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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将以“学习提升模型”为参考展开研究,分别从管理模型的构建、服务平台的建设、阅读

内容与服务对象的选取和手机阅读服务推广实践等方面进行讨论,为我国高校图书馆的手机阅读服务

推广提供参考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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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will study the "of" learning promotion model " as reference, discuss the construction of 

management model, service platform, the selection of reading content and service objects and mobile reading 

service promotion practice, and provide reference suggestions for the promotion of mobile reading service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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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智能手机以及5G网络均已实现了较

大范围的覆盖与服务,在此背景下,人们的阅读习惯发生了新的

变化,“手机阅读”逐渐成为了人们重要的阅读方式之一,同时

还潜移默化地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相比传统的纸质阅读方

式,手机阅读凭借其移动终端的便捷性取得了一定的优势,在这

个生活节奏日益提升的社会中,手机阅读破除了时间、地点的限

制,为人们的生活与工作提供了便捷条件,碎片化的时间得以运

用,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人们的信息获取量。在此背景下,手机

阅读也逐渐在图书馆中推广开来,尤其是高校图书馆。与社会性

质的图书馆不同,高校图书馆中的阅读者多为年轻的大学生,对

于智能设备的依赖程度相对较高,而手机阅读的习惯也更加深

刻,这就需要高校图书馆积极作出适应,进而报站图书馆的阅读

服务质量。 

1 手机阅读管理模型的构建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科技水平的提高,人民对于

阅读服务的需求也在不断提升,此时,高校图书馆要实现适应读

者需求变化的目的,先进的服务理念和管理模型是不可或缺的。

作为高校图书馆,如何倡导与引导阅读始终是其职能的重要任

务,而让图书馆的使用者享受到高质量的阅读服务则是其服务

工作的目标。近年来,手机阅读的推广与普及对高校图书馆的管

理与服务活动提出了新的要求,对于高校图书馆来说,其应当通

过科学有效且能够进行个性化的服务来实现图书馆价值的展现,

因此,手机阅读管理模型应运而生。 

1.1管理政策与制度功能模块 

在手机阅读管理模型的构建过程中,遵守相关管理政策以

及规章制度是最基础的要求。手机阅读服务是高校图书馆的一

大创新性举措,同时也是对自身服务与职能的调整与适应,这对

于图书馆的未来发展而言是极为有利的。与此同时,高校图书馆

的日常管理与服务是需要相关管理条例与规章制度来进行配合

的,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图书馆的阅读服务行为,进而为使用者

的信息获取活动提供保障。手机阅读管理模型的构建是对手机

阅读服务需求的满足,但作为图书馆服务的内容,其构建也应当

是建立在相关管理政策和制度之上的。[1] 

1.2手机阅读资源功能模块 

高校图书馆的使用者以大学生为主,教师为辅,而大学生作

为当代青年人的主要构成部分之一,其对于手机等智能终端设

备的需求是相对严重的,因此,手机阅读对大学生的影响也更为

深入。面对这一现象,图书馆可以通过手机阅读资源的拓展与延

伸来为图书馆使用者提供更为充分的阅读资源,具体可分为资

源与课程协同、资源获取多样化、数字化阅读资源与学习网站

阅读资源四个部分,针对不同需求的手机阅读群体提供差别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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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化的阅读服务。为确保图书馆手机阅读资源的科学性与有

