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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调研全国１９所中医药高校图书馆微信公众平台阅读推广现状，分析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建议，
包括创新活动主题和形式，打造中医药特色阅读推广活动品牌；增加读者互动，建立中医药特色阅读信息

传播模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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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当前全民阅读已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高校图

书馆作为文献信息资源的集散地、大学师生的第２
课堂，在阅读推广方面具有优势［１］。与普通高校相

比中医药类高校特色突出、特点鲜明，其关注重点

聚焦于中医药经典学术的发展和传承。如何将中医

药高校特点、专业特长与师生阅读习惯进行有机结

合以开展科学高效的阅读推广工作，是中医药高校

图书馆重要研究方向。应用微信公众平台可避免传统

阅读推广时间和空间限制，为中医药高校提供特色功

能服务，满足高校师生个性化阅读需求，提供实时交

流体验，节约活动运营支出，为高校阅读推广模式创

新提供业务支撑［２－３］。本文通过对国内１９所中医药
高校图书馆微信公众平台阅读推广现状展开调查，分

析问题并提出优化策略，以期为基于微信公众平台的

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工作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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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中医药高校图书馆微信公众平台阅读推
广现状

２１　内涵与特征

２１１　内涵　微信公众平台作为新兴信息传播媒
介已成为高校图书馆开展阅读推广活动的重要载

体，为使用者提供了新的服务途径和阅读模式［４］。

中医药高校图书馆利用微信公众平台开展阅读推广

活动，顺应图书馆发展、满足师生阅读需求目标，

有助于提高资源利用率、优化馆藏资源，充分挖掘

读者阅读需求、节省读者时间，体现中医药高校图

书馆个性化服务理念。

２１２　 特征　既能够线上引导读者主动阅读、学
会阅读，实现文化传承目的，还可以突破时间和空

间限制为读者搭建实时交流体验平台。通过微信公

众平台进行阅读推广实现了对互联网技术的充分利

用，保证了数字阅读资源及时扩充和更新，有效利

用文字、图片、视频和直播等模式开展丰富立体的

阅读推广活动。在充分结合中医药高校师生专业性

阅读需求基础上为其提供内容匹配度更高、专业性

更强的阅读推广内容。通过借助微信公众平台可有

效实现线上阅读工具、理念和文化的多维度、立体

化附加服务推广。

２２　调研对象与方法

选取１９所中医药高校图书馆作为研究对象，
针对其微信公众号推送内容、阅读量等信息进行数

据分析。数据选取时间为２０１９年９月 １日 －２０２０
年１１月３０日。调研对象中大部分图书馆微信公众
号以 “学校名称＋图书馆”字段命名，便于读者查
找。长春中医药大学图书馆以公众号 “长中图书

馆”作为其阅读推广平台。结合１９所中医药高校
图书馆推送的信息内容并参考微信阅读推广研究方

法相关文献［５－８］，逐条对微信图文信息进行手工筛

选统计。阅读推广内容范围可归纳为相关书刊推

荐、信息素养培训、 “４·２３”世界读书日系列活
动、迎新季系列活动、毕业季系列活动、节日和节

气相关阅读推广活动、常规性阅读推广活动和校级

以上相关阅读推广活动等。中医药院校图书馆微信

公众号信息推送情况，见表１。

表１　中医药院校图书馆微信公众号信息推送情况

序号 公众号名称
阅读推广

信息数

阅读

总量

平均

阅读量

阅读推广信息数占

总信息数百分比 （％）

账号

类型

１ 安徽中医药大学图书馆 １３３ ３２９７６ ２４７９４ ７７３３ 订阅号

２ 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 １３２ ４７４６８ ３５９６１ ７４１６ 订阅号

３ 成都中医药大学图书馆 １７５ ６０２７４ ３４４４２ ７５１１ 订阅号

４ 福建中医药大学图书馆 １３２ ３９４３６ ２９８７６ ７４１６ 服务号

５ 甘肃中医药大学图书馆 １５９ ４８００１ ３０１８９ ８９８３ 订阅号

６ 广州中医药大学图书馆 ２００ １０８４７６ ５４２３８ ７８４３ 服务号

７ 贵州中医药大学图书馆 ４３ ２６９９９ ６２７８８ ５８１１ 服务号

８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图书馆 １２６ ５３１６１ ４２１９１ ７９７５ 订阅号

