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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选取３所医学高校图书馆员进行数字服务和阅读推广能力调查，结果表明二者之间存在相关性，
提出馆员提升自身能力的策略，包括加强图书情报专业知识、学习计算机新技术、多参与阅读推广活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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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互联网 ＋”代表一种新的经济形态［１］。引起

图书馆领域的重视［２－３］。互联网与图书馆的融合需

要研究者们不断思考和实践摸索。数字服务能力

（又称数字素养、数字媒介素养）是指个体通过了

解数字媒介理论知识和掌握相关技术，在数字媒介

使用过程中能准确判别数字媒介信息并自觉遵守相

应道德规范，具备科学使用数字媒介为自我服务和

为社会服务的能力，包括数字媒介知识、使用能力

和使用态度３个方面。张忠凤［４］从多方面论述阅读

推广中提升馆员数字素养的必要性。本文选取安徽

省３所医学本科院校为研究对象，了解 “互联网

＋”时代馆员数字化服务和阅读推广能力以及二者
之间的相关性，为进一步提升馆员服务能力适应

“互联网＋”发展提供依据。

２　研究对象与方法

２１　测定工具及评定方法

自编调查问卷，其中人口学基本资料包括性

别、年龄、学历、职称、专业。参考王俊丽［５］ “天

津市高校图书馆学科馆员数字能力现状研究”调查

问卷，选取１１个适合大多数馆员的条目，了解馆
员基本上网操作情况、数据安全意识和处理问题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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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等。参考于伟［６］ “高校阅读推广馆员能力实证研

究”调查问卷，选取８个适合大多数馆员的条目，
了解馆员对阅读推广的了解、参与情况以及阅读推

广能力自我评价。其他内容包括发表论文、申报课

题、对本馆数字资源了解情况等。

２２　研究对象和统计方法

选取安徽省３所医学本科院校图书馆馆员为研
究对象，通过网络填写问卷，有效问卷 ５４份。网
络问卷数据导入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３　结果

３１　基本情况

参与调查的馆员中女性４１人、男性１３人；３０

岁及以下９人、３１～４０岁２７人、４１～５０岁１０人、
５０岁及以上８人；大专及以下学历５人、本科２４
人、硕士２４人、博士１人；未定级６人、初级１２
人、中级２８人、副高 ６人、正高 ２人；图情专业
１３人、其他专业４１人；以第１作者发表过论文２８
人 （占５１８５％）；以第１负责人申报过课题３１人
（占５７４１％）。

３２　数字服务能力

３２１　概述　此次调查的３所医学本科院校均有
购买数字资源，在回答 “您是否知道本馆购买的数

字资源”时有８人表示不知道；在回答 “您是否希

望图书馆组织学习数字资源的检索方法”时有３人
表示否。馆员数字服务能力调查结果，见表１。

表１　馆员数字服务能力调查结果 （人）

选项 非常不符合 比较不符合 一般符合 比较符合 非常符合

１工作中能够熟练使用多种搜索引擎 （如百度、谷歌、３６０等） ２ ２ １０ ２５ １５
２工作中能够熟练使用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Ｏｆｆｉｃｅ（ＰｏｗｅｒＰｏｉｎｔ、Ｗｏｒｄ、Ｅｘｃｅｌ等） ２ ５ １２ ２３ １２
３工作中能够熟练使用一个或多个图像处理软件 （如Ｐｈｏｔｏｓｈｏｐ、美图秀秀等） ２ ８ ２４ １２ ８
４工作中能够熟练使用数据统计分析软件 （如Ｅｘｃｅｌ、ＳＰＳＳ等） ６ ５ ２５ １３ ５
５能够根据信息的内容及价值与不同的用户分享 ２ ８ ２２ １３ ９
６工作中知道哪些内容／知识／资源可以公开分享 ０ ９ １６ ２１ ８
７数字环境下能够对用户的隐私问题慎重行事 １ ４ １０ ２１ ８
８能够采取多种途径 （如设定密码、隐藏文件夹等）保护用户信息的安全 ２ ７ １３ ２３ ９
９工作中能够使用相应的软件 （如ＱＱ管家、百度管家、３６０管家等）维护所