效性,图书馆应当通过调查等方式来对手机阅读者的阅读需求

进行收集、整理与分析,最终明确手机阅读者的实际需求,进而

构建手机阅读资源功能板块。 

1.3手机阅读支持服务功能模块 

手机阅读的一大优势就是对于碎片化时间的应用,高校图

书馆对于手机阅读的服务也应当考虑到读者时间分配的特点。

值得注意的是,高校图书馆在进行手机阅读服务时,不能单纯以

碎片化时间的应用为目的,更应当注意阅读者自身知识和信息

和获取质量和效率,切实保障阅读者能够在图书馆阅读服务的

帮助下实现自我价值的提升。对此,图书馆可建立现代化的手机

阅读平台,同时不断在图书馆中举办倡导阅读、引导阅读的活动,

在吸引更多读者的同时调动学生对于手机阅读的性积极性。为

提升手机阅读者的阅读质量,图书馆可根据读者的阅读需求与

图书馆的使用需求来进行个性化定制,满足不同群体的手机阅

读需求。在此过程中,图书馆可更为全面、深入地了解到读者的

手机阅读体验,根据读者反馈来进行后续的服务工作,如专家在

线答疑解惑或是网络交流互动等。 

1.4手机阅读环境功能模块 

手机阅读只需要阅读者以智能移动终端来进行,不会受到

环境的严格限制,具有很强的便捷性,因此,高校图书馆在进行

手机阅读服务时也应当考虑到阅读环境的多样性。具体来说,

图书馆应当在报纸刊物区、漫画区、花园区、展览区、公共关

系区等区域中建立关联性的交流平台,借助现代化的移动终端

设备来进行资源的共享,吸引不同区域的人群来进行手机阅读。 

1.5馆员能力与角色功能模块 

图书馆的部分阅读服务在落实方面需要馆员的实际行动来

进行,在这一环节中,馆员的综合素养与职业水平在很大程度上

决定了该部分图书馆服务的质量。在图书馆的管理服务体系中,

馆员多以协助者的身份参与到图书馆使用者的阅读学习活动中,

提供一定的信息支持与专业指导,同时帮助学生更为熟练地使

用图书馆中的手机阅读资源,进而提升学生的阅读质量。 

2 手机阅读服务平台建设 

通常,手机阅读服务的服务范围是较为宽泛的,但并不能够

达到面面俱到的程度,对此,图书馆多会通过使用者的实际手机

阅读服务需求来进行手机阅读服务平台核心服务内容的选择。

在确定图书馆使用者所需的实际手机阅读服务需求后,图书馆

应当尽可能地针对其中的一至二个重点项目进行资源投入,不

断提升其服务质量和水平,精确有效地满足阅读者对于该环节

的需求。如此一来,手机阅读服务管理平台即可实现一定程度上

的专业化,进而逐渐向独立的服务产品发展。通过高校图书馆手

机阅读平台的构建,图书馆的宣传与展示空间得到了拓展,便于

吸引更多大学生加入到手机阅读的群体中,与此同时,手机阅读

的读者也获得了更为集中的阅读资源,便于进行所需资源的调

阅,更好地实现了自身阅读需求的满足。在实际的高校图书馆手

机阅读平台构建活动中,可通过内容运行管理、后台管理及前台

展现三个部分的塑造来进行,在三个不同部分的共同配合中推

动手机阅读服务的推广。 

事实上,在手机阅读服务平台的实际运行过程中,前台展示

的部分才是最为重要的,一方面在前台展示的建设过程中,高校

图书馆应当注意尽可能的突出主要内容,避免大量元素的出现

而导致内容冗杂的现象出现,另一方面,前台展示应当成为手机

阅读服务平台的功能性汇总媒介,将服务平台的核心服务功能

进行汇集与展示,为使用者提供便利。与其他性质的图书馆不同,

高校图书馆中多为在校大学生,大学生群体对于阅读资源的需

求不仅局限于报纸、刊物或是小说与文学著作等文字表现力相

对较强的东西,其所需要的阅读资源更为多元化,甚至是专业

化。[2]对此,图书馆可通过手机阅读服务平台来将馆内拥有的电

子资源提供给使用者,而对于未解决知识产权的阅读资源,图书

馆则应当通过摘要、目录与链接等形式来为阅读者提供基础的

信息和参考。需要注意的是,高校图书馆电子阅读服务平台的阅

读服务是具备更强的专业性与针对性的,其对于信息的输出应

当是更为高效的,对此,高效图书馆应当采用图文混排流式阅读

的方式来进行阅读资源的提供,这一问题同时还为小屏幕阅

读设备的使用者提供了解决方案。在高效图书馆的阅读资源

中,部分资源中存在一些公式或是特殊的格式,这类资源会由

于流式排版而发生格式上的变化,进而影响到读者的阅读体

验,对此,图书馆应当采用图文混排式的排版方式,解决了其中

格式内容格式改变的问题,同时还保留了图片的存在,保证了资

源的多样性。 

3 阅读内容的确定与服务对象的选取 

随着智能移动终端设备和信息网络的普及,手机阅读逐渐成

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为人们大量碎片化时间的处理提供

了解决方案。手机阅读能够实现对碎片化时间的合理使用,有效

提升了阅读者的阅读效率,但不可忽略的是,碎片化的阅读也导

致阅读者的阅读内容更为多元化,其内容的构成也更为复杂。据

互联网消费调研中心在2020年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66.9％的

用户阅读小说文学；58.6％的用户阅读新闻资讯；28.9％的用