９ 湖北中医药大学图书馆 ３１ ２２７３９ ７３３５２ ６７３９ 服务号

１０ 湖南中医药大学图书馆 ８７ ３７５８６ ４３２０２ ８２０８ 服务号

１１ 江西中医药大学图书馆 １８２ ５６６３８ ３１１２ ９０１０ 服务号

１２ 辽宁中医药大学图书馆 １６０ ５８３３６ ３６４６ ８２９０ 服务号

１３ 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 ２０６ ５２８５７ ２５６５９ ７９８４ 服务号

１４ 陕西中医药大学图书馆 ６１ ２１７６９ ３５６８７ ８３５６ 服务号

１５ 上海中医药大学图书馆 ５３ ２３４５４ ４４２５３ ５０９６ 订阅号

１６ 天津中医药大学图书馆 １１７ ２１４３０ １８３１６ ８２９８ 服务号

１７ 云南中医药大学图书馆 ３２３ ７７０４２ ２３８５２ ８２６１ 订阅号

１８ 长中图书馆 ３８７ ５１６４８ １３３４６ ７６９４ 订阅号

１９ 浙江中医药大学图书馆订阅号 １９５ １１１６１０ ５７２３６ ７６４７ 订阅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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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阅读推广信息数量分析

２３１　概述　１９所中医药高校图书馆微信公众号
共计推送信息３６９７条，其中阅读推广信息 ２９０２
条，占推送信息总数的７８５０％。大部分图书馆阅

读推广信息量达到６０％以上，其中７所图书馆 （占

比３６８４％）阅读推广信息量达８０％以上，说明微
信公众平台已成为图书馆开展阅读推广活动重要工

具，见表２。为方便后续讨论，将每所图书馆进行
编码，沿用表１中各图书馆对应序号。

表２　中医药高校图书馆每月阅读推广信息数量统计

图书馆编号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１９年

１１月 １０月 ９月 ８月 ７月 ６月 ５月 ４月 ３月 ２月 １月 １２月 １１月 １０月 ９月

１ １６ ９ ８ ０ ３ ８ １１ １５ １２ １４ １ １４ ６ ９ ７
２ ４ ６ ４ ４ ３ ４ ０ ９ １５ １４ ６ １５ ２２ １８ ８
３ １７ １２ １２ ２ ６ １４ １０ ４６ １６ １１ ０ ２ ７ １３ ７
４ ４ ９ １３ ０ ３ ９ １９ １４ １９ ８ ５ ５ ８ ５ １１
５ １５ １３ １１ ３ ４ ８ １８ １５ ３ １５ ０ １９ １１ １３ １１
６ １８ １４ １０ ２ １１ １１ １７ ２３ ２６ ６ ９ １８ １４ ９ １２
７ １ ２ ４ ０ ０ ０ ７ １６ ３ ４ ０ ２ ２ １ １
８ １０ １７ １ ０ １ ７ ９ １９ １２ １３ ０ ８ １４ ７ ８
９ ２ １ ０ １ ０ １ ５ ４ ４ １ １ ３ ２ ３ ３
１０ ６ ７ ５ ０ ３ １３ ４ １０ ９ ４ ３ ６ ８ ４ ５
１１ ２０ １０ １１ ６ １０ １６ １５ １１ ３ ８ １１ １９ １２ １４ １６
１２ １１ ９ １０ ２ ０ ８ １２ １９ １４ １２ ４ １４ １０ ２０ １５
１３ １５ １３ ９ ５ １２ １５ ２０ ２４ １９ ８ ４ １２ １５ １７ １８
１４ ７ ５ ７ ４ ０ ２ ７ １８ ３ ０ ０ ２ ３ ２ １
１５ ２ ２ ３ ０ １ ７ ４ ８ ５ １０ １ ０ ２ ６ ２
１６ １０ ９ １３ ８ １２ １１ １２ １７ １５ ６ ２ ０ ０ ２ ０
１７ ２０ １７ ２０ １６ １９ １６ ２３ ３５ ３１ １９ ２３ ２３ １９ ２３ １９
１８ ２５ ２４ １９ １１ ２４ ３６ ４１ １０１ ２６ ３６ １３ ６ １３ ６ ６
１９ ２３ １３ １２ ３ ３ １７ １９ １８ ８ ７ ７ １８ ２６ １９ ２

