断来组织推广活动。由于缺乏沟通和交流，学生对开展的活

动知之甚少。尤其是一些不经常去图书馆的同学更是不了解，导致

阅读推广活动变成了走形式、走过场。

2.3 阅读推广活动形式单一

高职院校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形式比较丰富，包括读书节、征

文比赛、书画展、新书推荐、读书沙龙、诵读经典等。但调查显示，部

分高职院校由于认识不到位或者成本考虑的目的，导致阅读推广活

动形式比较单一、枯燥，难以吸引学生的兴趣；尽管有的高职院校认

识到阅读推广的重要性，也组织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推广活动，但

由于缺乏有效指导，导致活动效果差强人意。比如举办的读书摄影

大赛主针对摄影能力和摄影技巧，和读书的关系并不大。再例如一

些学生社团组织了读书沙龙活动，但主要目的是促进人际交往，娱

乐比较比较大，难以真正促进大学生阅读能力。

2.4 数字阅读资源推广不足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数字化技术的进步，数字化资源成为高职

图书馆文献中心的重要组成，很多高职院校都购买了中国知网、维

普、万方等数据库，但对这些数字资源的推广很有很大的欠缺。通过

查阅一些高职院校图书馆的主页，我们发现很多大部分学校数字化

资源栏目 不突出、宣传不到位，有数字化资源的阅读推广栏目和电

子链接的占少数。导致很多高职学生不了解数字资源，也不会搜索

和使用数字资源。

3 高职高专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的对策
3.1 提高认识，提升自身素质
图书馆员的素质和能力直接决定了阅读推广活动的成效。首

先，高职高专图书馆员是阅读推广活动的具体实施者和执行者，图

书馆员的工作不仅包括借、还书等日常性的事务，而且还承担着文

化传播、阅读推广和知识服务等重要职责。高职院校要加大宣传力

度，让图书馆员认识到阅读推广的价值和作用。高职院校也要成立

专门负责阅读推广的机构，负责协调图书馆、学生会、团组织、社团

等部门，齐心协力提高阅读推广活动的效率。其次，图书馆员要加强

学习，提高专业能力。目前，很多高职院校图书馆员并不具备图书馆

专业，缺乏专业知识，导致阅读推广活动的效率大打折扣。高职院校

要加大人才培养力度，组织业务学习，一方面，让图书馆员树立平等

意识和服务意识，认真为学生做好服务。另一方面，让图书馆员加强

图书专业知识，了解设备操作，了解当前图书馆阅读推广的先进经

验和做法，用于本馆的实际工作中。

3.2 加强沟通，重视读者反馈
互联网时代的带来让沟通变得顺畅，打破了图书馆和学生之间

的隔膜。借助互联网工具，高职院校图书馆可以实现读者和图书馆

馆员之间的双向沟通，图书馆可以借助 QQ、微信、微博等平台与学
生进行广泛的交流和互动，切实了解广大学生的阅读兴趣和习惯，

征求学生对图书馆服务的建议，了解图书馆服务中存在的问题，也

可以通过图书馆官方网站收集读者意见。很多学生面对琳琅满目的

图书时，不知道如何选择，图书馆可以有效利用自媒体平台帮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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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推荐能够提升专业水平和文化修养的优质图书，提高学生阅读兴

趣。同时，图书馆员要摒弃“坐等”思想，主动走进系部、走进教研室、

走进学生，去宣传和推广图书馆服务。一方面，通过宣传，让学生熟

悉图书馆的知识服务内容，了解图书馆的读者须知。另一方面，图书

馆员认真听取大家的意见，然后结合学生的专业属性和阅读爱好，

开展针对性的阅读推广活动。另外，调查显示，在阅读推广活动中，

学生更愿意和同龄人分享心得体会和阅读感悟。因此，图书馆可以

发动一些志愿者参与到阅读推广工作中来，安排同专业的优秀学生

做现场交流，拉近与学生之间的距离。

3.3 传统和新型阅读推广方式并重
诚然，互联网的普及和发展为高职院校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提

供了极好的媒介和工具，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然而，我们也不能完

全摒弃传统的阅读推广手段，而是将二者有机融合起来，交互性利

用，从而达到更有效的推广效果。首先，传统阅读推广手段有很多，

包括发放读者手册、书目咨询导读、征文比赛、读书沙龙、办读书节、

课程建设、读书相关摄影比赛、文化展览等很多种方式。高职高专图

书馆要根据图书推广的内容和对象，选择合适的推广方式。例如书

目推荐一直是图书馆阅读推广的重要手段。高职大学生正处于人生

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容易受到网络上一些反动的、落后的思

想观念所影响，图书馆推荐一些经典书目，不仅可以节约学生的时

间。而且可以培养大学生良好阅读心态，树立正确的三观。再例如，

课程也是阅读推广的有效手段，部分高职院校推出了“馆前教育”、

“信息技能素养课”等阅读课程，并建立学分制度，受到学生的广泛

欢迎，也起到了很好的阅读推广作用。其次，充分利用新媒体进行阅

读推广。调查显示，80%以上的大学生习惯在微信、微博等互联网平
台上浏览信息、查阅资料。因此，图书馆利用互联网的优势，将推广

信息和阅读资源延伸到移动终端，如图书馆可以通过微博、微信、移

动图书馆、易企秀等平台向高职学生积极推荐和实时播报各种读书

节、阅读比赛、品读会、主题文化展览、阅读达人等活动信息，使读者

更便捷地接触图书馆阅读资源的相关信息，扩大图书馆的影响力。

3.4 优化数字资源，拓展阅读推广渠道
目前，很多高职院校都建设了数字图书资源，但普遍存在内容

单一、种类不全、数量较少的问题，导致阅读推广成了无源之水、无

本之木，难以满足高职学生普遍愿意进行网络阅读的现实需要。针

对这种问题，需要高职院校积极加强数字资源建设，事实上，在高职

院校日常教学过程中，有大量的实验实训课程，这些课程大多通过

模拟真实的工作场景来完成的，具有很高的学习价值。高职图书馆

可以从实验实训课程入手，将其补充进数字资源库。同时图书馆可

以在网络课程知识点处提供一些超链接，让学生可以点击进去了解

和该课程相关的其他知识，这样的数字资源特别受高职师生欢迎，

也为阅读推广活动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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