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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校图书馆德育现状调查

付正芳　田　原　刘　伟　任淑敏△

（济宁医学院图书馆，济宁２７２０６７）

　　摘　要　本文以某高校图书馆为例，分析大学生对图书馆德育功能的认识及图书馆的德育现状。提出高校
图书馆应从加强资源建设、改进活动形式、加大推广力度和大力推广图书馆新媒体服务模式等方面来提升其德

育功能，以期为高校图书馆开展德育教育提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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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德树人”是大学的核心理念和根本任务，
也是大学图书馆的基本目标和价值指向。２０１５年
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中也明

确了高等学校图书馆的教育职能，指出图书馆应积

极参与学校人才培养和校园文化建设中。高校图

书馆拥有丰富的文献信息资源和良好的人文环境，

是大学生了解人类文化、学习科学知识和提高自身

精神修养的场所。图书馆为学校教学、科研服务的

同时，还作为“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

的一部分，担负起大学生德育的重任。

１　研究现状

西方国家并没有德育这一名称，但也普遍对德

育工作比较重视。美国图书馆学家塞缪尔·斯威

特·格林认为图书馆是重要的社会教育机构，应充

分发挥图书馆在学校管理特别是教学中的作

用［１］。学校图书馆应当培养学生良好的阅读习

惯，为学生开列优秀的书目［２］。国外高校图书馆

主要通过阅读角度对大学生进行德育方面的教育，

值得我们借鉴。

纵观国内的研究成果，高校图书馆作为高校德

育教育的重要部门得到学者们的一致认同，研究主

要集中在高校图书馆在德育中的重要作用以及高

校图书馆德育功能的实现途径两方面［３７］。随着

网络技术的发展，如何利用网络平台进行德育教育

也是目前学者们探讨的一个重点［８１１］。总体来看，

国内关于高校图书馆德育功能的研究有待进一步

完善，研究绝大多数仍停留在理论探讨层面，对大

学生德育现状与德育需求等缺少相应的实证研究。

２　对象与方法

本文采用抽样问卷调查的方式，以某高校本科

生为调研对象，随机抽取１０个班级，发放问卷５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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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回收有效问卷４７０份，调查结果有效可信。问
卷设计问题２５道，主要了解图书馆的利用情况、大
学生对图书馆德育功能的认识、图书馆资源与导读

现状、大学生对德育活动的意见建议。

３　结果

３．１　大学生对图书馆利用情况
大学生最喜欢的自修场所是图书馆，但到图书

馆的频率不是很高，到图书馆的目的主要是利用清

幽的环境自修，其次是选择到书库中借阅图书。见

表１。

表１　大学生对图书馆的利用情况

　　项　　目 ％

最喜欢的自修场所

　　图书馆 ４１．２０

　　教室 ３９．８０

　　宿舍 １４．８０

　　其他 ４．２０

到图书馆的频率

　　几乎每天 １６．６０

　　１～２次／周 ３６．８０

　　１～２次／月 １７．００

　　较少 ２５．８０

　　几乎不去 ３．８０

到图书馆的目的（多选）

　　借阅喜欢的书籍 ５４．７０

　　利用清幽的环境自修 ７６．７０

　　利用电子阅览室下载学习资料 １５．８０

　　参加读书活动 １２．８０

　　进行小组研讨活动 ３．００

　　打游戏等休闲娱乐 ４．９０

３．２　大学生对图书馆德育功能的认识
图书馆在大学生心目中是学校最重要的德育

部门，大学生对图书馆的德育功能有很高的认同

度。但图书馆德育功能发挥得尚不充分。见表２。
３．３　图书馆资源与导读现状

大学生最喜欢的人文社科书是经典名著，图书

馆的馆藏资源基本能满足读者需求。见表３。
大学生借阅图书的随意性较强。大多数人渴

望得到图书馆老师的图书推荐信息。目前图书馆

老师的资源推广工作还远远不能满足学生的需求。

见表４。

表２　大学生对图书馆德育功能的认识

　　项　　目 ％
学校德育工作中重要的部门（多选）

　　团委 ４２．１０
　　学生处 ５１．７０
　　宣传部 ２８．５０
　　图书馆 ６３．４０
　　教务处 ５８．７０
　　招生就业部门 １５．６０
图书馆是否有德育功能

　　当然有 ５７．２０
　　有部分 ２９．９０
　　基本没有 ７．５０
　　不清楚 ５．４０
图书馆的德育功能情况

　　很好 ３６．８０
　　一般 ４２．４０
　　未发挥 ５．６０
　　不知道 １５．２０
图书馆的德育对自身是否有帮助

　　很有帮助 ３３．００
　　有一定帮助 ５０．３０
　　无帮助 ６．２０
　　没有参与过 １０．５０

表３　大学生对图书馆资源的需求与满意度

　　项　　目 ％
大学生喜欢的人文社科书（多选）

　　国学经典 ２８．５０
　　经典名著 ４３．４０
　　励志名言 ２１．９０
　　诗歌散文 ２３．２０
　　人物传记 ２６．４０
馆藏资源满足度

　　满足 ２６．８０
　　基本满足 ５３．４０
　　不满足 １４．１０
　　不知道满足与否 ５．７０

表４　大学生导读情况

　　项　　目 ％
图书信息的了解渠道（多选）

　　书库中随意浏览 ５４．９０
　　同学朋友的推荐 ３２．３０
　　馆员推荐信息 ７．６０
　　畅销书信息媒体宣传 １６．４０
导读活动需求情况（多选）

　　微信公众号的荐书活动 ６５．５０
　　书库设置优秀图书专架 ６８．７０
　　建立网站论坛与读者互动 ３３．００
　　开展读书活动 ４３．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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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大学生对图书馆德育活动的意见和建议
绝大多数学生很愿意参加图书馆的德育活动，