２３２　阅读推广信息数量与微信公众号类型无关

　９所图书馆 （４７３７％）采用订阅号形式，１０所图

书馆 （５２６３％）采用服务号形式。阅读推广信息数

量排名前６位的图书馆分别是长春中医药大学图书

馆、云南中医药大学图书馆、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

馆、广州中医药大学图书馆、浙江中医药大学图书馆

和江西中医药大学图书馆。其中３所图书馆采用订阅

号类型，３所图书馆采用服务号类型，说明阅读推广

信息数量与微信公众号类型无关，应与微信公众号推

广运营频次和对阅读推广工作重视程度有关。

２３３　阅读推广信息数量与读者关注度不成正比

　阅读推广信息数量体现图书馆对开展阅读推广工

作的重视程度，而平均阅读量体现读者对图书馆微

信公众平台和阅读推广内容的关注程度。从阅读推

广信息数量、总阅读量和平均阅读量数据可以看

出，各图书馆阅读推广工作发展不均衡，读者关注

度差异较大。阅读推广信息数量排名前３位的长春

中医药大学图书馆、云南中医药大学图书馆和南京

中医药大学图书馆平均阅读量分别为１３３４６次／条、

２３８５２次／条和２５６５９次／条，而阅读推广信息数量

排名靠后的湖南中医药大学图书馆、上海中医药大学

图书馆、贵州中医药大学图书馆、湖北中医药大学图

书馆平均阅读量分别为４３２０２次／条、４４２５３次／条、

６２７８８次／条和７３３５２次／条，即推送信息数量较低

但平均阅读量、读者关注度较高，说明部分中医药高

校图书馆没有在基于微信平台阅读推广工作重视程度

和读者关注度之间找到平衡点。

２３４　各月阅读推广信息数量有差异　根据１９所

中医药高校图书馆每月推广信息数量统计，大部分

图书馆在４－６月和９－１１月推送信息数量较多，主

要是为迎接 “４·２３”世界读书日和新生入学而开

展内容丰富且持续时间较长的系列活动。寒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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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送信息相对较少，１月和 ８月较明显。在 ２０２０
年１月期间，１０所图书馆 （占比 ５２６３％）发送
阅读推广信息数量不超过 ３个，其中 ５所图书馆
（占比２６３２％）发送阅读推广信息量为０；同年
８月１２所图书馆 （占比６３１６％）发送阅读推广
信息数量不超过 ３个，其中 ６所图书馆 （占比

