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第 35卷第 12期

DOI院 10.13998/j.cnki.issn1002-1248.23-0472

全民阅读高质量发展下图书馆领读人服务价值尧
现状尧 困境与对策

范新美

（南通市海门区图书馆，南通 226100）

摘 要院 [目的 / 意义]图书馆领读人作为推进全民阅读的重要力量，发挥着阅读引领，提升文化素质，涵育阅读风尚的重要

作用，提升领读人服务能力是助力全民阅读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之一。本文围绕领读服务中的阻滞因素，研究其解决策略，

以期推动全民阅读扩大覆盖、提升品质、增强实效。[方法 / 过程]通过网络调查、文献检索等方式对 32 家图书馆领读人领读

服务项目情况进行调查研究，指出其领读服务中的问题与困境。[结果 / 结论]研究发现，领读人缺少引入评判机制，自身沉

淀不足；领读服务方式陈旧，内容同质化；忽略细分阅读本质，脱离受众异质需求；缺少社群阅读联动，无法形成资源合力

等问题。基于此，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旨为相关工作的开展提供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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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阅读已连续 9 年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袁 作为文

化强国建设的重要抓手袁 全民阅读已上升为国家战略遥
2022 年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 野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冶 的

任务[1]袁 指出全民阅读已迈入高质量发展的阶段遥 推动

全民阅读实现高质量发展袁 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袁 从 野倡导冶 到 野大力推动冶 再到当前的 野深入推

进冶 表明政府对全民阅读的重视程度尧 指导力度到达

了空前的力度袁 更坚定了推动全民阅读走深走实的信

心和决心遥 全民阅读高质量发展背景下袁 对于图书馆

等公共文化服务机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袁 一方面要求

实现公共文化机构服务的高质量曰 另一方面要求全民

阅读整体水平的高质量袁 图书馆领读人作为推进全民

阅读的一股重要力量袁 发挥着阅读引领袁 提升文化素

质袁 涵育阅读风尚的重要作用袁 在全民阅读过程中起

着 野指引冶 与 野导航冶 的作用袁 领读人掌握着整场读

书会的方向尧 内容尧 风格尧 思想以及给读者带来的阅

读价值袁 其服务能力的高低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读者阅

读质量的高低遥 因此袁 本文围绕图书馆领读人服务提

升中的阻滞因素进行分析袁 揭示当下领读人服务提升

面临的现实困境袁 并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袁 充分发挥

领读人承担阅读倡导尧 传递阅读理念尧 价值引领的社

会责任与历史使命袁 以期不断推动全民阅读扩大覆盖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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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品质尧 增强实效遥

