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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新媒体$ 医学生$ 图书馆网站$ 调查分析

!中图分类号" 1(%$'"" !文献标识码" *"" !!"#" !%6.7'7896:;;<6!'5. ('%.'6&%!56%#6%!7

#+,&6./C-./(+-+)9+-*=6/6(+.%&S6&(0B/:4-4= L&:6/.&:= '&)/2-*3.8)&+.6/+N&>'&)/- Q+,/4(+1&+.

"

S#L\W/'.! O+4

R3*3?8:K+'+'. -/F+6*9H899/./! K+'+'. CYCBUY! H7+'*( O$%*' (9+! O+R3*3?8:S/+:*'. -/F+6*9H899/./! S/+:*'. CU,BAT! H7+'*

+9:6.4-2., ;V@;>D C< B=>A@<DC< :<J>;B:I@B:C< CKG>D:F@H;BED><B;:< B=>H:OA@ANB=ACEI= B=>bE>;B:C<<@:A>D>;:I<>D :<D>?><D><BHN! B=>

?@?>AB@P>;B=>H:OA@ANCKW:<:<IU>D:F@Hg<:J>A;:BN@;@< >Q@G?H>BCE<D>A;B@<D B=>;:BE@B:C< CKB=>E;>CKH:OA@ANL>O;:B>ONG>D:F@H

;BED><B;:< <>LG>D:@><J:AC<G><B! @<D ?C:<B;CEBB=@BB=>H:OA@AN;=CEHD E<D>A;B@<D B=>:<KCAG@B:C< A>bE:A>G><B;CKG>D:F@H;BED><B;:<

<>LG>D:@><J:AC<G><B! O>FHC;>HNA>H@B>D BCFCEA;>B>@F=:<I! I:J>?H@NBC;EO9>FB:J>:<:B:@B:J>CKB=>H:OA@A:@<! @<D G@P>KEHHE;>CKB=>

<>LG>D:@?H@BKCAGR

+<&=>(4)6, ;2>LG>D:@( U>D:F@H;BED><B;( :̂OA@ANL>O;:B>( -<J>;B:I@B:C< @<D @<@HN;:;

!收稿日期" "&%!' (!& (!&

!作者简介" "王朋! 硕士! 馆员! 发表论文 !. 篇"

!基金项目" "&%!$ 年度山东省档案局科技项目计划 %项目

编号& &%!$ (%$'( &%!$ 年济宁医学院校级

科研项目 %项目编号& Ẁ&%!$1\%%#'"

!"引言

高校图书馆是学校的文献信息中心! 是为教学

和科研服务的学术性机构" 近年来! 随着智能手

机. 平板电脑等移动设备普及率的提高! 高校图书

馆传统的生存发展方式受到了严峻考验! 数字图书

馆建设重要性日益凸显/!0

" 而作为数字图书馆门

户! 网站建设好坏已成为衡量数字图书馆建设水平

的重要指标/&0

" 同时! 微博. 微信等新媒体的出现

和应用! 高校图书馆对数字资源的整合. 利用及宣

传推广! 将资源和服务提供给读者! 发挥好图书馆

网站的作用成为数字图书馆建设的重要工作"

不同于综合类院校! 医学生见习和实习的时间

更多! 课程紧凑! 到图书馆的时间相对较少" 面对

纸本资源借阅率的下降趋势! 医学生移动学习. 碎

片化阅读的信息行为特点! 医学院校图书馆更要有

紧迫感和使命感! 为医学生提供文献信息服务" 本

文通过调研医学生利用图书馆网站的情况! 分析新

媒体环境下医学生图书馆网站利用过程中存在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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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

#"调查对象与方法

#$!"调查对象

采取目的性随机抽样方法! 连续两年从图书馆

电子阅览室. 自习室. 期刊室. 各书库等部门随机

选取在馆医学生! 共发放 '%% 份调查问卷! 收回有

效问卷 $5' 份! 有效率为 7'Z" 其中男生 !.7 人!

女生 #.5 人( 大一学生 &7. 人! 大二学生 !5# 人!

大三学生 $$ 人! 大四学生 $# 人" 数据采集时间为

&%!$ 年 7 月和 &%!' 年 7 月"

#$#"内容与方法

调查内容包括医学生访问图书馆网站的主要目

的. 对图书馆数字资源的了解程度. 获取文献资源

的方式等" 对收回的调查问卷采用 [3-T*,*.6! 软

件进行录入! 将数据导出到 [e4[̂ &%!. 中进行统

计处理"

%"主要结果

根据问卷调查结果以及与医学生的交流发现!

7%Z的医学生认为图书馆是一个上自习. 借阅图书

的场所! 医学生利用图书馆网站的程度较低! 5'Z

的医学生没有主动访问过图书馆网站! 毕业生写毕

业论文时才会利用图书馆网站里面的数据库资源"

主要调查数据结果如下& 在利用图书馆网站方面!

医学生访问的主要目的是获取数字资源! 其次是查

阅图书借阅信息" 在对数字资源的了解和利用方

面! 非常了解的仅占 .Z! 基本了解的占 #%Z!