３１５８％）推送阅读推广信息数量为 ０，见表 ２。
长春中医药大学图书馆、云南中医药大学图书馆、

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广州中医药大学图书馆、

浙江中医药大学图书馆和江西中医药大学图书馆

阅读推广工作持续性较强，１５个月中阅读推广活
动未间断，为满足读者阅读需求和养成良好阅读

习惯提供保障。

２４　阅读推广活动内容和形式分析

２４１　概述　为提升微信公众平台阅读推广影响
力，各中医药高校图书馆依托微信公众号开展内容

丰富的线上线下阅读推广活动。如黑龙江中医药大

学图书馆为迎接第２５个 “世界读书日”，以 “书香

杏林，文化中医”为主题，以 “线上互动”形式结

合中医药文化、中国传统文化、阅读文化、抗

“疫”心得、就业能力提升等主题，开展书画大赛、

汉服风采文化展、朗读大赛、阅读打卡、摄影大

赛、知识大赛和在线讲座等１０余项阅读推广活动。
通过有声书籍共读、阅读习惯引领、线上交互体验

等方式，营造人人阅读、共享阅读的文化氛围；天

津中医药大学图书馆通过微信公众平台进行经典阅

读推广，开展 “我给李时珍写网课 ＰＰＴ《本草纲
目》”“《黄帝内经》线上朗诵比赛”“吟咏国学·

背诵经典打卡”和读书演讲等经典阅读推广活动，

帮助读者感受经典魅力、拓宽视野、陶冶性情，增

强自身人文精神和内在修养。

２４２　阅读推广活动类型　图书推荐，包括新
书、畅销图书、名家图书、热门借阅图书、主题阅

读图书推荐等；信息素养培训，包括数据库和各类

学术软件使用方法培训、数据库推荐、科研讲座

等；图文、影音赏析，包括影片介绍和放映、音乐

推荐和赏析，相关主题阅读 （节气、重要节日、传

统节日等）、图文介绍、古籍赏析等；读书沙龙，

包括读书会、读书分享、报告会、主题座谈等；各

类大赛，包括朗读、配音、摄影大赛、知识竞赛、

英语听力、口语竞赛等；其他活动，包括主题书

展、征文、书签征集、打卡、积分阅读、名家讲座

等，见表３。

表３　各中医药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形式

图书馆

编号

图书

推荐

信息

素养

读书

沙龙

影音

赏析

图文

赏析

朗读

大赛

知识

竞赛

诗词成

语大赛

征文

活动

主题

展览

名家

讲座

听读

活动

你选书

我买单

图书

捐赠

阅读

报告

１ √ √ － √ √ √ √ － － √ － √ － － －
２ √ √ － － － √ － － √ － √ √ √ √ √
３ √ √ － √ √ √ √ － √ √ － √ √ √ －
４ √ √ √ √ √ √ √ － √ √ √ √ √ √ √
５ √ √ √ － － － √ √ √ √ √ √ √ √ －
６ √ √ － － √ － √ － √ √ √ √ √ √ √
７ √ √ － － － － √ － － － － √ √ － －
８ √ √ － － √ √ √ － － √ － √ √ √ －
９ √ √ － √ － － － － √ √ √ － － － √
１０ √ √ － √ √ － √ － √ √ － √ － √ √
１１ √ √ － － √ √ √ － － － － √ － √ √
１２ √ √ √ √ √ √ √ － － － － √ √ － √
１３ √ √ √ √ √ √ √ － √ √ √ √ √ √ √
１４ √ √ － － － √ √ － √ √ － － √ － －
１５ √ √ － － － √ √ － － √ － √ － － √
１６ √ √ √ － √ √ － － √ √ － √ － － －
１７ √ √ √ － √ √ √ √ √ √ √ √ √ √ √
１８ √ √ √ √ √ √ √ √ √ √ － √ √ √ √
１９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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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３　阅读推广活动分析　开展５～８类活动的图