1 全民阅读高质量发展的阐释

野十四五冶 时期袁 中国全民阅读迈入高质量发展新

阶段袁 对图书馆而言袁 推进全民阅读高质量发展需在

阅读推广服务方面下功夫袁 笔者认为全民阅读高质量

发展其核心是推动阅读推广 野培养与引领冶 野数量与

质量冶 野供给与需求冶 野制度与治理冶 之间的平衡与

融合袁 围绕解决阅读推广中存在的问题与矛盾袁 以满

足读者多层次尧 多样化的阅读需求遥 首先袁 如今受互

联网碎片化阅读尧 短视频阅读等形式冲击袁 其阅读信

息不完整袁 脱离生动内容尧 丰富情感袁 给读者的阅读

习惯与成效带来了不利影响遥 阅读推广机构在丰富阅

读资源尧 多元阅读渠道尧 改善阅读体验袁 积极培养阅

读兴趣的同时通过制定相关的策略袁 引领读者回归正

确的阅读模式与方法袁 让阅读成为人们 野自我赋能冶
的内生发展需要遥 其次袁 阅读推广已成为图书馆等文

化机构的常态业务袁 野高质量发展冶 成为引领阅读推

广的主题袁 以读者为中心的阅读推广需注重阅读数量

与阅读质量的并重遥 传统意义上袁 阅读推广发展多聚

焦于活动形式的规模扩张尧 推广主体的数量增长等袁
而全民阅读高质量发展时期要求量和质的紧密融合遥
因此袁 需在充分考虑阅读需求基础上推进资源供给数

量尧 质量的紧密结合袁 以推动阅读扩大覆盖尧 提升品

质遥 第三袁 全民阅读高质量发展应关注阅读资源供求

体系的高质量运行袁 不但要提高供给体系质量袁 还要

兼顾需求体系的质量遥 盘点高质量的阅读资源内容尧
阅读资源供给模式尧 阅读资源供给渠道等背后的 野个
性化冶 阅读需求池袁 不断调整服务模式和服务配置来

精准匹配需求点袁 提升读者的满意度遥 第四袁 专业化

的阅读推广队伍尧 完善的阅读推广机制是保障阅读推

广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支撑和体系保障袁 不断提升阅读

推广人的专业知识与技能袁 完善阅读推广机制的规范

性尧 可行性遥 充分发挥机制优势袁 推进尧 转化为推广

效能尧 推动各行业阅读推广主体更好协同遥 同时袁 在

阅读推广服务发展的重点领域尧 关键环节上积极探索袁

寻求突破遥 坚持在规范中发展尧 发展中规范袁 尤其是

在阅读推广政策先行的前提下能够拓展阅读推广相关

组织尧 机构协同治理袁 形成长效合作机制袁 共同为高

质量发展贡献力量[2]遥

2 全民阅读高质量发展下图书馆领读

人服务提升的意义

2.1 健全与完善领读体系

推动全民阅读高质量发展袁 本着有广度与深度尧
有高度与精度尧 有温度与力度的阅读理念遥 首先袁 领

读人需从自身的综合能力素养尧 服务侧内容供给规范尧
组织流程的合理设计尧 多种领读手段和渠道的融合运

用尧 领读服务方法的不断创新尧 领读品牌的打造策略

等方面持续提升袁 以读者为中心袁 提升读者满意度尧
获取度尧 忠诚度为目的的领读活动为一系列构成要素袁
形成合理的服务策略和完整的领读链条遥 这些方面的

提升要求图书馆等公共文化服务机构从顶层设计出发袁
在领读人的招募尧 选拔尧 服务尧 管理等多个方面建立

规范和标准袁 重点在服务的内容覆盖尧 服务流程尧 服

务模式上做实做细遥 其次袁 在领读人的培育和发展上

给与相关的政策支持袁 包括领读人的能力培训尧 激励

手段尧 职业发展规划等袁 构建 野精细化尧 规范化尧 体

系化冶 的发展态势袁 不断提升领读服务和壮大领读队

伍袁 对于整个领读服务体系的健全与完善有积极的推

进作用袁 促进图书馆阅读推广业务水平的实质提升遥
2.2 促进供需端动态化平衡

伴随国民阅读水平和阅读形态的不断升级袁 读者

的阅读需求产生了显著的变化袁 随着这类需求变化的

快速更新袁 服务供给侧逐渐表现出脱节的问题袁 导致

供需两端出现不平衡袁 从而产生供需两端的矛盾遥 供

给和需求是构成领读服务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袁 领读

服务能力的提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处理好供需两端的

关系遥 领读人把控好供需两个方面的变化与趋势袁 适

应新形势下读者不断变化的阅读需求袁 领读人需注重

读者需求端的管理袁 把握读者阅读的 野集中点尧 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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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尧 热门点尧 趋势点冶袁 紧扣 野需求导向尧 问题导向尧
效果导向冶 这一条主线袁 以此为基础袁 推进供给端结

