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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学图书馆每年都会开展面向新生的“图书馆利用”讲座，可是“图书馆利用”讲座效果如

何，是否流于形式，必须由图书馆的服务对象大学生自己来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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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7 年 2 月 16 日，一群离校 10 年的校友回母校相聚。在图书馆前的罗马广场，校友们照完相后驻足

停留，沉浸在欢乐的同窗往事、深挚的师生情谊以及内心深处沉淀许久的青春记忆中。在提及大学期间利

用图书馆时一位校友这样说：我很后悔在校期间没有好好利用图书馆，但这与图书馆对我们新生的“图书

馆利用”讲座例行公事不无关系，如果不是这样，而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讲明大学生上大学就是为了读

书，读书离不开图书馆，图书馆是大学生的良师益友，说不定我会利用图书馆多读些书，文化底蕴也会更

深厚些。听到校友的这番话，笔者认为有几分道理。

因为，大学新生听了“图书馆利用讲座”反映如何，是否对他们大学期间利用图书馆文献有所帮助，

要由图书馆的服务对象大学生自己来评价，这也是检验“图书馆利用”讲座效果的关键。《普通高等学校

图书馆规程》第三十一条指出：“图书馆应重视开展信息素质教育，采用现代教育技术，加强信息素质课

程体系建设，完善和创新新生培训、专题讲座的形式和内容。”
[1]

2 图书馆开展大学新生“图书馆利用”讲座的初衷

书籍是人类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读书的过程，就是个人融入整个人类文化创造与文化积累的过程，

其意义在于获取知识，吸取智慧。从某种意义上讲，读书不仅仅是个人的一种精神生活，也是心灵与心灵

的交融。静下心来，不浮躁、不功利地多读些书，品味书中优美的文字，欣赏动人的故事，感悟人生的哲

理，不断用阅读图书喂养自己贫瘠的心灵，潜移默化，在读书过程中深入思考，养成习惯，最后形成自己

的思维与观点，内心自然会丰满润泽。而大学阶段是一个人人生中最重要的读书阶段，是奠定一个人读书

品位形成的关键时期。

由于我国的应试教育，课内阅读与课外阅读一直存在矛盾。许多考进大学的新生，从小便被灌输要取

得好成绩只有学好课本知识，因而他们轻视课外阅读，片面认为课外阅读对提高成绩没有作用。一些家长

也不看好课外阅读，觉得课外阅读会影响子女的学习。学校方面重视学生的课内阅读，而不太鼓励学生课

外阅读。在此背景下，使得不少进入大学的新生本来就缺少良好的阅读意识滋养，进入大学后依然学好课

本知识才能获取好成绩，然后顺利毕业进入社会找个好工作。

大学的学习与中小学的学习有着根本的不同，无论是学习环境还是教学方式。有大量的自学时间，自

由发展空间较大，自主学习不仅有助于开发大学生的学习潜能，而且能培养大学生的独立性和使命感。也

就是说，大学的学习除了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注重培养学生的独立思维与自主思考，而这仅凭课堂

教学是远远不够的。在学习过程中不拘泥于教材上或老师所讲的内容，往往能提出独到新颖的观点和方法；

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和探索，得出与前人不同的观点或结论，即使得出相同的结论，也是经过自己独立探



索获得的。

大学的学习离不开图书馆，图书馆是大学生学习的第二课堂。丰富的文献资源，安静舒适的环境，课

堂所学知识的延伸和课堂以外的各种综合性知识，是图书馆区别于课堂最明显的特征。图书馆的书香与文

化气息，滋润着大学生的心灵，使其能够静下心来进行阅读，对读到的内容进行反复思考。图书馆里的每

一本书，如同打开的一扇门，引领大学生走向一个崭新的世界。看到那些因反复借阅而泛黄、满是褶皱的

书，你会感到它们沉甸甸的分量，心中充满了敬畏和崇拜。

基于此认识，笔者认为开设大学新生“图书馆利用”讲座的根本，就在于培养大学生的读书意识，让

他们在“图书馆利用”讲座中受到一次从未有过的读书启蒙，精神上受到一次别开生面的读书洗礼。明白

读书意识直接影响着阅读行为，大学读书不仅仅是学好课堂上老师讲授的那些东西，不把教科书看作学习

的终极目标，而是无须别人强制性的要求，能主动阅读，养成读书的习惯。大凡有所成就的人，大都有阅

读的意识，他们嗜书如命，得空就读书，并持之以恒。阅读的价值不仅是为了获取知识，更是通过阅读从

书籍中汲取精神营养，让自己内心变得丰盈而充实。虽然一个人阅读习惯的养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

从小做起，不可能一蹴而就，但为大学新生开设“图书馆利用”讲座这种亡羊补牢的做法，也会让人印象

深刻甚至终生难忘。

或许有人不同意这种观点，一场“图书馆利用”讲座就能让大学新生印象深刻甚至终生难忘？但这就

是一场好的讲座的独特魅力。尽管大学新生听“图书馆利用”讲座是学校安排的，但只要认真听讲，就会

被讲座内容所吸引；而如果思想不集中，自然也会影响听讲座的效果。正是因为讲座与自身读书不同，以

及这种讲座大多是由学校德高望重、学业有成的名师主讲，“使得听讲座者大都聚精会神，不敢大意，一

场讲座听下来往往比读完一本书印象深刻。”
[2]