户阅读博客论坛；阅读报纸杂志的用户为17.8％；阅读专业,

专题、学习教育、动漫等方面资讯的用户为10％左右。[3]由此

可知,人们对于小说、新闻、论坛的喜爱程度是相对较高的,这

意味着人们所接受的信息也更为零散,不具备明显的整体性。对

此,高校图书馆在进行手机阅读服务内容的选择时,首先应当依

照阅读者的阅读倾向来进行,充分重视小说、新闻、论坛等内容

的供给与配套服务,但同时,图书馆还应当以更为专业化的资源

和内容来尽心补充,结合互联网信息库构建本地内容资源与网

络精品内容资源相结合的阅读内容服务方式,在保障阅读者基

础阅读需求得到满足的前提下进行优质阅读内容的扩充。在此

过程中,高校图书馆可充分利用地域文化的独特性来凸显阅读

内容的独特性,一方面提升了高校手机阅读服务的质量与水平,

另一方面则是能够引导学生去深入了解地方的优质文化,进而

坚定文化自信,树立更为坚定的文化观念。根据雷锋网显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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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手机阅读中的比重时最高的,高达22.7%,但同时,工人、白

领、政府公务人员、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等也都是手机阅读的

重要群体。诚然,高校图书馆的服务主要是提供给图书馆内部的

读者,但手机阅读作为新的阅读方式不具备以往地域的限制,通

过手机阅读服务平台,高校图书馆还可实现对校外读者的手机

阅读服务,为该地域的读者提供一定的手机阅读服务,营造更为

和谐的阅读氛围。 

4 手机阅读服务推广实践 

在高校图书馆手机阅读服务的内容与服务对象确立完成后,

已知的手机阅读读者更为明确,但同时部分潜在的读者与服务

对象也出现在高校图书馆的视线范围内,对此,高校图书馆应当

积极展开服务推广,引导潜在的读者成为实际的高校图书馆手

机阅读服务对象,更为精确、有效地落实高校图书馆的手机阅读

推广措施。对于这一问题,高校图书馆可与通信公司或是网络公

司进行合作,在其商业业务的订购与服务过程中加入高校图书

馆电子阅读的宣传与推广,实现手机阅读与高校图书馆的宣传

和服务推广。为提升高校图书馆手机阅读服务的推广效果,高校

图书馆可通过读者优惠、免费体验、社区活动等方式方法来激

发人们对于手机阅读和高校图书馆手机阅读服务的兴趣。此外,

高校图书馆可通过一定程度的商业合作来强化宣传的效果,以

通信公司为例,高校图书馆可将手机阅读服务平台与通信服务

平台进行连接,随后通过业务内容来进行宣传,如花费的赠送、

电子书的提供等,如此一来,阅读者在保障最基础的通信服务的

同时还能够获得一定的手机阅读服务,有效提升了使用的服务

体验。高校图书馆与社会图书馆相比具有更为强大的专家资源

与学者储备,对此,高校图书馆可充分发挥这一优势,与校内的

专家、学者进行沟通后共同进行电子阅读的推广和普及,可通过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来进行,在作家论坛、阅读研讨会、读书

会、讲座、报告会等线下活动中引导参与者进行手机阅读,展开

一系列的手机阅读和高校图书馆手机阅读服务宣传,将线上宣

传推广活动与线下阅读活动进行有机结合。此外,高校图书馆还

应当重视农民与工人这两大群体的阅读服务体验,目前来看,工

人以及农民对于手机阅读的了解并未深入,但其对于知识和信

息的获取需求却并不低,因此,高校图书馆可举办送书下乡、送

书进厂等系列活动,将阅读资源和信息内容主动输送到工人和

农民的手中,同时,高校图书馆还应安排专业的指导人员来对工

人和农民进行一定的手机阅读引导,帮助他们更为科学、高效地

获取信息和资源。 

5 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手机阅读作为新型阅读方

式对高校图书馆的阅读服务来说是极为重要的,高校图书馆应

当积极调整自身的阅读服务内容和结构,构建现代化的阅读管

理模型,强化地域文化的特征,重点突出地方优秀文化的独特性,

引导学生树立文化自信心。与此同时,高校图书馆还应当重视校

外读者与潜在读者和服务对象的存在,通过合作的方式展开线

上、线下的共同宣传,一方面能够引导人们进行现代化的手机阅

读,提升知识与信息的获取效率,另一方面则是提升了高校手机

阅读的服务范围,为高校图书馆的服务质量提升奠定了基础。由

此以来,在高校图书馆的引导下,社会的手机阅读氛围与条件将

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为我国人们精神文化需求与阅读需求的

满足提供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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