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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意义 了解医院图书馆核心用户群体碎片化阅读行为，提出改进阅读服务的对策。方法／过
程 通过问卷调查法收集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３类用户 （医生、护士、医技）碎片化阅读行为数据，分析

各群体用户碎片化阅读行为特征。结果／结论 碎片化阅读已经成为医院图书馆核心用户重要的非正式学习途
径，不同岗位、职称、学历用户的碎片化阅读行为存在差异，医院图书馆可通过多种阅读形式的分众服务、

推介学习型碎片化阅读平台、整合馆藏资源以及优化整体空间布局等方式提升碎片化阅读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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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碎片化阅读是以各类电子阅读设备为主要媒

介，在不同场合、短时间内开展的少量化或片段化

的非持续性阅读行为。公众针对碎片化阅读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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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从早期的批判渐渐转变为接受和利用［１－２］。社会

变迁和生活节奏的加速、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则进

一步重塑了公众的碎片化时间使用行为［３］。通过各

种便携式阅读设备进行碎片化阅读已经成为当前普

遍的阅读方式。第二十一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４］结

果也证实公众对各种媒介特别是数字化媒体的接触

率在上升。

我国开展碎片化阅读研究的实证人群，主要集

中在学生群体［５－７］，也有少数文献以其他用户群体

为研究对象［８－１０］。理论研究和实证调查发现，高校

和公共图书馆均提出很多针对碎片化阅读服务的对

策［１１－１２］。而医院图书馆针对碎片化阅读的研究文

献极少，对读者阅读行为的研究仍以专业医学文献

阅读为基础，以如何精准推送医学专业文献为主要

研究方向；针对提升医学阅读服务的研究居多，以

总体阅读需求为导向的研究较少。基于此，本研究

通过对医院图书馆核心用户群体碎片化阅读行为的

实证调研，探究该群体碎片化阅读行为特征，以更

全面、多样性的读者需求为基础，提出合理对策，

为医院图书馆提升碎片化阅读服务水平提供参考，

同时也为医院关注医护心理和学习生活提供依据。

２　研究设计

参考袁丽亚等［１３］和王佑莹［１４］有关碎片化阅读

的实证文献，自编调查问卷。选择 １０名用户试做
问卷并访谈，从访谈内容中提取关键词完善问卷。

问卷内容包含碎片化阅读载体、形式、阅读时间、

阅读内容、阅读目的、行为频率等。其中行为频率

的题项采用五点计分法。２０２４年５月采用分层抽样
法，对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岗位为医生、护士、

医技的在职员工进行问卷调查。共收到有效问卷

３０３份。导出数据的一般描述性分析采用频数、百
分比、均数±标准差和χ２检验，组间均值比较采用
独立样本ｔ检验、方差分析。

３　数据分析

３１　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纳入医生１０７名，护士１５２名，医技

４４名。男女比为１∶５５９。初、中、高级职称构成比

分别是３１０％、３８３％、３０７％。学历方面，专科

１２人，本科１５９人，研究生１３２人 （硕士１００人，

博士３２人）。

３２　基于媒介因素的行为分析

碎片化阅读使用率较高的前３种载体都是可移

动电子设备 （手机 ９４３９％，笔记本电脑 ４２９％，

平板电脑３３３３％）。电子阅读器 （９５７％）功能较

单一，已逐渐被平板电脑替代。多功能、便携式载

体更受用户欢迎，随身携带有助于随时随地阅读。

１／３的用户选择阅读纸质书刊报纸，可见纸质阅读

相对电子阅读有其独特的体验感和影响力。专业阅

读平台方面，选择最多的是相关公众号 （７６５７％）

和相 关 Ａｐｐ（６５６８％），其 次 是 专 业 数 据 库

（５２１５％）和相关网站 （４１９１％）。前两类均为手

机端程序，适合随时查看，有的提供内容推送功

能，因此更吸引用户。其中，在专业数据库使用方

面，不同岗位组间结果有统计学差异 （Ｐ＝００１３）。

在本馆资源平台使用方面，微信文献服务群具有操

作简单、响应快、针对性强等优点，适合短时间迅

速获取信息，因此总体使用频率在中位以上 （３０２

±１２５７），高于数字图书馆网站 （２７４±１０９８）

和图书馆手机端 Ａｐｐ（２６９±１１５８）。其中医生、

医技岗位用户对微信群的使用频率高于护士，而对

其他平台的使用频率则相对较低。对碎片化阅读平

台的要求，８１５２％的用户首选内容真实、权威性

高；６６３４％的用户看重平台内容是否更新及时；

６４０３％的用户希望内容短小精悍，以减少阅读时

间；５７１％的用户希望平台界面清晰友好，操作方

便；５０１７％的用户认为免费很重要；其他选择因

素依次为查询反馈速度快 （２７３９％）、自动推送相

关信息 （２０１３％）、很多人推荐 （１２２１％）等。

从数据来看，平台的内容质量为用户第一考虑因

素，其次是操作界面，半数以上用户对平台是否收

费比较在意。

３３　基于时间因素的行为分析

６４％以上的用户日均碎片化阅读总时长超过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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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近１／４的用户日均总时长超过２小时，其中
医生相比护士日均碎片化阅读时间较长。碎片化阅

