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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得益于目前比较成熟的移动通信技术和移动电子设备，移动阅读成为高校师生主要的阅读潮流，阅读内容的多

样化、阅读模式碎片化、信息获取多元化成为移动阅读服务的重要需求。高校图书馆应以阅读用户为中心，以师生的阅读需

求为着力点，构建WAP手机图书馆，利用微信平台构建精准化阅读推广模式，构建高校移动阅读服务生态，以适应移动阅读

模式在高校中的快速发展，提高图书馆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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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relatively mature mobile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nd mobile electronic equipment, mobile reading has

become the main reading trend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diversification of reading content,

fragmentation of reading mode and diversification of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demand of mobile reading

services. In order to adapt to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obile reading mod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improve the service

quality of libraries, university libraries should take the reading users as the center and the reading needs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as

the focus, build WAP mobile library, use WeChat platform to build accurate reading promotion mode and construct college mobile

reading service ec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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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移动互联网和移动电子设备的快速发

展，碎片化阅读、浅阅读、个性化阅读成为了大众

阅读的显著特征，读者的阅读习惯正逐渐发生改

变，移动阅读已经超越传统纸质阅读，成为了新的

阅读潮流，越来越多的读者开始习惯利用手机、电

子阅读器、平板电脑等移动设备进行阅读。高校图

书馆应抓住科技发展的方向，关注移动阅读的新

动向、新模式、新理念，以师生阅读用户为中心，以

师生的阅读需求为着力点，突破传统阅读局限，将

馆藏资源与移动技术相结合，选取并推送对个体

有价值、有吸引力的阅读信息，合理、科学开展各

种阅读服务，构建高校移动阅读服务生态，以适应

移动阅读模式在高校中的快速发展，提高图书馆

服务质量，保障移动阅读服务工作的推广，满足广

大师生的阅读需求。

1 高校移动阅读的概念特征和现状
1.1 移动阅读的概念及其特征

移动阅读是指在移动互联网环境下利用移动

通信终端设备获取文献信息的行为，是“借助于目

前比较成熟的移动通信技术、信息技术及多媒体

技术，使用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电子阅读器等移

动设备，为用户的阅读活动提供内容收集、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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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示、发现、查询、获取、展示等一系列服务”[1]。在
高校移动阅读服务中，图书馆是移动阅读服务的

主体，广大师生是移动阅读服务的客体，移动阅读

设备是主要载体，多媒体和无线网络技术是重要

的技术支持与依托。

与传统的阅读服务相比较，移动阅读在信息

化时代具有较为明显的特征优势。首先，与传统的

阅读服务模式相比较，移动阅读服务具有阅读方

便、快捷、费用低的特征。移动阅读可以随时随地

获取相关的文献信息，与传统阅读服务相比较大

大减少了检索和借阅时间，使用过程方便快捷；另

外，移动阅读所拥有的数据库信息储存量较大，信

息内容丰富、用户提取信息方便；此外，随着移动

设备技术的不断发展，移动阅读终端设备的性能

逐步提高，如保护眼睛、无辐射、超长待机，与纸质

阅读习惯相近且轻便、储存量大，正逐渐地取代传

统的书籍阅读方式；最后，移动阅读服务可利用微

信、微博、抖音、视频号等自媒体平台，加速信息的

裂变和传播，让阅读服务信息的传播速度发生了

质的飞跃。

1.2 高校移动阅读的现状

近年来，移动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和移动阅读

设备不断更新换代，使我国广大读者的阅读方式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国第十九次全国国民

