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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激励机制研究
∗

———基于２０１８年国内图书馆“世界读书日”活动案例

□朱馨叶　张小倩　李桂华

　　摘要　为提高图书馆全民阅读推广活动效果,基于３５所图书馆２０１８年“世界读书日”阅读

推广活动,利用扎根理论挖掘活动蕴含的激励手段,梳理不同手段之间的关系.总结出便利激

励、特权激励、名人激励、趣味激励、社交激励、挑战激励、利他激励、物质激励、荣誉激励和素养提

升激励１０种激励手段,结合 AIDMA 模型将其归纳为引起注意、唤起兴趣、驱动参与及留下记忆

四个阶段的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激励机制模型.根据国内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激励机制实施的

现状,建议图书馆采用综合激励形式,注重各手段之间的逻辑顺序,构建具有馆际特色的激励机

制,重视并探索“引起注意”阶段的激励手段.
关键词　图书馆　阅读推广　激励机制　世界读书日　扎根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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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研究缘起与目的

阅读承担着振兴民族文化、提高国民素质和国

家文化软实力的时代使命,倡导和推广阅读已成为

许多国家重要的文化发展战略.在我国,“倡导全民

阅读”这一口号连续５年(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被写入国

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十三五”规划则将全民阅读工

程列为“十三五”时期重要文化工程之一[１].第十五

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表明,近七成的成年国民

对当地有关部门举办阅读推广活动的呼声较高[２].
这些意味着图书馆的阅读推广活动具备了良好的社

会环境和广泛的群众基础.然而,有研究表明我国

阅读推广活动精准度不高,活动定位模糊,难以让读

者产生兴趣与共鸣,以致活动效果欠佳[３].面对这

一现实,图书馆采取何种策略以激发读者的参与兴

趣与参与行动,使图书馆的阅读推广活动落到实处、
发挥实用价值,已成为亟待解答的问题.

激励,即推动人朝着一定方向和水平从事某种

活动,并在工作中拥有持续努力的动力[４].在全民

阅读中实施激励手段,具有加强、激发、推动、引导民

众阅读行为,使之朝向活动目标而积极努力的良好

作用,具体表现为有助于激发民众热爱阅读的主动

性和自发性、有助于培育民众热爱阅读的习惯和风

尚、有助于调动民众的阅读热情、有助于大力推广全

民阅读活动,提高全民阅读推广活动的绩效等[５].
基于上述背景,挖掘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中蕴

含的激励手段,梳理不同激励手段之间的关系,对指

导图书馆开展阅读推广活动、激发读者阅读兴趣具

有重要意义.研究兼顾图书馆类型、地理位置和知

名度等因素,挑选出国内３５个公共图书馆和高校图

书馆,结合其２０１８年“世界读书日”期间的阅读推广

活动,展开对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激励机制的研究,
旨在挖掘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激励机制的构成、内
涵和内在联系,以期为图书馆筹备和举办阅读推广

活动、激励读者参与热情提出相应策略.

２　文献回顾

阅读激励,即为采用各种方法和措施对读者的

阅读心理和行为进行激发、鼓励,从而调动读者的积

极性和热情,使其阅读行为持续发展[６].激励机制,
指管理者依据法律法规、价值取向和文化环境等,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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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对象之行为从物质、精神等方面进行激发和鼓

励,以使其行为继续发展的机制[７].结合已有研究,
本研究将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激励机制定义为,图
书馆利用自身的资源和服务,开展具有吸引力的阅

