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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意义 探讨影响医院图书馆阅读推广工作的核心要素以及如何提升阅读推广活动服务质量，
提高用户满意度，以期为医院图书馆开展阅读推广活动提供参考借鉴。方法／过程 运用５Ｗ１Ｈ分析法，结
合阅读推广可定性相关因素调研以及医院图书馆馆情实际，构建医院图书馆阅读推广模式。结果／结论 提出
医院图书馆阅读推广模式的核心要素，即阅读推广动机、阅读推广内容、阅读推广受众、阅读推广时机、

阅读推广场所和阅读推广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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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图书馆是文化传承、知识集合的重要场所，是现

阶段我国开展全民阅读活动的最佳场地。医院作为典

型的知识密集型组织，可汇集大量知识群体，最独

特、最核心的就是临床医务工作者。医院图书馆在

全民阅读推广中应该担当更重要的责任。本文运用

问卷调查法分析当前医院图书馆用户行为，并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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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Ｗ１Ｈ分析法构建医院图书馆阅读推广模式，为在
全国范围内开展阅读推广服务提供理论依据，从而

充分发挥医院图书馆在全民阅读推广中的作用。

２　５Ｗ１Ｈ分析法在医院图书馆阅读推广中的
适用性与可行性

　　５Ｗ１Ｈ分析法，最早起源于拉斯韦尔提出的
“５Ｗ分析法”，后逐渐形成成熟的 “５Ｗ＋１Ｈ”模
式。它既是一种传播模式，也是一种思维方法，又

称为 “六合分析法”［１］。 “六合”即工作内容

（ｗｈａｔ）、工作时间 （ｗｈｅｎ）、工作地点 （ｗｈｅｒｅ）、
工作主体 （ｗｈｏ）、工作原因 （ｗｈｙ）及工作方法
（ｈｏｗ）［２］。５Ｗ１Ｈ分析法应用于图书馆阅读推广有
助于解决 “为何要进行阅读推广”“推广什么”

“在哪里推广”“如何推广最有效”等主要问题，是

在国家倡导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环境下，从供给

角度充分考虑读者需求，进而提高阅读推广效能的

科学方法，从更广阔的学术研究视角来探索阅读推

广的规律。因此，基于５Ｗ１Ｈ分析法的阅读推广研
究不仅具有可行性、科学性、实践性，而且具有创

新性。

３　基于５Ｗ１Ｈ的图书馆用户行为调研

３１　研究方法

３１１　问卷调查　采用问卷调查方法，基于
５Ｗ１Ｈ理论探索影响读者阅读行为的因素。首先开
展小范围预调查，对问卷初稿进行初步测试，根据

读者反馈结果适当完善问卷 （语义、逻辑），以增

强问卷的可操作性，形成最终的调查问卷。采用实

地发放与网络调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数据采集，实

地发放以毓璜顶医院职工为调研对象，主要包括医

生、护士、行政后勤、规培学员、学生等人员；网

络调查通过问卷平台、ＱＱ群、读者微信群等即时
工具向读者发放电子问卷，以达到充分随机的要

求，获取更加真实有效的问卷。

３１２　有效性　本次调研共计发放５００份问卷，
实际回收 ４８５份，剔除无效问卷后得到有效问卷
４７６份，问卷有效率达到 ９５２％，符合调研要求。
利用ＳＰＳＳ２１０软件中的描述统计功能，分别对读

者性别、年龄和学历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见表１。

表１　样本基本特征统计表

特征 类型分类 人数 百分比 （％） 累计百分比 （％）
性别 男 １２７ ２６６８ ２６６８

女 ３４９ ７３３２ １００００
年龄 ＜１８ ２ ０４２ ０４２
（岁） １８～２９ ２３３ ４８９５ ４９３７

３０～４４ １８８ ３９５０ ８８８７
４５～６０ ５０ １０５０ ９９３７
＞６０ ３ ０６３ １００００

学历 专科 ２２ ４６２ ４６２
本科 ２５２ ５２９４ ５７５６
硕士 １７３ ３６３４ ９３９０
博士 ２９ ６０９ １００００

３１３　调查对象概况　年龄方面，１８～２９岁读者
最多，其次是 ３０～４４岁；学历方面，以本科和硕
士群体为主。由于医学生学制较长以及在职教育等

多种原因，该样本数据呈现出的年龄与学历分布特

征基本与实际情况相符合。

３１４　信效度检验　调查问卷是非标准化的测量
工具，因此，需要验证问卷的信效度以确保研究数

据的正确性与稳定性［３］。通过 ＳＰＳＳ数据分析，测
得调查问卷总体信度系数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为 ０９１５，
说明问卷信度较高，研究结果具有稳定一致性。利

