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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Lib项目及其对移动阅读时代

图书馆服务的启示
∗

□柳丽花　彭骏　张怡虹　吴梅　侯丽英

　　摘要　介绍了上海健康医学院图书馆的 OpenLib项目及其运行现状,该项目为移动阅读时

代图书馆服务提供了新方向,与传统图书馆服务相比在如下方面具有明显成效:为大学生在碎片

时间阅读提供便利优质的纸质文本,通过“纸本微阅读”的形式构建校园良性“阅读生态圈”;使图

书馆馆藏资源推送更加立体化;它以一种更加友好的方式开展诚信教育,塑造大学生诚信品质;
打造校园“微交流”空间.OpenLib运行中面临着丢书率的控制、资源高效部署、激励机制的建立

及资源利用率统计等方面的难题,但给移动阅读时代图书馆的服务带来了诸多启示:根据资源类

型、读者需求的不同,采取聚散结合的资源组织形式;空间服务可无限延伸,提供交流与分享的空

间;纸本资源的移动阅读与数字资源的移动阅读相融合;图书馆员职能多元化发展.
关键词　读者服务　纸本微阅读　资源推送　诚信教育　交流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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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阅读是人类最基本的文化活动,是知识传播、文
化教育、思想培育的基本途径[１].随着各种新型阅

读形式不断涌现,传统阅读受到猛烈冲击,移动数字

阅读成为大学生最常用的阅读方式,但以影视、游戏

和小说等休闲娱乐为主[２],且有研究表明,无论是在

理解认知方面,还是长期记忆方面,数字阅读的表现

均逊于纸质阅读[３].而另一方面,大学图书馆面临

着读者到馆率低、纸质资源利用率下降等问题,数以

百万计的优秀纸质资源等待被利用.移动阅读时

代,图书馆要突破传统服务理念,时刻关注读者需

求,调整服务模式,实现读者满意度与资源利用率的

双赢,OpenLib是上海健康医学院图书馆为提高资

源利用率而推出的一个探索性的项目.

２　OpenLib项目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上 海 健 康 医 学 院 图 书 馆 推 出

OpenLib项目,即“开放式图书馆”,图书馆部署了４
个试点,为读者提供全天候、全开放的服务,探索新

的纸质资源服务模式.

２．１　项目构建

OpenLib项目是上海健康医学院图书馆在阅读

推广大背景下,主动向大学生推送优秀作品,以减少

大学低头族,引导大学生读好书,同时缓解馆藏空间

压力、提升纸质资源利用率而打造的移动阅读空间.

由相关部门、学院与图书馆共同设计规划,部门和学

院提供场地及家具,图书馆提供图书,将传统上集中

在图书馆馆舍中的阅读活动延伸到教学区、生活区,

无论读者是否走进图书馆都能阅读到图书馆的资

源,扩大图书馆馆藏资源和服务的覆盖范围,提升资

源利用率,切合读者移动阅读需求.OpenLib提供

外借服务,同时可配置若干个座位,供读者即时阅

读、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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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项目的运行方式及特点

(１)项目运行方式

OpenLib项目的运行方式是:图书馆根据各试

点所在的地理位置及学科属性,挑选配置一定数量

的图书并不定期更新,实行全开放服务,无需任何借

还手续,读者即可在“OpenLib”中取阅图书、期刊等

文献,并可将书刊带离,取走即为借走,对于借阅数

量和借阅期限,均无硬性规定,仅以建议的形式提醒

读者“每次取阅１册,１周内归还”,读者归还图书时

可在 任 意 OpenLib 试 点 归 还,也 可 直 接 还 到 图

书馆.
(２)项目特点

①注重可接近性:OpenLib独立于图书馆馆舍

之外,为方便读者,多分布在教学楼、宿舍、办公楼等

处,在空间上与读者更加亲密.

②更加注重开放性:OpenLib无障碍的服务方

式更加开放、更加自由,同时服务对象也扩大至校园

内所有人员,包括来访者、学生家长等.