构调整袁 优化领读服务配置和调整服务模式袁 来与之

匹配读者的内生需求袁 集中力量解决读者在阅读内容尧
阅读体验尧 阅读价值等方面的问题袁 增强读者对领读

服务的亲近度尧 信任度和归依感遥 通过不断优化领读

供需关系袁 促进供需端动态化平衡袁 使需求端管理和

供给端改革相辅相成尧 相得益彰袁 形成 野以需定供尧
以供促需冶 供需良性互动的格局遥
2.3 提升服务认可度与价值

图书馆是为读者提供信息知识和解决问题的服务

平台袁 如今信息大爆炸的时代袁 各类信息资源遍地开

花袁 这类信息资源的集合体袁 数量庞大尧 富含价值袁
它们高度分散的文献中尧 图书中尧 网络中袁 找到读者

所需要的尧 有价值的信息是领读人的重要任务遥 领读

人积极适应信息时代服务的变革袁 通过对各类信息资

源的挖掘尧 收集尧 梳理尧 整合各类资源中的显性及隐

性知识袁 通过自己的理解与解读袁 提炼出信息中的重

点内容袁 开展阅读分享尧 诠释内容知识尧 对读者给予

相关帮助尧 解决读者的疑惑与问题尧 达成目标遥 领读

人真正从知识服务尧 文化高度尧 思路层面等多方面做

引导袁 融入大众和主流的思想体系袁 传递正能量袁 增

长见识尧 开阔眼界袁 帮助读者实现阅读价值导向袁 使

读者对领读服务产生满意度袁 从而形成对服务依赖尧
信任的一贯建立遥 通过这类优质的领读服务能不断带

给用户阅读价值袁 不管是直接的价值还是间接的价值袁
这种行为可触发读者的好评与留存黏性袁 有利于提升

图书馆领读服务的认可度袁 让图书馆在文化知识服务

过程发挥更多尧 更大的价值遥

3 图书馆领读人服务项目活动现状

3.1 领读服务相关研究

近年来袁 随着一系列与全民阅读高质量发展的相

关政策出台袁 学者们围绕图书馆领读人阅读推广服务

创新尧 全民阅读工作的高质量发展策略以及公共图书

馆服务提升等多方面进行了探讨遥 胡清认为图书馆领

读人服务提升需抓牢读者的阅读习惯优化内容呈现尧
构建起 野深尧 浅冶 阅读共融的阅读推广模式[3]曰 石慧等

结合全媒体时代阅读的理念袁 提出导读服务创新需强

化读者的主体性和构建全媒体下的领读服务链[4]曰 刘艳

分析了目前领读模式的弊端袁 发现目前领读服务缺少

参与灵活性尧 空间有限尧 传播广度上存在不足袁 提出

领读人阅读推广中需注重内容尧 场景尧 流量三要素袁
以人为媒介构建公私流量推广矩阵尧 设定与垂直领域

打造馆员个人标签尧 塑造多元化场景实行立体阅读尧
抓牢读者的阅读习惯袁 优化内容呈现[5]曰 陈雅以新媒体

阅读推广视角从图书馆内部优势尧 外部机遇尧 存在不

足尧 外部挑战几方面分析袁 提出推广机制规范化尧 阅

读推广数字化尧 推广主体多元化尧 领读人专业化尧 评

价反馈系统化尧 推广品牌特色化[6]曰 雷勇从全民阅读视

角分析图书馆在全民阅读中的地位袁 提出公共图书馆

服务效能提升策略袁 包括文献资源结构优化尧 图书馆

空间优化尧 阅读推广活动创新优化尧 服务体系建设尧
推进跨界合作尧 新技术的利用[7]曰 等等遥 纵观前述袁 现

有研究成果对推进全民阅读高质量发展的探索仍停留

在宏观层面袁 对图书馆领读服务的具体运用和实施措

施缺乏整体性深度阐发袁 忽略多媒介时代读者异质化

需求尧 领读人自身沉淀及整个领读服务体系建设等带

来的问题与挑战遥
3.2 领读人服务现状调查

笔者通过查询官方网站尧 微信公众号尧 文献调查

等方式收集尧 整理了 32 家图书馆及文化机构开展的领

读服务项目活动情况袁 调查时间截至 2023 年 9 月 31

日遥 调查内容包括领读活动项目名称尧 领读人身份尧
领读服务内容尧 领读服务渠道尧 实施主体等遥 因调查

样本数量较多袁 为避免造成数据冗余袁 笔者从中分别

选取了省级图书馆尧 市级图书馆尧 区级图书馆尧 县级

图书馆尧 高校图书馆及文化单位的 24 家领读项目数据

作为研究样本袁 此外袁 对同一领读项目的多期开展不

做统计遥 图书馆及文化机构开展领读项目活动情况如

表 1 所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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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读项目名称 领读人身份 领读服务内容简介 服务渠道 实施主体 

ｅ海悦读·家庭领

读者 

亲子家庭 邀请亲子家庭开展阅读分享，活动通过微博直播平台进行了全

程直播，推动全民阅读深入基层 

线下、微博 湖北省图书馆 

西安最美领读人 文人、学者 每期图书分享推荐、通过微信、微博、抖音等渠道为广大市民、

读者，推荐分享馆藏图书，引领读者畅游浩瀚书海，感受传统

文化魅力 

微信、微博、

抖音 

西安图书馆 

红色经典领读人 社会人员 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深入群众、深入基层、深入人心，带领广大

读者朋友共读红色经典，传承红色基因，汇聚奋进力量，将读

书的种子遍洒津城 

线下 天津图书馆 

“阅享”领读志愿

者服务活动 

社会人员 聆听故事、开展游戏、阅览图书、分享阅读成果、形式多样的

少儿读书活动，以寓教于乐的形式倡导少儿阅读 

线下 常德市图书馆 

“交享阅”书房 

领读人活动 

馆员、社会荐

读人 

通过分享阅读体验，交流阅读感悟，带领现场读者共读图书、

共探图书价值 

线下、微博 济南市图书馆 

品味书香·悦读哈

密 

社会人员 通过弹奏、演唱、创作书法，分享名著、渊源典故，等一同感

悟阅读的魅力 

密语 APP、哈

密 e 游、哈密

市图书馆微

信公众号 

哈密市图书馆 

乐读绘本 阅读爱好者 开展线上线下的“绘本讲读”活动，通过为小朋友们读绘本、

讲故事及开展手工拓展活动，使孩子们在绘本故事的熏陶滋养

下快乐成长 

线下 枣庄市图书馆 

“建人民城、过芜

湖年”领读活动 

社会人员 讲述在芜湖过年的经历和故事，畅谈在芜湖城市建设发展中的

所见所闻，以及自己作为共建人民城市的一员的感触和愿景 

线上、线下 芜湖市图书馆 

“悦悦姐姐”领读

活动 

老师 运用多媒体等手段，在与孩子们拉近距离的同时，致力于少儿

阅读推广，帮助孩子们通过阅读描绘人生底色 

线上 苏州图书馆少儿馆 

点亮童心，“益”起

阅读 

语文教师、讲

师 

组织和孩子们基于语文教材的分享会，通过画思维导图、小型

辩论、舞台剧等，让书籍成为他们终生的“亲密朋友” 

线下 天津市滨海新区图书馆 

书润梨乡·悦读启

航 

老师、学者 以“践行党的二十大，奋进新征程”为主题，在山东渤海军区

教导旅成立旧址举办领读活动，打造阳信县全民阅读活动的特

色品牌，营造多读书、读好书的人文环境 

线上、线下 滨州市阳信县图书馆 

阅读新时代，书香

添助力 

政协委员、校

长、企业领导 

推荐经典作品和精品书籍，帮助广大读者不断提高思想境界、

审美水平和阅读修养 

线下 无锡市梁溪区图书馆 

文化阅读之旅 社会人员 以“领读人＋图书”的形式进行推广与传播，营造“百人领读、

千册阅读、万人共享”的全民阅读书香风尚 

线上、线下 天津市和平区图书馆 

喜迎“二十大”，书

香伴我行 

社会人员 通过领读人引导广大家长重视亲子阅读，教会孩子如何热爱生

活、享受生活。进一步汇聚提升“书香福安”的正能量 

线上、线下 宁德市福安市图书馆 

“安阳城市领读

人”活动 

读者、书友 一位领读人认读一本书、撰写一篇导读文章、拍摄一段导读视

频、举办一场阅读分享活动。读书让生活更多彩，阅读让安阳

更温暖 

线下 安阳市图书馆 

领读人计划 教授、学者 围绕历史、人物、文化、教育等方面开展领读服务，打造的一

项品牌阅读分享活动，旨在鼓励读者进行系统性、有深度的阅

读 

线上、线下 中国科学院大学图书馆、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

心、北京市怀柔区图书馆 

 

