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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阐述中医药院校图书馆传播中医药文化存在的问题及利用微信公众平台传播的有利条件，提出基
于微信公众平台的中医药文化传播方法，包括确定新颖标题、以多主题呈现、展示中医药传统经典著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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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对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做出

“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 ”的

战略部署［１］。中医药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继承与弘扬中医药文化是坚定文化自

信的必要工作。中医药院校图书馆收藏丰富的中医

药文献资源，在推动中医药文化传播中具有重要作

用。在新媒体时代，利用互联网、无线通信网以及

电脑、手机等终端为用户提供信息服务日益广泛应

用。微信公众号成为高校图书馆开展媒体活动平台

之一，有助于进行中医药资源文献传递与服务。从

图书馆角度出发探讨中医药文化有效传播途径具有

积极意义。

２　图书馆传播问题分析

２１　概述

在现代传播学中，传播被赋予两方面涵义，即

文献信息传递和分享［２］。拉斯维尔认为传播行为包

括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媒介、受众、效果几部

分［３］。从上述几方面对图书馆开展中医药文化传播

工作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

２２　传播者

图书馆作为中医药文化的传播主体具有主导地

位，主要采取单方面向师生群体推送文献信息的方

式，信息数量大、内容不精准、缺乏互动，不能满

足个体化需求，影响馆藏资源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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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传播内容

中医药文化是中医药院校图书馆主要传播内

容，文献数量庞大、内容丰富，其中包含大量古籍

文献，专业性强且文言文晦涩难懂，影响读者阅读

及文献传播。

２４　传播媒介

图书馆组织传递文献信息活动受到时间、空间

限制，传播方式单一；信息传递即时性较弱，无法

与大众快捷获取信息习惯相适应，影响读者文献阅

读和利用。

２５　受众

在网络时代，每名网络用户都可能成为中医药

文化传播受众。但高校图书馆主要以在校师生为信

息传递受体，对其他网络群体关注度较低，限制了

中医药文化传播受众范围及其广泛传播。

３　微信公众平台传播优势

３１　互动性强，提高用户关注度

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用户可随时以文字、语音、

图片等形式在线提问，图书馆工作人员可实现一对

一解答，形成互动，将单向传播变成双向传播，拉

近图书馆与用户间距离［４］。在信息爆炸时代，用户

注意力是稀缺的认知资源［５］，图书馆利用微信公众

平台可有针对性地推送中医药文献信息，满足读者

个性需求，调动用户兴趣、吸引注意力，提高其对

中医药文化关注度。

３２　信息内容接受程度高

微信公众平台可提供语音、文字、图片、表

情、音频、视频等多种信息推送和服务形式。图书

馆可利用其对中医药文献内容进行灵活、多种形式

的编排，提高文献可阅读性，从而提升用户接受程

度，推动中医药文化传播。

３３　传睩效率高

微信是即时交流软件，操作简便、快捷，且兼

具短信和电话功能，可实现即时沟通［６］。图书馆借

助微信公众平台发布中医药文化相关信息，用户可

随时随地通过手机、平板电板等终端灵活便捷地进

行信息查询、浏览与获取，打破时间、空间限制，

提高信息传播效率。

３４　传播范围广

微信拥有较大用户群体，微信公众号订阅方法

简便，用户关联性高，受众面广，为中医药文化传

播奠定广泛受众基础。同时微信公众平台采用推送

文章、消息发送等形式进行信息传播，方便用户进

行信息分享和二次传播，有利于扩大传播范围［７］。

４　基于微信公众平台的中医药文化传播方法

４１　确定新颖标题

微信公众平台推送文章的标题和正文分置在不同

界面，读者只有点击标题才能进入正文进行阅读。文

章标题质量直接影响点击率。图书馆工作人员根据推

送文献特点，结合受众兴趣爱好，制定新颖有趣、富

有感情色彩、体现高度审美情趣的标题，既彰显中

医药文化鲜明风格，又能调动阅读兴趣。

４２　表现形式多样化　

微信公众平台推文内容应综合运用插图、音

乐、视频、动漫等多元素进行多方式编排，提高推

文辩识度，同时有利于清晰全面展现医药卫生学科

的操作性和实践性特点，帮助读者理解。

４３　多主题呈现　

我国传统中医药文化内容丰富，图书馆可按照

一定主题或类别整合资源，细分内容、策划专题。

如按照学科理论 （中医学、中药学、针灸学等）、

中医临床分科 （内科学、外科学、妇科、儿科、骨

科等）或学校课程设置 （中医基础学、中医诊断学

等）分类，也可将中医理论思想整体观念和辨证论

治观念以专题形式推送，突出中医专业特性和优

势，便于读者梳理中医学知识体系，深入学习和研

究，有利于中医学文化传承。

４４　选择性推送

微信公众平台文章推送不再泥于传统纸质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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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次索引及整书内容，可针对中医药文化领域热

点内容及话题，如重要新闻事件、领军人物介绍、

最新研究课题、研究领域新成果、精彩医案等进行

选择性重点推送，顺应碎片式阅读习惯，满足用户

快速准确获取信息需求，帮助读者了解中医药研究

方向和重点，促进中医药文化知识推广。

４５　展示中医药学经典　

经典阅读是高校教育中不可忽视并且需要长期

坚持的一项内容 ［８］。《内经》、《难经》、《神农本草

经》、《伤寒论》、 《金匮要略》等中医经典著作是

我国古代中医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理论支撑，对现

代中医学发展具有较强影响［９］。图书馆应重视中医

药文化经典著作传播，可借助微信号平台，运用文

字描述、视频植入等多种形式对其进行解读、展

示，加深读者对经典的理解和记忆。同时利用平台

提供交流机会，如开展名中医运用经典理论治疗疾

病经验分享、经典著作学习交流等活动，引导读者

理解原著精髓、探索中医经典著作奥秘。

４６　准确导航

中医药院校图书馆藏书数量较大、分布较广，

读者选择和查找书籍存在一定难度，间接影响馆藏

文献利用率。可利用微信公众平台在推送文章中附

加定位信息，如涉及纸质图书在展示书名、作者、

内容简介的同时标注其索书号、馆藏位置，方便借

阅；对于来源于互联网或数据库的文献资源，可以

加入超链接，引导阅读、获取信息，从而促进中医

药文献利用与传播。

４７　社区传播

随着生活水平提高，人们对养生防病知识需求

增加。２０１６年１０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 《“健

康中国２０３０”规划纲要》明确要求充分发挥中医药
独特优势，提高中医药服务能力，实施中医治未病

健康工程，将中医药优势与健康管理结合，探索融

健康文化、健康管理、健康保险为一体的中医健康

保障模式［１０］。继承、弘扬、发展中医药文化，要从

整体性、系统性入手，中医院校图书馆不仅要满足

学校师生文献需求，还肩负着推广中医药文化、满足

公众防病治病信息需求的职责。２００４年４月教育部
颁布的 《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规定 “有条件

的高学校图书馆应尽可能向社会读者和社区读者开

放”［１１］。社区是高校图书馆与大众联系的纽带，中医

院校图书馆应利用自身资源优势，借助微信公众平

台对中医药膳食疗、养生保健、理疗康复、疾病预

防等信息进行科学普及和推广，宣传中医药文化知

识，推动中医药服务于大众，提升国民健康水平。

５　结语

中医院校图书馆整合丰富的中医药文化资源，

依托微信公众平台多方面、多角度地拓展中医药文

化传播深度与广度，有助于进一步推广、传承、发

展中医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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