③服务主线明晰:与传统图书馆服务教学、科研

为主不同,OpenLib以服务读者碎片时间和校园文

化为主线,使学生在上下课途中、午休等碎片时间均

可在 OpenLib进行阅读;同时主动融入校园文化建

设,成为书香校园的一道靓丽风景,强化书香校园的

感染力.

２．３　项目运行现状

OpenLib项目运行１６个月后,图书馆进行了网

络问卷调查,有效问卷达 ４６０ 份,分别从读者对

OpenLib的认识、读者对 OpenLib的利用情况、读
者对 OpenLib的参与情况等方面进行了调查分析.

(１)读者对 OpenLib的整体认识

目前,OpenLib设有４个试点,分别位于行政办

公楼、公共教学楼,另有２个设在学院专属区,前后

共配有图书９７３册.
超过８０％的读者在学院楼认识了 OpenLib,约

２１％的读者在教学楼看到过 OpenLib,约１８％的读

者在行政楼看到过 OpenLib,另有约３％的读者表

示没有看到过 OpenLib(图１),这与之前“教学楼会

成为读者接触 OpenLib的最主要场所”的设想有出

入.另外,在对 OpenLib地理位置满意程度的调查

中,仅有５２％的读者表示“非常满意”和“比较满

意”.
对地理位置的调查,目的在于了解 OpenLib设

置的位置是否符合读者需求,根据调查进行位置调

整或 指 导 后 期 建 设. 而 调 查 结 果 表 明,目 前

OpenLib的地理位置不尽如人意,需要在项目后期

做出相应调整,以达到 OpenLib的效果最大化.

图１　读者了解 OpenLib的试点分布

在对 OpenLib的图书数量和更新频率的满意

度进 行 调 查 时 发 现,仅 有 ４８７％ 的 读 者 表 示 对

OpenLib的图书数量“非常满意”或“比较满意”;对

OpenLib图书的更新频率满意度则更低,仅有约

４５２％的读者表示“非常满意”或“比较满意”(图

２).
目前,OpenLib尚处于试验阶段,虽为每一个试

点精心配置了图书,但并未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
没有专人对其进行管理,配备图书的数量往往取决

于试点的空间大小和藏书能力,４个试点中配备图

书最多的是行政楼３８６册,最少的为学院１,配备图

书１７６册.４个试点的图书更新频率均为每月１
次,每次更新对藏书进行补充或更换,使各试点的藏

书量保持不变.

图２　OpenLib的图书数量与更新频率满意度

关于 OpenLib的发展前景,７６７９％的受访者

表示 OpenLib“方便了师生,应大力发展”,３７１％的

受访者认为应对 OpenLib加强管理,谨慎发展,另

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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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４８％的受访者认为 OpenLib“图书丢失严重,应
停止”(图３).

图３　对OpenLib发展前景的预测

(２)读者对 OpenLib的利用情况

调查中分别有９３１％和９２９％的读者表示在

OpenLib阅览过和借阅过图书.而受访者没有在

OpenLib借过书的原因多为 “更 习 惯 去 图 书 馆”
(４１５２％)和“不知道如何操作借阅”(２９５７％).

如前所述,OpenLib的借阅规则简单,近乎“随
意取阅”,造成约３０％的读者“不知道如何操作”的
主要原因,一方面在于宣传力度不够,另一方面,

OpenLib的借阅规则确实与传统图书馆的借阅规则

有较大差别,使读者难以置信.同时也在一定程度

上反映出高校读者具有较高的诚信度,为 OpenLib
的生存提供了较好的诚信空间.