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法进行效度检验，取样适当性

（Ｋａｉｓｅｒ－Ｍｅｙｅｒ－Ｏｌｋｉｎ，ＫＭＯ）值为 ０７３９，大于
０５，并且Ｐ＝００００＜０００５，确保问卷结构效度。

３２　结果分析

３２１　阅读动机　阅读动机是心理层面的映射，
是反映阅读需要、引发阅读行为、满足阅读意向的

内部动力［４］。通过调研发现，读者阅读需要主要体

现在 ３个方面：学习动机 （７２３５％）、研究动机
（６３２５）、娱乐动机 （３６２３％）。读者的学习动机
与学习需要息息相关，是读者阅读动机中比较重要

的动机表现之一。

３２２　阅读内容　读者的阅读内容涉及范围比较
广泛，超过４０％读者倾向于阅读学术科研与专业资
料，可见大多数读者对丰富自身知识和开展学术研

究的需求十分迫切。关于学科文献阅读推广内容依

次按最新文献推送、专业数据库推介、新书通报、

参考咨询服务排序，分别占比 ８５８９％、７６８４％、
·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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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７９％、５２８４％。因此，在阅读推广过程中应多
提供最新医学文献推送服务以及数据库检索培训。

３２３　阅读场所　读者对阅读空间的选择从高到
低排序依次为图书馆、家中、科室、书店、咖啡厅

或书吧。由此可见，图书馆作为交流学习的重要场

所，能够为读者营造安静的阅读空间；大部分读者

更喜欢追求花费成本少的阅读方式，书店、咖啡

厅、书吧这类阅读场所占比较低。

３２４　阅读时长　阅读时长是阅读行为的重要指
标之一。读者每周阅读时长多于１０小时有４７人，
占比９８９％；６～１０小时有４７人，占比９８９％；２
～５小时有１３６人，占比２８６３％；有阅读行为，但
时长少于２小时有２０４人，占比４２９５％；完全没
有阅读行为的有 ４１人，占比 ８６３％。由此可见，
大部分读者有阅读行为，但是阅读投入时间十分有

限，这与阅读成本、阅读内容、阅读需求、阅读体

验等因素有关。

３２５　阅读时间　在阅读时间选择上，６５９７％的
读者在查询相关资料时进行阅读，５８１９％的读者
在工作休息时间进行阅读，４５１７％的读者在闲散
时间 （乘坐公车或上下班途中），４１１８％的读者随
时可能进行阅读，专门抽时间阅读的读者仅占

３５７１％。这些调研数据反映出读者对阅读重视程
度一般，并未将阅读视为一项必要任务，认为有需

要会阅读、有时间会阅读，缺乏阅读主动性。

３２６　阅读对象　医院图书馆有特定读者群体，
医护人员是图书馆阅读的主体，人数多于规培人

员、学生、行政后勤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

３２７　阅读载体　手机阅读及电脑客户端阅读广
泛受到读者欢迎，分别占比７４１６％、５１４７％；读
者仍然主要依赖于传统纸质阅读，占比 ４９１６％；
由于电子阅读器分辨率高、能耗低、舒适度强等特

点，也有部分读者选择以阅读器为主的电子阅读方

式，占比４４５４％；考虑到听书阅读具备缓解视力
疲劳、充分利用琐碎时间、休闲放松等优势，还有

少数读者偏爱听书阅读方式，占比３２５６％。
３２８　阅读指导　７４１６％的读者期望从阅读活动
中获得科学的阅读指导和学习方法；有６８９１％的
读者期望图书馆能够提供较好的阅读交流与互动平

台，提高活动的参与度、满意度；６０５％的读者期
望图书馆提供完善的荐读体系。由此可见，读者对

图书馆阅读推广主体、客体以及环境等方面均有较

高期望，同时也表明读者参与意愿与高质量的阅读

推广活动密切相关。

４　基于５Ｗ１Ｈ的医院图书馆阅读推广模式
构建

４１　医院图书馆特点

医院图书馆是众多专业图书馆的一个门类，其

前沿性、学术性、学科发展、科研能力、影响力是

图书馆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５］。

４１１　读者文化水平高，文献需求新颖可靠　由
于职业、学历等特征，医院图书馆读者具备较高的

文化素质且拥有高层次文献信息需求。医务人员作

为高学历、高素质群体，以汲取国内先进医疗知识

和追踪国际医疗科技成就为目标，要求文献具备新

颖性、可靠性，并且在论文撰写与科研立项的过程

中，对文献查重要求全面、及时、详尽。

４１２　资源建设注重实用性、针对性　医院图书
馆的资源建设是图书馆工作的基础内容，是为读者

提供文献信息的物质基础。医院图书馆资源建设必

须在了解用户需要的基础上，区别一般需要和重点

需要，确保采购工作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和目的性，

根据医疗、教学科研的实际需要进行藏书，建立有

医院特色的资源体系，同时兼顾高质量图书与一般

性图书的合理分配。

４１３　以服务临床需要为重点　医院以医疗发展
为中心，图书馆应紧紧围绕这一思想，提供卓有成

效的服务，满足临床知识需求，发挥医院图书馆的

基本职能。所以，医院图书馆的功能定位应以临床

实践、医学研究、医学教育为目标，发挥提供支

持、服务和文献信息保障的重要作用，以此推进全

民健康社会和健康中国建设。

４２　医院图书馆开展阅读推广工作模式要素

４２１　阅读推广动机 （ｗｈｙ）　医院图书馆阅读
推广工作开展动机的基础是用户需求［６］。用户利用

图书馆的动机是多元的，且不同类型读者对推广内

容有不同的具体需求。首先，图书馆要充分考虑读

者自身特征和独特的显性信息需求，为读者提供个

性化信息服务。其次，更加注重知识创新，实现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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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推广内容的深层次整合，促进推广内容的重组、

