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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阅读生态系统相关理论、研究与应用情况，分析生态视角下医学高校图书馆阅读服务要素，
阐述生态视角下医学图书馆阅读服务构建方法，包括转变阅读服务体系、建立多元合作机制、重塑阅读方

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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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医学是一门关于人类健康与疾病的科学，医

学生培养除了需要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外，还必

须具备良好的人文素质，学习人文学科对医学生

来说既是一种职业训练，也是一种品质培养。图

书馆是提供信息服务的专业场所，医学高校图书

馆是具有权威性、提供医学信息资源的专业机构，

是医学生人文素养和综合能力提升的重要场所。

医学高校图书馆作为健康信息提供者，受信息技

术、信息环境、信息媒介等因素影响。在信息经

济高速发展的知识社会，图书馆经历了从信息化

向数字化、网络化变革的过程。阅读方式、知识

资源、信息环境等发生了革命性变化［１］。目前已

有学者综合运用生态系统相关理论开拓研究新视

角，如谢欢和李腾［２］分析阅读生态系统的构成要

素，结合阅读调查数据促进全民阅读实现；杨沉、

张家武和黄仲山［３］借鉴信息生态学和布迪厄社会

学 “场域”理论，对生态系统内涵、现状及其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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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路径进行研究，提出阅读生态建构路径；吴利

妹［４］从信息生态学和媒介伦理学角度探究数字阅

读伦理生态系统。但从生态系统角度，将医学图

书馆作为健康信息生态要素进行研究的较少。本

文基于信息生态学理论，对医学图书馆阅读生态

系统形成原因及表现进行研究，以期为构建医学

高校图书馆阅读服务生态系统提供参考。

２　阅读生态系统

２１　相关理论

生态系统主要指在自然界的空间内生物与环境

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系统，已应用于植物

学、湖泊生态、森林生态、城市生态等领域。将生

态理论延展到图书馆服务中，搭建起读者和文化、

读者与读者之间相互融合的桥梁，使阅读与自然、

社会、心理等诸多因素建立一种系统性、多维度的

相互关系［５］。基于生态系统理论，阅读生态系统是

以阅读者为核心，以促进个体阅读能力提高为目

标，经过信息知识的生产、组织、传播、监督等流

程，由多元宏观阅读环境系统和多层次微观信息环

境系统构建而成的阅读环境系统［６］。

２２　构成

阅读媒介、阅读环境、信息、阅读者是构成阅

读生态系统的４个元素。阅读者是构成阅读生态系
统的主体，扮演双重角色，既是生产者、传播者也

是接收者、创造者，泛指参与阅读活动的个人或组

织。信息是阅读者所获取的知识对象，按获取途

径，信息来源可分为相关政府部门、网络媒体、书

商、数据库商和文化出版机构。阅读媒介已由传统

纸质形态发展到数字化智能模式，可分为以下两

类：一类是以新兴阅读媒介为代表的各类移动阅读

装置、网络平台等；另一类则包括信息生产者、组

织者、监管者及分解者。阅读环境是阅读的客观因

素，影响着读者对于事物发展的认知，会对读者阅

读心理或行为产生影响，进而决定读者的阅读动态

和方向，可分为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内部环境是

指读者自身的阅读文化，对阅读的自我创新和建

构。外部环境是指社会环境，即政治、经济、文

化、学校及科技所塑造的社会场域。阅读生态系统

由诸多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协调，如信息是伴随信

息服务产生的，又是读者需求的，这种信息的相互

组合构成阅读服务的信息流；受阅读者个人需求及

信息素养水平影响会产生两种情况，一种是有价值

的信息被读者吸收、内化并输出、传播；另一种是

读者根据个人需求处理冗余信息，调整阅读行为，

见图１。

图１　阅读生态系统流转

２３　结构框架

阅读生态系统中，阅读者为主体，信息为核

心要素，媒介为信息载体，以阅读生态链为能量

传输线，以信息传输为目标，使阅读者获得信息，

不同主体之间、主体与环境之间存在信息传递及

数据流动［７］。信息在不同生态节点之间流动，使

进入图书馆的原始信息发生增值转变，最终解决

阅读者问题，满足其服务需求。信息环境对信息

流动起到约束作用，信息技术、信息战略、伦理

道德、信息文化、图书馆环境等都是影响信息环

境的因素。多元化的阅读元素构成错综复杂的生

态链，形成各元素之间的网络结构。信息在信息

链上的流动是由于信息势能的存在，从信息量多

的节点流向信息量少的节点，信息节点间的信息

差额决定了信息流动的速率，差额越大则速率相

对越快。阅读生态系统中的各生态节点之间相互

联系、相互作用，共同构成阅读生态系统的有机

整体，见图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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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阅读生态系统结构框架