OpenLib默认每人每次借１册图书,１周内归

还.调查显示,OpenLib无论是在读者借阅量还是

借阅期限方面,都在较为理想地运行着.
调查中,５０％的读者表示他们平均每次借阅１

册图书,且有４６１％的读者表示最多一次仅借阅１
册图书;２０２％的读者平均每次借阅２册图书,平均

每次借阅３册及以上的读者占２９８％,６２％的读者

每次借阅的图书数量多为１~２册(图４).借期方

面,２０６５％的受访者表示平均每次借阅在３天以

内,２８４８％的受访者借期平均为１周,借期平均在

４周以上的受访者占１７１７％(图５),此部分读者表

示超过 ４ 周未归还图书的原因多为“还没读完”
(６０２２％),另有３１０９％的读者表示“书已读完,但
是忘记归还”,３９１％的读者是因为“将书借给其他

人”,而导致借期超过４周.５９５％的读者表示最长

的借阅期限在１周以内.
对图书保护方面,８３９５％的读者表示自己没有

损坏过所借阅图书,１０４％的读者曾经损坏过从

OpenLib借阅的图书,另有５６％的受访者未对此

题作答.２３２％的读者表示曾经发现过 OpenLib
所陈列的图书受损(图６).

图４　读者平均每次借阅量分布

图５　图书平均借期分布

图６　读者是否损坏过图书

调查发现 OpenLib的图书存在一定程度的受

损现象,项目后期管理应注意增加应对措施,降低图

书受损率.
(３)读者对 OpenLib的参与情况

OpenLib的发展愿景之一是读者深入参与到其

运行中,如共享图书、共同管理等.而调查显示,有

６６８％的受访者表示愿意参与 OpenLib的管理工

作,如推荐图书、整理书架、更新图书、维护阅读区域

环境 等,不 愿 参 与 管 理 的 原 因 中,“没 时 间”占

５８３％.愿意在 OpenLib共享自己图书的读者占

５７３％,比不愿意共享的读者多出１７％.不愿意共

享图书的读者表示“担心遗失”的占６１８％,而担心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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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被损坏或被乱涂乱画的也分别占到了５９７％
和３３２％(图７).

图７　读者对OpenLib的参与意愿

　　调查结果表明,多数读者对 OpenLib持肯定态

度,只是图书的数量、种类、更新频率尚不能满足读

者需求,有读者建议可在各试点放置留言本,方便读

者写下需要借阅的图书,图书馆可根据留言本为各

试点配置图书.另一方面,对于 OpenLib及其借阅

规则的宣传仍需加强,同时要加强管理,进一步改善

OpenLib的诚信环境,鼓励读者共享读书、参与管

理,并为此制定相应的机制.

３　OpenLib项目的成效及其所面临的问题

３１　OpenLib项目的成效

(１)构建校园良性“阅读生态圈”
大学生的日常阅读已转变为数字阅读,校园低

头族、手机族随处可见,相对于纸本阅读的“系统性”
“精深性”,数字阅读促进了“碎”“浅”“短”“快”阅读

方式的流行[４],其浅显性、功利性、盲目性导致文化

被稀释为信息[５],同时也带来了信息泛滥、信息污

染、手机阅读成瘾等问题,打破了校园阅读生态圈中

技术与人文关系的平衡[６].此外,由于多校区分布,
图书馆在物理空间上往往与读者有一定距离,在数

字阅读盛行的当下,这段距离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影

响了读者到图书馆阅读纸本文献.

