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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rrently, the number of reading promotion activities in universities libraries is more, but the 
long-term of these activities is deficiency. The establishment of long-term mechanism strategy was 
in-depth studied to guide the library reading promotion activities more efficiently. This paper 
firstly presented the definition and the importance of long-term mechanism of reading promotion, 
then around the establishment of long-term mechanism, put forward four steps and detailed: es-
tablishing and improving organization, guiding by reader’s demand, building multivariate mul-
tiple reading promotion platform, applying the knowledge as the ultimate goal. Under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new information technology, by using such “organization-readers-platform-using” 
four steps strategy, it can provide effective protection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reading promotion 
long-term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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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当前高校阅读推广活动数量多但是长效性不足的现状，深入研究长效机制建立的策略，指导图书馆

更有效的开展阅读推广活动。文章首先对阅读推广长效机制进行定义，并阐述了构建长效机制的重要性，

其次围绕长效机制的建立，提出以建全组织机构为保障、以读者需求为指导、以多元多方位阅读推广平

台为手段、以“学以致用”为目标的四个方面，进行具体阐述。在新信息环境下，通过采用“制度–读

者–方式–运用”的四步法策略，可以为高校阅读推广长效机制的建立提供有效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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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社会对大学生综合素质的要求也逐渐提高，而阅读作为学生获取知识，提高

综合素质的重要方法，其价值也日益凸显。在政府号召“全民阅读”的大环境下，全国高校图书馆也积

极响应国家号，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各种阅读推广活动[1] [2]。 
研究发现目前国内大陆地区阅读推广活动虽然举办较多，但主要以推广实体活动为主，且多是尝试

性和阶段性的，没有形成常态发展[3] [4] [5]。而港澳台地区阅读推广活动更注重活动的长效性，比如从

小培养青少年学生的阅读能力，阅读推广活动长期持久的开展[6] [7]。同时作为对比发现，国外图书馆在

阅读推广长效性建设方面也具有系统性、组织性以及持续性，例如美国持续长达二十几年的“一城一书”

活动[8] [9]，日本、俄罗斯等国施行阅读立法以鼓励全民阅读[10] [11]。由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组织实施

的第十四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2016 年)数据显示，2016 年我国成年国民数字化阅读方式达到 68.2%，较

2015 年的 64.0%上升了 4.2 个百分点[12]。那么在网络信息如此快速发展的新媒体环境下，高校阅读推广

工作如何长期有效的开展是值得考虑的。苑世芬等人提出了阅读立法环境下的阅读推广长效机制的研究

[13]，徐悦和张华艳对阅读推广活动的长效机制建立进行了研究[14] [15] [16]，提出阅读推广的保障体系

以及多元阅读推广体系的建立。由此可见，阅读推广长效机制建立的重要性已经引起了国内学界的广泛

重视，阅读推广长效机制是阅读推广活动可持续性发展的重要保障。本文将围绕“读者”，探讨高校阅

读推广长效机制的建立。 

2. 阅读推广长效机制的定义 

长效机制包括“长效”和“机制”，“长效”指长期有效，不因各种变动而失效，不因时间推移而

“作废”；“机制”指机构制度，即能长期保证制度正常运行的配套制度，必须由目标、措施、责任、

惩罚等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呼应的若干个子系统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17]。因此，本文认为阅读推

广长效机制即指能够长期保证阅读推广活动正常运行并发挥效果的相关职能部门以及相关保障制度。“目

标、措施、责任、惩罚”这四方面基本要素体现为：以促进读者读书为目标，通过举办各种不同的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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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活动为手段，通过阅读推广人员负责推动活动进行为保障，对阅读推广人员进行奖惩为激励机制。

阅读推广长效机制的四要素相互制约，相互联系，缺一不可。 
在进行阅读推广长效机制建立的过程中，应该围绕这四要素进行发展和完善。阅读推广长效机制的

建立也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它是随着时间、条件的变化而不断丰富、发展和完善。建立一套长

效的阅读推广机制并将其运用于整个阅读推广过程中，有利于提高阅读推广的活动效果，推动阅读推广

的长远发展。 

3. 阅读推广长效机制的重要性 

在新信息阅读环境下，探索建立阅读推广的长效机制，对于保持读者阅读兴趣，提高潜在读者参与

度，巩固阅读推广有效成果，实现全面建设“全民阅读”和“书香社会”建设的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3.1. 保持读者阅读兴趣 

