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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媒体时代，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平台更加广阔，资源更加丰富。同时，新媒体的兴盛虽然为高校图书

馆阅读推广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和渠道，但是“如何在海量数据中筛选优质阅读信息”及“如何利用新媒

体阅读激发读者深阅读的兴趣”，成为新媒体阅读推广面临的重要问题。本文通过分析新媒体阅读推广

存在的问题，结合心理学“观察法–访谈法/实验法–问卷法”，构建以“主观能动性–新行为主义–人

本主义”为主要架构的新媒体阅读推广模式，提出利用新媒体平台辅助学科发展，短视频助力文学知识

推广，紧抓热点AI赋能知识培训，提升读者互动及忠诚度等实施方案，以提高读者对深阅读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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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new media era, the reading promotion platform of university libraries is broader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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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ources are more abundant. At the same time, although the prosperity of new media has provided 
a broad platform and channel for promoting reading in university libraries, “how to screen high-
quality reading information from massive data” and “how to use new media reading to stimulate 
readers’ interest in deep reading” have become important issue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problems 
in promoting new media reading and combines the psychological method of “observation-inter-
view/experimental-questionnaire” to construct a new media reading promotion model with “sub-
jective initiative-new behaviorism-humanism” as the main framework. It proposes to use new me-
dia platforms to assist discipline development, short videos to promote literary knowledge, focus 
on hotspot AI empowerment knowledge training, improve reader interaction and loyalty, and other 
implementation plans to enhance readers’ interest in deep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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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据统计，高校图书馆普遍重视在校师生阅读能力和阅读行为，将阅读推广作为图书馆服务创新的重

要途径。2020~2023 年 CSSCI 期刊中，高校图书馆主要服务创新的 14 个主题中，“阅读推广”的总词频

排名第一[1]。图书馆阅读推广具有活动化的特点。传统阅读很难惠及脱离图书馆的读者。只有通过活动

化的服务才能吸引他们的关注[2]。从传播学的角度，高校阅读推广具有媒体传播的特点，能够推动信息

快速传播[3]。 
在推广策略方面，学者们提出了多种创新方式，如：提升馆员素质，加大活动宣传力度[4]，可以提

高阅读推广质量，吸引师生读者的关注。图书馆推出线上阅读、移动阅读、阅读共享、阅读社区等。新冠

疫情之后，美国各大媒体平台在图书分享方面下了很大功夫。YouTube 上的BookTube、TikTok 中的 BookTok、
Instagram 中的 Bookstagram 以及推特等平台都有专门的图书频道[5]。截至 2022 年 5 月，有 31 家“双一

流”高校图书馆通过网络直播开展了阅读推广活动[6]。这些阅读推广方式以读者为中心，注重读者的参

与感和满意度，能够有效提高读者的阅读兴趣和阅读能力。在推广效果方面，福建省图书馆线上线下同

步推出快闪表演活动，线上推广浏览量达 15,000 余次[7]。小红书活跃用户超 4300 万，72%为年轻人[8]。
新媒体平台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成为年轻读者阅读的首选渠道。在影响因素方面，新媒体时代，高

校读者阅读呈现碎片化、融合化，信息获取途径数字化、移动化，信息获取途径即时性、随意性[9]，图

书馆需要技术融合、内容融合、人才融合等[3]多种资源整合方式，提高阅读推广质量。近年来，新媒体

技术不断发展，新媒体平台不断涌现，高校图书馆越来越重视搭建新媒体平台，创新阅读推广路径。因

此，高校图书馆需要从读者阅读兴趣入手，借助新媒体平台发布短视频宣传推广图书馆资源，激发读者

对深阅读的渴望，这对提高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影响力和推广效果是非常必要的。 
本文通过分析新媒体阅读推广存在的问题，结合心理学方法“观察法–访谈法/实验法–问卷法”，