OpenLib使纸质文献“走出”图书馆,拉近了纸

本阅读与大学生的距离,使纸质文献“移动”起来,更
接近学生,为大学生在碎片化时间阅读提供便利优

质的纸质资源,通过“纸本微阅读”的形式构建校园

良性“阅读生态圈”[７].
(２)馆藏资源推送立体化

OpenLib提供的不仅仅是图书,更在于通过这

种模式构建多样化的馆藏资源推送模式.随着移动

终端的迅猛发展,图书馆阅读已逐步形成数字阅读

＋纸质阅读的服务模式,馆藏资源推送亦形成以传

统新书架或新书区展示为主,结合图书馆网站线上

推送、微信公众号微推送为辅的资源推送体系,然
而,对图书馆实体资源的了解仍需到馆,OpenLib则

将纸质图书直接推送到读者日常的学习、生活、工作

中,在为读者提供了零碎阅读空间的同时,也从一个

侧面解决了多校区图书馆面临的馆藏资源服务“最
后一公里”难题,使图书馆资源推送体系更加立

体化.
(３)塑造大学生的诚信品质

“信任”是 OpenLib设立的重要基础,但所面临

的最大障碍也是“信任”问题,即大学生的诚信问题.
学生诚信问题自古就有,高校图书馆作为教学

体系的组成部分,在大学生诚信教育中一直发挥着

重要作用,诸多图书馆学者对此进行了大量研究,如
田丽君等提出通过建立读者诚信档案、开展读者诚

信周活动等途径进行大学生诚信教育[８],付丽娟提

出成立图书馆学生管理委员会、建立图书馆读者诚

信激励机制[９],李晓君认为图书馆要与读者签订诚

信协议[１０],王晓红等提出了图书馆读者积分制[１１],
刘开琼提出了通过“三点”融合培育诚信价值观的

策略[１２].
与以往不同,OpenLib以一种更加友好的方式

开展诚信教育,以“我相信你”为切入点,通过全开放

的服务形式,培养学生的自律,对大学生的诚信品质

进行考验和塑造,在潜移默化中履行了育德树人的

教育职能,同时通过学生对 OpenLib的参与,使其

从传统的“受教育者”转变为“施教者”,成为诚信教

育的主体之一.
(４)打造校园“微交流”空间

OpenLib以服务读者碎片时间和校园文化为主

线,其设立既拉近了图书馆与读者的距离,也拉近了

学校和来访者之间的距离,同时亦为读者之间的即

时交流提供了空间.在 OpenLib,没有身份的区分,
无论是学生、老师、访客等,均可在 OpenLib驻足,
在这里,或许读者的目的并不在于阅读,开放、自由

的服务形式更有利于进行分享、交流,抑或独处、
冥思.

３２　OpenLib项目所面临的问题

(１)文献资源怎样高效地部署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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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Lib项目的目标之一是提高馆藏资源利用

率,在图书配置时需要结合项目试点所在地理位置、
往来人群、人流量、学科专业等因素,对图书类别、深
度、新旧程度、价格进行适当的调配,以期向读者推

送最为合适的图书,实现“每本书有其读者”.如,为
行政楼配置的图书以专业性较低的保健类图书为

主,兼顾经济、法律、文学等社会科学和哲学类图书;
而为学院配置的图书则以专业性较强的图书为主,
其中包含学院指定的学生必读书目及部分教学参考

书,另辅以文学、哲学等人文社科类图书.
然而,最佳效果的实现并非一朝一夕之事,需要

对项目的设计、执行进行反复检验、改进.在项目发

展的过程中,图书馆需要与试点单位定期沟通,每次

更新时可征求试点单位意见,根据对方要求配置图

书,如有的学院希望学生多读专业类图书,有的学院

则希望学生扩展知识面,等等.
(２)对丢书率如何更好地控制

虽然调查显示,OpenLib处于较好的诚信环境

中,但对丢书率及图书破损率的控制依然是面临的

最重要的难题,在每一期的图书整理、更换中都会发

现图书破损和丢失(目前,将连续２次清查中均不在

架的图书暂视为“丢失”).需要在图书配置时考虑

图书价格、复本率、稀有度等因素,尽可能减少国有

资产流失.如,外文原版图书、单价超过５０元的中

文图书、多卷书以及单复本图书不参与图书配置.
另一方面,在每一期图书更新后对丢失图书发起“送
书回家”活动,借以寻回部分遗失书籍,并形成舆论

监督力量,强化诚信教育的执行力.
(３)怎样才能有效构建激励机制

OpenLib项目的目标之一是通过一定的激励机

制达到共建共享的效果,鼓励读者在 OpenLib分享

自有纸质书刊,调查显示超过５７％的读者愿意在

OpenLib分享自己的书刊,对于分享者的激励及所

分享图书的管理需要一套完备的机制,以保障项目

的长期运行.如向分享者颁发证书、增加分享学生

的德育分数等.
(４)如何更有效地统计图书利用情况

OpenLib的图书借阅无需任何手续,方便之余

却造成数据难以采集,目前仅在每次更新时手工收

集数据,配以不定期的问卷调查,除此外尚无更加有

效的统计手段.因此,对 OpenLib利用率的统计及

如何将其纳入图书馆流通数据是值得研究的课题

之一.