阅读调查报告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成年人的图

书阅读率为 59.7%，其中采用手机、Pad、电子阅读

器或网络在线等方式的数字化阅读方式占 79.6%，

比 2020年提高了 0.2%；从成年读者倾向的阅读形

式来看，用手机进行阅读的占 30.5%，用电子阅读

器进行阅读的占 8.4%，网络在线阅读的占 6.6%，

“听书”的占 7.4%，“视频讲书”的占 1.5%[2]。此外，

2021年度中国数字阅读报告的数据显示：2021年
中国数字阅读产业同比增长 18.23%，总体规模达

415.7亿元；2021年上架作品约 3446.86万部，同比

增长 11.06%；用户规模层面，2021数字阅读用户规

模达 5.06亿，19—25岁用户占 44.63%；人均电子阅

读量为 11.58本[3]。由此可知，数字化阅读已经成为

我国成年人群的主要阅读模式，移动阅读则是其

中最为流行的阅读方式。

高校学生作为年轻力量中的主力军群体，智

能手机使用率高，部分同学还拥有 Pad、电子阅读

器等移动阅读工具，移动阅读成为了该群体主要

的阅读模式和休闲娱乐方式。随着生活节奏的加

快，高校学生对信息获取从沉浸式向便捷化转变，

移动阅读以快餐化阅读、碎片化阅读和浅层阅读

为主，深层次阅读较少；在读物方面，高校学生对

需要花费大量阅读时间的专业性刊物、著作等文

献的阅读量较少，以网络小说和网络新闻的阅读

为主；在阅读媒介方面，学生通过微信、微博进行

碎片化阅读，获取文字信息，通过抖音、视频号、哔

哩哔哩、喜马拉雅等平台进行有声阅读或视频阅

读。

1.3 高校移动阅读服务对用户的影响分析

第一，移动阅读服务改变了用户信息获取方

式。在信息获取方面，传统的阅读服务要求读者在

网络检索完，获得书籍编码后，到图书馆进行纸质

图书查找，手续繁琐且花费的精力较多。与此相比

较，使用移动阅读服务的用户利用移动终端即可

随时随地查阅书籍信息，快捷方便。

第二，移动阅读服务改变了用户的阅读习惯。

移动阅读服务是信息技术和移动设备终端发展的

产物。随着无线网络等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移动

终端设备技术提升，移动阅读的便携性和即时性

使得手机阅读、平板阅读等成为了高校师生常见

的阅读方式。

第三，移动阅读服务引发高校的碎片化阅读

潮流。现今，学生和老师的学习、生活节奏较快，进

行书籍阅读的集中时间较少，使得大部分高校用

户要在短暂的、间断的空闲时间中展开阅读和获

取信息。移动阅读服务恰好可以满足用户阅读时

间的需求，让用户在非连续性的短暂时间内都可

以进行阅读和信息的搜索、获取。但是，移动阅读

服务呈现碎片化的特征，即用户一次性阅读或获

取信息量不大、不连续，导致用户移动阅读的内容

大部分集中在节奏快、随意性的新闻、动态信息、

小说等消遣性内容，缺乏专业性和学术性文献的

阅读。这种由移动阅读服务引起的碎片化阅读方

式，缺乏系统性的思维判断，一定程度上影响用户

良好的思维习惯的养成。

2 高校移动阅读服务下用户的信息需求
2.1 阅读内容的多样化需求

随着 5G网络的逐步覆盖，以及智慧校园建设

过程中Wi-Fi的全校覆盖，移动阅读终端设备能够

流畅呈现文字、视频、音频、图片等多种文件格式。

视频信息推广比传统的文字信息推广更有直观

性、视觉冲击力，可以多角度地调动读者的情绪、

注意力和兴趣；将阅读信息转化为动画形式，可以

让信息更加立体形象化，让读者更容易理解信息

内容。因此，学生和老师用户在采用移动阅读时更

希望能够接收到多样化的信息表达。学校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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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展移动阅读服务时，可以尝试通过视频、音