表 1 图书馆及文化机构开展领读项目活动情况

Table 1 Map of library and cultural institutions carrying out reading leader project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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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发现袁 ①领读人身份遥 通过整理发现领读人

的身份纷繁复杂尧 形态各异袁 有馆员尧 教师尧 学者尧
大学生尧 公司职员尧 社会人员等袁 这些人员来自社会

多个行业袁 其阅读素养和服务能力各有差异袁 作为图

书馆领读人其领读成效难免不均遥 ②领读主题及内容遥
图书馆领读服务开展的主题较为丰富袁 常见主题有儿

童类尧 党史类尧 红色文化类尧 区域文化类等袁 但多数

图书馆领读内容尧 形式同质化袁 主题的新颖性尧 创新

性有待提高遥 ③领读方式遥 一些图书馆领读项目的服

务方式还驻足于图书推荐尧 线下讲座尧 阅读沙龙尧 现

场共读尧 线下辩论会等传统的服务方式袁 尽管有些图

书馆开展了基于线上线下的领读模式袁 但缺少在互联

网多媒介渠道的融合式模式袁 以及领读场景的打造尧
领读形式的多元运用遥 ④领读渠道遥 线下渠道还是图

书馆领读人的主要渠道袁 此外线上的服务渠道多数为

野三徽一端冶袁 少数图书馆基于自己的图书馆 APP 应用

开展服务遥
从调查样本的数据来看袁 目前图书馆领读服务主

要集中在几个问题院 领读主题虽较广袁 但是缺少细分

场景尧 阅读标签尧 内容 IP 等曰 领读方式陈旧袁 没有贴

合读者的异质化的阅读需求曰 阅读渠道的运用较为单

一袁 忽视了互联网时代多场景尧 多媒介融合运用的阅

读体验曰 同时领读人的自身能力沉淀尧 阅读素养及领

读能力没有评判标准袁 缺少相关的准入机制和服务策

略的具体运用袁 此外领读人尧 领读项目呈 野单打独斗冶
的局面袁 没能形成领读资源尧 项目的协作袁 把领读项

目资源价值最大化遥 这类问题的存在给领读服务的提

升造成了 野壁垒冶袁 对全民阅读高质量发展的进程造成

了一定程度的阻碍遥

表 1 渊续冤
Table 1 (Continuous)

领读项目名称 领读人身份 领读服务内容简介 服务渠道 实施主体 

《南京长江大

桥·亲历亲见亲闻

实录》 

老师、教授 围绕《南京长江大桥：亲历·亲见·亲闻实录》展开活动，包

括线上专家导读、线下实地寻访、线下专家讲座 3 部分 

线上、线下 东南大学图书馆 

学党史、沐书香，

做红色领读人 

在校大学生 围绕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讲述一个个红色故事，引导广大

学生学习党史，做到知史爱党、知史爱国 

线下 延边大学图书馆 

红色经典领读人进

校园 

党史研究者 以沈阳的“红色原点”为主题，讲述沈阳的革命前辈坚定共产

主义信仰，创造的红色传奇，传承红色基因 

线下 沈阳师范大学图书馆 

商贸“领读人”用

声音传递阅读力量 

学生 以推荐书籍、阅读分享、名句共读、互动研讨等方式，向读者

全面展示“我与书籍”的故事，持续推动书香校园文化建设 

线下 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图

书馆 

青衿领读·同心同

阅 

 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利用朗读、话剧、PPT 展演等多形

式向全校师生推荐优秀书籍，注重阅读带来的心灵感受和精神

思索，营造良好读书风气 

线上、线下 邵阳学院 

“相约两小时”领

读活动 

辅导员、讲

师、学者 

通过领读活动营造书香东林浓厚的读书氛围，为广大师生搭建

读书交流的平台，培养师生爱读书、勤读书、善读书、读好书

的良好习惯 

线下 东北林业大学图书馆 

“品读南山·我是

南山领读人” 

学生、公司职

员、馆员、市

民群众 

组织分享交流会，激发南山区城区阅读活力，致力于讲好“南

山阅读故事”，强化阅读引领，助力谱写南山区高质量发展新

篇章 

线上、线下 深圳市南山区委宣传部 

“共读共富”全城

领读接力活动 

作家、教授 邀请作家与嘉宾，围绕江南文化传承与创新、时代发展先进经

验及成果，揭示其所著书籍创作背景及内涵，通过共读以及知

行之旅情景阅读的方式 

线上、线下 苏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DOI院 10.13998/j.cnki.issn1002-1248.23-0472

