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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媒体时代高职院校图书馆建设之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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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全媒体时代，高职图书馆建设面临不少困境和问题，馆藏图书量的快速增长与图书流通率较低的矛

盾日益突出。从具体案例切入，通过图书馆数据统计分析和问卷调查，对高职图书馆建设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层剖析，

并就理念变革和服务创新提出全媒时代的高职图书馆建设新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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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are so many plight and problems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library, for example,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rapid growth of collection of books and low rate of book circulation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By statistical analysis and questionnaire of case studies, this thesis deeply analyzes main problems of construction of the higher voca-

tional colleges library and proposes new ideas of construction of the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library in whole-media which put for-

ward the change of concept and service innovation .

Key words: library;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whole- media; connotation construction

收稿日期：2014-11-04
作者简介：林晓南（1976—），女，浙江瓯海人，图书馆馆员、经济师，主要研究方向：图书馆管理、读者服务、馆藏文献建设。

Doi:10.3969/j.issn.1672-0105.2014.04.013

图书馆作为高校的“心脏”，往往被视之为学

校的标志，因而图书馆建设始终是高校重中之重。

同样，在我国高职教育的快速发展过程中，无论是

院校的标准化建设，还是办学条件合格评估，以及

示范、重点院校的创建，图书馆所扮演的角色都举

足轻重。随着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信息传播

进入全媒体时代，全媒体技术的开放性改变了读者

的信息获取和接受方式，从而对高职院校图书馆建

设模式提出了新的要求，也带来新的挑战。本文拟

通过个案调查分析，就高职院校图书馆建设作深度

剖析，并从科学发展角度提出相应思考。

一、全媒体技术对图书馆的影响

1.全媒体的含义与特征

“全媒体”是一种新的传播形态，“全”是指文

字、图形、图像、动画、声音和视频等各种媒体、

不同媒介形态之间的深度融合，涵盖视、听、形

象、触觉等人们接受资讯的全部感官，而且针对受

众的不同需求，选择最适合的媒体形式和渠道，融

合，提供超细分的服务，实现对受众的全面覆盖及

最佳传播效果。[1]

全媒体具有集成性、立体化、开放性、包容性

等特征，既包括纸媒、电视、网络，还包括广播、

电信、卫星通讯等，信息可以通过整合文字、图

像、声音、视频等多种不同传播方式进行全方位、

立体式的传播，并且吸纳了互联网、手机及部分现

代信息技术的互动优势，信息的发布者和接受者互

动极为方便。

2.全媒体时代对图书馆提出了新的要求

全媒体极大的丰富了信息传播的格局，在纸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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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资源和以互联网、移动设备等新媒体共存融合

的全媒体时代，如何在全媒体背景下建设图书馆成

为图书馆工作人员思考的问题。要认清这个问题，

就必须认识到全媒体带给图书馆的影响。通过文献

调研，本文以为全媒体带给图书馆建设的影响主要

包括：（1）全媒体时代，图书馆信息资源呈现多样

化，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需逐步融入以互联网、多

媒体等为核心的数字信息资源。（2）全媒体时代，

图书馆读者的个性化特征愈加明显。信息的海量激

增与快节奏的生活工作节奏，使得图书馆读者需要

一种满足其个性化需求的服务模式，全媒体的出现

很好地满足了这种需求且显示出了极大的自主性和

主动性。（3）全媒体时代，信息传播空间泛在化。

图书馆需利用全媒体实现服务扩张，将服务延伸到

任何有用户的地方；图书馆将拥有一个新的开放式

信息采集、分析和服务体系，为读者提供个性化、

智能化、知识聚合化的全媒体服务。[2]