读推广活动,从物质、精神等方面激发读者参与兴

趣,驱动读者参与行为,从而达到调动读者阅读积极

性,促使其阅读习惯养成和阅读行为持续等目的的

机制.
国内已有学者意识到了阅读激励的价值,从不

同角度对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激励机制展开了研

究,本研究将以往的研究归纳为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以理论探索为中心的阅读推广

活动激励机制研究,即根据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现

状,总结和归纳阅读推广活动的激励手段及内涵.
如吴慧茹对我国高校图书馆实施阅读激励的现状进

行了初步调查和梳理,结合国内外高校的实践情况

总结了物质激励、精神激励、政策激励和竞赛激励四

种阅读推广活动激励手段,并针对我国大陆地区高

校图书馆实施阅读激励存在的不足,提出构建阅读

推广活动激励机制的相应对策[８].王磊等基于全民

阅读的现状,概括了激励措施对于全民阅读的作用,
总结了政策激励、物质激励、精神激励、竞赛激励、舆
论激励和目标激励等六种激励手段,并建议应综合

利用各种激励模式,形成一套与时俱进、行之有效的

激励体系[９].
第二个方面———以读者为中心的阅读推广活动

激励机制研究,即根据读者的需求或参与动机,探索

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激励机制.如阚德涛等通过问

卷调查的方式分析了读者参与阅读推广活动的动

机,并据此探讨了激励读者参与的策略[１０].陈天伦

等依据云技术环境下个性化阅读的表现形式和读者

需求,从阅读指导、协同辅导、宣传推广、环境创设和

评价奖励五个方面构建了图书馆个性化阅读激励

机制[１１].
第三个方面———以特定激励效应为中心的阅读

推广活动激励机制研究,即结合图书馆具体案例,详
细分析该激励机制的作用和价值.如周倩芬以深圳

少年儿童图书馆“快乐阅读积分计划”为例,详细阐

述了阅读积分理念的内涵、可行性和实施效果,探索

出一条针对少儿读者的积分激励机制[１２].夏立新

等借鉴英国“英超俱乐部阅读之星”(PrimierLeague
ReadingStars)项目的先进经验,从名人效应的角度

分析其对青少年的激励作用,呼吁通过名人效应来

激活全民阅读激励机制[１３].
综合已有研究可以发现,以往研究较少以图书

馆阅读推广活动为研究对象,仅少数几篇论文从图

书馆具体项目入手,探讨“积分”“名人效应”等激励

手段及其作用,缺乏对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激励机

制的整体把握.此外,大多数研究仅考察一种类型

的图书馆,缺少对高校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两种类

型图书馆的比较分析.因此,本文以３５所图书馆

“世界读书日”阅读推广活动为研究对象,利用扎根

理论,基于现象,从整体上把握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

激励机制的构成、内涵和内在联系,并结合高校图书

馆和公共图书馆的实施现状进行比较分析.

３　研究设计

３．１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扎根理论.扎根理论作为一种

质化研究方法,其基本要义是从经验资料的基础上

建立理论,即研究者在进入田野调查之前并不提出

理论假设,而是直接从调查资料中进行经验概括,提
炼出反映社会现象的概念,进而发展范畴以及范畴

之间的关联,最终提升为理论,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归

纳式研究方法[１４].
本研究收集了３５所公共图书馆和高校图书馆

在２０１８年的“世界读书日”期间开展的活动,拟从图

书馆对阅读推广活动的设计与描述中挖掘其激励手

段,并利用扎根理论,对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激励机

制的构成、内涵和内在联系进行分析.

３．２　研究程序

３．２．１　数据采集

随着“全民阅读”战略的确立,阅读推广工作已

成为各类型图书馆开展的活动中的重中之重,而“世
界读书日”则是图书馆开展阅读推广活动的最佳契

机.因此,本研究以各图书馆网站主页、微信公众号

和新浪微博官方号为信息源,搜集各图书馆２０１８年

“世界读书日”阅读推广活动,在图书馆的选择上,兼
顾图书馆类型、地理位置和知名度等因素,同时剔除

了仅开展单个活动的图书馆,最终共搜集来自３５个

图书馆的１９６个活动,其图书馆样本情况见表１.

３．２．２　研究过程

第一步,在对活动内容进行整理后,共筛选出相

关的原始数据２３３条,由研究团队的两名研究者分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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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对上述数据进行开放性编码和主轴编码,其后采

用小组讨论、多人校验的方法修正具有争议的编码

结果,形成１０个主范畴.
表１　图书馆样本情况

基本情况 样本数量/个

图书馆类型
公共图书馆 ２２

高校图书馆 １３

地理位置

华北地区 ７

华东地区 ７

华南地区 ６

华中地区 ３

西南地区 ９

西北地区 ２

港澳台地区 １

知名度
双一流大学图书馆 ８

一级公共图书馆 １６

　　第二步,引入消费行为学中的“AIDMA 模型”,
并依据图书馆工作实践对其进行适用化改造,最终

结合１０个主范畴生成核心范畴“图书馆阅读推广活

动激励机制”,建构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激励机制

模型.
第三步,分别选取１０个公共图书馆和１０个高

校图书馆进行对比分析,以了解图书馆的实施情况

与选择偏好,从中挖掘现有特征与不足,并为图书馆

阅读推广活动激励机制的构建提出相应策略.