构建以“主观能动性——新行为主义——人本主义”为主要架构的新媒体阅读推广模式，提出利用新媒

体平台辅助学科发展，短视频助力文学知识推广，紧抓热点 AI 赋能知识培训，提高读者互动及忠诚度等

实施方案。经过方案实施，图书馆阅读推广效果得到显著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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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媒体阅读推广的现状 

新媒体时代，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平台更加广阔，资源更加丰富。同时，新媒体的兴盛虽然为高校

图书馆阅读推广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和渠道，但是信息碎片化等特点也给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带来了新的

挑战，给传统阅读带来巨大冲击。 
首先，“如何在海量数据中筛选优质阅读信息”成为提高读者阅读质量的关键问题。科学技术日益

发达，信息获取途径非常广泛，信息获取异常便捷，但信息量巨大，信息碎片化给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

带来挑战和问题。在庞大的信息数据面前，读者选择阅读对象时面临着极大困难。新媒体时代，图书馆

获取信息碎片化，需要筛选过滤，资源整合，才能给读者提供准确的信息，推送优质的阅读服务。这要

求图书馆员充分调研读者阅读需求，利用新媒体平台及短视频辅助学科发展，提取符合时代发展及读者

需求的信息。 
其次，新媒体阅读便捷、高速，使读者用最小的时间成本获取到庞大的信息量，给传统深阅读带来

巨大冲击，“如何利用新媒体阅读激发读者深阅读的兴趣”成为提高读者阅读效果的关键问题。新媒体

时代，读者的阅读方式呈多样化发展。新媒体阅读以它便捷、高速的阅读特点迅速占据大学校园，成为

图书馆阅读推广的重要媒体平台。读者通过线上、线下多种途径随时随地获取阅读信息，比如：微博、

抖音、微信公众号等。高校图书馆需要紧抓社会热点，用更加多元化的信息资源，提高读者互动及忠诚

度，引导读者通过碎片化阅读方式进行纸质图书深阅读，以适应读者不断变化的阅读需求。 
图书馆需在阅读推广过程中不断调研用户体验，提升服务质量。以中国海洋大学图书馆为例，共收

回问卷 867 份，其中 96.08%读者选择在碎片化时间阅读本馆推送的消息；75.32%读者习惯于手机阅读，

方便快捷；84.2%读者认为新媒体阅读未来发展方向是更加个性化。 
综合分析这些现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新媒体阅读更加符合读者的阅读习惯，读者

可以利用碎片化时间阅读新媒体平台的碎片化信息。其次，新媒体平台发布的阅读信息是由人工筛选并

凝聚提炼的信息，读者可以根据意愿选择适合自己个性发展的信息进行阅读，体现了个性化特点。再者，

数智时代，读者对手机等智能化设备更加依赖，信息搜索面更加广泛，这与纸本图书阅读行为形成巨大

反差。 
因此，如何利用新媒体平台，借助新媒体手段进行深阅读推广，成为图书馆必须要面对的问题。本

文旨在提出新媒体阅读推广的方法和实现途径，从读者心理入手，筛选符合读者心理需求的信息资源，

用新媒体技术提供便捷的视频信息辅助学科发展及文学知识培养，帮助读者沉浸式阅读，提升读者深阅

读的参与度及忠诚度。 

3. 新媒体阅读推广模式构建 

图书馆阅读推广具备教育性和干预性。为了使缺乏阅读经历的读者走进图书馆，图书馆阅读服务需

要把握图书阅读价值、内容价值，提高内容质量，提升新媒体阅读推广吸引力[2] [10]。结合心理学方法

“观察法——访谈法/实验法——问卷法”，新媒体阅读推广内容可归纳为“主观能动性——新行为主义

——人本主义”，可以充分激发读者主动性和创造性，在外因和内因相结合的情况下发挥阅读推广人的

主导性和读者的自觉性，达到认知和心理的协同发展。人本主义主要依靠读者的主动性和自觉性，一定

程度上忽视阅读推广人的主导性。所以，在阅读推广问卷调查之后要总结反馈，找出问题的解决办法，

充分发挥阅读推广人的主导作用。 
观察法是构建新媒体阅读推广模式的基础。阅读推广人通过主动观察记录读者的需求，筛选符合读

者意愿的优质信息。图书馆充分调动馆员主动性和创造性，大胆思考，深度挖掘读者的好奇心和求异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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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为图书馆构建阅读推广模式奠定坚实的基础。阅读推广是以人为本的活动，阅读推广人利用专业知