二、案例分析：全媒体时代，高职院校

图书馆现状调查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高等职业教育的重视，高

职院校图书馆馆藏资源建设获得不断投入，图书种

类也日益丰富，但是图书流通量却下降了，缺少人

气已经成为困扰图书馆的一个重要问题。出现这种

情况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全媒体时代的来临，读者

获取信息的途径多元化，图书馆在提供信息的丰富

性和便捷性方面缺乏竞争力，纸质馆藏尤其如此。

为了客观地分析全媒时代对高职图书馆建设的

影响，本研究选择了某高职学院作为个案，截取并

统计了前 5年的经费投入、图书采购、图书流通等

数据，通过分析，以下方面值得关注。

1.图书购置经费投入与图书流通率状况

在高职院校长期发展规划中，图书馆建设的经

费投入大多有刚性的设定，纸质图书的购置也有相

关的指标。但图书的购置与馆藏流通状况究竟如

何？参照图书的分类，经费投入比例与此类图书流

通的比例，个案调查结果如表1所示。

从表 1 统计数据可看到，5 年中购书经费投入

较大的前 5 类图书，依次是：T 类 （指工业技术

类，占 27.47%），F类（指经济类，占 15.22%），I
类 （指文学类，占 12.71%），K 类 （指历史地理

类，占 7.48%），H类（指语言文字类，占 6.18%）。

5 年的流通量比例排名前 5 位的依次是：文学类

（即 I 类，占 27.51%），工业技术类 （即 T 类，占

17.48%），语言文字类（即H类，占16.37%），艺术

类 （即 J 类，占 8.08%），经济类 （即 F 类，占

6.11%）。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经费投入较大的 T 类、

F类、I类、H类图书的流通率也较高。反差较大的

是K类和 J类，投入经费排名第四的K类图书流通

率排名第六，流通率排名第四的 J类经费投入为第

七位。总体上图书购置经费投入与流通率状况还是

基本吻合，能将投入与使用效率掌控到这个程度实

为不易。但从高职教育与图书流通间内在的关联分

析，仍然有以下问题值得关注：

（1） 总经费投入比与高职专业学科衔接度不

高。T类的图书领域是工业技术领域，学校将近1/3
的图书购置经费收入到本领域。如此决策虽然考虑

到这类学科图书经费原来投入严重不足，现在有

“补帐”的成份在里边。不过，工业技术学科化、

专业性都较强，且技术更新快，招生比例分布受众

学生面相对较窄，图书投入的策略需要立足高职教

育及学生的专业发展需要作微调。

（2）图书流通率统计专业性图书偏低。据表 1
图书流通数据分析，文学类、语言类、艺术类三类

所占份额是 52%，流通率高的前 5 席中占 3 席。可

见，高职学生的阅读兴趣的取向通识化特点仍较明

显，但3 类图书购置经费占总经费的24%，匹配指

数较低。

（3）单一图书类的经费投入与图书流通率反差

明显。K类的历史地理图书在 5 年中占图书购置经

分类

A
B
C
D
E
F
G
H

连续5年平均值

经费投

入比例

0.45
4.86
3.02
5.49
0.64

15.22
4.39
6.18

流通量

比比例

0.18
7.18
2.58
1.80
0.40
6.11
1.30

16.37

分类

I
J
K
N
O
P
Q
R

连续5年平均值

经费投

入比例

12.71
5.15
7.84
0.35
1.38
0.18
0.19
1.44

流通量

比比例

27.31
8.08
4.50
0.12
0.94
0.12
0.08
2.67

分类

S
T
U
V
S
Z

连续5年平均值

经费投

入比例

0.16
27.47
2.15
0.05
0.25
0.40

流通量

比比例

0.06
17.48
1.89
0.02
0.04
0.74

单位：%

表1 纸质图书连续5年经费投入比例与图书流通比例

对照表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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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的 7.84%，为前 4 位。而此类图书的流通率按年

份 统 计 ， 流 通 率 依 次 是 ： 29.51% 、 22.98% 、

15.15%、15.30%、9.12%。纵向看，历史地理类图

书的流通率下行的轨迹十分明显。而K类图书连续

5 年的购置经费投入比依次是 7.5%、8.0%、7.9%、

7.8%、7.7%。两者相对照分析，K类图书连续5 年

的购置费比重几乎没有变化，而此类图书的流通率

下降了近70%。由此看到，高职图书馆图书购置经

费的结构性调整机制不够灵活。

2.高职院校学生阅读状况的调研与分析

为学生的成长服务是高职图书馆建设最重要的

目标之一。在全媒体时代，高职学生与图书馆的关

系究竟如何，学生借阅其专业图书的情况如何，学

生利用数字资源和纸质馆藏的情况如何？这些都是

图书馆资源建设中不可忽视的问题。

个案中学院设置了八个分院和系，而汽车与机

械工程学院和管理学院分别占 17%和 20%的比例。

本文以“我与图书馆”为题，连续2 年采用随机抽

样的方式跟踪对该校 2009 年和 2010 年两届的汽车

与机械工程学院和管理学院 2 个分院的 200 名学生

进行了问卷调查。通过统计及对信息数据进行

分析。

（1）图书馆对高职学生仍有吸引力

学生“关注图书馆”的程度和“走进图书馆”