农业图书情报学报

64



2023年第 35卷第 12期

4 全民阅读高质量发展下图书馆领读

人服务提升困境

4.1 缺少准入机制袁 领读人自身沉淀不足

领读人在全民阅读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袁 对公

众阅读习惯的形成起到表率作用袁 领读人需有足够多

的知识积累和清晰的思想理念袁 善于把书中的知识点

与精华总结归纳袁 这些都要求领读人自身具备深厚的

阅历与沉淀遥 然而袁 当前图书馆领读人的角色往往是

通过选取图书馆馆员充当袁 或通过招募尧 聘用和邀请

在校大学生尧 阅读爱好者尧 文化工作者等充当公益领

读人袁 亦或是成立阅读会等形式开展服务遥 此外袁 从

一些图书馆发布的领读人招募信息要求上看袁 多数仅

聚焦在 野热爱分享尧 乐于交流尧 善于表达冶 等基础能

力方面要求袁 而对于其 野人格特征尧 思想意识尧 知识

体系尧 能力素养冶 等深层次方面缺乏综合评估与考核袁
导致其在信息知识供给服务方面受到限制袁 这也是造

成领读人服务能力较低的重要原因遥 领读人准入条件

不足袁 缺少相关的准入机制袁 导致领读人在自身沉淀尧
综合能力方面参差不齐袁 服务水平自然千差万别遥 领

读行业相关准入机制与行业准则的缺乏袁 给领读人服

务环境形成了 野隐形壁垒冶袁 给领读人服务持续尧 高效

发展带来不利因素遥
4.2 领读服务模式陈旧袁 缺乏多媒介融合运用

全媒体时代袁 读者的阅读形式和阅读习惯发生了

显著变化[4]袁 网络阅读尧 移动阅读尧 有声阅读等新的阅

读形式层出不穷袁 多媒介阅读逐渐成为当前阅读主流遥
当前袁 由于图书馆领读人身份袁 信息素养以及相关领

读培训缺乏的影响袁 对当前多媒介的领读服务认知有

限袁 致使当前多数领读人仍停留在到馆服务尧 馆内服

务和单纯的网上引流等传统媒介服务模式遥 首先袁 一

些图书馆领读服务还驻足于线下袁 表现为基于馆内的

书单推荐尧 内容讲解尧 撰写书评尧 公益讲座等 野单一

化冶 野平面化冶 的方式袁 刻板死守遥 其次袁 服务媒介

运用单一袁 缺乏多媒介下领读人以网络信息知识搜集尧

加工尧 分析尧 储备和传递为主要路径的职责与能力袁
忽略了互联网多媒介多元性尧 交互性尧 高效性等传播

特点袁 表现为领读人还留存在 野三徽一端冶 的宣传概

念上袁 缺少 野短视频导读尧 长视频导读尧 听书 APP 导

读尧 问答社区导读尧 社群平台导读冶 等多媒介平台的

融合运用袁 没能形成互联网信息大潮下既可 野走出去冶
又可 野引进来冶 的互联网信息服务融合的 野立体化冶
服务模式遥 此外袁 领读服务不具针对性袁 领读活动没

有摸清读者的诉求和欲望袁 表现为领读人缺乏对读者

群体尧 阅读偏好尧 行为习惯尧 心理特征等方面的调研

分析袁 内容供给侧不贴合读者需求袁 致使读者的粘性

和忠诚度不强遥 服务模式陈旧尧 服务媒介渠道单一尧
服务不具针对性袁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图书馆信息知识

服务的发挥袁 冲击了读者对图书馆服务的认可度遥
4.3 忽略细分阅读本质袁 脱离受众异质化需求

任何形式的阅读推广活动都要有其目标客户和受

众市场袁 细分阅读服务的本质是细分读者尧 读物袁 了

解不同人群的阅读需求袁 寻找不同读物的内容特点与

思想袁 并提供有针对性的阅读服务袁 细分阅读有利于

实现阅读服务的均等化与高效化遥 长期以来袁 图书馆

领读人受 野领读频率尧 领读人数冶 等官方 野指标数据冶
的影响袁 过度的数据量化袁 限制了其服务目标群体的

细分思考袁 忽略了受众细分阅读的本质袁 缺少细分阅

读的相关服务策略袁 受众异质化带来的多层次特征和

对阅读的差异需求考虑不周袁 与新时代阅读推广尧 阅

读指导尧 阅读咨询服务层面尧 资源层面的实际问题需

求脱节袁 导致阅读推广活动的针对性尧 匹配性尧 贴合

性不佳遥 表现为领读人仅重点关注某些群体尧 或某些

内容尧 或某些资源的阅读袁 没有系统考虑这些群体的

年龄大小尧 阅读偏好尧 心理特征尧 互动关系等因素袁
以及系统整个阅读群体尧 阅读内容尧 阅读环境的各方

渗透与联系袁 以这种 野粗线条冶 的形式开展阅读服务遥
这类 野同质化冶 的阅读只会逐步被市场淘汰袁 无差异

的阅读推广往往导致领读成效不佳袁 甚至出现抵抗式

阅读袁 致使社群受众的阅读忠诚度会大幅度降低袁 而

领读人服务也会出现 野孤芳自赏冶 的病态发展袁 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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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上阻碍了领读服务高效发展的进程遥
4.4 缺少社群阅读联动袁 无法形成资源合力