４　基于扎根理论的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激励机制

分析

４．１　开放性编码

开放性编码是一个将收集的资料打散,赋予概

念,然后再以新的方式重新组合起来的过程[１５].通

常在开放性编码阶段,可采用逐词编码、逐句编码和

逐个事件编码的方式[１６].图书馆“阅读日”活动的

内容和其所反映的激励手段是通过句子来表现的,
因此,本研究采取逐句编码的方式,在对原始材料进

行分类和合并后,归纳出２７个范畴(A１－A２７).开

放性编码结果见表２.

表２　开放性编码结果

编码 范畴 原始资料

A１ 图书馆走出去
a２７走进江北机场候机大厅,向旅客赠送图书,号召大家放下手机,捧起书本,感受淡淡墨香.

a８７挑选一批受老年读者喜爱的精品期刊,送进省托老院.

A２ 读者权益 a２１６“支付宝”信用免押金办证.

A３ 分享交流

a４与读者就历届“文津图书奖”获奖图书开展阅读心得分享互动活动.

a１７６杭州图书馆联手馆外体验点———辉瑞文化创意有限公司,组织世界读书日专题活动,邀请骑行达人与广

大骑友进行互动交流.

A４ 图书捐赠
a１８０举行“有声课本”爱心捐赠仪式,我们请来主持人、文化名人共同发声,录制有声课本捐赠给浙江省盲人

学校的学生们,让他们与我们一起享受阅读的快乐.

A５ 关爱弱势群体

a３３牵手残疾人走进图书馆大型公益活动;向参加活动的残疾人读者发放图书、有声读物和多媒体播放器.

a１７７今年的世界读书日,杭州市图书馆事业基金会、杭州图书馆与杭州电视台西湖明珠频道共同发起“用声

音传递爱”读书日主题活动,通过全民参与录制有声读物的方式,呼吁全社会关注盲人阅读,用声音来解决盲

人阅读最后一公里的实际困难.

A６ 讲座 a１８于我馆负一楼多媒体厅开展“趣说历史,秦汉那些事儿”讲座.

A７ 竞赛竞答
a３７脑筋急转弯有奖竞答题.

a１４４“我的枕边书”百城千校大学生阅读分享创意大赛.

A８ 名人效应
a２０知名儿童作家简梅梅做客文化会客厅.

a６６«开学第一课»十年庆典暨新书首发式:撒贝宁与你相约首图.

A９ 评选评优

a４４图书馆推出以年度借阅数量为依据,分别在研究生、本科生中选出借书最多的前五名读者为“未名读者之

星”的活动.

a１２６比赛分为初赛、网络评审、决赛三个阶段,决赛阶段将评出一、二、三等奖及优秀奖,证书和奖品将在读书

月闭幕式上予以颁发.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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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码 范畴 原始资料

A１０ 手作与体验 a１９９交流节期间每周六举行木艺、植物染、活字印刷、衍纸、压花等手作创意体验活动.

A１１ 书目推荐
a５９精选９９本借阅量超低的戏剧、影视、戏曲书.

a７７揭晓“读吧! 福建”首届福建文学好书榜评选结果.

A１２ 图书义卖 a１５６图书义卖、文化用品跳蚤市场.

A１３ 现金奖励 a２３３现场秀出你的书法,临摹经典诗词句,５００元现金大奖等你拿.

A１４ 实物赠送
a１５信息检索大赛颁奖仪式,向获奖同学颁发了荣誉证书和精美奖品.

a１８８所有观众入场前,都会获得“世界安徒生插画大展”定制的礼包、内含蜡笔和纸张.