的人数，这是评价高职图书馆影响力最具说服力的

指标。表 2说明，图书馆在高职学生心目中并没有

消失，所调查的200 名学生都直接或间接地与图书

馆有联系，表明图书馆的教育资源仍然是学生学习

及成长的一部分。不过，相对本科院校看，课余时

间学生抢占图书馆座位、作息时间到了还要“赶”

学生离馆的现象在高职院校很少出现，这种差异的

内在原因值得关注。表 3的数字是令人欣慰的，结

合专业学习，学生都或多或少地在利用图书馆资

源，且1/3的学生每学期借阅专业图书在7册以上，

表明高职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并不弱。

表2 高职生借阅图书的频率

表3 高职生一学期内借阅的专业图书

（2）高职学生关注图书馆馆藏的兴趣点

高职生进图书馆究竟读些什么书？专业性、职

业化与选读的书籍相关度如何？表 4的问题及问卷

统计的数据很值得分析。

表4 高职生到图书馆最喜欢借阅的图书

问卷的数字表明，高职生进图书馆单类比较，

专业类图书的关注度最高，占 38.0%。但数字揭示

的另一面是 62.0%读者最喜欢阅读的是非专业的书

籍。在此并不排斥学生阅读专业外的书籍或认为这

与学习无关系，不可否定的是专业类图书的关注度

确实偏低。

再从语言文字类（即H类）为例分析，这类图

书在该校连续5 年图书馆图书流通率看，排名居前

三，占总流通量的16.37%。而如果从馆藏书籍量与

借阅流通量的走势看，问题也不容乐观。该校5 年

来H类馆藏图书从20 058 册增加到28 573 册，增量

是42.5%，而单年借阅的流通量却从69.87%下降到

30.09%。可见，图书馆的纸质图书的投入与效益性

问题值得研究。

（3）另外，从学生获取知识的渠道比较，全媒

体时代带来的影响也十分突出。据有关对大学生

“获得知识的主要途径”问卷调查[3]，认为是“课堂

教学”占28%，互联网占28%，书籍阅读23%，其

它21%。纸质图书流通量减少，或学生进图书馆人

数减少，并不说明当代大学生不爱阅读，是因为时

代提供的学习平台是开放的，无形的网络图书馆所

提供的电子图书无论是选择性、时间性、空间性、

个性化等都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可见传统的绝技图

书购配如何合理、实效，值得深入研究。

问题：您经常去图书馆吗？

分项

选择

每周1～2次

每月1～2次

每学期1～2次

只通过图书馆网站查资料

2009届

汽机

30
24
26
20

管理

34
24
20
22

2010届

汽机

36
42
2

20

管理

42
34
16
8

分项

合计

35.5
31
16

17.5

单位：%

问题：您每学期到图书馆借阅专

业书籍的册数大约是

分项

选择

1～3册

4～6册

7～9册

10册以上

2009届

汽机

50
22
14
14

管理

62
24
8
6

2010届

汽机

50
18
14
18

管理

36
20
20
24

分项

合计

49.5
21
14

15.5

单位：%

图书类别

文学类图书

普通读物

专业类图书

语言类图书

读者人数

58
47
76
19

读者占比/%
29.0
23.5
38.0
9.5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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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媒体时代高职图书馆内涵建设的

