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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利用 ＳＷＯＴ分析法对医院图书馆开展患者阅读推广服务进行全面分析，包括组织内外环境所形
成的优势、劣势、机会和挑战４方面，提出应对策略与方案，包括建立阅读推广服务组织机构和长效运行
体系、完善阅读推广流程、提升患者阅读体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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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随着社会发展，公众主动获取健康信息意识逐

渐增强，但面对纷繁复杂的网络信息普遍缺乏筛选

能力。目前国内部分地市级医院开展患者阅读推广

活动，但大多由临床医生或护理人员主导，其业务

范围和服务对象存在一定局限性，缺乏整合医院各

方资源持续开展患者阅读推广工作的实践。三级医

院图书馆对患者及家属的阅读推广服务有待提升。

党的十九大做出实施 “健康中国”战略的重大决策

部署，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提升公众健康素

养水平。在此背景下医院图书馆应联合多方力量整

合各自优势，将受众范围扩展到患者及家属等潜在

社会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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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三级综合医院图书馆开展患者阅读推广
服务ＳＷＯＴ分析

２１　概述

ＳＷＯＴ分析又称态势分析法，主要针对组织内

外环 境 所 形 成 的 优 势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ｓ）、劣 势

（Ｗｅａｋｎｅｓｓｅｓ）、 机 会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挑 战

（Ｔｈｒｅａｔｓ）进行分析，以寻找制定适合组织实际情

况的经营战略和策略的方法。运用该法可就研究对

象所处环境进行系统、全面分析，审视有利条件和

不利因素，解决当前存在问题，从而制定相应发展

战略、计划及对策［１］。本文以三级医院图书馆为主

体，对其开展患者阅读推广服务的优势、劣势、机

会、挑战４方面进行分析，从而提出有效合理的解

决策略与方案，以期为提升患者健康信息素养开辟

新路径。

２２　优势

２２１　资源　为适应信息时代要求和读者多样化

信息需求，三级综合医院图书馆一般都建成了集多

学科为一体、印刷型和数字化文献相结合的资源保

障体系。其系统、专业、全面的信息资源为其开展

患者阅读推广服务提供资源基础。

２２２　人才　近年来随着内外环境变化及 “互联

网＋”战略实施，三级医院图书馆不断引进图书情

报和医学信息专业新生力量，为扩展患者服务提供

人力资源储备。

２３　劣势

２３１　实施者综合素质有待提高　在患者群中开

展阅读推广活动对服务人员综合素质提出较高要

求，应具备图书情报学、心理学、医学、哲学等多

领域知识储备及突发事件应急处理能力；具备一定

沟通技巧、良好个人修养，可以从语言、行为等方

面传递信息，纠正患者不良精神状态（２）。

２３２　书刊管理亟待规范　患者群体复杂，图书

馆环境人员密集，书刊在传阅中较易成为疾病传播

媒介（３），若消毒不当易造成交叉感染。由于读者群

流动性较大，需解决书刊按时、完好归还等问题。

上述工作专业性较强、难度较大，仅依靠图书馆员

较难有效完成书刊消杀和保护工作。

２４　机会

２４１　建筑资源和网络设备　为方便患者就医三

级综合医院一般建有多个院区，其丰富的建筑资源

能够为开展阅读推广服务提供较大场所面积；医院

无障碍网络设施可为读者提供便捷信息查询服务。

２４２　声誉　三级综合医院因其专业性和权威性

具备良好社会声誉。因此开展患者阅读推广更易被

公众关注和认可。

２４３　技术　三级综合医院拥有具备丰富基础临

床知识和经验的医学专家，可为开展患者阅读推广

服务提供技术支撑。

２４４　信息技术　Ｗｅｂ２０环境下新媒体技术和

社交软件得到普遍应用（４），其便捷、灵活、易用等

特征为医院图书馆扩展服务群体、开展患者阅读推

广服务提供条件。

２５　挑战

２５１　领导缺乏重视　在我国公众阅读意识较

弱（５），医院图书馆扩展服务群体、开展患者阅读推广

服务业务创收效果不明显，较难引起领导层注意。

２５２　患者间个体化差异影响效果　受生活阅

历、文化水平、知识结构、领悟能力及认知方向、

心理素质等基础特征影响，患者及家属文献资料阅

读和理解能力存在差异，为阅读推广工作带来一定

难度，阅读材料、时机及方法选择将直接影响阅读

效果。

３　策略

３１　建立服务组织机构和长效运行体系

医院图书馆应从实际情况出发，根据自身的条

件和力量在完成本职工作前提下开展阅读推广服

务。首先，从顶层设计开始自上而下逐步开展工

作。可成立由分管院长及各主要临床科室负责人等

组成的图书馆工作委员会，商讨制定阅读推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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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方案。其次，寻求医院其他科室配合，探索建