读时间段的调查结果显示，晚上阅读 （３９５±
０８２９）的频率最高，其次是中午 （２８５±１０３０）
和下午 （２８８±０９９６）。这也与临床工作时间安排
相关。

３４　基于阅读动机的行为分析

总体来看，解决实际工作遇到的问题、满足实

际生活需要、缓解压力是医院图书馆核心用户碎片

化阅读的主要动机。各特征用户的阅读动机均有统

计学差异，见表１。用户碎片化阅读动机的差别主
要与各岗位职责不同相关。护士岗位用户是患者的

第一责任人，上班期间需频繁处理各类事务，空闲

少压力大，同时该群体女性居多，更有可能是家庭

的主力照顾者。因此护士岗位用户在工作之外的间

隙时间会优先兼顾生活需要，或者通过休闲阅读来

缓解工作和生活的压力，领导交代的任务也往往需

要利用额外的碎片化时间去完成。医生、医技岗位

用户的工作则更多凭借自身知识理论和经验来完成

对患者的病情判断或治疗操作，在碎片化时间里阅

读医学相关信息、更新医学知识成为其解决工作实

际问题、提升自身能力的重要途径。另外，高学历

用户的自我要求较高，对理论知识的吸收意愿和吸

收能力更强，因此比低学历用户更会利用碎片化时

间来进行学习性质的阅读；低职称用户对自身目标

还未明晰，用阅读来消耗时间的居多。

表１　不同特征用户碎片化阅读动机选择频率比较

变量
完成领导

交待的任务

解决实际工作

遇到的问题

提升自我价值和

工作竞争力

满足实际

生活需要
与人交流 缓解压力 消耗时间

岗位

　　护士 ３０９±１１１２ ３７２±０９１６ ３４８±０９４２ ３７４±０８７４ ３４２±０９３９ ３７３±０９２８ ３４３±１０５９

　　医生 ２５０±０８６２ ３８３±０７３３ ３６１±０７８６ ３７１±０８２４ ３３１±０９６６ ３３３±１０５３ ２９６±１０６３

　　医技 ２５９±０９４８ ３８４±０８０５ ３５９±０８１６ ３６８±０７７１ ３４３±０７２８ ３４８±０９７６ ３１８±１１０５

　　ｔ／Ｆ值 １２２３５ ０７４１ ０７５２ ００８３ ０５４２ ５４５３ ６１８５

职称

　　初级 ２８４±１１１０ ３７９±０８９０ ３３５±０９７０ ３７７±０８３５ ３６５±１０１３ ３６５±１０１３ ３４９±１０２４

　　中级 ２８１±１０３８ ３６８±０８７１ ３６６±０８２３ ３７５±０８８３ ３６６±０９３３ ３６６±０９３３ ３２０±１０９７

　　高级 ２７７±０９９０ ３８８±０７３５ ３５８±０７９８ ３６３±０７９１ ３３２±１０２３ ３３２±１０２３ ３０１±１０８８

　　ｔ／Ｆ值 ００９４ １４９４ ３５４１ ０６９６ ０４８３ ３６０３ ４７４５

学历

　　本科及以下 ３０１±１１０９ ３７±０９０２ ３４６±０９４７ ３７１±０８７８ ３３９±０９２２ ３６５±０９６７ ３４３±１０３４

　　研究生 ２５５±０８９４ ３８８±０７４２ ３７３±０７９２ ３７３±０７９２ ３３８±０９２１ ３４２±１０２０ ２９８±１１０１

　　ｔ／Ｆ值 ３８２９ －１９３６ －０１４２ ６７６９ ００６７ １９６０ ３６４７

合计 ２８１±１０４４ ３７８±０８３９ ３５４±０８７１ ３７２±０８４０ ３３８±０９２０ ３５５±０９９５ ３２３±１０８５

　　注：表示Ｐ＜００５，表示Ｐ＜００１。

３５　基于内容形式的行为分析

用户在碎片化时间里看视频和读数字图文内容

的频率最高。其中护士、本科及以下学历用户喜欢

听音频，医生、医技岗位和高学历用户更喜欢阅读

数字图文内容，护士、本科及以下学历、低职称用

户看视频的频率更高。结果显示，视频、数字图文

通过图像、文字等多种形式的结合，比单纯音频或

文字更能在短时间内吸引读者，获得较好的传播

效应。

用户对碎片化阅读内容的选择由多到少依次是

工作学习 （７５９１％）、娱乐爱好 （７０６３％）、生活
百科 （５９４１％）、文学艺术 （４４２２％）、新闻党政
（３４９８％）、社交 （３３６６％）。其中，高级职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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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学历用户更喜欢阅读工作学习和党政新闻