使用设备 （计算机、平板电脑、智能手机等）的安全

２ ３ １６ ２３ １０

１０在实现工作或学习目标过程中，能够判断出自身数字能力的不足 ２ ４ １２ ２８ ８

１１在工作或学习中遇到问题，能够通过学习新技术或工具解决问题 ０ ３ １８ ２７ ６

３２２　基本上网操作情况　从问题１和２回答情

况看，选择 “比较符合”的馆员数量最多，问题３

和４涉及深层次的应用，选择 “一般符合”的馆员

数量最多，极少数选择 “非常不符合”，说明大部

分馆员对上网基本操作比较了解，但仅限于基本的

简单操作，涉及深层次的应用操作还有待进一步提

高。

３２３　数据安全意识　问题６－９中选择 “比较

符合”最多、其次为 “一般符合”，说明大部分馆

员对于知识版权、隐私和信息安全都很重视。在互

联网传播迅速和黑客攻击等多种安全威胁存在的时

代，馆员首先要保护好本校数字资源，在允许范围

内进行合理使用，同时也要尊重知识产权，避免违

法行为。

３２４　处理问题能力　问题５、９和１０反映馆员

在面对数字资源时的处理能力。图书馆购买的数字

资源种类丰富、数量较大，读者专业、研究层次不

同，并不是所有资源都需要，馆员要根据读者类型

来推荐合适的数字资源。问题５选择 “一般符合”

的最多，问题９选择 “比较符合”的最多，表明馆

员能够判断出自身存在的不足。问题１１有９４４４％

馆员表示愿意并尝试通过学习新技术或工具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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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３３　阅读推广能力

问题 “您是否了解阅读推广的概念”，有４８人
回答了解 （占８８８９％），２２人组织策划过阅读推
广活动，３０人参与执行过阅读推广活动。为提升高
校图书馆整体阅读推广能力，不断创新方法，安徽