立以图书馆为主导，多部门协同配合的阅读推广长

效运行体系。

３２　完善推广流程，提升阅读体验

３２１　概述　图书馆经过遴选提供科学、专业的

医学知识，与网络搜索引擎提供信息存在本质区

别［６］。图书馆应通过分析归纳读者个性化需求形成

不同特征读书群，注意整合多种形式书目并进行特

征分析，建立读者群体与书目特征的相应关联［７］，

以便有针对性地采购书刊，为建立健全阅读推广资

源保障体系提供充足的馆藏知识储备支撑。在此过

程中应注意采纳读者反馈意见并及时更新与修订书

目，促进其推广与利用。

３２２　开展个性化阅读服务　阅读作为一种保健

和辅助治疗手段对不同服务对象所产生效果存在差

异。在开展患者阅读推广服务过程中，应注意区分

患者文化层次、教育程度、精神心理状况。项目实

施初期可试点在住院部和门诊部建立专科图书室

（书刊可借阅）和阅览室，由临床科室指派专人监

督管理。室内配备相关疾病医学科普类和社科文学

消遣类书刊供患者及家属借阅，可放置由医院专家

编写的常见疾病知识健康教育卡或 《住院患者须

知》 《门诊患者选择医生方法和程序》等宣传册。

针对行动不便、有阅读障碍的患者，可提供家属代

为借阅及有声资料、辅助试听设备导读、伴读等服

务。为照顾不同文化层次和理解能力的读者心理需

要、更便捷地普及健康保健常识，室内可定期播放

健康养生知识小视频或放置电子阅读机。在阅读推

广活动实施过程中工作人员需关注读者身体状况和

阅读能力，观察其阅读后心理、情绪变化，避免因

接触专业性过强书刊而造成的心理压力及阅读时间

和强度超过其自身承受能力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３２３　强化数字阅读推广　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

发展，大众拥有更多话语权与发声平台［８］。图书馆

应将数字网络与传统阅读有机融合实现数字阅读。

可将图书馆网站嵌入医院官网，增加医学信息
"

询导

航，整合医学知识并提供聚类查询，包括健康保健常

识、医学科普新书介绍、医院图书馆馆员问答等相关

栏目［９］；联合临床医师开展网络心理咨询服务；组织

成立网络患者书友会，倡导病患及家属间的沟通交

流，鼓励编写书评等。通过上述举措有实现知识的链

接与交互，达到个性化、精准化服务目标。

３２４　完善服务评估体系　医院图书馆开展的患

者阅读推广活动技术性较强，需要科学规划、标准

的操作流程、规范的心理测评手段及合理的效果评

价系统［３］。为保证阅读推广工作的科学性，可通过

科室或病区先行试点方式分析阅读推广过程中的问

题。定期开展阅读推广专题研究，实现操作流程标

准化，获取阅读治疗对象疗效数据，利用大数据分

析方法论证阅读推广是否具有科学和临床意义［１０］。

目前患者阅读推广实践处于探索阶段，尚未形成完

备的实施细则和测评手段，需在实践中不断总结、

完善。

３３　加强院内感染管理

制定患者借阅相关规定以保证书刊及时、完好归

还。例如可规定患者自愿激活就诊卡书刊借阅功能，

开通则缴纳一定押金。为避免交叉感染图书室和阅览

室应科学安装空气消毒机，定时对书籍及书架使用

消毒液进行擦拭消毒。保持室内空气畅通，传染病

人原则上限制入馆，馆舍附近区域同步消毒［８］。

３４　建立专业团队

为实现阅读推广服务效果最佳化，需组建由图书

馆学、医学、护理学、心理学等不同专业人员构建的

阅读推广研究小组，鉴于部分高校拥有较丰富的阅读

推广实践经验，可从中引进部分专业人才。相关主

管部门应提高重视，适时邀请专家团队加入。

４　结语

随着 “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和全民阅读推广

活动的开展，医院图书馆面向全社会开放是大势所

趋，也是责任和义务［１１］，既是社会大众需求，又是

潜在社会功能和价值体现，应整合力量积极探索推

进该服务模式。

（下转第８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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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学习兴趣，提供人文知识学习场所，加强互动营