书馆有７所 （占比３６８４％），开展９～１３类活动的

图书馆有８所 （占比４２１１％），开展１４类活动的

图书馆有４所 （占比２１０５％），说明各中医药高校

图书馆尝试通过多种形式活动激发读者阅读内在需

求，使阅读成为一种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其中图

书推荐、信息素养培训、听书／阅读打卡活动、知

识竞赛成为热门活动，图书馆占比分别为 １００％、

１００％、８９４７％、８４２１％。１５所图书馆 （占比

７８９５％）开展主题展览活动，１４所图书馆 （占比

７３６８％）举办朗读大赛，１３所图书馆 （占比

６８４２％）开展征文活动和 “你选书、我买单”活

动，１１所图书馆 （占比５７８９％）开展图书捐赠活

动，８所图书馆 （占比４２１１％）开展名家讲座，８

所图书馆 （占比 ４２１１％）开展读书沙龙活动，４

所图书馆 （占比２１０５％）举办诗词、成语大赛。

２４４　其他活动　各中医药高校图书馆还举办

英语听力、口语大赛、书画大赛、书评征集、春

联书写竞赛、影评大赛等主题鲜明、形式多样的

阅读推广活动。如浙江中医药大学图书馆举办翻

拍、配音、手抄报、推文、校园书签征集大赛和

雕版印刷体验活动等，深受广大师生喜爱。１２

所图书馆 （占比６３１６％）最终形成全年阅读分

析报告，以便更好地促进图书馆资源建设和发挥

服务效能。

３　存在的问题

３１　阅读推广活动缺乏创新

从阅读推广活动内容和形式角度看，大多数

中医药高校图书馆主要围绕馆藏资源 （纸质、数

字资源）开展图书推荐、信息素养、竞赛、展览

等阅读推广活动，但推广形式单一，较难吸引读

者、激发阅读兴趣、满足阅读需求，活动价值和

推广效果难以提升。从推送信息质量角度看，大

部分图书馆局限于文字和图片信息，缺少音频、

视频、动画或小程序等多媒体元素，导致界面单

调、缺少趣味性和灵动性，读者阅读体验不佳，

降低阅读推广传播效果和读者对微信公众平台的

关注度。

３２　阅读推广互动性不足

互动性是提高读者黏性的重要手段，图书馆

阅读推广活动应充分给予读者互动交流空间，充

分利用微信公众平台进行阅读经验交流和信息共

享。部分图书馆在通过微信平台进行阅读推广活

动时未切实考虑读者阅读心理、喜好等互动诉

求，导致阅读推广方案与读者阅读需求、习惯不

符，互动效率降低，影响阅读推广实施效果。部

分图书馆设置互动版块流于形式，互动内容、频

次和响应时效存在问题，阅读推广互动性不足，

致使读者阅读诉求无法及时准确地注入阅读推广

活动，难以满足读者个性化阅读需求，导致读者

参与热情、黏性降低。

３３　阅读推广活动缺乏持续性和完整性

阅读推广活动持续性方面，由于推广形式单

一，推广范围、深度有限，部分图书馆阅读推广活

动难以实现持续性。从１９所中医药高校图书馆每

月推广信息数量统计可以看出，大部分图书馆开展

阅读推广活动主要集中在迎接 “世界读书日”、新

生入学和毕业季等时间段，其他时间推广活动安排

较少，不同程度地削弱了读者关注程度，造成关注

人群流失，阻碍今后活动开展。阅读推广活动完整

性方面，部分图书馆微信公众平台通常只涵盖活动

本身内容的宣传和介绍，未涉及后续关联活动内

容，读者无法从平台获知后续相关活动信息，使其

对阅读推广活动体系难以形成整体认识，导致活动

仅能短时吸引读者而无法得到持续关注，难以达到

阅读推广预期效果。

３４　阅读推广活动针对性不强

根据中医药高校图书馆发布的阅读推广信息数

量和平均阅读量统计分析，读者对图书馆微信公众

平台和阅读推广活动内容关注度不高。主要原因是

部分中医药高校图书馆未立足于读者角度，没有准

确把握受众读者阅读内容和兴趣需求，致使阅读推

广活动开展目的相对模糊。具体开展仅依据上级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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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或主办人员主观经验，与读者实际阅读所需相背