频、文字、图片等多样综合的方式进行传播推广。

2.2 移动碎片化的阅读需求

近年来学生和老师利用手机等进行移动掌上

阅读已经逐渐成为了主流的阅读习惯。同时，微

信、抖音、微博等自媒体的兴起与发展，使得信息

的更新速度更快，信息传播的形式更加多样化，进

一步推动了高校用户碎片化阅读的发展。此外，移

动阅读成本比较低，也是吸引用户采用移动阅读

的重要因素之一。从实际来看，目前高校用户移动

阅读的内容主要是以休闲娱乐为主，这部分内容

最大的特征是碎片化，比较符合用户的移动阅读

特点。

2.3 多元化信息获取途径的需求

移动阅读服务的出现，增加了读者获取信息

的渠道，知识的获取不再是局限于课堂或者是图

书馆的纸质书本，而是利用手机等移动设备通过

网络就可获取。因此，在移动阅读服务快速普及的

背景下，用户同时也渴望信息的获取途径能够增

加，能够从不同渠道获取到自己想要的信息，特别

是一些即时性和动态性的实时资讯。

3 高校移动阅读服务的内容及其具体模式
3.1 短信通知服务

短信是我国高校图书馆移动服务最早的一种

方式，对移动设备（手机）的配置和网络信号的要

求不高，且成本较低，技术含量较低。但由于短信

技术的限制，不能容纳更多的数据，不能使用除文

字以外的其他推送形式，因此当时高校图书馆的

移动服务仅限于信息通知，如个人借阅信息、图书

馆开放信息等。

3.2 WAP手机图书馆

WAP网络技术的出现让移动设备迅速推广开

来，改变了人们的上网方式，使其成为了高校图书

馆移动服务使用的重要网络平台。同时，高校图书

馆利用了 5G移动网络的优势，将其与WAP网络结

合，使得移动信息服务更为完善。WAP手机图书馆

移动服务可进行书籍借阅、书籍预约、书目馆藏查

询等服务，通过资源整合，建立有深度和广度的移

动阅读服务体系，增强学生用户的阅读深度，提升

学生用户移动阅读素养，提高移动阅读效率。

3.3 利用微信平台构建精准化阅读推广模式

微信是时下大学生不可或缺的沟通工具，涉

及学习、生活的各方面。高校图书馆要实现信息的

精准化推广，首先需要利用微信后台开放的API功
能，搭建一个阅读信息推送平台，通过自定义菜

单，简化读者的平台操作。其次，应为图书馆微信

平台打造全方位的推广体系，做好“涨粉”引流工

作。获取关注粉丝是图书馆微信平台持续高质量

运作的前提，而每一年的新生入学时期应是图书

馆获取新粉丝的重要时段。以图书馆微信公众号

为基础向新生推送图书借阅攻略、图书资源获取

方法等信息，提升平台在新生中的影响力。同时，

结合线下的新生入馆教育、图书馆学生社团招新、

新生图书馆参观等活动形式，主动推广图书馆微

信公众号，实现线上推广与线下推广同步开展，提

高推广效益。第三，要做好“养粉”工作，提高用户

的活跃度，是高校图书馆实现精准化阅读推广的

重要环节。图书馆要采用主题书展、读书月活动、

个性化讲座、“阅读之星”评比等多种方式方法提

高学生用户的活跃度，增强学生阅读习惯和兴趣。

另外，单一化用户线上查看图书和借阅图书方式，

高校图书馆要把微信公众号作为学生线上查阅和

借用图书的入口，增强师生用户对图书馆微信公

众号的依赖性，增强用户黏性。第四，构建微信平

台精准化阅读推送服务功能，实现微信精准推送

服务需要对用户的阅读习惯有一个充分了解，通

过调查问卷抓取等方式，分析用户的阅读习惯、喜

好，按照分析结果对学生用户进行精准化的阅读

推送。

3.4 构建高校移动阅读服务生态

高校图书馆是专业知识和信息的主要提供

者，具有文献信息资源丰富、来源广、形式多样等

优势，具有搭建移动阅读服务的必要条件。高校图

书馆应利用自身的优势，结合互联网思维，在数字

图书馆建设的基础上，将移动阅读中深受学生欢

迎的内容进行有效整合，及时掌握用户需求的动

态变化和规律，对不同用户群体进行细分[4]，满足

学校师生不同的移动阅读需求。同时，在自有移动

平台，如微信平台、WAP手机图书馆等，设置分享

机制，可以让读者将自己喜欢的文章、视频、电子

书籍等分享在个人的微信、微博等自媒体平台，紧

密连接自由移动平台与读者自媒体平台，提升移

动阅读率，构建互生互存、共同发展的移动阅读服

务生态系统。

4 高校移动阅读服务的发展建议
4.1 组建成熟的阅读服务推广团队

高校图书馆的学生用户每年都在更新变化，

随着毕业生离校、新生入校，用户数量虽然变化不

大，但实际用户名单在不断变化。因此，图书馆需

要组建由馆长、馆员、学生志愿者、阅读爱好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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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组成的高效率阅读服务推广团队，团队成员

需要有新媒体运营能力，对时事热点有较强的敏

锐性，能够把时事热点与图书阅读服务有机结合。

团队的工作职责主要是帮助图书馆推广新媒体平

台，吸引新生的关注度。其次，每年不间断地开展

相关阅读活动，利用微信平台加强与师生的互动

交流，保持微信用户的活跃度和对阅读的热爱度，

实现图书馆微信公众号的精准定位。

4.2 个性化定制移动阅读服务内容

目前大部分师生使用手机登录图书馆微信公

众号或网页门户是为完成图书馆藏的查阅，阅读

服务功能较为单一。随着移动互联网的高速发展，

师生获取知识的渠道更加丰富，阅读方式更加多

样化，高校图书馆的移动阅读服务也应跟上时代

的潮流，为师生定制更多个性化的移动阅读服务。

移动阅读用户对阅读信息的接触、理解和记忆均

会依据自己兴趣、爱好、学习需求进行选择[5]，因此

高校图书馆可利用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手段，借

助微信公众号的数据统计功能，获取师生的阅读

行为习惯，并通过多维度交叉分析后，为读者推送

更为精准的个性化阅读服务。

4.3 针对性二次开发微信平台

当师生认为移动服务平台便捷、好用时，就会

提高打开该系统平台的次数和频率，以及延长每

次使用系统的时长[6]。高校图书馆可以利用微信平

台提供的API接口技术，根据自身用户的需求在本

地服务器上进行二次开发，并接入相关的业务系

统，如读者用户管理系统、数据库系统、馆藏书籍

查询及借用系统、阅读座位管理应用系统等。通过

对微信平台功能的二次开发，能够满足师生多样

化的阅读需求，提高师生对图书馆微信公众号的

依赖性，把微信公众号打造成可沉浸式的网络特

色文化空间，引导更多的师生回归阅读。

4.4 打造多样化的新媒体服务手段

除利用微信平台外，高校图书馆还可以利用

微博、抖音、视频号等多样化的新媒体手段，为读

者提供文字、视频、音频等不同方式的服务。微信、

微博信息源和推广构建方面倾向于图书馆自行控

制，适合用于图书馆与师生用户的交流互动，以及

图书馆文化和品牌的塑造。抖音和视频号等平台

比微信、微博有更强大的展示能力和信息承载能

力，给用户展示的内容更为丰富、展示效果更为生

动和直观，但在用户黏性上较弱，只能依靠平台进

行消息的推送和品牌经营。高校图书馆应不断挖

掘自身的图书资源，把自有资源制作成推文、视

频、音频等产品，并在不同新媒体平台进行推送，

利用微信、微博平台宣传图书馆品牌，增加用户黏

性，利用抖音、微信视频号等平台扩展用户阅读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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