建议

全媒体时代高职院校的图书馆应该如何建？针

对纸质图书流通率普遍下降、学生获取信息资源途

径多元化的情况，高职院校图书馆应当如何应对？

基于以上的案例调研与分析，本文认为高职院校图

书馆建设的观念需与时俱进，推动转变馆藏信息资

源内涵建设、转型信息服务模式[4]。

1.高职院校图书馆“大而全”的建设理念需要

变革

图书馆是人类历史的缩影，是文化知识的智慧

库，这些功能不容质疑。但从读者获取知识源的载

体和途径看，信息时代是一个科学技术、文化知识

立体交互的时代。原来由单一的纸质图书传递传承

的信息及文化功能，现在被全媒技术替代，有形和

无形兼容的载体和馆内到馆外、自主自便的阅读资

料获取的灵活方式，类似图书馆的阅读可在家里、

客栈、旅行途中进行。更重要的是不受馆域的制

约，国内与国外优质的图书馆资源可便捷利用 [5]。

针对此，高职院校的图书馆建设，如果还是盲目地

追求大而全，既会造成办学经费的负担，又因经

费、场馆等条件制约，打造的也只不过是“秀珍

式”的大而全图书馆。

高职院校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不走“大而

全”，就是要把有限经费和更多精力、人力投入到

图书馆的现代化建设中。高职教育的特质是职业

性，职业文化的主导性和应用技术的规定性，这是

高职图书馆建设不可缺失的元素[6]。从本文图书馆

个案调研的信息反馈中也同样能解读到，学校经费

虽然考虑到图书馆藏书的科类分配，传统的22个大

类图书都齐全，但现实中许多另类的图书资源都是

闲置的，同一时期大批量收存的图书日后能有多大

的价值再用都存质疑。图书馆建设要重视资金投入

的效益， 从投资效益的角度出发， 提高购置图书

的利用率。纸质图书如何购配，《我与图书馆》的

调查中，学生最希望增加的学科是：社会学科占

27.5%，专业类占 41.5%，文学类占 17.5，外文类

13.5%。

高职图书馆根治“大而全”的诟病，只能靠现

代信息化的技术，其实全媒技术已经为现代图书馆

的建设提供了支持，学校要在互联网技术上下足功

夫，有形图书馆和无形图书馆的建设并举，找到纸

质信息资源建设与数字资源建设之间的平衡点，构

建具有高职院校图书馆自身特点的“复合图书馆”

（Hybrid Library）。
2. 高职院校图书馆建设的“职业性”要做精

做实

如果说全媒时代网络技术已经很好地解决了个

性化学习的需求，那么作为公益最大化的高校图书

馆，建设的目标是服务于学校培养目标的实现，着

眼于人文化、职业化、专业化、技术化的图书配置

理念下必须面向大多数学生，提供优质的服务，因

此要在“做特”、“做实”上做好文章。

高职图书馆建设“做特”，说到底就是内涵的

“特色化”建设。如个案中反映的情况，图书流通

率是服务效益最直接的检测依据，经费投入和图书

购置比例尽管有学科领域的侧重，但这还不够，除

极少数馆藏价值高的资料书籍外，纸质图书配置要

和学校开设的专业及课程紧密联系，利用图书馆

“第二课堂”的功能，以助力学生的知识、能力和

兴趣的拓展。另外，高职图书馆建设的“特色

化”，还体现在信息技术的前沿性和引导性，开辟

网络图书优势，从馆内到线上、从纸质图书到电子

图书，精心为不同的专业及不同的课程配备不同的

“资源库”和“信息包”，特别是针对高职应用性人

才培养的要求，网上专业技术模练、拟景实验实训

等课程综合一体，形成新型的图书信息体系，将是

高职图书馆建设特色化的必然之路。在此，要特别

强调的是目前图书光盘管理在高职图书馆书库管理

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但面临的问题也不少。因为

光盘管理不同于纸质图书管理，管理人员要记录

CD- ROM 中所有信息，如光盘编号，光盘的名

称，盘类等；管理较混乱，某些CD - ROM已借出

和工作人员没有记录或记录不明确等难查询；信息

更新比较慢，有许多情况下，新盘不能及时更新；

由于人性化的管理能力有限，光盘信息闲置多，资

源浪费大；由于信息的远程共享无法实现，在

CD - ROM和CD- ROM的借阅查询是要到现场图书

馆查询用户信息，因此用户的使用时间延迟降低了

图书馆的效率。高职图书馆建设的现代化，图书光

盘的管理亦应纳入体系之中。

高职图书馆建设要“做实”，就是要将图书馆

的服务育人功能最大化[7]。被学生认同和接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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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z）、（电流170 A、脉宽0.6 ms、频率160 Hz）。随

