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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阅读心理与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工作的融合
倪　聆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江苏 常州 213000）

摘要：阅读心理具有较强的综合性，一方面与读者的生理特征相关，另一方面与读者所处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通过研究阅读心理，

高校图书馆可以从深层次探究提升读者阅读持久性的方法。本文中的阅读心理主要包括阅读能力、阅读目的、阅读兴趣、阅读动机和阅

读需求等内容。在具体的论述中，笔者从阅读心理的角度入手，开展阅读调查，并开展相应阅读推广活动，旨在真正让学生感受阅读的

乐趣，使他们获得全面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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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展大学生阅读心理调查的过程中，高校图书馆可以真正

从学生的心理出发，开展多种形式的阅读推广活动，使学生真正

对阅读产生兴趣，并在阅读的过程中促进个人修养的提升；获得

心灵的愉悦；丰富学生的知识；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在本文的

论述过程中，图书馆注重以学生的阅读心理为切入点，以提高学

生阅读兴趣为目的，开展相应的图书馆阅读推广工作。

一、大学生的阅读心理

（一）阅读兴趣

本文中的阅读兴趣主要从大学生所喜欢的阅读书籍、阅读方

式以及阅读场所三个角度进行简单介绍。在阅读书籍的内容上，

大部分大学生喜欢读通俗小说。这体现出他们的思维具有感性化

的特点，并不具有较强的思想性。通过阅读这些小说，学生的理

性思维会削弱。在阅读方式上，纸质阅读成为最受欢迎的方式。

其次是网络阅读。值得注意的是，笔者发现网络阅读有大量的受

众群。如何以这些网络阅读受众群为突破口，开展图书馆阅读推

广成为重点思考的问题。

在阅读场所方面，大学生主要是在图书馆中阅读，第二个位

置是在宿舍，值得注意的是休闲场所成为大学生所喜爱的第三个

阅读场所。大学生喜欢不同场所的原因：喜欢图书馆的原因是图

书馆环境好；宿舍的原因是宿舍放松；休闲场所的原因是具有自

由性和随意性，可以让阅读者从身体到心灵得到放松，更容易缓

解压力，修身养性。由此可见，自由舒服的阅读场所为大学生所

青睐。

（二）阅读动机

现阶段的阅读动机主要分为如下几点：一是学生的阅读兴趣；

二是增长知识；三是放松心情和修身养性。总体来看，大学生的

阅读动机比较健康向上，且偏重于个人的兴趣爱好。为此，在阅

读推广的过程中，可以从学生的阅读动机入手，进行多角度的推广。

（三）阅读行为

笔者主要从阅读的数量、阅读的习惯两方面进行相关内容的

收集和整理，并发现在阅读量上，我国大学生阅读数量相对较少。

在阅读习惯方面，绝大多数的大学生没有养成科学的阅读习

惯。他们在阅读的过程中具有较强的随意性：没有阅读的固定时

间和方式。众所周知，良好的阅读习惯不仅能够拓展学生的阅读

视野，让他们在阅读过程中获得全面的发展，比如思维品质的提升、

良好品格的塑造。但是就现阶段的而言，越来越多的大学生采用

碎片化方式进行阅读，比如微信、微博、头条等。碎片化的阅读

可以让学生获得精神的愉悦，但并不有利于学生良好阅读习惯的

养成，造成整体的阅读效果差的尴尬局面。

（四）阅读需求

笔者在的阅读需求的调查中，主要从大学生阅读电子资源的

状况、学生的阅读需求，以及学生在阅读的困惑三个角度入手。

在电子资源阅读状况方面，笔者发现虽然部分的学生开始使

用电子书，但是存在较为浅显的阅读行为。由此可见，开展深层

次的电子书阅读成为下一步阅读推广的重要突破口。

在学生阅读需求状况方面，笔者发现图书馆阅读资源的丰富

性和资源搭配的合理性，对学生的阅读状况起着起决定作用。

在阅读困惑方面，笔者发现主要困惑为如下几点：第一，部

分学生没有阅读兴趣的中心点。第二，有些学生的阅读结构相对

不合理，比如有些学生注重专业阅读，忽视人文阅读，而有些学

生则重视人文阅读，忽视专业阅读。第三，部分学生不注重阅读

时间分配的合理性，即他们并未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

（五）阅读能力

通过调查发现：大部分学生在阅读过程中主要呈现出“三无

状况”，即无计划、无思考、无规划。这也导致学生在阅读的过

程中存在随意性的心态。通过心理学的研究发现：人只有在有计

划、有目标的作用下，可以更为全身心地投入到相应的任务中，

并获得兴奋点。基于此种认识，在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的过程中，

可以为学生设置相应的阅读目标，让他们在完成相应目标的过程

中获得阅读的成就感，促进他们阅读能力的提升。

（六）阅读评价

调查发现：大部分学生认为个人的阅读数量相对较少，阅读

经典著作较少。这也表明：学生存在正确的阅读认知，但是并未

真正付出相应的行动，导致他们的阅读效果不理想。

（七）阅读建议

通过调查发现：大部分的学生喜欢丰富多彩的阅读活动。他

们通过这些活动，改变个人的阅读状况，同时通过这种活动掌握

更多的阅读方法。基于此，在阅读推广中，可以结合大学生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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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心理，开展多种形式的阅读活动。