A１５ 影音欣赏
a６«摇摇晃晃的人间»«我的诗篇»«生门»«声音传奇»«最后的沙漠守望者»５部经典纪录片公益展映.

a５５剪纸协会为你展示戏剧戏曲的艺术魅力.

A１６ 游戏 a１１１“跳一跳———成语接龙”活动.

A１７ 作品征集
a９“我的阅读笔记”手写阅读笔记征集.

a１４２征集作品包括摄影、歌曲、舞蹈、器乐、舞台剧、相声、小品、书法、雕刻、文学作品等.

A１８ 推优
a１１６现场秀出你的书法,临摹经典诗词句,有机会让自己的书法作品成为图书馆的永久珍藏呢!

a１４６获奖作品将在各高校图书馆巡展.

A１９ 团体合作
a１３分组数点点、找瓢虫.

a５６抄书接力活动.

A２０ 图书传递 a４９参与图书漂流与换书大集活动,把您手头的闲置书刊送到馆.

A２１ 关爱环境 a９２少儿读者发挥想象,并亲手挥动画笔在环保购物袋上画出自己喜欢的创意绘画图案.

A２２ 固定任务 a３０阅读书籍,完成“每日签到”、阅读心得、有声朗读等任务,即可获得奖励.

A２３ 知识普及 a１８１主要内容包括无偿献血知识、政策宣传咨询.

A２４ 学习培训
a４７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参考书咨询部李静老师的“提升学术信息素养,助力资源有效发现与获取”培训.

a８４通过对精品旅游英语的推介学习,让更多的市民朋友体验英语口语学习的乐趣.

A２５ 表演 a９４“经典浸润人生,阅读启迪智慧”绘本舞台剧.

A２６ 便利阅读 a３５开展“你选书,我买单”现场荐阅活动,精选１０００余册图书供读者挑选,现场登记后即可带回家阅读.

A２７ 展览展示
a２４开设了固定展区,展示馆藏特色资源,方便读者近距离探索图书馆的“宝藏”.

a１４９顾晓光“阅读之美”摄影展.

４．２　主轴编码

主轴编码,即发现和建立概念类属之间的各种

联系,以表现资料中各个部分之间的有机关联[１７].
在整理图书馆“阅读日”活动资料的过程中,以开放

性编码的结果为基础,归纳并合并概念类属,形成主

轴编码,最终获得１０个主范畴(AA１－AA１０).主

轴编码结果见表３.
表３　主轴编码结果

编码 范畴 下属概念 内涵

AA１
社交

激励

A３ 分 享 交 流、A１９
团体合作、A２０图书

传递

为读者提供社会交往,增进

人际关系,拓展社交圈的机

会,从而满足读者与他人进

行交流的需要.

编码 范畴 下属概念 内涵

AA２
利他

激励

A４图书捐赠、A１２图

书义卖、A５关爱弱势

群体、A２１关爱环境

通过公益类活动,为读者提供

帮助他人,服务社会的机会.

AA３
物质

激励

A１３现金奖励、A１４
实物赠送

为读者提供现金、实物等物

质性报酬,以调动读者的积

极性和主动性.

AA４
荣誉

激励

A９ 评 优 评 选、A１８
推优

为读者赋予某些荣誉称号,

使读 者 受 到 关 注,获 得 认

可,得到赏识,具有成就感.

AA５
挑战

激励

A７ 竞 赛 竞 答、A１７
作品征集、A２２固定

任务

利用比赛等形式,唤起读者

求胜欲,利用读者竞争意识

激发参与兴趣.

AA６
名人

激励
A８名人效应

利用读者对名人或榜样的

钦佩和向往,以名人行动带

动读者行动.

４７

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激励机制研究/朱馨叶,张小倩,李桂华

AResearchonIncentiveMechanismofLibraryReadingActivities/ZhuXinye,ZhangXiaoqian,LiGuihua



2
0

1
9

年
第4

期

编码 范畴 下属概念 内涵

AA７
特权

激励
A２读者权益

给予读者更自由和更稀有

的 权 利,使 读 者 产 生 归

属感.