离，缺少有针对性的目标导向及亲和度，降低了中

医药高校师生阅读期望，进而影响阅读推广实际效

果，限制阅读推广持续性开展。

４　阅读推广工作优化策略

４１　创新活动主题和形式，打造中医药特色的阅
读推广活动品牌

　　中医药院校图书馆应广泛收集社会热点、主流

元素、热门知识等内容，创新阅读推广活动主题和

形式，吸引读者参与阅读活动，扩大阅读活动影响

范围。同时应根据中医药院校特色馆藏资源，打造

中医药特色阅读推广活动品牌，制定特色阅读推

广活动，有效利用微信平台形成多样化品牌内容

形式，提升阅读推广品牌吸引力和受众读者参与

度。借助微信平台宣传途经优势，通过音频、视

频、动画或小程序等多媒体元素及手段，开展中

医经典、药膳食疗、知名老中医推介、中医养生

等主题阅读推广活动，为关注中医药文化的读者

群体提供服务，打造以中医药为特色的阅读推广

活动品牌。

４２　增加读者互动，建立中医药特色的阅读信息
传播模式

　　中医药高校图书馆应积极利用微信公众平台优

势，丰富阅读内容、拓展阅读功能，提升读者群体

沟通体验，通过微信功能菜单、消息推送、微社区

特色功能，创新中医药特色阅读信息传播模式，与

读者之间形成互动交流［９－１１］。加强沟通与体验分

享，着力打造以读者为基础的虚拟平台，形成读书

交流园地、读书交流论坛等微信讨论区，及时答复

读者建议和问题，根据读者中医药知识需求组织相

应交流活动，如中医药知识竞赛、知识有奖问答

等，真正为读者提供互动交流平台，提升中医药专

业学术水平。作为沟通引领者，图书馆运营管理人

员应建立交流话题、组织交流议程，针对读者群体

关注的可丰富中医药知识的话题引领讨论与互动，

定期由专人推送中医药相关主题内容讨论，传授相

应知识内容，帮助读者获取中医药知识的同时提升

读者参与度，利用微信公众平台更好地传播中医药

特色知识。

４３　保证活动信息完整性，促进阅读推广活动可
持续发展

　　中医药高校图书馆应构建体系化、规模化、重

内容、持续性的阅读推广活动模式［１２－１３］。通过微

信公众平台对特色中医药相关内容阅读活动组织、

书目推荐、知识分享等活动进行展示，保证推送文

章时间形成规律，持续深入满足受众读者阅读所

需，形成较固定的读者人群。充分发挥微信公众平

台即时性优势，保证阅读推广活动有始有终，将活

动前期宣传、实时跟进、后期评价分析及时与读者

分享。需提前预告活动整体安排及后续关联活动内

容，使读者了解活动流程，从而保证阅读推广活动

获得持续关注度，实现阅读推广活动预期效果。

４４　充分调研，建立健全评估机制

建立健全调研、评估机制是阅读推广活动得以

健康发展的前提，中医药高校图书馆应在阅读推广

活动方案设计前进行科学调研，通过微信公众平台

充分了解中医药专业读者阅读需求，确定阅读推广

活动开展目标，根据前期需求调研有针对性地形成

具有中医特色的可行性阅读推广方案，保证阅读推

广活动的功能实现。阅读推广活动中后期应进行客

观、系统的反馈评估，立足于读者角度，结合定量

统计与定性分析手段，针对微信公众平台推送内

容、点赞数、阅读量、关注数等进行统计分析，以

调查问卷方式充分调研阅读内容分布、阅读效果及

阅读满意度等因素，形成评估总结报告，对阅读推

广活动形成有效价值评估。

４５　发挥中医药人才优势，打造专业阅读推广团队

中医药高校图书馆开展特色阅读推广活动需要

专业推广人员作为保障，推广人员不仅要具备图书

馆专业知识理论，还要具有中医药相关知识。目前

中医药高校图书馆馆员学历以硕士、博士为主，具

备图书情报学、中医药学相关学科背景，可从中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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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爱好阅读、热爱中医且具有丰富实践工作经验的

馆员组建专业阅读推广团队。通过鼓励馆员参与业

内阅读推广会议交流，加强相关领域知识、技能等

培训，提升馆员组织、策划、联络、实施等方面业

务能力。建立阅读推广馆员权责分工管理制度，根

据分工将专业阅读推广团队划分为对应工作小组，

保证分工明确、人尽其才、人尽其用，为中医药特

色阅读推广活动开展提供有效人才保证。

５　结语

中医药高校图书馆应依托微信公众平台功能性

核心优势，结合专业学科特色及受众人群个性化阅

读需求，创新服务模式，打造中医药文化阅读氛

围，为读者提供个性化、立体化阅读体验，助推中

医药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工作水平提升。本文针对

中医药高校图书馆基于微信公众平台开展阅读推广

活动存在的典型问题，从创新活动形式、增强读者

互动性、保证活动信息完整性、充分调研及人才培

养等角度提出阅读推广工作优化策略，以期为中医

药高校图书馆推动阅读推广工作发展和提升阅读服

务质量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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