从媒介与信息的视角来看袁 网络社群是在全媒体

背景下袁 读者与读者之间从信息知识连接到情感共振

的结果袁 他们根据自己的文化偏好进入不同的社群袁
在社群链路中完成寻找尧 获取尧 阅读尧 评论及互动的

完整过程遥 当前领读人在服务开展中会以媒介为单位

组建社群袁 在网络空间中这些性情相投尧 志同道合的

读者间彼此聚合一起袁 本应有明显的同质性和紧密的

互动性袁 但由于大部分领读人对媒介化阅读认知上存

在局限性袁 导致其缺乏对社群阅读服务内容与功能的

理解袁 无法充分认识到社群阅读服务给读者带来的价

值遥 表现为缺乏对社群管理尧 引导及社交联动袁 更多

的是组建社群后袁 以 野收集信息尧 布置任务尧 完成打

卡尧 发布公告冶 等常规的操作为主袁 没形成对社群内

部的联动利用及各媒介社群间的联动袁 包括抛出话题袁
开展内容讨论尧 分享阅读感想尧 畅谈阅读过程尧 体系

知识共创尧 探讨各自阅读遇到的问题和解决方法等袁
社群阅读逐渐步入沉寂的困局袁 从而降低了社群文化

层面的情感共振及阅读价值的认同遥 此外袁 领读人社

群之间尧 领读项目之间的资源共享尧 信息交流尧 组织

协作也没能形成联动袁 表现为领读人领读服务只关注

自己的业务袁 缺少领读项目之间的合作共享尧 借鉴交

流的意识袁 呈现 野单打独立冶 的局面袁 不能将行业资

源集中化尧 有效化尧 最大化利用袁 领读服务资源无法

形成合力遥

5 全民阅读高质量发展下图书馆领读

人服务提升策略

5.1 建立领读人准入制度袁 完善领读规范与

策略

建立领读人准入制度袁 明确对引入领读人的评判袁
有助于领读人专业尧 系统尧 长效地开展阅读服务活动曰
完善领读服务规范袁 可全面打破领读人因众多差异导

致的领读节奏偏差与阅读成效差异遥 具体措施可从以

下 4 方面考虑院 ①领读人招聘尧 招募时可采取多维度

考评机制袁 如人格特征尧 思想意识尧 知识体系尧 能力

素养尧 践行能力等袁 通过设定各方权重袁 设置 野笔试

+ 面试 + 试讲冶 的流程模式袁 采取打分制袁 考核其综

合素养曰 ②通过考核袁 对于不同层次的领读人在服务

范畴尧 服务受众尧 服务平台尧 服务目标等方面定制化尧
差异化袁 充分发挥其领读强项袁 提供更加精细化的服

务支持曰 ③制定相关领读服务策略袁 如领读服务中内

容供给的规范尧 服务流程结构的制定尧 领读模式与渠

道的选取袁 明确与规范每一环节相关服务品质的标准袁
确保服务水准和质量的一致性曰 ④明确和执行领读人

的帮扶计划袁 同行结对袁 师友辅导袁 具体落实传帮带

的执行和操作袁 全面对接外部学习型这类组织袁 同时

邀请大学教授尧 金牌导师尧 文人学者等对领读人开展

基于情感尧 沟通尧 运营等能力方面的培训袁 不断提升

领读人自身的能力沉淀袁 加强其领读交付能力遥
5.2 构建领读人项目资源库袁 打造领读服务

野智库冶

随着领读服务的深入开展袁 社会各界领读人士都

参与到阅读推广服务中袁 其服务形式尧 内容尧 渠道越

来越多样袁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实践案例遥 ①借助大

数据平台尧 区块链尧 云计算等前沿技术袁 通过收集整

理各类领读案例袁 归纳分类领读资源和材料袁 梳理分

析实践案例袁 本着开放共享的理念袁 构建领读人项目

资源库遥 ②资源库具有情景性的汇总尧 知识的重组和

服务的创新袁 通过开放共享资源库信息能促进领读人

之间尧 组织主体之间尧 区域合作之间的资源整合和多

元化合作曰 另一方面袁 有助于领读策划者对项目资源

开展分析袁 了解不同受众读者的推广模式尧 资源尧 路

径和渠道等[8]袁 提高领读贴合度遥 ③通过对案例数据尧
特征的全局分析袁 帮助全民阅读决策者更加完整尧 系

统地掌握国内或区域的领读服务工作状况遥 ④借助大

数据技术的汇聚尧 溯源为研究者发现领读推广工作的

发展规律和事实演变袁 给理论研究提供支持遥 通过共

建共享领读项目资源库的形式袁 形成领读人信息交流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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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尧 查询的桥梁平台袁 加强领读人内容供给尧 活动