类，初中级职称、本科及以下学历用户阅读娱乐爱

好类内容更多。医生阅读工作学习类的比例高于护

士和医技，护士阅读娱乐爱好类的比例高于医生和

医技。由此可见，用户对碎片化阅读内容的选择更

加丰富和多样性，以满足当前的实际需求 （包括工

作和生活）和兴趣爱好为主。

专业内容碎片化阅读频率的统计结果，见表２。

用户在有限的碎片化时间里阅读专业文献，往往优

先浏览标题、摘要等简短信息，然后对有价值的文

献进行标记，后续再跟进深入阅读，以此来提高系

统化阅读的学习效率。此外，内容相对较短、能为

实际工作提供参考的最新文献报道和指南共识也颇

受用户青睐。不同特征用户碎片化阅读专业内容频

率的差异也与用户专业水平有关。

表２　不同特征用户碎片化阅读专业内容的频率比较

变量 专业文献 最新文献报道 指南共识 循证医学决策 信息编译 消息、邮件 课件、讲座 外语学习

岗位

　　护士 ３３０±０９５６ ３２８±１０３２ ３３１±０９８５ ３２３±１００６ ２９５±１１００ ３１３±１０６５ ３１３±１００１ ２５７±１１４３

　　医生 ３６１±０７９８ ３４９±０７９３ ３５３±０８１６ ３４１±０８１２ ２８７±０９４３ ３０２±０９６１ ３２５±０７７８ ２７２±０８９９

　　医技 ３３２±０８８３ ３６４±０８１０ ３３９±０８４１ ３１８±０７８６ ３００±０９６４ ３１４±０８７８ ３２０±０８５１ ３０５±０９８７

　　ｔ／Ｆ值 ３９４８ ３１２２ １９０６ １３２８１ ０３３１ ０４４６ ０５６９ ３５８２

职称

　　初级 ３３２±０９８６ ３１６±０９６５ ３３１±１００６ ３０９±０９５８ ２８２±１０３７ ３０９±０９００ ３０５±０９０８ ２６５±１０４４

　　中级 ３３４±０８８４ ３４５±０９４５ ３３４±０８７６ ３２８±０９１２ ２９７±１００４ ３１１±１０６１ ３２１±０９６５ ２７６±１０５２

　　高级 ３６０±０８０９ ３６０±０８２３ ３５６±０８４０ ３４９±０８２９ ３００±１０４３ ３０８±１０３５ ３２９±０８１５ ２６６±１０５８

　　ｔ／Ｆ值 ３０１７ ５６６１ ２１２１ ４８１７ ０８３５ ００３８ １６６６ ０３６６

学历

　　本科及以下 ３２７±０９５１ ３２７±０９９３ ３２８±０９７８ ３１７±０９８８ ２９２±１０７６ ３１１±１０２９ ３１２±０９７７ ２５７±１１２７

　　研究生 ３６０±０７９９ ３５８±０８１１ ３５５±０７９４ ３４４±０７８４ ２９５±０９６０ ３０８±０９７０ ３２７±０７９９ ２８５±０９２０

　　ｔ／Ｆ值 －３２０２ －３０３２ －２６７４ －２５７３ －０２４２ ０２５４ －１３５９ －２３４１

合计 ３４１±０９０１ ３４１±０９３０ ３４０±０９１１ ３２９±０９１４ ２９３±１０２５ ３０９±１００２ ３１８±０９０６ ２６９±１０４９

　　注：表示Ｐ＜００５，表示Ｐ＜００１。

３６　基于信息因素的行为分析

碎片化阅读内容具有多样性，各类网络资源的

获取渠道均有可能成为用户阅读平台。信息获取方

式也已经不局限于用户自己查找，随机推送、根据

用户浏览内容进行推送等平台功能均能使用户被动

接触信息。医院图书馆核心用户总体学历较高，有

一定检索技能，因此仍以主动检索为主 （３５２±

０９３４），其次是阅读系统推送内容 （３２９±

０９６８）、阅读他人转发内容 （３２２±０８９３）和随

机获取信息 （３１７±０９７４）。另外，在信息搜寻

时，多数用户会遇到或经常遇到大量无效信息

（３２１±０９０２）和重复信息 （３２８±０８９３），偶尔

有查不到所需内容的情况 （２８８±０９４０）。这也和

网络信息的广泛性、复杂性、海量性等特点有关。

４　讨论与对策

数据显示，碎片化阅读行为已经频繁出现在用

户日常生活中，视频形式比文字形式更受欢迎，阅

读平台和内容均有多样化选择。其中以解决实际工

作问题为阅读动机、选择阅读工作学习类内容的占

比最大，表明碎片化阅读已经成为科研任务多、临

床事务繁忙的医院图书馆核心用户重要的非正式学

习途径。鉴于不同岗位、职称、学历用户的碎片化

阅读行为存在差异，医院图书馆可从以下几方面开

展服务，以提升碎片化阅读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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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　做好多种阅读形式的分众服务