省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组织每两年一次的

服务创新案例大赛，截至２０１８年已举办３届，在回

答是否知道这一活动时有 ４７人回答知道 （占

８７０４％）。馆员阅读推广能力调查结果，见表 ２。
阅读推广活动形式丰富，推广内容不同，馆员在策

划阅读推广活动时要清楚了解推广的阅读内容，针

对不同阅读人群怎样指导其阅读。可以看出大部分

馆员了解需要针对不同读者提供不同阅读推广方

法，对经典书籍、流行书籍和发行统计等有一定了

解才能做好阅读推广工作，版权意识较好，对可以运

用到阅读推广中的数字媒介有清楚的了解和认识。

表２　馆员阅读推广能力调查结果 （人）

选项
非常

不符合

比较

不符合

一般

符合

比较

符合

非常

符合

了解不同年级读者的不同阅读需求 ２ ４ ３０ １７ １

了解不同学科背景的读者的不同阅读需求 ３ ６ ２７ １５ ３

可以提升读者的阅读兴趣和阅读能力 ２ ８ ２９ １３ ２

可以很好地引导读者利用阅读资源，传授读者阅读技巧，分享阅读经验 ３ ８ ２２ １９ ２

对经典书籍、流行书籍有一定了解 ０ ６ ３２ １０ ６

可以通过书目、电影电视资源、流行文化、发行统计对阅读趋势进行判定 １ ７ ３２ １１ ３

在进行数字阅读推广中有意识地做到尊重版权 ０ ５ １５ ２２ １２

清楚了解可以运用到阅读推广中的数字媒介 （如微信平台、微博平台、数字图书馆等） １ ４ １７ ２３ ９

３４　数字服务和阅读推广能力相关性

此次调查数字服务能力得分为表１中１１个条目

相加，阅读推广能力得分为表２中８个条目相加，

“非常不符合”计 １分、 “比较不符合”计 ２分、

“一般符合”计３分、“比较符合”计４分、“非常

符合”计５分，相关分析采用 Ｐｅａｒｓｏｎ法，双侧检

验ｐ＜００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数字服务和阅读推

广能力相关性分析结果，见表 ３。相关系数 ｒ＝

０７１２，数字服务和阅读推广能力呈正相关，ｐ＝

０００＜００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即数字服务能力

越高，阅读推广能力越强，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有待

进一步论证。

表３　数字服务和阅读推广能力相关性分析结果

得分 最低分 最高分 平均值 标准差

数字服务能力 １８ ５５ ３９３９ ８０３

阅读推广能力 １４ ３６ ２６４８ ４８７

４　馆员提升自身服务能力策略

４１　概述

“互联网 ＋”的发展推动图书馆资源更新、技
术革新、服务创新和读者知识需求不断更新。馆员

要意识到随着 “互联网＋”的发展，图书馆必然面
对服务转型升级，服务要求越来越多、越来越精

准，馆员需要不断提升服务能力或实现服务转型才

能满足发展需求。例如无线射频识别 （ＲａｄｉｏＦｒｅ
ｑｕｅｎｃｙ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Ｄｅｖｉｃｅｓ，ＲＦＩＤ）技术与图书馆
业务深度融合后促进借还服务自助化、图书排列精

准化，馆员由传统借还服务转向图书精准排列和阅

读推广服务。微信公众号促使馆员利用其开展资源

和服务推广活动。医学信息数量呈几何级增长，医

学院校图书馆也应不断创新服务，将医学知识更加

全面、精确地推送给读者。馆员需要提升数字服务

和阅读推广能力才能更好地实现自我价值。

·５８·

医学信息学杂志　２０２０年第４１卷第４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２０２０，Ｖｏｌ．４１，Ｎｏ．４



４２　加强图书情报专业知识学习

图书情报专业知识是开展服务的基础。多数医

学高校图书馆员专业多，涉及图书情报、计算机、

外语等，本次调查５４人中仅有１３人为图书情报专
业，知识结构上的差异使得馆员在知识领悟和接受

程度上存在一定差异［７］。加强图书馆员图书情报专

业知识学习，鼓励其参加图书情报继续教育以及相

关会议，可以缩小馆员在图书馆管理、服务上的差

异，提高工作热情和竞争意识。任何一门学科都是

在不断发展、更新中，馆员需要不断学习新知识，

完成知识更新储备，这既是个人发展的需要，也是

图书馆事业发展的需要。

４３　加强计算机新技术学习

现代信息技术不断升级引发图书馆变革和馆员

素质不断提升［８］，在知识大爆炸的时代，医学高校

图书馆员需要具备丰富的计算机知识并熟练掌握相

关技术，才能紧跟数字化时代发展，将现代化信息

技术运用到图书馆服务中。新技术以其便捷性、新

颖性往往能吸引大学生的关注，作为服务者，要加

强计算机新技术学习，将适合图书馆应用的新技术

引入到图书馆，以新技术吸引读者。另外要加强对

现有信息技术的学习，如本次调查中涉及的 Ｍｉ
ｃｒｏｓｏｆｔＯｆｆｉｃｅ、图像处理软件、统计分析软件，深入
了解可以发现更多新功能，运用到日常工作中，不

仅提高工作效率还能增加趣味性，激发工作热情。

４４　多参与阅读推广活动

本次调查５４人中有３０人参与过阅读推广活动，
２４人未参与过，这可能与工作岗位不同有关，也可
能与所在馆阅读推广氛围有关。参与阅读推广活动

需要有良好的活动组织策划、语言沟通交流和数据

分析处理能力等，这些能力很难通过某种途径快速

提升。馆员可以先参与其中，通过观摩、学习提高

对阅读推广的认识。公共图书馆开展了一些阅读推

广人培训活动，甚至有相关的管理办法，医学高校

图书馆应多学习、沟通交流。鼓励馆员围绕一种阅

读推广活动加深理解，优化活动方案，做成品牌。

做好活动评价，评估活动效果，发现活动不足以更

好地改进。

５　结语

随着数字化、网络化、智慧化的发展，数字服

务能力成为影响图书馆发展的重要因素。在阅读推

广活动中，医学高校图书馆越来越多地倾向于利用

网络开展活动，不受时间空间限制，提高数字服务

能力。本研究有一定不足之处：一是通过网络进行

问卷调查，未要求所调查院校馆员全部参加，调查

结果仅能反映参加调查人员的数字服务和阅读推广

能力，不能代表３所医学院校馆员整体情况；二是
此次调查问卷为笔者自行编制，不能全面、深刻反

映馆员数字服务和阅读推广能力，仅反映部分现

状，但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今后需加强对问卷的

研究，进一步优化调查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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