识素养帮助读者打开思路，走进阅读殿堂，才能建立稳定的阅读推广模型。以中国海洋大学图书馆为例，

一线馆员会在工作中观察记录在阅读中产生的问题，记录读者的阅读兴趣和爱好，为阅读推广数据分析

奠定基础(见图 1)。 
 

 
Figure 1. New media reading promotion model 
图 1. 新媒体阅读推广模式 

 
访谈法和实验法是构建新媒体阅读推广模式的过程，也是重点所在。阅读推广的核心是读者。新媒

体阅读推广呈碎片化特点，更容易吸引读者关注。阅读推广人只有充分了解读者心理，才能“对症下药”，

借助新媒体平台打开阅读推广的缺口。然后通过实验，探究读者内在的思想，以达到读者自动自觉阅读

的目的。由外因结合内因，阅读推广人通过主导性改变单个读者的个体行为改变所有读者的阅读行为。

这是新行为主义的一种交流方式。中国海洋大学图书馆通过观察读者在某些特定时间节点产生的问题和

困惑，在相应的时间，通过微信公众号推出主题图书清单。比如：在新生入学季发布《新生入学指导清

单》；在寒暑假为读者提供提升自我的读书清单；在毕业季请毕业生发布大学四年读书感想，并给出阅

读建议清单，帮助在校读者找到目标和方向，等等。由图书馆员引导，读者老带新等，主导加自觉的多

元化阅读方式，激发读者阅读兴趣。 
问卷法是可以提高阅读推广影响力和效果的最佳手段。通过问卷调查，不仅可以用最小的时间成本

了解读者心理，掌握读者认知的方向，而且可以扩大宣传力度，在问卷中渗透更多的专阅读知识及前沿

热点。问卷调查可以收集读者对新媒体阅读推广的意见反馈，全面了解读者对新媒体阅读推广的需求和

期望，针对性作出整改，提高新媒体阅读推广的效率。以中国海洋大学图书馆为例，问卷结果显示，读

者不仅可以通过调查问卷提出意见和建议，而且可以通过问卷的问题表述更好的了解图书馆的阅读资源。

调研的目的是拉进读者与图书馆的距离，凝心聚力，共谋发展。这符合心理学中人本主义的教育方法。

但是，人本主义更多的是注重图书馆与读者之间的平等关系，重视读者主动性和自觉性的形成，一定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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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上忽视了阅读推广人的主导性。所以，阅读推广人回收问卷后，要总结分析调查问卷的结果，提炼问

题本质，整改落实，才能体现阅读推广人的主导性，达到阅读推广人与读者之间的平衡，既能体现读者

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又能体现阅读推广人的主导性。 

4. 新媒体阅读推广实现路径 

新媒体时代，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挑战与机遇并存。新媒体传播方式独特，覆盖范围广泛，为高校