本次研究对象均为学历较高的专业研究型读

者，调查数据显示医生在工作时可能比护士有更多

的碎片化时间，会规划自我提升；护士更多利用碎

片化阅读解压；高学历用户比低学历用户对信息质

量有更深层次的要求；高职称用户比低职称用户在

临床决策方面的需求更大等。对此医院图书馆可以

在信息内容、信息形式、传播方式等方面对不同特

征人群提供不局限于医学专业的各类专项服务。通

过发掘、创建和推送多种形式的阅读内容，如用视

频、动画演示操作流程，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展现疾

病发展、转归，有声阅读英文文献，增加文学导

读、医院新闻等，提升用户阅读兴趣以及阅读参与

度；根据各群体用户的碎片化时间安排专家在线指

导教学或开设微讲座，主题内容可以是简短的病例

报告、罕见病学习、手术操作规程解析、成果介绍

等，提升阅读深度；利用微信群将高需求用户按专

业、岗位或学历等特征划分为小众群体，有针对性

地开展专业阅读、个性阅读服务，并采用更受该群

体欢迎的内容形式，提升阅读广度；引导用户提高

自我认知，挖掘潜在需求，将学习型阅读和娱乐性

阅读区分开来，合理利用碎片化时间；同时，图书

馆为需要阅读解压的用户提供人文阅读关怀，通过

开展丰富多彩、不限于医学专业的阅读推广活动来

吸引特定用户，既能使用户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心情

愉悦，也可以借机宣传本地资源。

４２　做好学习型碎片化阅读平台的推介工作

除了保障传统学习需求外，医院图书馆也应重

视用户碎片化阅读这种非正式学习带来的影响，做

好辅助、指导工作。引进或自建内容真实权威、短

小精炼、更新及时的阅读平台并向用户推荐，鼓励

用户制定碎片化学习计划，形成随时随地可以阅读

的学习氛围。在专业阅读平台选择方面，可重点关

注微信公众号和手机端 Ａｐｐ，通过自我发掘、自主

创建、他人推荐等方式收集平台信息，从内容性

质、操作方式、功能特性等方面进行审核、分析和

整理，再分门别类推介，并给出使用意见供用户参

考。有研究［５］指出，感知有用性会显著影响用户碎

片化阅读意愿。如果用户在使用某种信息技术或平

台的同时能够获取高质量信息，并对实际工作有帮

助，就会以此作为一个有用的学习途径并持续阅

读。因此，医院图书馆对阅读平台内容的不定期推

荐和建议，对指导用户碎片化阅读尤为重要。

４３　馆藏资源碎片化整合

医院图书馆可将相关馆藏资源按照一定分类规

则拆分再组合、归纳成内容短小的学习包或可查阅

资料包，通过线上平台或者在线下空间分类展示，

表现形式可以是图文、课件或小视频等，以适应用

户碎片化阅读需求。如将相关指南共识、最新成果

摘要、管理规范、操作流程、药理药性等内容分别

整合成模块包，供用户遇到实际工作问题时随时查

阅，同时也便于日常学习。医院图书馆也可根据医

院近期布置的重点任务，如医院评审、传染病防

疫、廉洁行医、技能比赛等，整理组合相应的主题

学习包，方便用户利用碎片化时间阅读。另外，鉴

于满足生活需求也是用户的主要阅读目的，在专业

学习之外适当附加生活类阅读版块，如育儿、旅

游、健身、生活百科等内容的书摘、导读，或者在

专业书柜附近放置文学、人文、百科类读物，既能

满足用户多样化阅读需求，又能帮助用户缓解压

力、放松心情。若在浏览此类内容时接触专业内容

推送，也能为信息偶遇创造机会［１５］。

４４　优化整体空间布局

医院图书馆除了要做好线上数字化资源整合推

送，也要优化线下空间布局，最大限度地减少用户

和读物之间的距离，使用户在有限的碎片化时间内

有机会接触更多信息资料［１６］。碎片化阅读的空间改

造不应该只拘泥于图书馆馆舍内，也可以对医院整

体环境进行规划布局。医院图书馆核心用户大部分

时间在自己的办公区域和工作区域内，因此可以采

用选择性碎片化布局方法，如在重点科室办公区的

空闲空间摆放小型开放书架，针对重点学科用户的

共同阅读需求陈列书刊，打造科室专业阅览空间；

有选择性地在医院电梯间、走廊等处设置图书馆专题

·２０１·