$5Z的读者不了解图书馆的数字资源" 读者利用电

子阅览室的主要目的是查阅图书馆数字资源! 其次

是游戏娱乐! 联系交友排在第 . 位" 在获取文献资

源的方式上! 首选是查找纸质文献和利用公共搜索

引擎! 然后是利用图书馆数字资源! 纸质文献是读

者最常用的阅读载体" &Z的医学生会主动利用图

书馆数字资源进行学习! 向图书馆员寻求帮助" 在

网站数字资源的培训方式方面! 7%Z的医学生希望

能够便捷地获取培训知识! 如培训课件. 在线帮助

及咨询服务等! 0$Z的医学生认为无法参加传统的

现场培训方式"

&"对策与建议

&$!"概述

通过各个高校图书馆的数字资源使用情况统计

以及与图书馆同行. 医学生之间的交流! 多数馆员

和医学生均认为! 在数字资源的购买与利用上! 一

方面广大师生的真正需求得不到充分满足! 另一方

面资源闲置浪费现象普遍存在/.0

" 济宁医学院图书

馆网站数字资源访问利用尚存在-3登录限制! 导致

医学生利用图书馆数字资源的障碍" 此外! 文献检

索课等信息素质教育课程都是选修课! 开设时间多

安排在高年级阶段! 图书馆培训也往往将受众对象

定在研究生. 高年级学生和教师! 低年级学生缺乏

教育和培训机会/#0

"

&$#"充分了解医学生的需求

目前医学生不登录图书馆网站的原因主要有 .

个& 一是缺乏对图书馆网站的认识! 新生入馆教育

时会简单了解图书馆网站有什么资源和服务! 但入

馆教育后就不再关注( 二是不会用图书馆网站的资

源和服务! 更容易接受百度等搜索引擎的简单操

作( 三是认为没必要访问图书馆数字资源! 课程学

习与图书馆数字资源脱钩! 不用图书馆数字资源也

能顺利完成课程学习" 网站建设应将医学生的需求

作为出发点! 通过读者座谈会. 问卷调查和建议薄

等措施! 加强图书馆与读者之间的联系! 形成图书

馆与读者之间沟通交流的固定机制! 给读者提供发

言对话和参与的渠道/$0

" 首先! 采取有效措施开放

医学生利用图书馆数字资源的-3权限! 让医学生随

时随地能够无障碍地利用数字资源( 其次! 图书馆

网站要为医学生提供新书推送. 图书查询. 阅读推

广. 图书到期提醒. 图书馆利用等方面的实用信

息! 将医学生利用频率最高的服务和资源放在显著

位置! 便于医学生利用"

&$%"与课程教学紧密结合

目前图书馆网站资源与课程教学关联度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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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国内高校图书馆网站的调查! 尽管有的高校

图书馆购买或自建了学科服务平台. 学科资源导

航. 学科博客服务平台! 如 :̂O/E:D>;产品! 涵盖

文献资源指引. 学科会议指南. 学科导航. 学术热

点追踪. 学科资源荐购等资源和服务! 但通过调

研! 学科服务平台内容往往是新闻和学科资源的链

接! 与课堂教学的结合仍然不够! 平台更新缓慢!

更新的内容不一定切合用户的真实需求/' (50

! 导致

用户点击率较低! 读者评价不高" 图书馆网站要方

便医学生便捷地获得学习资料! 或者说图书馆网站

资源要具备指向性! 针对学校课程建立资源库! 方

便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 教师把课程教学与图书馆

资源有机结合起来( 技术方面! 图书馆应当结合读

者的资源和服务需求! 有计划. 有步骤地对本馆及网

络信息资源加以合理的整合. 开发. 利用和管理! 通

过统一界面为用户提供浏览或查询服务/00

! 辅助读

者的学习! 及时对读者利用的意见收集和反馈"

&$&"发挥馆员主观能动性

随着图书馆数字化进程的不断推进! 图书馆应

整合数字资源! 建立以界面简洁. 功能全面. 检索

职能为特征的文献检索界面! 使读者能在最短的时

间内获取最需要的文献和服务" 通过对用户的需求

分析! 加强与读者之间的交流和互动! 吸引读者参

与数字资源建设! 只有发挥馆员的主动性和创造

性! 采取必要的激励和奖励措施! 图书馆网站才能

具备生机和活力"

&$'"利用新媒体对图书馆网站进行宣传

微博. 微信等新媒体环境下! 医学生的信息利

用及信息行为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医学生的学习和

生活已离不开手机. 平板等智能设备! 移动学习.

移动终端. 移动图书馆等概念的出现! 使得图书馆

网站要做出相应的调整和变化" 图书馆资源及服务

宣传工作应贯穿于医学生从入学至毕业之间! 图书

馆网站可根据医学生的课程安排! 开展有针对性的

专题! 将微博. 微信等新媒体与图书馆网站交叉互

联! 把图书馆的数字资源和服务等制作成微视频或

微电影等易于让医学生接受的形式! 尤其新生入馆

教育及一些医学生利用率高的数字资源和产品! 如

移动图书馆. 新东方学习平台等资源! 在微博. 微

信. 网站平台之间进行互联宣传" 同时! 图书馆网

站要融入到医学生的手机. 平板等终端设备/70

! 便

于访问! 界面简洁实用"

'"结语

图书馆网站建设离不开医学生及教师课堂教学

的需求! 也离不开馆员对资源及服务的推广宣传!

要突出以用户为中心! 把握新媒体环境的特点! 重

视课程资源的再开发和利用! 加强与用户的沟通和

互动! 真正地从用户需求出发! 适应用户. 跟随用

户. 理解用户. 融入用户! 争取学校政策和资金的

支持! 充分发挥高校图书馆在学校人才培养. 科学

研究中的作用/!%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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