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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华第一刊”
《半月谈》2023年
第24期和2024年第
1期“教育改革进
行时”栏目接连讨
论



引言 事、道、人、心 提问最多的事



引言 我查了一下借阅量

• 说明：

• 武汉大学69万（借还量）

• 北京大学41.6万（2019年数
据）

• 西安交大28.9万（借还量）

• 续借是否单算，或包含其中

• 数据来源：各馆公开数据

借还量

借还量

2019年数据



大学生阅读行为的变化
动机、载体、模态、时长、渠道……



阅读载体的数字化

• 数字阅读材料的易得，提供了更多
样化的阅读选择。

24.85万
23.62万借书量

文泉学堂阅览量

2022年



阅读动机的复杂性

• 内在动机与外在动机

• 李武结合前人的研究，将阅读
动机分为三大类别、6个维度内
在性动机（信息获取、情感抒
发、兴趣爱好）、社交性动机
（社会交往、社会认同）和成
就性动机（个人发展）。

• 功利性阅读 、学术性阅读  

• 休闲性阅读、社交性阅读

[1]张洁,师丽娟,常鏐鏐.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成效的
提升路径研究——基于大学生阅读行为的问卷调查[J].
数字图书馆论坛,2024,20(02):82-88.



内容模态的多样性

• 图像、视频和其他多媒体内容的融入，阅读不再局限于文字。



大学图书馆的策略性应对



将阅读服务嵌入到人才培养各环节

通过教学参考书进
入到第一课堂

在阅读活动中融入
教学设计理念



东南大学图书馆毕业典礼上的“意外之喜”



提升书目质量，改进阅读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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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耕经典阅读、高阶阅读

• 随着数字技术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互动、工作、学习和阅读方式，社会正面临着根本性的

变革。

• 数字化进程对阅读技能和实践的社会和文化影响仍未得到充分研究。虽然数字技术为新的阅

读形式提供了巨大的潜力，但最近的实证研究表明，数字环境正在对阅读产生负面影响，特

别是对长篇阅读和阅读理解。目前还不清楚向数字媒体的过渡是否真的兑现了改善学习成果

的承诺。

• 最近各种研究表明，批判性和有意识的阅读、慢速阅读、非战略性阅读和长篇阅读等关键的

高级阅读能力和实践正在下降。阅读教育、评估、研究和政策制定应更多地关注成人和儿童

的更高层次的阅读实践，以便了解在一个日益依赖无处不在的数字基础设施的时代阅读技能

和实践的发展。

• 高阶阅读是我们分析和批判性思维最强大的工具。它锻炼元认知（metacognition）和认知耐

心，拓展概念能力，训练认知同理心和换位思考能力。本宣言的签署者呼吁人们认可高阶阅

读在数字时代的长久意义。
《卢布尔雅那阅读宣言》：高阶阅读的重要性[J].图书馆研究与工作,2023(12):2+97.



数字断连的启示
• 数字断连（digital 
disconnection）

• 技术不使用（technology non-use）

• 媒介抵抗 （media resistance）

• 数字排毒（digital detox）

• 数字极简主义（digital 
minimalism）

• 社交媒体倦怠
陈慧彤，闫慧．数字断连:从多元视角到对图书馆信息职业
的启示[J/OL]．图书情报知识(2024-06-06).



打造舒适与美感兼备的阅读空间

经过翻修重新开放的耶鲁斯特
林纪念图书馆标志性的 
Linonia & Brothers (L&B) 
阅览室

体验和颜值都是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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