AA８
趣味

激励

A１５影音欣赏、A１６
游戏、A２５表演

提供娱乐性服务,引起读者

兴趣.

AA９
便利

激励

A１“走 出 去”、A１１
书目推荐、A２６便利

阅读

提供便利性的服务,减少读

者阅读障碍,提升读者感知

易用性.

AA１０
素养提

升激励

A６讲 座、A１０ 手 作

与体验、A２３知识普

及、A２４ 学 习 培 训、

A２７展览展示

为读者提供知识学习、技能

培训、自我成长的平台,实

现自身素质提升.

４．３　选择性编码

图书馆引导读者阅读与广告商吸引消费者购买

商品的相似性,使得将消费者行为学的 AIDMA 模

型应用于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激励机制的研究成为

可能.在选择性编码阶段,对主轴编码的结果整合

提炼,并结合原始资料,以 AIDMA模型作为理论框

架将图书馆吸引读者阅读的各个阶段以故事线的形

式梳理,得到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激励机制模型(图

１).
作为 消 费 者 行 为 学 的 成 熟 理 论 模 型 之 一,

AIDMA模型认为消费者行为包含引起注意(AttenＧ
tion)、引起兴趣(Interest)、唤起欲望(Desire)、留下

记忆(Memory)和购买行动(Action)五个阶段[１８].
为使这一模型更适用于读者阅读行为,本研究将这

一模型改造为引起注意、唤起兴趣、驱动参与和留下

记忆四个阶段,在此基础上构建出图书馆阅读推广

活动激励机制故事线,即图书馆提供便利性服务和

少许特权引起读者注意,通过名人效应和趣味活动

唤起读者兴趣,之后利用社会交往、参与挑战和帮助

他人这三种形式驱动读者参与阅读推广活动,活动

完成后读者所学到的技能知识或获得的物质及荣誉

奖励则是他们对此次阅读推广活动的记忆,且这种

记忆影响着读者的二次阅读参与.研究选取开放性

编码阶段未被采集的各图书馆５０个阅读推广活动

进行饱和度试验,并未发现新的概念和范畴出现,因
此,可以认为本次研究基本上达到了理论饱和.

４．３．１　引起注意

引起注意是图书馆通过为读者提供便利或赋予

短暂特权而使读者开始关注其举办的阅读推广活

图１　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激励机制模型

动.美国语言学家齐夫提出的最省力法则认为人总

是寻找解决问题的最省力途径,图书馆通过便利性

服务使得阅读推广活动触手可及,便是在读者付出

最小努力的原则下进行激励.图书馆已有的便利激

励手段包括以长沙图书馆在地铁站设立长沙图书馆

专区为代表的“图书馆走出去”活动,现场借阅、现场

办证等便利阅读推广活动和好书榜、热书榜、个性化

推荐书籍等书目推荐活动.特权激励侧重于强调让

读者暂时拥有特殊权利,这一类激励手段包括免除

图书逾期款、增加可借阅图书册数、延长借阅期限以

及免办证即可借阅等.

４．３．２　唤起兴趣

在读者注意到图书馆活动之后,为使其注意力

更加持久,图书馆还需进一步唤起读者的兴趣.目

前来看,图书馆在这一阶段常用的激励机制有名人

激励和趣味激励.名人激励即通过为读者提供接触

名人的机会并利用名人效应带动读者参与活动,这
一类名人通常有作家、高校名师、主播、主持人等,如
首都图书馆举办的“«开学第一课»十年庆典暨新书

首发式:撒贝宁与你相约首图”活动便是通过央视主

持人激发读者参与兴趣.当活动趣味性比较高时,
人们往往会产生较大的参与兴趣,图书馆当前与阅

读推广活动相关的趣味活动包括影片展播、音乐欣

赏、戏曲欣赏、故事表演、绘本表演、猜谜游戏、成语

接龙游戏等.

４．３．３　驱动参与

驱动参与是读者产生兴趣后参与到阅读推广活

动中,包括与他人交流、合作阅读、参与挑战性阅读

推广活动和帮助他人等形式,相应的典型活动分别

是北京大学图书馆的阅读马拉松活动(历时一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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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共读)、南京图书馆的成语故事演讲比赛、贵州

大学图书馆为农民工子弟募集图书和搭建爱心书屋

等.这一阶段通常伴随着读者阅读行为的产生,是
读者自主参与到阅读推广活动之中和直接达成图书

馆阅读推广活动目的的阶段.