３　生态视角下医学高校图书馆阅读服务
要素分析

３１　用户需求生态维度

指对同一事物不同外延与侧面的需求，用户需

求推动内容生态进化，不同用户对图书馆提供的信

息资源有不同要求。医学高校图书馆是医学信息收

集、整理、传播的载体，医学信息收集具有时效性

和专业性的双重要求。图书馆应转变服务理念，将

以人为本的服务思想作为工作准则。医学生的信息

需求具有差异性，将从更多维度对图书馆阅读服务

提出更高层次的要求，如扩展信息资源范围和种类

等。图书馆在提供阅读服务的过程中需更加重视人

的能动性，展现人文关怀，强调读者重要性。用户

的主观感受与图书馆服务密不可分，图书馆服务需

与用户需求生态维度相适应或超越当前用户需求生

态维度所具有的内涵。对用户需求生态维度的考察

可以反映出图书馆在提供阅读服务过程中应注意的

问题，用户对自身真实需求的认知会存在误差，需

对用户需求进行挖掘、分类整理、分析及有效沟

通，注重用户需求生态的演化。

３２　需求与服务和谐共存

从用户需求与图书馆服务之间的关系出发，以

用户需求为起点提供服务，提升用户体验。医学图

书馆不仅具有医学信息评价的专业优势，还具备医

学、人文信息资源。医学高校图书馆可以协助医学

生分辨健康信息真伪，使图书馆与用户之间从服务

与被服务的关系过渡到和谐发展、互惠互利、不可

分割的生态关系。将图书馆服务理念与信息服务、

创新服务相融合，使图书馆阅读服务成为重要服务

内容之一。注重信息收集、分析和研判，将其转化

为知识，满足读者对知识的需求，将用户需求、感

受、心理及所需服务放在首位。对读者需求开发、

供取、实现等方面深入挖掘，优化图书馆提供服务

过程，使用户、需求、服务、信息之间建立和谐共

生的生态关系链，提升服务凝聚力。

３３　明确角色职能定位

图书馆需转变传统服务理念，变被动服务为主

动服务，重视图书馆环境以及服务能力要求的变

化，尤其是如何提升图书馆服务创新能力，构建基

于用户需求驱动、适应时代变化、以服务能力为核

心的图书馆服务能力体系［８］。在用户需求生态系统

下，图书馆阅读服务中各角色应具有明确的分工和

定位，每项工作由特定角色完成，每个流程连接顺

畅，实现权责统一。一是改善医学生服务体验。掌

握医学生信息需求，以学院为单位深入到各临床单

位收集医学生所需信息，精准化推送服务，以满足

读者需求、引起读者关注及共鸣。二是调节图书馆

与用户间的关系。加强对用户需求的引导能力，对

医学生开展资源使用培训，如数据库资源、科技查

新等，既可以提升用户学习能力，也符合图书馆服

务理念。

４　生态视角下医学图书馆阅读服务构建

４１　转变图书馆阅读服务体系，建立相适应的阅
读生态服务

４１１　概述　图书馆阅读服务不仅仅是为用户提

供知识的过程，还为知识创造与分享提供场域，图

书馆需将阅读服务嵌入到知识的场域和情境。以满

足用户需求为导向，将服务放在首位，根据用户需

求提前组织服务，注重服务过程中用户的角色转

化，实现从被动服务到主动服务、从文献服务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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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知识服务、从以馆员为中心到以用户为中心的转

变［９］。

４１２　资源转化服务　医学图书馆是医学健康信

息资源的传播枢纽，信息环境的变革使信息资源内

容形式、传播方式都发生改变，也改变了图书馆开

展阅读服务的模式。信息资源是开展阅读服务的基

础，馆藏、数字资源都以数据为主要表现形式，推

进资源转化服务，构建融合、共享的资源体系。一

是信息资源深度整合。对知识进行融合、挖掘、推

送，并挖掘隐藏在信息中的有用信息单元，向知识

服务、知识组织等转化，在信息服务基础上深入和

延伸，是用户需求变化环境下服务的拓展与创新，

即对客观知识进行整序的活动过程［１０－１１］。二是资

源主体多元化。图书馆开展阅读服务应做到服务育

人，重视读者参与，建设图书馆 －读者共同体协同

模式，加强读者与图书馆员之间的有机联动，可以

让读者兼具资源创造者和受益者角色。医学高校图

书馆员是医学相关知识管理的核心，医学生既是文

献资源获取者，也是信息资源提供者。

４１３　阅读推广服务　医学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

应具有针对性强、专业性突出的特点。一是服务活

动化。增强图书馆阅读引领功能，以图书馆为阵

地，重新定位服务与资源，构建具有互动感、体验

感的形式。加强对医学前沿领域、最新医学资讯、

著名专家访谈、数据库使用等内容的推送，如首都

医科大学图书馆举办的 “周三讲座”，讲解如何全

面检索国内外医学文献、检索循证医学各类证据以

及数据库、资源平台的使用等。二是活动品牌化。

图书馆活动开展应交互开放、跨界融合，从文献阅

读层面向知识发现层面延展，深入挖掘知识层面内

容，不断将馆藏资源进行揭示、加工和利用，提高

阅读推广有效性。阅读服务中可推出哲学史、医学

经典等人文医学相关活动，如重庆医科大学图书馆

举办 “我阅读，我成长”系列主题活动，围绕 “医

学的温度”“成长与梦想”等主题展开交流；北京

中医药大学图书馆设置 “歌德新书” “新书导读”