造医学人文氛围。例如安徽医科大学设立医学与人

文大讲坛，定期邀请知名学者对学生开展医学与人

文方面讲座；南京医科大学设立人文医学课程并开

展形式丰富的人文论坛、研讨活动。

４３　建立素质教育信息平台

运用新媒体技术建立信息服务平台，包括人文

社科信息库、信息检索方法、学习及互动模块，促

进学生自主学习。利用新媒体特点及形式，以实现

信息知识共享为目标建立各种形式的信息平台，如

微信公众号，定期推送人文社科信息知识，包括人

文经典阅读、人生哲理思辨、社科时事热点、历史

人物春秋、科学世界等。设立网络互动论坛，帮助

大学生便捷获取人文知识，参与交流讨论，提升人

文素养。

４４　加强图书期刊信息推介

人文社科图书期刊对学生素质教育具有引导作

用，要加强宣传，利用图书馆网站、微信公众平台

以及校园各类媒体开展推介活动。通过读书日、读

书节、读书沙龙等活动及新生入学教育等进行人文

社科图书阅读宣传，帮助大学生提高人文书刊阅读

兴趣与能力。结合大学生社团活动，如志愿者服

务、文学、演讲口才、心理保健、时事政治等，推

介图书期刊，指导学生阅读，发挥图书馆育人作

用。图书及期刊阅览部门可提供电子阅览查询服

务，增加人文社科类影像视频，提高学生对人文信

息知识的兴趣与吸纳程度。

５　结语

医学院校要采用信息技术，运用图书馆信息资

源开展积极有效的人文素质教育活动，调动学生学

习热情，培养医文兼备的人才。

参考文献

１　刘丽娟，许劲松，王悦全球医学教育最低基本要求及其

评价方法 ［Ｊ］．西北医学教育，２０１０，１８（１）：３７－３８．

２　蒋海萍网络环境下图书馆学科服务模式研究 ［Ｊ］．华

夏医学，２０１８，３１（４）：１５３－１５６．

（上接第８５页）

参考文献

１　王娜，强美英公民卫生应急素养普及的 ＳＷＯＴ分析

［Ｊ］．中国健康教育，２０１９，３５（７）：６６５－６６８．

２　樊浩阅读疗法在医学图书馆的应用 ［Ｊ］．现代医院，

２０１６，１６（５）：７６９－７７２．

３　魏萌萌，魏进，胡鸿医院图书馆为患者服务—健康教

育的新尝试 ［Ｊ］．中国健康教育，２０１４，３０（３）：２８３

－２８４，２８７．

４　王维秋，刘春丽医学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的源动力及

影响因素分析 ［Ｊ］．医学信息学杂志，２０１６，３７（１）：

８１－８４，９３．

５　衣晓冰，王贵海我国阅读疗法研究现状、问题及其对

策研究 ［Ｊ］．图书馆研究与工作，２０１９（２）：６３－６６．

６　吴尚，曾秋
#

医院图书馆与医患关系教育功能 ［Ｊ］．

当代教育理论与践，２０１６，８（８）：１３０－１３３．

７　周金元，解荣，杨桦，等图书馆阅读疗法实践影响因

素探析 ［Ｊ］．图书馆，２０１９（５）：９９－１０５．

８　刘丹“互联网＋”背景下医学院校图书馆阅读疗法创

新研究 ［Ｊ］．医学信息学杂志，２０１８，３９（１２）：８２－

８４，９２．

９　何美琦医院图书馆为患者服务探析 ［Ｊ］．医学信息学

杂志，２０１３，３４（１１）：８１－８４．

１０　职珂珂，武利红阅读治疗：医院图书馆患者服务的新

视角 ［Ｊ］．河南图书馆学刊，２０１６，３６（６）：８５－８７．

１１　吴晓海，李荣，王英杰我国医院图书馆为患者服务文

献计量分析 ［Ｊ］．医学与社会，２０１２，２５（４）：５６－

５８，６２．

·８８·

医学信息学杂志　２０２０年第４１卷第１０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２０２０，Ｖｏｌ．４１，Ｎｏ．１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