医学信息学杂志　２０２４年第４５卷第１０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２０２４，Ｖｏｌ．４５，Ｎｏ．１０



展示板，展示学科相关科研专题情报、热点新闻等。

４５　提升用户信息素养

在调查本馆资源使用情况时，发现部分用户不

会使用甚至完全不了解；而在信息感知调查中，用

户遇到无效或重复信息、搜索无结果也时有发生。

鉴于碎片化阅读涉及庞大而复杂的网络资源，医院

图书馆除了加强本馆资源宣传和培训、引导用户优

先使用本地优质资源外，对已审核的网络阅读平

台，也可以进行网络信息筛选、功能使用等操作指

导。如演示相关资源平台操作步骤、指导用户将网

络信息渠道和本地资源平台相结合获取信息、根据

信息来源和作者辨别信息真伪等，以帮助用户提升

信息素养，提高碎片化阅读的有效性。

５　结语

本研究针对医院图书馆核心用户，调查并分析

该群体碎片化阅读行为特点，结合当前图书馆发展

趋势和医院实际情况，探讨医院图书馆碎片化阅读

服务对策和合理化建议，构建差异化、个性化服

务，引导用户进行有效碎片化阅读。本研究有助于

帮助医院管理者了解职工碎片化阅读行为，为后续

碎片化学习服务改进、医学教育培训模式创新、医

务人员人文关怀等方面提供参考依据。

本研究的局限性在于问卷发放范围有限、样本

量小，结果不能完全反映医务工作者人群全部行为

特征；个别问卷题项设计不够严谨，加上少部分用

户对碎片化阅读的认知不够充分，调研结果存在一

定偏差；此外对医院图书馆核心用户碎片化阅读行

为现状进行了横断面调研，尚未深入研究碎片化阅

读的影响因素和阅读效果。

作者贡献：张维毅负责研究设计、数据分析、论文

撰写；谭夏负责资料收集、数据整理与统计；张朝

霞负责研究指导、论文审核与修订。

利益声明：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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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ｈｉｐ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２１，

５３（２）：２３３－２４４．

８　周海霞焦作市碎片化阅读的现状分析 ［Ｊ］．河南图书

馆学刊，２０１６，３６（７）：８１－８３．

９　易红，张冰梅，宋微市民移动阅读选择偏好性和持续

使用性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Ｊ］．图书馆理论与实践，

２０１５（１）：３２－３７．

１０　陈月短视频时代农村移动阅读服务策略研究 ［Ｊ］．图

书馆学刊，２０２３，４５（９）：５３－５６，６２．

１１　杨阳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公共图书馆全民阅读推广策略

研究 ［Ｊ］．图书馆工作与研究，２０２０（Ｓ１）：８６－９０．

１２　刘小娜浅谈碎片化阅读背景下高校图书馆服务优化举

措 ［Ｊ］．河南图书馆学刊，２０２２，４２（３）：６５－６７．

１３　袁丽亚，龙倩大学生碎片化阅读现状调查及对策研究

［Ｊ］．科技创新与生产力，２０２２（３）：６－９．

１４　王佑莹社交媒体赋能的员工碎片化学习概念开发及其

前因后果研究 ［Ｄ］．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２０２１．

１５　陈敏贤，王焕景，郭顺利网络问答社区用户碎片化阅

读信息偶遇的形成过程及关键影响因素识别 ［Ｊ］．现代

情报，２０２２，４２（１２）：９６－１０８．

１６　陈旭，胡鸿，侯胜超价值共创视角下医院图书馆用户

参与空间再造探索 ［Ｊ］．医学信息学杂志，２０２３，４４

（１１）：９４－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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