栏目，推出医学类、科普类、人文类书单。加大对

医学相关节日活动宣传推广力度，如世界卫生日、

世界红十字日、世界保健日等，有助于提升医学生

人文素养［１２］。

４１４　人工智能转化服务　将智能化技术和图书

馆馆员智慧相结合，为读者提供更为人性化和智慧

化的智能阅读服务［１３］。通过人工智能与图书馆服务

的深度融合，在文献资源、人力资源等方面实现图

书馆阅读服务转型和创新。一是文献资源创新。医

学信息关系人类疾病健康，需对信息内容进行整

理、加工和分析，形成可传播文献资源。图书馆要

注重思维的及时转变，以大数据延伸为重要节点，

以读者用户需求和体验为出发点，将数据库相联、

库室相通以及云服务的新生态作为主要内容予以创

新，并将其与传统文献资源融合，实现互通。二是

人力资源创新。医学高校图书馆员除具备丰富的专

业知识外，还需保持自身知识体系的持续更新。馆

员应了解最新医学资讯，将馆藏资源转变成促进医

学发展、利于传播的现实价值，及时准确地为学生

提供有效信息，保障信息提供的专业化和个性化。

４２　多元化合作，嵌入学科发展，构建动态平衡
的阅读服务生态体系

　　建立多元合作机制，构建多元健康阅读生态

链，实现信息有效流转。首先，注重学科嵌入。医

学高校图书馆要考虑通过服务创新开展多样化医学

教育，随着数据资源的开放获取，要积极拓展领

域，跨专业跨学科寻求部门合作，培养高层次创新

型、复合型、应用型人才，为医学图书馆阅读服务

创新提供坚实力量［１４］。如与医疗保健系统合作，让

医学生积极参与社区、诊所等保健服务机构工作，

促进医学生了解复杂的医疗状况和最新医疗政策；

与社区合作，通过深入基层掌握社区居民的医疗需

求及心理状态，使医学生信息资源需求更具有针对

性。其次，医学高校图书馆发展要与社会发展同

步，当信息环境发生变化，用户信息行为与社会信

息需求也随之改变。图书馆是档案型机构，以藏书

为主要功能，其价值随着社会变迁及科学技术发展

而变化。图书馆需随着社会发展加速自身创新发

展，在发展中实现价值，增强与社会之间的关联

度，提高社会影响力［１５］。最后，医学高校图书馆在

阅读服务优化中需竭力打通各层阅读生态圈。如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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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行业壁垒、行业边界，深入进行行业渗透，促进

各行业之间的相互融合，各阶层、各机构深层次合

作，将家庭、学校、社会各方阅读圈联结形成相互

联动、相互作用的阅读网，保证阅读生态系统活性

和效能。

４３　重塑阅读方式，建立健康有序的健康阅读文
化生态

　　互联网的飞速发展打破了阅读生态平衡，树立
“以人为本”服务的核心理念，发展先进文化，构

建积极向上、健康文明的阅读文化生态系统。伴随

生活节奏的加快，互联网技术的进步、电子产品的

广泛应用影响了大众阅读行为，产生 “趋同性”阅

读行为。作为阅读主体，打破这种局面，与文本

“对话”，吸收新鲜元素，建构与其相关联的意义结

构，即创造性阅读。阅读过程中提升理解和评价性

阅读能力，对阅读行为和个人素养构建具有重要意

义。随着网络阅读媒介的普及，原有的文化环境、

阅读活动开展方式开始变化，以阐释为基础的深度

阅读模式也遭到破坏［１６］。改变当下阅读环境是一种

最根本的方式，创造阅读生态空间也是阅读服务价

值的体现。医学院校专业性强、科目学习种类繁

多，相对于综合院校医学生文化生活相对单一。针

对上述情况，医学高校图书馆可以开设 “第 ３空
间”，除了开展医学专业特色资源展示，还可以增

加文化生活相关活动，如电影赏析、文学讲堂、音

乐分享等，借助互联网时代的技术优势，打造个性

化和系统化的空间服务。

５　结语

生态环境是社会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图书

馆生态圈中，阅读服务生态构建是为阅读者提供一

个健康多元有序的阅读文化生态环境，以促进人与

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１７］。图书馆具有较深文

化底蕴，阅读者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对于医学生

来说，阅读不仅是专业知识的积累，更利于医德修

养和职业人格的养成。良好的阅读文化既要与信息

化时代的传播形式相适应，也要适应生态与自然，

建构特色分明、生命力强劲、充满活力的阅读生态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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