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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高校阅读文化建设是高校文化建设的基础。高校图书馆是培养大

学生阅读兴趣、习惯等的主要场所，通过自身的硬件及馆藏资源建设、

大量的阅读推广、创新服务等手段构建高校图书馆合理的知识体系，从
而构建高校良好的校园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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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校阅读文化 
阅读是人类所特有的活动，阅读的主体是人，而文化亦是由

人类所创造。因此，阅读文化应是由人类阅读行为产生和形成的
一种特殊文化形态。阅读文化作为阅读与文化的融合所形成的一
个特殊文化现象，它受到社会意识、时代、区域文化、大众主流
文化等因素影响和制约。高校阅读文化，是以大学生作为阅读主
体，大学教材和课外读物等作为阅读客体，阅读主体与阅读客体
相互影响的文化认知活动过程和现象。它是校园文化的子系统，
是大学学习文化和教学文化的反映，其生成与发展受大学办学理
念、教学方式、阅读环境和人才培养模式的制约，也受大学生自
我学习意识、学习方式和社会文化的影响。 

2  高校图书馆构建校园阅读文化的研究 
2.1 意义 
高校图书馆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大学生，重要工作之一就是充

分利用其丰富的馆藏资源和阅览环境，发挥馆员的导航作用，为
大学生提供形式多样的阅读服务。通过阅读，帮助大学生更好地
学习专业知识，并促进大学生阅读文化的形成和健康发展。但高
校学生的阅读现状不容乐观，阅读多为完成作业和应付考试，自
主阅读能力差，缺少探索和钻研知识的能力。在日常阅读中，除
了学业要求，学生更倾向的图书类型是轻松娱乐型的或方便选择
的畅销型图书，出现浅阅读、功利性阅读倾向。针对上述情况，
图书馆构建阅读文化，进行阅读推广，在形成高校师生读书氛围
中起到引导作用，推动校园文化建设。作为高校文化建设的关键
环节，阅读尤其是图书馆阅读推广对促进高校文化建设起到积极
的作用。创建正确的阅读文化意义重大。 

2.2 理论层面研究 
在理论层面，阅读文化包括了阅读方式研究、阅读活动研究

和阅读史研究。国内的阅读研究更多是注重阅读能力的培养、图
书馆的导读服务和阅读疗法等。而将阅读问题放在一个文化背景
下考虑而进行研究的不多(相对于读者服务、阅读学)。高校图书
馆根据自身功能需要，更侧重于阅读活动研究。包括阅读指导、
阅读推广、阅读需求、阅读心理、阅读疗法等内容。及高校图书
馆阅读文化的内涵、在建设阅读文化中的作用、高校图书馆如何
建设和培养阅读文化等等。高校图书馆凭借着其在物质资源、环
境及技术保障等方面的优势也将在阅读文化的建设中发挥重要
的作用。 

2.3 实践方面研究 
在实践方面，全国高校图书馆开展了大量的阅读文化与推广

活动。如举办了系列读书报告会、读书征文比赛、读者荐书等活
动，在校报和图书馆主页同步开辟了“书香校园”栏目，开展中
外文文献传递活动，举办图书展览等。南京大学图书馆阅读文化
活动品牌创建的过程包括品牌定位、品牌标志、品牌设计、品牌
活动内容、品牌推广传播等方面。天津财经大学图书馆的思扬读
书会，读书沙龙、换心书、文化大赛、读书笔记漂流、一周一电
影、经典话剧。南开大学图书馆举办南开读书节活动，包括读书
沙龙、“眼中的好书”、遇见•悦读、图书爱心漂流、我的南开苹
果周等系列活动。天津大学图书馆的“知学读书会”举办“读书
知识竞赛”、“读书征文”、“知学会刊”、“名人面对面访谈”、“十
佳读者评选”等活动。纵观以上与阅读文化相关的阅读活动还具
有局限性，缺少区域性联合。各个高校图书馆各自独立以自己学
校为调研对象，根据自己的实际来开展活动。但是各自为战的高
校图书馆并未形成一个联合体共同开展活动，从而缺少更强的凝

聚力和向心力，降低了对社会和个人的影响。活动主题不鲜明，
持续性差，缺乏号召力和影响力。各种主题的读书活动更是活跃
在校园内。特别是在“世界读书日”期间，开展的活动项目主要
是为了更好的响应读书节的宣传，使得这些活动的生命周期比较
短，内容和影响都不够深入。所以，作为调动师生参与阅读积极
性的重要方式，高校阅读文化活动要定期、深入的开展，才能提
高活动的效果。 

3  高校图书馆自身文化建设 
除了定期举办阅读推广活动之外，高校图书馆还要注重自身

的文化建设。 
3.1 硬件建设应加强 
高校图书馆作为阅读活动开展的主要场所，承担着物质环境

文化的重要作用。 美国哈佛法学图书馆馆长布克曾经说过：“没
有一个高质量的图书馆，就不会有高质量的学习氛围。”现代高
校图书馆的基础设施建设的外观、造型上要体现学校特色展现人
文素养。基础设施建设要要充分考虑到高效便捷的空间安排，采
用藏、查、借、阅一体化的全开架的馆藏布局模式，充分利用现
代信息技术，采用统仓管理的方式，满足读者快捷便利获取信息
的要求。目前，天津理工大学图书馆已经实现这种便捷的管理模
式。图书馆只设置一个进出口，图书馆内部按不同的学科分类，
设置多个学科书库，并将阅览室置于书库中。这样就大大方便读
者，使读者可以随意检索、任意取书、随时阅览，真正做到了人
在书中、书在人中的空间建设。此外，阅读环境的营造在促进图
书馆构建阅读文化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高校图书馆要充分利
用墙壁、橱窗、宣传栏等张贴名人介绍和警句名言，让读者随时
感受阅读氛围，在潜移默化中得到教育。 

3.2 馆藏资源建设增强 
高校图书馆职能发挥程度，则取决于对师生的吸引力。增强

图书馆的吸引力，吸引更多的师生，尤其是将大学生从电脑前、
娱乐前抓回到阅读当中来。 因此追求图书馆的高质量，必须提
高读者的满意度。馆藏资源质量，图书馆员的专业服务、文明的
语言等都对高校图书馆藏质量起着决定性作用。高校图书馆要结
合本校学科专业性特色，立足本校学科建设要求，发挥重点学科
及专业的优势，有计划、有系统地构建个性，有特色的馆藏资源，
满足高校读者的阅读需求，从而达到建设校园阅读文化的目的。 

3.3 网络技术资源建设要加强 
在网络阅读盛行的今天，高校图书馆要因势利导，有步骤，

有重点地加快传统馆藏资源的数字化进程。不仅着重加强新型电
子资源的采购入藏， 同时也对图书馆已有的电子资源要进行充
分的利用。通过图像、声音等多媒体资源的大规模开放借阅，除
满足学生对于“读书"的需求。充分发挥网络的优势抢占校园网
络文化阵地，是当前高校图书馆建设校园阅读文化的一项重要任
务。  

3.4 成立专门的阅读推广部 
高校图书馆员的自身文化素质水平影响着大学生阅读习惯

的建立以及阅读文化的发展。在各学科横向交叉渗透的大背景
下，选取具备比较全面的学科知识的图书馆员建立专职阅读推广
教师队伍，通过了解读者的阅读心理，利用综合的阅读取向，将
学生吸引到跨学科、跨专业的阅读活动中去。成为图书馆成为校
园阅读文化的引导者和建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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