对自主学习能力强、有较好阅读能力或者有强烈学习欲望的读者，阅读推广可以为其提供阅读的便

利，维持他们的阅读兴趣。但是高校阅读推广活动往往呈现出周期性长、持续性短的特点，有些高校集

中在某个时间段开展持续性较短的阅读推广活动，如“阅读月”，“世界读书日”以及“开学周”等，

有的学校甚至几年才进行一次阅读推广活动[3]。经济学认为“每过去一个月，消费者自身就丧失了 10%
的消费能力”，对于读书亦是如此。为了避免读者的流失，图书馆需要不断的和读者保持联系，一两次

的活动只能暂时调动读者热情，不足以长期维持阅读的激情。图书馆仅仅希望通过几次阅读推广活动就

能让学生爱上阅读不切实际的。因此，需要建立阅读推广的长效机制来保证阅读推广活动的长期有效进

行，帮助读者保持阅读兴趣，从而养成终身阅读的好习惯。 

3.2. 激发潜在读者的参与 

读者是阅读的主体，阅读推广的效果要靠读者的参与来体现，挖掘潜在的读者参与到读书中也是阅

读推广的重要目的。对于缺乏阅读意愿的人，图书馆通过生动有趣的阅读推广活动，引导他们感受阅读

的魅力，享受阅读的乐趣，并逐步形成阅读的意愿；有阅读意愿而不善于阅读的人，包括尚未学会阅读

的人，以及阅读困难人群，图书馆通过阅读推广可以为他们提供阅读帮助，训练他们，使他们学会阅读。

例如，有些高校在进行阅读推广活动前，没有对读者的阅读兴趣、阅读需求进行深入考察，导致所策划

的某些形式或主题的阅读推广活动参与者过少，形成气氛冷清的场面[18]。究其原因认为，主要是阅读推

广职能部门的缺失，阅读推广人员的不足，在进行活动之前，没有进行全面的调研，缺乏和读者的互动，

才导致这种收效甚微的场面出现。因此，需要构建阅读推广的长效机制，来保障阅读推广人员有充足经

费和时间去调研，只有深入了解读者需求，才能在阅读推广中做到胸有成竹，真正吸引到有潜力的阅读

群体，从而提高他们对活动的参与能力和对图书的热爱。 

3.3. 完善阅读推广成果 

阅读推广活动可以解决一些问题，但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影响阅读推广效果的不少问题需要逐步

解决，但是很多高校在进行阅读推广活动之后，很少对阅读推广的效果和反响进行评估和调研，以至于

阅读推广的经验和不足不能被认识和被改进[4]。因此，需要健全阅读推广机制，完善阅读推广评估保障

制度，将阅读推广活动中的成功做法和经验进行制度化，固定下来、坚持下去，使阅读推广活动所取得

的成效、创造的经验转化为经常之举；将阅读推广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进行总结，避免以后工作中重复

出现，影响阅读推广效率。同时随着社会环境的改变，阅读推广也应该随着形势任务不断丰富和变化，

健全的阅读推广长效机制，可以保障阅读推广活动的巩固、完善以及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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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阅读推广长效机制的建立 

建立保持阅读推广的长效性是一项复杂的工程，要坚持科学性、系统性和可行性相统一。阅读推广

长效机制的建立主要围绕四方面展开，首先是建立完善的制度保障机构，再次以读者需求为指导思想，

通过构建多元多方位的阅读推广平台，最后帮助读者养成主动阅读的习惯。长效机制的构建主张以“读

者”为中心，建立从“读者-阅读推广-读者”的服务模式(图 1)。阅读推广只是一种推广阅读的手段和技

巧，组织机构是为了保证活动的有效开展，最重要的还是读者，从读者需求出发，回归到读者，让读者

学会阅读，主动去阅读，最终学以致用，这才是阅读推广的终极目标。 

4.1. 建全组织机构，保障阅读推广 

长效机制的首要就是“机制”，即能够保证正常运行并发挥功能的配套制度，也就是建立相应组织

机构。健全的阅读推广部门可以合理利用学校各类资源，调动相关部门的积极性，统筹安排阅读推广活

动，保障阅读推广的可持续发展。 
健全的组织机构包括以下五方面内容：阅读推广人员的内在学习、动力制度、保障运行制度、品牌

建设制度以及评价体系制度(图 2)。每一阶段环环相扣，互相支持，又互相制约。 
内在学习制度指阅读推广人员的自我素养提升，通过不断学习图书馆情报信息、市场营销策略以及