创新，将读者需求转化为内生动力，激发和挖掘读

者的情感需求，提供更高附加值的推广内容，以满

足读者的隐性信息需求。

４２２　阅读推广内容 （ｗｈａｔ）　突出医学特色，
打造有深度、有内涵的医学人文品牌活动，拓展医

学人文馆藏资源采购，增设医学伦理、医学经典、

医学史等人文阅读内容。同时，医院图书馆提供开

放获取电子期刊的推送服务，以电子邮箱、手机、

网络电话推送服务方式为主；开展医学专业数据库

培训与讲座，提升医务工作者信息素养；切实掌握

医务工作者的阅读兴趣与需求，熟悉馆藏资源，做

好新书通报的导读服务。

４２３　阅读推广场所 （ｗｈｅｒｅ）　阅读推广场所
要提供舒适、轻松、安全的阅读环境，营造特定氛

围和真实场景，不局限于图书馆物理空间，充分利

用场所感召力，吸引读者深入其中，全身心投入，

开展沉浸式阅读；阅读空间要充分展示图书馆专业

性，包括文献资源、活动资源以及人员配备，以读

者服务为契机实现图书馆文献传播价值。

４２４　阅读推广时机 （ｗｈｅｎ）　医院图书馆要
以降低时间成本、提炼精华内容、需求精准匹配、

融合外部资源为原则，在有限时间内提供少量而精

华的资源及服务，进而提升读者知识获取、使用与

传播的效率，满足读者随时随地、碎片化、移动化

阅读要求。例如，在推广时间和频率上，以读者的

阅读时间和阅读习惯为主，把握世界读书日和重大

节日等时间节点，定期定量推广以增强读者黏性，

固化读者阅读习惯。

４２５　阅读推广对象 （ｗｈｏ）　医院图书馆用户
的主要群体包括医生、护理人员、规培人员。此

外，实习生、行政后勤人员、研究生、进修人员、

医技人员等也占相当比例。不论何种群体都是医院

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的重要对象，而不同群体的阅

读需求既有共性、也有个性。

４２６　阅读推广方式 （ｈｏｗ）　首先，图书馆在开
展文献资源配置的过程中要加大数字化资源建设力

度，提升数字资源整合能力，构建以馆藏整合、自建

和引进互为补充的知识服务体系；在纸质文献方面，

注重特色医学专业文献建设，开展馆藏纸质图书书目

导读工作。其次，医院图书馆要创新活动形式与推广

平台，结合内在资源与外在需求，开展网络阅读、移

动阅读服务，如二维码、有声阅读、短视频、云借

阅、３Ｄ立体阅读等方式。最后，在推行服务过程中
注重与用户的阅读沟通、指导与反馈，分享阅读经

验、学习心得，增进阅读推广活动的互动性。

４３　医院图书馆开展阅读推广工作模式主体

根据５Ｗ１Ｈ理论的医院阅读推广体系构建要素
分析，归纳总结构建模式，见图１。

图１　基于５Ｗ１Ｈ理论的医院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构建模式

　　７个模块相辅相成，形成完整的闭环系统。模
块１：根据医院图书馆用户阅读的显性需求、隐性

需求，或上级的要求、医院工作的需要，和以往阅

读推广活动绩效评价的反馈信息，确定阅读推广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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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动机。模块２：根据具体的阅读推广活动动机，
确定阅读推广活动内容。模块３：根据阅读推广活
动具体对象的阅读需求特征及与阅读推广内容适宜

的推广方式，确定阅读推广活动的具体推广方式。

模块４：根据前述工作成果，结合用户的内容、时
空、服务、社交的差异偏好，制定具体阅读推广活

动方案。模块５：借助医院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
ＯＡ网、官方微博，移动图书馆、大屏幕、微信或
ＱＱ服务务群、活动宣传易拉宝等途径，将活动信
息推送至显性需求用户和潜在隐性需求用户。模块

６：阅读推广活动的具体实施。模块７：阅读推广活
动的绩效评估与信息反馈。

５　结语

本研究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构建

医院图书馆阅读推广模式，以５Ｗ１Ｈ线性传播理论
为契机，提出医院图书馆阅读推广６大核心要素：
阅读推广动机、阅读推广内容、阅读推广受众、阅

读推广时机、阅读推广场所和阅读推广媒介，实现

从用户挖掘、内容组织、场景搭建、社群营销和全

线传播自下而上的推广路径探索，为医院图书馆读

者服务和阅读评价工作提供新视角，对推进新时代

阅读推广实践活动具有一定价值导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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