图书馆阅读推广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平台和空间。 

4.1. 调研分析 

调研分析的目的是充分掌握读者的需求，提供符合时代发展及读者需求的新媒体阅读推广方案。利

用新媒体技术及资源，在新媒体平台设置读者留言窗口，动态收集读者意见及建议，提高读者参与度。

有“人”才能阅读，才能做好阅读推广工作。 

4.2 访谈需求 

访谈需求的目的是个性化定制阅读推广方案。分学科、角色、身份等不同条件针对性了解读者需求。

比如：与各学院借阅图书前十名的读者沟通，调研他们对图书馆馆藏资源的需求及阅读推广的想法，以

便更好的进行后期工作。 
以中国海洋大学为例，参与调研的 800 多位读者中，理工科读者更倾向于线上阅读推广活动，文科

读者更倾向于线下活动，因为理工科读者在线查阅论文和资料的频率更高。如表 1 所示。 
 

Table 1. Excerpts from reader reading needs survey 
表 1. 读者阅读需求调研节选 

专业 建议 

材料工程 可以举办一些线上读书会等活动 

生物科学 可以发布视频吸引读者 

经济 希望扩大媒体平台，加入抖音和小红书就更好了 

电子 希望可以多多推送一些推荐阅读书目，电子书 

计算机 希望推广 AI 与论文写作方面技能 

文学 可以多举办与阅读有关的活动，诸如知识竞赛等， 
再搭配一些小游戏和小奖品 

基础教学 希望推广纸质书阅读 

汉语 能多买刚出的纸质书吗？还有台湾文学 

外国语 建议举办活动日，进行线下推广活动 

4.3. 确定方案 

根据前期调研发现，理工科读者需求普遍具有知识性、趣味性。文科读者需求更偏重、人文性和学

科性。所以，图书馆可以根据学科设定更具有学科特色的新媒体阅读推广实施方案。为文科读者提供文

学知识推广，为理工科读者提供 AI 知识培训。并且借助新媒体平台辅助学科建设，促进读者互动。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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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可以借助新媒体平台发布图书借阅排行榜，按照节日热点推荐相关图书，并附加电子书阅读路径及纸

质图书借阅信息，引导读者深阅读。以中国海洋大学图书馆为例，我们有官方抖音号、微信公众号和微

信服务号。图书馆会在活动前借助新媒体平台发布预告，活动后借助新媒体平台总结反馈，并定期发布

调研问卷，整理读者需求，调整活动方案(如表 2 所示)。 
 

Table 2. Implementation plan for promoting new media reading in university libraries 
表 2. 高校图书馆新媒体阅读推广实施方案 

 决策策划 实施方案 

理工科 知识性 
趣味性 

文学知识推广 
(文科) 

AI 知识培训 
(理工科) 

辅助学科建设 
促进读者互动 

文科 人文性 
学科性 

4.4. 实施计划 

调研发现，54.4%读者更喜欢视频形式的阅读推广活动。视频和有声书读物符合读者对碎片化阅读的

氛围，对阅读时间和条件没有硬性要求，时间成本和人力费用较低[4]。读者可以通过新媒体平台随时随

地获取阅读信息，实现无障碍阅读。 

4.4.1. 短视频助力——文学知识推广 
新媒体平台知识讲座并非面对面形式，而是借助短视频传授对图书的理解或者宣传某种观点。图书

馆可以将图书文献转化为电子资源，再线上线下同步推广，实现“可投放图文 + 衍生音视频 + 多平台

发布成果”的效果[11]。新媒体具有传播速度快、覆盖范围广的特点[12]，高校图书馆利用新媒体平台，

如：微信公众号、抖音、微博等，推广优质的阅读资源。以清华大学图书馆为例，清华大学图书馆开辟抖

音平台，定期录制短视频《水木开卷——从游说》，邀请校内名家作为悦读导师，发表人生感悟，引领读

者阅读的方向。中国海洋大学图书馆抖音号推出阅读类影视短视频，推荐热门图书，如：《月亮与六便

士》《挪威的森林》等，播放量近 1 万人次。 

4.4.2. 紧抓热点——AI 赋能系列培训及推荐 
数智时代，AI 赋能科技，助力科研，受到高校读者青睐。为顺应学科发展，各高校图书馆纷纷举办

AI 知识讲座。山东大学图书馆推出系列讲座，介绍知网 AI 赋能学术研究场景应用，探讨如何有效地向

AIGC 提问，辅助快捷查找文献，介绍利用 AIGC 进行内容创作的方法。清华大学图书馆举办《AI 与学

术出版的未来：挑战、机遇与创新》，介绍 AI 在学术支持中的六大领域，并讲解 Paperpal 助力学术写作

的途径，等等。中国海洋大学图书馆推出《AI 赋能，科技改变人生》，并在线上完成对推荐图书的介绍，

引导读者针对性选择图书。通过线上线下同步推荐图书，AI 系列图书借阅量明显增加，众多 AI 系列新

书被读着认可。 

4.4.3. 新媒体辅助——学科建设 
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可以辅助教学科研[13] [14]。通过新媒体平台，定期推荐学科特色图书、期刊、