４　OpenLib项目的启示

(１)资源组织可采取聚散结合的方式

移动阅读时代的图书馆服务更加灵活,资源的

组织方式更加多样化,应根据资源类型、读者需求的

不同做到聚散结合、张弛有度.与数字资源日益聚

合的管理方式不同,纸质资源的利用呈现出以图书

馆馆舍为中心的分布式布局模式(图８),可以将原

本集中在馆舍中的纸质资源推送到校园的角角落

落,将图书馆服务延伸到校园的方方面面.

图８　纸质资源分布式布局图

(２)延伸空间服务

OpenLib的尝试较好地实践了图书馆的核心理

念:交流和分享,这也是图书馆空间服务的主要内

容.空间,作为图书馆的重要资源类型,一直都被局

限于馆舍之内,移动阅读时代,图书馆在建设虚拟阅

读空间的同时,实体空间服务亦要突破传统束缚,走
出馆舍.OpenLib项目实现了图书馆实体空间的延

伸,使图书馆空间服务不再限于馆内,以“见缝插针”
的形式进入校园行政区、教学区、生活区等.

(３)将纸本移动阅读与数字移动阅读相结合

OpenLib项目的目标之一是引导大学生阅读优

秀作品、树立健康的人生观,因此,阅读内容才是项

目所关注的重点,而非形式.OpenLib为大学生提

供了移动阅读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纸质资源

的移动阅读,同时可通过在 OpenLib布局优秀数字

作品二维码的形式,使传统的数字移动阅读也可以

在 OpenLib得以实现,使实体空间与虚拟空间相

结合.
(４)图书馆员职能的多元化发展

图书馆员尤其是传统的流通馆员由纸质资源管

理者转变为资源部署专家.为实现 OpenLib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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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效部署,图书馆员除了要对资源进行深入了解

外,还需熟知每一个 OpenLib的位置、面向的学科、
藏书能力甚至读者的阅读偏好等,并对项目运行过

程中产生的数据进行挖掘和分析,以指导后期的资

源部署.

５　结论

OpenLib作为一种全新的服务模式,以全开放

的姿态面向读者,创造了优良的服务绩效,同时更是

对图书馆纸质文献服务的改革和创新.移动阅读时

代,图书馆不能再局限于保存信息知识、借出图书资

料等传统服务,而应千方百计地使资源流动起来,主
动满足需求甚至引导读者阅读,实现资源的高效

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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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penLibprojectshowsanewdirectionoflibraryservices．Therearesignificanteffectsthe
projectsuchasprovidinggoodbooksforstudentsintheirfragmenttime,instructingahealthyreadingcirＧ
clebypaperＧmircoＧreading,makingthelibraryresourcepushingsystemmultiＧdimension,developingintegＧ
rityeducationfriendly,andbuildingminiＧcommunicationspace．Atthesametime,theprojectalsofaces
someproblemssuchascontrollingtherateoflostbook,managingefficientresourcearrangement,building
MotivationSystem,countingstatisticsofbookusage．OpenLibprojectgivesnewenlightenmentonlibrary
service,setsupaaggregatingＧdisperseＧmodel,stretchesthespaceservice,compromisesthepaperＧmobile
readingandmobilereadinganddiversifiedthedevelopmentoflibrarians．

Keywords:ReaderService;PaperＧmicroＧreading;ResourcePush;Integrity Education;Communicating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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