服务模式的交流借鉴袁 把领读项目资源价值最大化利

用袁 打造领读服务 野智库冶袁 促进领读推广工作的互动

合作袁 努力推进高质量全民阅读新格局遥
5.3 开展社群阅读联动袁 形成读者资源成效

合力

社群阅读联动是开展社群传播中有效合力的推进

方式袁 是网络阅读行为中重要的一环袁 主要体现为认

知盈余下的生产革命尧 聚合与分化中的混合式文本尧
内容与关系驱动的共享式阅读袁 以及多终端尧 跨平台

的融合场景[9]遥 信息化阅读时代袁 阅读活动从传统的低

频讲演模式逐渐过渡到线上线下联动的社群化阅读模

式[10]袁 读者之间逐渐形成了 野以书会友冶 的趣缘关系袁
组成一个个基于以 野关系 + 情感冶 为纽带的社群遥 领

读人以读书分享的形式袁 把读者聚在一起袁 借助社群

平台袁 互相促进尧 共同探讨尧 互帮互补尧 共同提升的

一种新的学习形式袁 在社群中袁 领读人需引出话题袁
读者们可以讨论阅读话题袁 分享阅读体会袁 解答阅读

疑问等[11]遥 同时袁 社群的社交属性有利于阅读习惯的

相互影响袁 领读人可利用这些有利因素袁 带动社群阅

读联动频率的提升袁 如院 ①管理员每天早上 6:00 早安

问候袁 发布 10 分钟左右的阅读方法学习音频和配套的

视觉化图片曰 ②邀请阅读大咖和优秀学员在每周末固

定时段分享阅读方法曰 ③设定学员每天坚持打卡输出

感悟或摘读金句袁 进行积分曰 ④推行阅读积分制度袁
每周对积分排名前列的读者进行赠书奖励等激励遥 让

社群读者形成共读尧 分享尧 共创的阅读联动效应袁 在

知识上形成各方交流尧 思想上形成交互碰撞袁 真正体

现一个全面的 野交互性冶 社群联动阅读特征袁 提升信

息传递时效袁 并推动信息的跨域传播袁 在多方位互动

的影响下袁 加深聚类读者对知识的认知袁 形成认知盈

余下资源成效合力遥
5.4 注重分级阅读服务袁 精准匹配读者内生

需求

分级阅读服务是推动全民阅读高质量发展的有效

方法之一袁 分级阅读是基于不同年龄段读者的智力和

身心发育程度袁 通过深入分析他们阅读水平的差异袁
提出科学尧 合理的读书方案袁 由浅入深尧 循序渐进地

提供有针对性的尧 难度适宜的分级读物袁 使读者在每

一个阶段都可以得到相应的读物袁 精准匹配其内生需

求袁 提升阅读成效遥 首先袁 服务过程中领读人选择适

合他们自身特点的学习内容和学习方式袁 需综合考虑

契合其心理承受程度尧 智力尧 领悟力等方面袁 进行有

针对性地开展领读服务袁 才能有效激发读者对阅读的

兴趣袁 注重连接每一个群体背后的真实受众需求袁 使

得他们读有所得遥 如国外为准确推荐书籍做了分级阅

读的概念袁 北美常用的分级阅读体系主要有 Guided

Reading Level 渊GRL冤尧 Developmental Reading Assess-

ment 渊DRA冤尧 Lexile 等袁 国内有的学校尧 图书馆也有

自己设计的一套分级阅读体系袁 但是无论采用何种分

级体系袁 其精准推荐的本质是不变的 [12]遥 其次袁 笔者

认为精准推荐书籍可以参考分级的概念指导进行做更

深层次的细分袁 如根据读者的 野大小年龄段尧 兴趣爱

好层尧 专业方向类冶 三大方面划界袁 采取 野分级分众尧
分层分类尧 分时分地冶 的阅读方式袁 逐层渗透袁 逐点

细化袁 根据不同方向为其选择推荐与之精准匹配的书

籍袁 找 野准冶 读者需求点袁 才能有的放矢袁 解决读者

的痛点袁 能起到事半功倍的阅读成效遥
5.5 树立优质内容 IP袁 打造领读服务品牌力

伴随领读服务内容的不断丰富袁 穿越内容红海袁
树立具备明确的个体识别和价值主张的 IP 内容袁 是领

读服务进入公众视野突出重围的关键遥 首先袁 IP 内容

的生产要求领读人对作品内容深度理解的基础上袁 进

行提炼尧 改编尧 深层次开发袁 并把自己创意方向加入

其中袁 打造其阅读品牌遥 这些 IP 内容有着自己内容壁

垒和形式壁垒袁 不会被轻易抄袭尧 夺取袁 在内容生产

上需要坚持个体识别性尧 注重情节完整性尧 提升创意

特征等袁 以此引发社群读者的共鸣遥 其次袁 服务中的

形态可根据不同层次类别进行灵活地调整袁 偏好类尧
标签类尧 场景类等袁 这类 IP 化内容具有很高的识别

度袁 如财经作家吴晓波在爱奇艺上开设的财经脱口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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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目 叶吴晓波频道曳袁 内容创作注重专业性和延展性袁
强调观点独特尧 见解深刻的内容袁 并保持内容与社群