相关业务知识等，不断提高团队协作、微笑服务意识等，从而增强为读者服务本领的学习制度。内在动

力制度指促使广大服务人员积极努力工作的内在动力，具体指对阅读推广人员的工作成绩和政绩考核奖

惩制度。保障运行制度指活动前、活动中的策划以及实施，也就是具体活动指南，确保活动有条不紊的

进行，最大程度的保证活动的质量和预期效果。品牌建设制度指阅读推广人员努力建立特色鲜明的、独

具魅力的阅读推广品牌，通过品牌效应吸引读者的参与，提高阅读推广效果的制度。具体包括馆员个人

品牌的建立、图书馆形象的宣传以及品牌活动的推广，通过各方面优秀服务传达图书馆的服务理念，塑

造图书馆的文化魅力形象，赢得读者的认可和喜欢，从而带动阅读推广活动个性化品牌的建立。评价体

系制度包括阅读活动的评价以及推广成果的反馈，具体包括参与人数、媒体关注度、阅读量、品牌影响

力、人员组织等多个指标。没有一次活动可以尽善尽美，但是评价反馈的结果可以帮助积累经验教训，

从而不断完善活动，最大程度的发挥阅读推广的效果。 

4.2. 坚持“读者至上”，指导阅读推广 

随着新媒体信息的不断普及化，“从读者出发”仍然是进行阅读推广工作的基础，是建立阅读推广 
 

 
Figure 1. The four main aspects establishment of reading promote long-term 
mechanism 
图 1. 阅读推广长效机制建立的四个主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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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效机制的基本指导方针。真正的了解读者，才能更好的为读者服务。要全面贯彻“读者至上”的重要

指导思想，就是要从本质上掌握读者需求、读者兴趣、读者心理(图 3)。 
读者需求指读者对于读书的需要和欲求，不同环境、不同年龄、不同阶段人的需求是不一样的，对

于需要学习的知识、想要了解的东西也是大相径庭的，客观透彻的把握不同人群读书需求，有的放矢的

进行阅读推广活动，这就要求阅读推广活动具有针对性和实用性。 
读者兴趣以读者需求为基础，又与认识和情感紧密联系，兴趣包括物质的、精神的、个人的、社会

的等多方面。单调枯燥的阅读推广活动无法长期吸引读者的参与，尤其在新媒体环境下，高校图书馆应

该以新颖有趣、活泼生动的形式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以“有趣、有料”的方式进行阅读推广，这就要求

阅读推广具有新颖性和创造性。 
读者心理又以读者需求和兴趣为基础，指读者对于客观事物所产生的心理变化，包括认识、情感

以及意志活动等。心理的变化是复杂多变的，从认识、情感、意志上引起读者共鸣、震撼读者心灵的

阅读推广活动才会持久有效。激励措施是激发读者心理变化的重要方法，因此阅读推广活动需要具有

激励性。 
 

 
Figure 2. The five aspects of improve organization of reading promotion 
图 2. 健全组织机构的五方面内容 

 

 
Figure 3. “Readers first” reading promotion guidelines 
图 3. “读者至上”的阅读推广指导原则 

https://doi.org/10.12677/ass.2017.69172


李美凝 等 
 

 

DOI: 10.12677/ass.2017.69172 1214 社会科学前沿 
 

从读者需求到读者心理，需求也层次逐渐加深，从表层需要到内在需求。相应地，基于读者需求的

阅读推广活动也从具有针对性到具有激励性，层层深入，步步推进，从而对读者产生最大吸引力。在新

信息环境下，阅读推广活动也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最大程度地吸引读者。把“读者至上”落实