４．３．４　留下记忆

读者完成阅读后所获得的物质及精神财富会给

他们留下丰富的记忆.图书馆为读者所提供的物质

财富有现金、图书、期刊、杂志和电子产品等,在此方

面比较突出的是湖南大学图书馆设立的阅读专项基

金,以奖励好读书、读好书的大学生.凭借阅读获得

荣誉是图书馆给予读者的精神奖励,这种荣誉称号

一般有“优秀读者”“借阅达人”“书香家庭”等.竞争

机制也被引入荣誉激励之中,其中较为独特的是“推
优”这一方式,例如重庆大学图书馆将部分优秀临摹

书法永久珍藏于图书馆,杭州图书馆将推荐“课剧

本”大赛的第一名参加浙江省文化厅总决赛.素养

提升激励相异于物质激励和荣誉激励的稀缺性与择

优性,更具有普惠性,凡读者参与活动即可学到一定

的技能和知识,其形式有各类型讲座、知识普及活

动、技能培训等.留下记忆是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

激励机制模型的最后一环,也是新的阅读推广活动

激励机制的前期铺垫,读者对此次阅读推广活动好

或坏的印象,都影响着读者未来是否持续参与图书

馆阅读推广活动甚至自发性阅读.

５　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激励机制特征分析

为分析国内图书馆已有阅读推广活动激励机制

的特征,本文对公共图书馆和高校图书馆进行对比

分析,最终归纳二者共通之处和选择偏好.研究综

合考虑图书馆的类型、知名度和地理位置等因素,最
终挑选了１０个公共图书馆和１０个高校图书馆.统

计指标为编码过程中的二、三级范畴,统计结果如表

４所示.牛华伟对 AIDMA 理论模型的探究中,谈
及成功的销售应源于引起消费者注意,激发消费者

兴趣,唤起消费者欲望,以及给消费者留下深刻印

象,从而促进消费者购买行为的产生[１９],其理论启

示在于,AIDMA 模型指导下的理想的图书馆阅读

系列活动也应分别涉及激励机制中的引起注意、唤
起兴趣、驱动参与和留下记忆四个阶段,且循序渐

进,但图书馆实际活动的复杂性导致无法严格按照

这四个阶段的先后顺序组织活动,特别是留下记忆

这一阶段通常直接与前三个阶段中的某一阶段联系

起来,因此本研究主要从完整度和频次这两个方面

进行考察.结合前述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激励机制

模型及表４,将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激励机制特征

总结如下:
表４　公共图书馆与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激励手段统计

图书馆名称

引起注意唤起兴趣 驱动参与 留下记忆

便利

激励

特权

激励

名人

激励

趣味

激励

社交

激励

挑战

激励

利他

激励

物质

激励

荣誉

激励

素养

提升

激励

公
共
图
书
馆

国家图书馆 × × √ √ √ √ × × × √

重庆图书馆 √ × √ √ √ × √ × × √

广州图书馆 × × × × √ √ × √ × ×

天津图书馆 × × √ × × √ √ √ × √

香港公共图书馆 √ × √ √ √ × × √ × √

东莞图书馆 × × × √ √ √ √ √ × √

南京图书馆 √ × √ √ √ √ × √ √ √

杭州图书馆 × × √ √ √ √ √ √ √ √

长沙图书馆 √ × √ × √ √ √ √ √ √

西安图书馆 √ √ × √ × × √ √ × √

高
校
图
书
馆

北京大学图书馆 √ √ √ √ √ √ × √ √ √

武汉大学图书馆 √ × × √ √ × × × √ √

西北工业大学

图书馆
× √ × × × √ × √ √ √

重庆大学图书馆 √ × √ √ √ √ × √ √ √

南京大学图书馆 √ × × √ √ × × × × √

湖南大学图书馆 × √ × × × √ × √ √ √

南开大学图书馆 √ √ √ √ √ √ √ × √ √

吉林大学图书馆 × × × × × √ × √ √ ×

华东师范大学

图书馆
√ × √ √ √ √ × √ √ √

厦门大学图书馆 √ × √ √ √ √ × √ × √

５．１　图书馆多采用综合激励形式

目前国内图书馆在阅读推广活动中综合使用了

多种激励手段,且这些激励手段完整涵盖了四个阶

段.上述图书馆中６０％的图书馆完整度较高,包括

重庆图书馆、香港公共图书馆、南京图书馆、长沙图

书馆、西安图书馆等公共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
西北工业大学图书馆、重庆大学图书馆、南京大学图