但相关活动信息并没有被同学及时了解，这表明图

书馆的相关宣传和推广还不到位。见表５。

表５　大学生对图书馆德育活动的意见和建议
　　项　　目 ％
是否了解图书馆举办的德育活动

　　了解 １３．７
　　不太了解 ７２．０
　　完全不了解 １４．３
是否愿意参加图书馆的德育活动

　　愿意 ８６．０
　　不愿意 １４．０
不愿意参与图书馆的德育活动的理由

　　学业压力大 ３３．３
　　无收获 １２．５
　　认为没有必要 １０．７
　　无兴趣 ２０．３
　　没看到活动信息 ２３．２
了解图书馆德育活动的渠道（多选）

　　图书馆张贴的活动宣传 ４４．５
　　图书馆网页 １３．０
　　图书馆微信公众号 ２２．８
　　同学相互告知 ２７．２
　　其他路径 ９．４
感兴趣的图书馆德育活动（多选）

　　大型书展 ４１．９
　　经典、新书推荐 ４５．７
　　读书沙龙 ２０．６
　　经典影片放映 ３６．６
　　名家讲座 １３．４
　　知识竞赛 ４．７
　　各种志愿者活动 ３．０
图书馆开展新生入馆教育

　　很有必要 ８０．９
　　没有必要 ９．２
　　无所谓 ９．９
希望图书馆举办德育活动的频率

　　每周１次 １３．８
　　每月１次 ４８．５
　　每学期１次 ２７．４
　　每年１次 １０．３

４　讨论

４．１　加强空间资源建设，以文化氛围育人
图书馆作为高校重要的文化教育基地，是学生

自修最喜欢的场所。绝大多数读者到图书馆是为

了自习和借阅书籍，本文调查显示，电子阅览室的

利用人数只有１５．８％，因此，图书馆可适当减少电
子阅览室的空间占用和经费投入。还有大学生到

图书馆来参加读书活动和进行小组研讨，图书馆也

应加强此类活动空间的打造。空间资源也越来越

被图书馆人所重视，空间资源改造也是目前图书馆

服务创新的一个方向。应充分挖掘图书馆空间资

源的潜在功能。如在图书馆宽敞的大厅或走廊经

常举办小型的摄影、书法、绘画、书评，知名作家作

品等展览，让图书馆的文化墙活起来，用图书馆的

文化氛围陶冶大学生的情操。

４．２　提升馆员素质，在服务中育人
图书馆馆员面向学生读者服务，他们的综合素

质对学生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在直接面向大

学生的岗位，应选派服务热情、综合素质较高的馆

员承担。馆员不但要有文明的言谈举止，还应具备

全面的专业素养，帮助和指导学生获取信息资源。

本文表４显示，图书馆馆员所提供的普通借还服务
远远不能满足学生的需求，学生渴望得到老师的阅

读指导和推荐，针对大学生的需求，书库中的馆员

应对本馆资源有较深入的了解，定期推出主题图书

展示并辅以相关的介绍，将图书馆的资源真正的推

荐给广大学生，引领和指导大学生的阅读。用馆员

专业和热情的服务来育人。

４．３　加强资源建设，用优秀的文学作品育人
大多数大学生认识到阅读的重要性，认为应该

博览群书，提高人文修养，扩大知识面，还有的学生

借书是为了休闲娱乐和缓解心理压力，以专业学习

为目的借书的学生只有２２．４６％［１２］。图书馆在大

众阅读类图书资源的配置上应与读者的需求情况

相一致。除保证专业类图书的采购外，加强精品社

科图书的采购。资源采购人员要定期广泛调研，针

对读者的需求做好精准采购。

４．４　改进服务形式，在活动中育人
本文结果显示，图书馆的德育功能已得到广大

学生的认可，但功能发挥的不充分，这与活动形式

单调和推广力度不够有很大的关系。图书馆人要

转变服务理念，变坐等读者上门为开展形式多样的

活动吸引读者。本文大学生最感兴趣的三项图书

馆德育活动依次为经典新书推荐、大型书展和经典

影片放映，这三项应是图书馆将来重点组织的活

动。活动频率可依据学生的要求，小型活动每月举

办１次，大型活动可每学期举办１次。新书入馆培
训是一次很好的读者教育机会，应挑选高素质的图

书馆员对学生进行培训和教育，为学生留下美好亲

切的第一印象。同时，各项活动的线上线下推广也

需加强。

图书馆是高校德育的重要基地，图书馆应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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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移默化的德育教育作用，丰富高校德育功能，弥

补不足。实现其德育功能的不断提升，为培育学生

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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