3 改进大学新生“图书馆利用”讲座的举措

一般来讲，大多图书馆针对新生的“图书馆利用”讲座，内容包括介绍图书馆的基本情况和图书馆的

文献资源，然后组织新生实地参观图书馆。然而这种传统方式相对单一，互动性不强，难以激发学生的兴

趣，也无法满足新生对图书馆深层次了解的需求。比如介绍图书馆情况和文献资源着重的是图书馆基本知

识的灌输，组织实地参观图书馆也仅限于走马观花地了解馆藏分布与借还流程。不少图书馆都存在这种状

况：一些已经参加过“图书馆利用”讲座的新生，仍不知道如何找到自己所需的文献资料。

众所周知，我国的高等教育已从精英教育阶段进入大众化阶段。1978 年，中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只

有 1.55%，1988 年达到 3.7%，1998 年升至 9.76%。1999 年大学开始扩招，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快速上升，

2007 年达到 23%，2015 年达到 40%，这意味着在我国每 10 个 18 岁到 22 岁的年轻人中，就有 4 个能够接

受高等教育。
[3]
而从高校毕业生人数情况来看，2001 年全国高校毕业生人数 114 万人，2016 年全国高校毕

业生人数 765 万人。
[4]

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数据显示，国民不读书的最主要原因，有四成以上(42.9%)是因为“工作太忙没时

间读书”，三成以上(33.7%)的国民是因为“没有读书的习惯”。
[5]
的确，随着社会生活节奏加快，人们是比

较忙，可是真的忙得连看一本书的时间都没有吗？除去必须的工作，一些人闲暇会独自发呆、找人闲扯、

逛街、玩游戏、看肥皂剧等。在公共场所如公交车、商场甚至饭桌上，处处都能看到聚精会神于手机屏幕

的“低头一族”，他们读微信、打游戏，乐此不疲，却很少见到手捧书卷阅读的人。而没有读书习惯的人



中年轻人居多，这些年轻人没有读书习惯，自然也就没有读书需求，读书的时间就更谈不上。

不能说国民图书阅读率偏低与大学生无关，毕竟大学生毕业后要加入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洪流中

去，只能说开展好大学新生的“图书馆利用”讲座，培养他们的阅读意识，使其崇尚读书，尊重阅读，把

读书作为一种习惯、一种生活方式，对提高国民图书阅读率大有裨益。

故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在原有基础上对大学新生的“图书馆利用”讲座进行一些改变。首先，将讲座

的重心放在读书知识普及上，强调愿不愿意读书、有没有读书意识，既是一个民族认同的价值取向和自觉

行为，也代表着社会对一个人的认可。立足向新生们阐述读书的理念、作用与价值，说明经常利用图书馆

对自己的帮助，由此介绍知名人物关于读书的名言和故事、校友对图书馆的感念等，通过这些激发新生对

图书馆的兴趣。其次，在各馆编印的“图书馆利用指南”宣传小册子中，增加大学生必读书目的内容，入

选的图书兼顾古今中外经典性和时代性的好书，能够潜移默化人们的心灵，陶冶情操。再次，采用现代化

的多媒体教学手段来开展讲座，因为多媒体教学手段制作简便，易于修改和保存，直观形象富有动感，播

放方式灵活多样。

此外，争取学校领导的支持和有关部门的协作配合，同样是开展大学新生“图书馆利用”讲座必不可

少的重要环节。比如大学生必读书目的选定，就需要学校教务处、学生处、团委、研究生处的大力帮助，

而不能仅凭图书馆的力量；各学院讲座时间的确定，也需要事先与各学院有效沟通，尽可能避免学生因本

身课程安排而与讲座时间冲突，保障讲座参加的人数。

4 结语

书香校园是书香社会中最美丽的花朵，这里处处弥漫着书的清香，有着浓厚的读书氛围，随时随地能

看到人们捧卷阅读的身影，听到朗朗的读书声。持续这种状况，有赖于大学新生的“图书馆利用”讲座创

新和图书馆作用的良好发挥。

大学新生的“图书馆利用”讲座年年有，已成为常态化，但对每一个大学生来说却只有一次。这仅有

的一次“图书馆利用”讲座，不仅是大学新生如何利用图书馆的培训课堂，同时也是他们青春记忆的一部

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今后对图书馆的认识及利用文献的程度。重视并认真开展好大学新生的“图书馆

利用”讲座，作为图书馆每年一度的重要业务工作来抓，选派熟悉馆藏文献资源、爱好阅读、善于与读者

沟通交流的馆员作为主讲人，运用大学生最喜欢的方式来贴近大学生的学习生活，不仅是培养大学生读书

意识养成的需要，更是提升大学生利用图书馆文献的现实需要。如此大学生才会对大学新生的“图书馆利

用”讲座记忆犹新，不再认为这种讲座是例行公事，也不会再有后悔在校期间没有好好利用图书馆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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