书馆、南开大学图书馆、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厦门

大学图书馆等高校图书馆.
以南京图书馆为例,南京图书馆的阅读推广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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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根据读者的年龄特点、兴趣爱好和受教育的程度,
有针对性地选取有关«史记»的书籍,精心编写内容

摘要并告知读者馆藏信息,利用个性化推荐便利读

者阅读,引起读者对此次活动的注意;活动中开设的

作家见面会、«史记»影视片赏析和系列故事讲演等,
分别利用名人效应和趣味性活动唤起读者参与兴

趣;分享交流会、连环画故事接力和读者知识竞赛利

用社交激励、挑战激励让读者参与到阅读推广活动

之中;知识竞赛中颁发的纪念品和２０１７年度优秀读

者评选以及«史记»主题讲座、展览、农耕文化学习活

动,分别利用物质激励、荣誉激励和素养提升激励,
给读者留下深刻记忆.

５．２　公共图书馆以驱动参与为主,高校图书馆以留

下记忆为主

结合表４,可以发现公共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

的激励多数集中在驱动参与阶段,其中利他激励显

著高于高校图书馆,因此本研究将公共图书馆阅读

推广活动激励机制的特征总结为驱动参与型,其更

关注阅读推广活动本身和读者的参与.同理,可将

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激励机制的特征总结为留

下记忆型,高校图书馆更重视读者阅读后的成长与

进步.
究其原因,我们认为是公共图书馆与高校图书

馆在服务职能及服务群体上的差异使得二者在激励

机制的选择上呈现了不同偏好.公共图书馆面向社

会大众服务,担负着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水平和促

进全民阅读的双重责任,因此其工作重心放在开展

多样的阅读推广活动,为不同群体的读者参与阅读

推广活动提供更多机会.以杭州图书馆为例,其开

展的“图书捐赠”“无偿献血”和“录制有声读物”等三

种不同形式的公益性活动,不仅利用“利他激励”促
使普通读者参与阅读推广活动,也保障了特殊群体

的阅读权利和平等机会.而高校图书馆作为学校的

信息资源中心和为教学、科学研究服务的学术性机

构,其服务内容、服务手段和服务方法,无一不反映

学术性[２０].因此高校图书馆更重视读者通过阅读

推广活动获得思想或技能上的提升.

５．３　图书馆阅读推广激励在“引起注意”上仍处于

初步探索阶段

公共图书馆和高校图书馆的阅读推广在引起注

意阶段的活动数量均处于四个阶段的底端,说明目

前国内图书馆对如何引起读者注意力尚处于初步探

索阶段.这一现象的出现根植于图书馆的被动式服

务思维,图书馆的服务思维长久以来固化于以图书

馆为中心,忽略自身宣传,不愿主动接近读者,被动

等待读者“上门”.新时期图书馆服务创新与转型发

展的需要使得这种现象得以改善,图书馆开始跳出

地理位置上的服务圈,主动走进学校(西南交通大学

图书馆、西安图书馆)、食堂(南京大学图书馆)、地铁

站(长沙图书馆)、机场(重庆图书馆)、托老院(海南

省图书馆)等,这些均可视为图书馆利用便利激励引

起读者注意的努力.
一些图书馆还巧妙利用读者权益来吸引读者,

例如免除逾期款、免押金办证等,但图书馆读者群体

的多样化和群体背景的复杂性导致图书馆读者管理

具有一定的挑战性,出于规范化读者管理的需要,图
书馆通过让步自身利益、扩展读者权益来吸引读者

存在一定的困难.近年来,图书馆理念的变革以及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中对“公共图书馆

应免费向社会公众提供文献信息的查询借阅等服

务”的明确规定均使得免押金、免证借阅普遍化,这
意味着读者权益的扩大,也意味着图书馆应该思考

新的特权激励手段.在这种情况下,借阅差异化管

理不失为特权激励的一种新思路,如读者信誉越高

可借阅书籍量越多或节假日可暂时增加借阅量等.