到阅读推广实践中，是阅读推广长效机制的基本指导方针。 

4.3. 多元多方位平台，传播阅读推广 

随着高校阅读推广活动的不断推进，以及新网络媒体的普及，阅读推广的形式、宣传渠道、组织管

理也趋于多元化[19]。因此需要建立多元多方位的阅读推广平台进行更快、更广、更深的传播阅读。多元

多方位的阅读推广平台是在综合考虑读者需求的基础上，针对读者心理的一种集针对性、系统性以及可

行性相统一的推广平台。 
多元阅读推广平台主要包括四方面内容：多样性阅读推广形式、多维化阅读推广内容、多元化阅读

推广媒介以及全方位文化环境建设。多元化的形式、内容以及媒体是为了适应新环境，从各方面最大程

度的吸引读者，最大范围的感染读者。文化环境建设既是阅读推广的目标，也是巩固和推进阅读推广效

果的手段，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学会阅读。 
多样性阅读推广形式包括书籍信息的立体表达、活动形式的多姿多彩，如展览室、互动式、教授式

等[4]。推广内容的多元化指以读者需求为基础，开展各种不同主题、针对不同需要的阅读推广，内容贴

近读者，迎合读者需求，从而引导读者读书。多元化传播媒体指阅读推广不拘泥于活动形式，而是通过

广告、网络、移动终端等各种新媒体、载体，在校园的任何地方，通过文字、色彩、图形、声音甚至情

感等构建书籍和读者之间的桥梁，进行阅读的传播(图 4)。由于文化水平、个人经历、受教育程度、理解

能力的不同，读者对信息的感受和反应也会不一样，所以阅读推广设计需整体把握。 
文化环境建设指改变文化环境，形成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力量，从而润物细无声地影响学生，正所

谓“渐入书山境，身染翰墨香”。文化环境建设包括文化氛围的建设以及阅读空间的建立。“书香校园”

文化氛围建设需要从宣传、管理以及教育等方面入手，轻松愉悦的阅读空间可以改变读者阅读的心情，

可以从读书陈设、读书环境上去改变。文化环境建设重在感染、传播、引导，是一种陶冶性的阅读感受。

阅读推广活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较多的从情感因素、心理因素、时空环境、文化背景、权威意识等方面

加大对读者的影响，从而拓宽阅读推广的文化功能。 
 

 
Figure 4. The main construction content of multi-perspective read-
ing promotion platform 
图 4. 多元多方位的阅读推广平台建设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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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Reading promotion target relationship 
图 5. 阅读推广的目标关系 

4.4. 主动“学以致用”，发展阅读推广 

整体上，大学生处于青春后期特殊阶段，会面临求学、求职、求偶、求友这四大类人生课题，自我

的价值认同、学业的成败、感情的问题等都会带来压力，从而产生心理上的困扰，某种程度上需要凭借

读书来找到寄托。 
立体多维的阅读推广活动从视觉、感觉、听觉等各方面吸引读者，舒适放松、文化氛围浓厚的校园

环境引导读者心理情感的认同，从而制造感同身受的阅读体验，当学生遇到问题或者发现知识匮乏时，

愿意主动去阅读以寻求解决方法，这就形成了主动阅读。“悦读”指愉悦地阅读，一种享受读书、愉快

阅读的心理体验。“学以致用”指将阅读到的东西运用在学习中，从读书中学会解决生活的问题，使读

书变得鲜活，有持久的生命力，真正体现读书的价值，真正达到阅读推广的终极目标。从主动阅读到“学

以致用”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需要感情、理智的参与，需要读者在分享、感悟、思考阅读的过程

中循环往复地去实践(图 5)。 
“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改变命运”都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达到的，需要长期不断的读书学习，

在读书中实践，在实践中学习，把书本上的知识运用到生活中，真正做到学以致用。阅读推广就是让学

生相信“书中自有黄金屋”，当学生主动“学以致用”之后，对于阅读推广活动的参与以及发展都是有

极大促进作用的。 

5. 总结 

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长效机制的建设是一项复杂的工程，要坚持科学性、系统性和可行性相统一。

当前，阅读推广长效机制建设既存在力度不大的问题，又存在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相对滞后的问题。

针对这些情况，在新信息环境下，开展阅读推广的活动过程中，应注意把建立长效的组织管理、人员学

习、服务读者等多方面的机制结合起来，以读者至上为指导原则，注重阅读推广方式多元化、内容多维

度，努力打造自己的阅读活动品牌，加强阅读推广的心理策略，建设“书香校园”文化，引导读者学以

致用，最终通过多途径的有机结合，共同推进高校阅读推广的长效机制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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