着板厚的增加，切缝会形成上宽下窄的V形闭口。

以切口的表面粗糙度为衡量标准，最优切割参

数的电流、脉宽、频率分别是：（150 A，0.7 ms，
170 Hz）、（170 A，0.8 ms，160 Hz 或 180 A，0.7

ms，160 Hz 或 180 A，0.8 ms，168 Hz）、（170 A、

0.6 ms、160 Hz）。切割1.5 mm钢板时，以切口宽度

和以切口表面粗糙度为衡量标准的最优参数是一样

的，但其它组均不同。

参考文献：

[1] 苟刚,刘勇.浅论固体激光切割加工效果的影响因素[J].科技视界,2014,4(22):80,319.
[2] 鄢锉,李力钧,李娟,等.激光切割板材表面质量研究综述[J].激光技术,2005,29(3):270-274.
[3] 尹桂敏,李占国,史尧臣.YAG激光切割不锈钢薄板的工艺参数研究[J].机床与液压,2013,41(23):53-56,72.
[4] 佟明,王维,杨光,等.板材激光切割表面质量影响因素的实验研究[J].机械设计与制造,2010,48(10):121-123.
[5] 叶建彬,戴春祥.激光切割技术[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114-115.

（责任编辑：王文深）

“做实”的前提和基础。为此，了解学生真正需要

什么很重要。从对“目前专业类图书流通量相对较

小，学生入馆学习的人数不多的现象，你认为主要

原因是什么”的问卷调查，31.5%的认为是“与专

业教材联系不紧密”，12.0%的认为是“太专业

化”，14.5%的认为是“学习任务较重”，42.5%的学

生认为是“缺少阅读兴趣”。因素虽然分散，但焦

点仍集中在“阅读兴趣缺失”和“人书分离”两个

方面。问题产生的原由何在？如何破解？通过《我

与图书馆》的问卷调查分析，高职生对图书馆不感

兴趣或不进图书馆的原因大致是：“不清楚图书馆

的资源和服务性”的占29.8%，“不清楚文献的存放

位置与排列方式”的占 31.9%，“不会利用数字资

源，缺乏查询指导”的占19.3%，“自己不能找到需

要的资料”的占 20.0%。这是高职学生最真切的表

达。图书馆的服务方式改革及图书查询、使用方法

的指导都是普适教育的重要内容。个案学校据此将

相关内容纳入新生入学教育体系中，学生反映较

好，这也是值得借鉴的方法。

依上所述，高职院校图书馆建设面临的问题较

为复杂，是一项综合性的系统工程。制度建设方

面，制订高职院校建设标准的机构需要考虑到当下

全媒体的时代背景，高职院校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

需要从量到质的转型，图书馆服务方式也需要进行

转变和创新等等 [8]。具体到相应的高职院校图书

馆，需要考虑到所在学校的的特殊性和人才培养的

个性化，在全媒体时代大环境下寻找各自的信息资

源与信息服务发展道路和途径。

参考文献:

[1] 全媒体[EB/OL].[2014-12-24].http://baike.baidu.com/view/1491255.htm.
[2] 李晓岩.全媒体时代图书馆创新服务途径研究[J].图书与情报,2011(5):69-71.
[3] 邱开金,周晓玲.“信网”视阈下高职生“心网”密码探析[J].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15(6):39-42.
[4] 毛刚,李贺,靖继鹏.图书馆用户需求生态服务系统初探[J].情报理论与实践,2013(9):53-58.
[5] 赵学云,娄风来.示范性高职院校图书馆管理与服务创新[J].浙江高校图书情报工作,2011(1):49-53
[6] 牟美思.职院校图书馆成本管理研究[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2(02):112-113.
[7] 张媞.浅谈高职院校图书馆管理及服务创新[J].才智,2012(12):17-19.
[8] 廖晓静.高职数字图书馆建设发展相关问题的思考[J].黑龙江史志,2013(10):209.

（责任编辑：邱开金 金志峰）

（上接第54页）

68


	13.pdf
	1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