６　结论与展望

我们利用扎根理论,对２０１８年国内图书馆在“世
界读书日”期间的阅读推广活动进行总结归纳,发现

当前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的激励手段包括便利激励、
特权激励、名人激励、趣味激励、社交激励、挑战激励、
利他激励、物质激励、荣誉激励和素养提升激励１０
种,根据其内在联系结合消费者行为学中的 AIDMA
模型,可将这些激励手段整合为包括引起注意、唤起

兴趣、驱动参与和留下记忆四个阶段的阅读推广活动

激励机制理论模型.就目前图书馆工作实际而言,绝
大部分图书馆的活动完整涵盖了阅读推广活动激励

机制模型的四个阶段,但各个激励手段的取舍和应用

顺序需引起图书馆的反思.图书馆在阅读推广活动

中应采用综合激励形式,具体而言图书馆应尽可能开

展不同类型的活动,注重各类型活动内部和活动之间

的逻辑顺序,以确保活动效果.不同类型图书馆由于

其职责与服务群体的不同,激励手段的选择偏好可能

不同,图书馆应结合本馆情况构建具有馆际特色的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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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机制.对引起注意阶段激励手段的重视度不足是

国内图书馆共同面临的问题,图书馆应该善于利用便

利激励和特权激励吸引读者注意,例如图书馆应积极

走进商场、车站等社会场所;善于利用新媒介,增加图

书馆及其在各类型媒介上的曝光率和服务的可获取

率;精选读物,简化阅读前的铺垫程序,减少读者在阅

读前体力和情感消耗以让其更投入于阅读中;通过延

长借阅时间或借阅册数、免证借阅、免除逾期罚款等

形式扩展读者权益.
本研究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研究数据来源于

２０１８年各图书馆官网上对“世界读书日”活动的相

关报道,虽然网站运营维护已成为图书馆重要工作

之一,但不排除有个别图书馆并未将实际举办的活

动发布在官网,因而统计数据会与实际活动存在细

微差异.此次研究归纳出的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激

励机制模型为图书馆学术界和实际工作者评价阅读

推广活动效果、改善阅读推广活动组织方式具有较

大的理论指导意义,未来希望能进一步研究面向不

同年龄段读者的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激励机制并对

激励机制的效果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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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searchonIncentiveMechanismofLibraryReadingActivities
—Basedon“WorldBookandCopyrightDay”CasesofLibrariesinChina

ZhuXinye　ZhangXiaoqian　LiGuihua

Abstract:Inordertoimprovetheeffectofthelibrarysreadingactivities,thispaperusesgrounded
theorytoexploretheincentivemeansimplementedin“WorldBookandCopyrightDay”readingactivitiesof
librariesin２０１８,andcombstherelationshipbetweendifferentincentivemeans．Itthensumsup１０incenＧ
tivesincludingconvenienceincentives,privilegeincentives,celebrityincentives,entertainmentincentives,
socialityincentives,challengeincentives,altruismincentives,substanceincentives,honorincentives,and
literacypromotionincentives．AmodelofincentivemechanismoflibraryreadingactivitiescanbeconstrucＧ
tedundertheguideoftheAIDMAmodel,whichcontainsAttention,Interest,ParticipationandMemory．AccordＧ
ingtothestatusofreadingactivitiesindomesticlibraries,thearticlesuggeststhatlibrariesshouldadoptsyntheＧ
sizedincentives,payattentiontothelogicalorderamongthemeans,constructanincentivemechanismwithlibrary
characteristics,andattachimportancetoandexploretheincentivemeanstoattractreadersattention．

Keywords:Library;ReadingPromotion;IncentiveMechanism;WorldBookandCopyrightDay;Grounded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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