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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媒体背景下的高校图书馆移动阅读服务模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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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全媒体背景下人们信息取读方式不断发生转变，如何运用全媒体技术提高信息综合利用效率，成为社会探究热点

问题之一。其中，图书馆作为信息集聚与扩散载体，亦需立足全媒体实况妥善运用先进技术改进服务对策，满足新时代人们获
取资讯需求。本文通过探析全媒体背景下的高校图书馆移动阅读服务模式，以期助推高校图书馆稳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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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媒体与其他传媒形式存在区别，是网页、动画、影像、声音、

文字等媒体资源通过报纸、电影、电视、广播、杂志、网站等媒介

形态予以输出的新型传媒模式，使受众获取信息不受终端、时间、

地点、人物、载体等因素影响，赋予信息流集成性，将新旧媒体融

合在一起，提高信息传播综合质量，凸显全媒体应用价值。然而，

全媒体背景下高校图书馆移动阅读服务模式却存在资源的统筹与受

众需求不符、服务效率较低、移动阅读服务创新乏力问题，阻滞高

校图书馆发展。基于此，为推动全媒体背景下高校图书馆稳健发展，

探析阅读服务模式发展方略显得尤为重要。

1. 全媒体背景下高校图书馆移动阅读服务必要性

1.1 提高图书馆阅读资源综合利用有效性
移动阅读内容形式多变，可用声频、图像、视频取代纸质书籍，

以博客、杂志、网站、广播、动画等渠道输出阅读内容，基于此高

校图书馆需在全媒体背景下提供移动阅读服务，一方面深入各个领

域借助全媒体技术统筹阅读资源，另一方面借助移动阅读服务平台

与受众高效沟通，有导向性的配置图书资源。移动通信时代受众获

取资讯的媒介、形式发生转变，在就餐、等车、排队等“碎片化”