论文等数据库资源，引导师生读者关注相关信息，阅读文献资源。开展学科相关阅读活动，举办讲座，

邀请学科专家、学者为读者提供阅读指导，提高学科阅读氛围，加快知识传播速度。分学科举办阅读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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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阅读沙龙、学科知识竞赛等活动，吸引读者主动参与其中，体现图书馆阅读推广的教育性[15]。新媒

体时代，图书馆应将优势资源整合，发挥图书馆全民阅读主阵地和指导者的核心作用[16]。以中国海洋大

学图书馆为例，抖音推出知识类短视频，如：《NoteExpress 插入引文和生成参考文献列表》等，播放量

最高 1.5 万人次，大力推动线下知识讲座宣传，提高到场人数。 

4.4.4. 放开留言途径——促进读者输出感想，提高读者忠诚度 
新媒体平台互动性强、参与度高。高校图书馆可以充分利用这一特点，加强与师生读者的互动交流。

调研中，30.53%读者提出希望参与抖音直播活动，27.22%读者希望阅读推广人可以在线答疑，交流互动。

通过组织线上阅读沙龙，倡导读者积极发言，发表阅读感受，增强阅读互动性，提高阅读积极性。也可

以邀请读者参与阅读推广活动的策划和实施。以中国海洋大学图书馆为例，图书馆多次举办线上图书推

荐活动，并且倡导读者发表读后感，开通读者留言或以新媒体方式征集读者感想并整理发布，以供全校

师生畅读共勉，读者参与此类活动兴致非常高。 

5. 效果与改进 

新媒体阅读推广模式构建的方法、内容和实现路径直接决定图书馆阅读推广的效果。图书馆展开阅

读推广活动后，通过观察法、访谈法、实验法和问卷法，及时总结反馈可以直接提高阅读推广影响力和

效果。 

5.1. 阅读推广效果 

通过图书馆微信公众号、抖音等多途径同时推荐科技、应用类图书和视频，图书馆图书借阅量有明

显提升，讲座参与率也得到改善。以中国海洋大学为例，推荐的 100 本优秀好书受到广大读者青睐，文

章点击量近万次。自文章发出之后，不断有读者借阅相关图书，其中有大约 20 本图书近两年借阅量为 0，
推荐之后一周内均有借阅记录。图书推荐短视频推出后一周，图书借阅量明显增加，出现“在馆可借”

为 0 的状态，需要读者预约借阅。 

5.2. 方法改进 

首先，阅读推广是一个集体性的工作，需要组建专业的阅读推广团队，分工合作。阅读推广团队需

要定期开会，集中讨论实施方案，动态调整新媒体阅读推广方法和内容，才能从思维导图、阅读框架等

方面更加细致的指导读者。在视频素材准备、剪辑、审核、发布的过程中，需要图书拍摄、文本撰写、视

频剪辑、软件操作等各方面人才。只有团队通力合作，才能更好的完善阅读推广模式及架构。 
其次，新媒体阅读推广可以从“文旅融合”入手，结合文化宣传，推动学校及地方旅游发展。以瑞安

市图书馆为例，馆员小曹拍摄并制作系列短视频《你好瑞安！》《瑞安有意思》，视频介绍瑞安市风土人

情，文化传承，其拍摄风格独特，吸引读者，大大推动瑞安市文旅发展。 
最后，阅读推广是一个考究阅读素养的工作。新媒体阅读推广对筛选信息有很高的要求。视频在短

短的几分钟时间内呈现出整本书的精髓，或者表现出某种独特的见解，需要图书馆员有明确的甄别能力，

有专业的阅读素养，这就要求阅读推广人不断阅读、接受培训，在学习——推广——再学习的过程中，

实现阅读推广人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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