二、基于大学生阅读心理的推广工作策略

（一）基于阅读兴趣的服务策略

1. 特别用户

本文中的特别用户为在大学生中具有威信的教授。在图书馆

的阅读推广过程中，可以通过邀请学校教授向学生推荐好书，真

正发挥这些教授个人的公信力，让学生对于读书和图书馆产生兴

趣，使更多的学生投入到阅读学习中。

2. 畅销书

可以运用畅销书的影响效应，向学生推送相应的电子畅销书

资源，既让学生通过移动图书馆的形式阅读一些具有畅销书的内

容，比如莫言的相关作品等，又能提升学生的阅读热情，达到“一

石二鸟”的推广效果。

3. 主动交流

在进行图书馆阅读推广过程中，需要加强与读者的沟通，

及时了解读者的需求。图书馆需要了解：那些渴望阅读某本书

却找不到书的读者；与此同时，图书馆可以与该读者进行沟通，

解决他们的燃眉之急。更为重要的是，可向读者推荐电子资源

搜索引擎，让学生在网上完成相应的图书搜索，提升图书馆阅

读推广水平。

4. 立体广告

采用多种形式的立体广告，比如书评、知识竞赛、图书馆小报、

图书馆网站等进行相应的阅读宣传。通过构建多样性的阅读推广

模式，可以让学生真正对阅读产生兴趣，并投入到阅读的过程中。

（二）基于阅读需求的服务策略

1. 构建休闲的阅读场所

为了提升学生的阅读兴趣，图书馆可以构建一些相对轻松愉

悦的休闲场所，真正让学生在放松心灵的同时，更为轻松愉悦地

融入到相应的阅读内容中，享受阅读的乐趣。在阅读场所的构建中，

可以借鉴如下几种方式：第一，可以在特定的区域内适当允许学

生带一些零食。第二，更换墙壁的颜色，播放一些轻松音乐。第三，

在特定的区域内，更换舒适的座椅。第四，可以在图书馆内设置

咖啡吧。通过构建这种休闲的阅读场所，可以让学生更为轻松融

入到相应的阅读场景中，感受阅读的乐趣，享受心灵的放松和愉悦。

2. 兼顾电子阅读和纸质阅读

在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的过程中，为了更好地兼顾电子阅读

和纸质阅读，图书馆可以从如下两点入手：第一，合理搭配电子

资源和纸质资源。在纸质阅读的推广过程中，图书馆可以完善相

应的纸质资源，尤其是针对纸质资源的内容丰富性入手，让学生

真正在阅读纸质资源中感受文字的魅力，并更为全身心地投入到

纸质阅读资源的阅读中。第二，推广电子资源。众所周知，多元

的电子资源阅读资源可以让学生的阅读视野和空间得到拓展。为

此，图书馆可以向学生推荐一些优质的电子书，让学生结合个人

的学习优势和劣势进行针对性地选择，使他们在电子阅读的过程

中享受阅读的便捷性和准确性，提升学生的阅读兴趣。

（三）基于读者阅读行为及阅读能力的服务策略

1. 成立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部门

阅读推广部门是推广阅读的核心力量之一。在进行此部门的

构建过程中，图书馆需要构建完善的工作体制、制定完善的阅读

推广目标，真正循序渐进地完善相应的阅读体系。在具体的落实上，

阅读推广部门可以借鉴如下的方式：首先，了解学生的阅读需求，

可以用发放图书馆问卷调查、开展读者座谈会、开通图书馆信箱

等形式，了解学生的阅读需求。其次，解决学生在阅读过程中的

问题。可以通过网络或者是在线交流的方式，了解学生在阅读过

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相应的措施调整，比如调整相应图书借阅

的搜索项目的优化，提升学生的借阅效率。

2. 构建阅读推广平台

图书馆可以构建常态化的阅读推广平台，向学生推送特色的

阅读资源，让他们进行有针对性的阅读。与此同时，可以通过构

建阅读推荐栏的方式，解决学生的阅读困惑，并通过为读者制定

阅读计划的方式解决他们的阅读问题。除此之外，还可以进行阅

读交流空间的建设，让学生在真正走入阅读空间的同时，了解各

种新书的发布状况，进行更为针对性的阅读。

3. 举办阅读推广活动

图书馆可以构建多种形式的阅读推广活动：大咖讲座、读书会、

读书心得交流、征文比赛、经典书目朗诵比赛等，真正在调动学

生阅读兴趣的同时，提升图书馆的影响力和感召力，让学生加深

对图书馆作用的认知。与此同时，让学生了解图书馆馆藏书目类型，

真正调动他们的阅读兴趣，让学生走入图书馆，阅读个人感兴趣

的书籍，促进阅读推广活动的顺利开展。

4. 制定阅读推广工作量化评价指标

图书馆可以构建相应的推广工作量化评价指标：如在一定时

期内的图书借阅量、读者入馆人次、网页浏览时长、电子资源下

载量等，让阅读推广者真正树立责任意识，真正投入到相应的阅

读推广过程中，促进阅读推广工作的合理进行，提升图书馆的影

响力。

总而言之，在开展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过程中，需要了解学

生的心理，真正在此基础上构建多种形式的阅读推广方式，让学

生真正在阅读的过程中掌握相应的技巧，在阅读相应内容的过程

中了解世界，促进学生视野的拓展，发挥高校图书馆阅读的积极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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