时间内汲取资讯成为受众切实需求，为此高校图书馆提供移动阅读

服务，为学生充分运用“碎片化”时间阅览所需内容给予支持，颠

覆以图书馆为依托的服务旧态，避免出现藏书被借走其他受众无法

浏览现象，推动高校图书馆转型升级，提高高校图书资源利用率，

继而落实人性化服务目标。

1.2 运用全媒体技术为图书馆服务升级优化赋能
全媒体是信息流集成重要载体，除可通过网站、音像、电信、

卫星等媒介输出信息外，还可基于网络的 5G、GPRS、CDMA、GSM、

WAP 等流媒体技术为人们获取信息提供便利条件。基于此，高校图

书馆可运用全媒体技术丰富移动图书馆服务手段，例如运用大数据

技术统筹图书资源建设数据库，用户登录移动图书馆平台可通过输

入关键词的形式检索并获得信息，与传统图书馆服务模式不同，大

数据具有海量、公开、共享、发展等特点，为此检索结果并不局限

于某本书或刊物，而是与之关键词相关的任何信息，如视频信息、

音频、图片等信息，满足新时代受众获取信息需求，继而运用先进

技术手段丰富高校移动图书馆服务形式，助推高校移动图书馆朝着

数字化、智慧化方向发展 [1]。

2. 全媒体背景下高校图书馆移动阅读服务现况

2.1 资源的统筹与受众需求不符
全媒体背景下的信息传播载体更为丰富，同时具有便携性、多

样性等特点，加之网络空间开放、共享，信息资源不断集聚，然而

有些高校图书馆移动阅读服务存在思路僵化问题，仍关注本校图书

资源配置情况，未能在网络资源集聚基础上探寻更多服务出路，高

校图书馆资源的统筹与受众需求相互脱离，移动阅读服务流于形式，

仅将线下服务模式搬到了线上，这种“换汤不换药”的服务模式无

法满足全媒体背景下受众图书资源个性化利用需求。

2.2 服务效率较低
除移动图书馆资源缺乏集聚性外，高校图书馆还存在服务效率

较低问题，主要源于移动图书馆建设与发展并无规划性，将新技术

的应用与人性化服务划等号，服务理念陈旧，宣传推广不到位，使

移动图书馆用户忠诚度降低，缺乏用户反馈使高校图书馆移动服务

发展变得更加盲目，影响全媒体背景下高校图书馆服务成效。

2.3 移动阅读服务创新乏力
创新是解决全媒体背景下高校图书馆移动阅读服务难题重要手

段，受高校图书馆服务理念僵化、方式单一、新技术应用经验较少

等因素影响，其移动阅读服务创新并不到位，未能优化配置高校图

书馆数字资源，降低新模式、新理念应用有效性，无法推动高校图

书馆移动阅读服务活动稳健发展 [2]。

3. 全媒体背景下高校图书馆移动阅读服务模式

3.1 以人为本，将资源统筹与阅读服务关联在一起
首先，高校需明确图书馆移动服务受众，有别于传统图书馆仅

为校内师生提供服务理念，在全媒体背景下高校图书馆还需借助网

站、应用软件等媒介为校外受众提供服务，使任何进入移动图书馆

平台的受众均可通过检索汲取信息，继而提高移动阅读服务效率；

其次，为增强阅读体验，使服务更加人性化，高校图书馆可运用 IT

技术提供信息推荐、足迹查询、下载存储等服务，能在“我的”界

面中及时阅读信息，使移动阅读更为便捷、高效。基于移动平台高

校图书馆定期面向受众派发调查问卷，旨在根据调查结果不断改进

移动阅读服务对策；最后，根据受众需求不断细化服务类目，例如

高校可根据专业、院系、课程统筹资源并提供移动阅读服务，还可

根据学生部、党支部、后勤部、财政部等部门配置图书资源，使高

校移动阅读服务体系不断健全，继而有效提高检索精准性，资源统

筹与阅读服务关联性更强，提高移动阅读服务质量 [3]。

3.2 科学规划，提高高校图书馆移动阅读服务效率
为提高服务效率仅有移动阅读服务平台远远不够，主要源于全

媒体背景下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固有平台硬件、软件需随之升级，

通过科学规划使之能适应海量阅读资讯综合处理及定向输出现况，

为受众提供优质服务。首先，高校图书馆需树立移动阅读服务意识，

将移动图书馆的发展纳入高校“双一流”及“智慧校园”建设战略，

为移动图书馆高效服务提供保障；其次，高校图书馆需针对移动阅

读服务推行配套制度，如软件升级制度、阅读推广制度、服务培训

等制度，确保移动阅读服务秩序稳定，与传统服务模式相互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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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建稳定的全媒体移动阅读图书馆综合服务氛围；最后，扩展服务

视野，积极与知名数字化图书馆合作，一方面可共享数字图书资源，

另一方面可学习借鉴其成熟的服务架构、理论、方法，达到优势互补、

共同进步移动阅读服务目的。在此基础上高校图书馆服务人员还需

积极学习移动服务技能、知识等内容，能主动涌入全媒体潮流提高

服务效率，同时为高校图书馆移动阅读服务制度优化、软件升级、

系统维护夯实人才基石，确保移动图书馆发展规划能顺利落地 [4]。

3.3 守正创新，助推高校图书馆移动阅读服务发展
“守正”主要是指高校图书馆移动阅读服务需与传统服务模式

一样能发挥其学术阵地、思政教育、文化广场、信息集聚、知识宝

库等功效，可以为学生学习及教师教研提供配套服务，使高校移动

图书馆服务不走形、不变质，“创新”主要是指高校图书馆需挖掘

移动阅读服务潜力，多思路、多形式提供优质服务。例如，高校图

书馆可开设微信公众号，撰写软文及时反馈图书馆发展动向，同时

在页面提供移动图书馆连接，为受众通过网页跳转到移动服务平台

给予支持。微信公众号是“吸粉”有效手段，这就需要高校图书馆

用年轻态的笔触写文章，加大移动阅读平台宣传力度，将其视为阅

读推广渠道，用受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输出信息。再如，高校可建立

移动阅读联盟，除邀请达成共识的移动图书馆共同为受众提供服务

外，还需将软件公司、政府职能部门等主体纳入该联盟，在共享图

书资源前提下经过商讨开发全新移动服务功能，研发具有针对性的

移动阅读技术，如运用大数据技术搜集联盟受众移动平台资源浏览

数据信息，建设数字模型，得到受众画像，了解其需求，并根据受

众类型及需求层次建设若干数据库，有针对性的集聚图书资源，为

高校高效率输出图书资源满足服务需求给予支持。在此过程中还需

运用先进技术手段保护受众隐私，避免数据外泄，加之技术升级提

高馆际联盟服务质量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全媒体背景下高校开展移动图书馆阅读服务活动

具有提高图书馆阅读资源综合利用有效性，运用全媒体技术为图书

馆服务升级优化赋能必要性。这就需要高校图书馆树立移动阅读服

务意识，以提供人性化服务为支点将资源统筹与阅读服务关联在一

起，通过科学规划提高高校图书馆移动阅读服务效率，使有关服务

活动得以可持续发展，同时高校还需创新服务模式，摆脱服务旧态，

坚守服务初心，继而助推高校图书馆朝着信息化方向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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