受众需求的一致性袁 树立自己的 IP 特征袁 截至 2020

年 10 月吴晓波频道已经上线几十期节目袁 粉丝量高达

400 多万袁 总播放量突破 9 000 万袁 逼近 1 亿大关袁 稳

坐国内财经视频节目的头把交椅[13]遥 此类优质的品牌

IP 内容显示出极强的用户特性袁 具有强大的用户粘性

和传播势能袁 通过定期发布袁 坚持内容运营方向袁 保

持每一期与 IP 化目标一致袁 不断强化读者和观众对它

的印象和认知袁 打造阅读服务品牌效应遥
5.6 精准溯源阅读画像袁 优化内容侧呈现

大数据时代袁 数据已渗透到每个行业中袁 面对庞

大繁杂的阅读数据袁 溯源阅读画像能为领读人优化服

务侧内容提供数据支撑遥 首先袁 阅读画像面向的角度

多样袁 可从虚拟的视角尧 目标导向的视角尧 角色的视

角及参与的视角等对画像进行区分袁 阅读画像不仅要

描绘目标群体的使用场景和使用行为袁 而且要刻画典

型用户的心理特征和社交特征 [14]遥 其次袁 借助类聚平

台可分析读者的性别尧 年龄尧 用户地区尧 阅读途径尧
流量来源尧 阅读时长尧 活跃时间等基本特征袁 还可以

挖掘读者群体的阅读场景尧 阅读行为袁 刻画典型读者

的阅读偏好尧 心理特征尧 互动关系等社交特征袁 将这

些数据通过专业数据平台整理和分析袁 能客观地尧 精

准地尧 全方位地反映读者的性格习惯以及行为特征遥
如利用网易的有数大数据分析平台尧 GeekData 大数据

用户行为分析平台等袁 借助这类大数据尧 AI 人工智能

等分析平台袁 有利于领读人持续的尧 有针对性地推进

服务改革袁 促使领读服务与读者需求的贴合袁 助力领

读人不断优化内容的呈现遥
5.7 利用意见领袖袁 扩大传播影响力

意见领袖又称舆论领袖袁 是在某个方面有出色的

文化资本尧 广泛的人际关系与超强的人格魅力遥 意见

领袖有一套相对完整的价值观袁 能经常在较多话题上

提出令人拍案叫绝的犀利意见袁 他们精通时事尧 足智

多谋袁 言论举止具有强烈的影响力和号召力袁 可以左

右读者的思路与情绪遥 首先袁 领读服务过程中袁 可以

借助他们在某个领域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巨大的影响力

传播大众袁 意见领袖在阅读服务中擅长和读者紧密融

合尧 打成一片袁 与社群粉丝互动袁 用活跃的思维影响

着同处一个社群的读者遥 其次袁 在对领袖的讨论研究

中我们发现袁 他们的意见至关重要袁 读者往往会跟随

领袖的意见或者建议袁 其有效性与群体的思想保持一

致遥 如网易蜗牛读书的领读人活动邀请了一批名人尧
作家尧 教授等袁 有周鸿祎尧 华杉尧 梁鸿尧 采铜尧 简叔

等袁 通过这类具有影响力的个体袁 用户认可度尧 信任

度往往是稳定的袁 在阅读的效果上立竿见影遥 网易蜗

牛读书从上线短短一年的时间袁 就积累了超 600 万粉

丝袁 读者在平台书籍在读率高达 97.5%[15]袁 迅速在移动

阅读领域占领了一席之地遥 在领读服务实施中需利用

好这类的方法袁 寻找在行业有较高知名度或受大众关

注的人物袁 邀请扮演意见领袖角色袁 借助他们号召力尧
凝聚力给读者指明阅读方向袁 在阅读推广中形成灯塔

式的存在袁 从而扩大传播影响力遥

6 结 语

全民阅读持续高效开展袁 给领读人提供了广阔的

施展舞台袁 提升领读人自身沉淀袁 激活领读人的积极

性尧 创造性袁 加速全民阅读高质量的进程遥 图书馆等

文化机构需不断从领读政策尧 领读体系尧 领读模式等

方面进一步提升完善袁 从顶层设计优化领读服务袁 完

善领读策略袁 同时在阅读推广中需鼓励与互联网新兴

媒介紧密结合尧 汇聚融合袁 形成信息传输通道多元化

的模式袁 以满足信息化时代读者多元化尧 多渠道的阅读

需求袁 打造阅读服务不断升级袁 持续推进全民阅读高质

量发展袁 对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具有重要意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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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pose/Significance] The report of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roposed the task of

"deepening the activities of reading for all", pointing out that reading for all has entered a stage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s an

important force to promote reading for all, library reader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reading, improving cultural quality, and

cultivating reading fashion. Improving the delivery ability and quality of reading services will be conducive to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eading for all, help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eading for all to deepen and consolidate the

cultural foundation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This article aims to study the direction and strategies for improving reading

services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and dimensions and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eading promotion. [Method/Process] This article elaborates on the core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eading for all,

and analyzes the significance and value of improving library reader services. At the same time, a survey was conducted through online

surveys, literature searches, and other methods to investigate the status of reading leader services provided by 32 libraries and cultural

institutions nationwide. Based on the survey results, research was conducted on the current status of the reading leader services, with a

focus on the obstacl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ervices, as well as issues such as a lack of coordination and sufficiency. The problems

and difficulties in the services were pointed out. [Results/Conclusions] Current reading leaders lack the introduction of evaluation

mechanisms and their own accumulation is insufficient. The reading service method is outdated and the content is homogeneous. The

service neglects the essence of segmented reading and deviates from the heterogeneous needs of the audience. There is a lack of

community reading linkage and inability to form resource synergy.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several solutions are proposed: establishing

a system for reading leaders, improving reading standards and strategies, building a resource library for reading leader projects, creating

a "think tank" for reading services, carrying out community reading linkage, building a synergy of reader resources, emphasizing graded

reading services, accurately matching the internal needs of readers, establishing high-quality content IPs, building a brand power for

reading services, accurately tracing reading portraits, and optimizing content side presentation and utilizing opinion leaders to expand

communication influence. Undoubtedly, there are still issues with incomplete case studies in this article, and more in-depth research and

analysis will be conducted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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