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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的本质与发展

•  阅读的本质
•  认识世界和自身。
•  从⼴广义和历史的角度看，阅读可以说是⼈人类认识整个世界

所有符号的⾏行为，⽽而从狭义和现实的角度看，阅读更多是
指理解书写或印刷符号的能⼒力。 

•  阅读的目的
•  ⽆无论⼴广义或狭义的定义，都强调⼈人类通过视觉获取的各种

符号信息，经过⼤大脑知觉加⼯工，理解其中的意义，进⽽而实
现信息的传达，⽽而这正是阅读最本质的目的。 



•  阅读的发展
•  为了达到信息传达的目的，⼈人类的阅读⼀一直随着⽂文化与科

技的发展⽽而不断变化。
•  原始社会－农耕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 

•  阅读的鸿沟
•  阅读过去是少数⼈人的特权。
•  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获取信息的途径逐渐多样化，阅读

能⼒力的限制不再是决定狭义阅读主体的最主要因素，阅读
者自发转向从⼴广播、电视、⽹网络等提供不同感官刺激的媒
体获取信息，减少了纸本阅读的机会，在富媒体时代出⽣生
和成长的⼀一代⼈人甚⾄至可能不会意识到这⼀一变化的存在。



• 阅读载体的变化源于技术的进步
•  从阅读载体的角度来看，⼈人类不断尝试便于记录

、携带和保存的实物来作为阅读符号的承载。从
泥板、⽵竹简、贝叶、丝帛发展到纸簿，从⼿手抄书
发展到活字印刷，从纸书发展到电⼦子书。

•  每⼀一次技术进步都带来更加有利于⽂文化传承的载
体⾰革命。



• 数字阅读正在迅猛发展。
•  数字阅读所带来的理念上的开放平等颠覆了阅读

曾经必须的物化产权形态，并凭借纸本阅读难以
企及的在携带、搜索、分享和交互上的便利性逐
渐被越来越多的阅读者所接受。

•  数字阅读提⾼高了⼈人们阅读的容量和速度，也改变
着⼈人们的阅读⽅方式。 



阅读载体的替代性 

• 共存VS替代
•  很多⼈人认为纸本阅读与数字阅读因其自身特点将以互

补的形式共存下去。这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原因主要
体现为：纸本阅读在权威性、原创性、思想性、体
验感、储藏、情感传承等⽅方面具有数字阅读⽆无法替代
的特性。

• 数字阅读≠浅阅读
•  部分研究者认为数字阅读只是浅阅读、碎片化阅读的

代名词。
•  浅阅读并不⼀一定是贬义。



• 阅读现今也是⼀一种消费
•  阅读内容的权威性、原创性、思想性与阅读载体

并没有必然联系，当代⼈人类阅读已经进⼊入了休闲
时代，以阅读宽度⽽而非深度为目的的浅阅读籍由
数字载体的迅捷与共享性实现，在信息泛滥超载
的现实条件下，具有更⼤大资本压⼒力的纸本阅读与
数字阅读同样面临是否迎合阅读者休闲消费取向
的问题。



• 数字阅读VS纸本阅读
•  数字阅读并不是以不舒适和不安全作为本质特点

的阅读⽅方式，以这两点来否认其替代可能性是不
恰当的。

•  认为纸本阅读能够体现阅读的格调与历史印记的
观点，则偏离了阅读的根本目的，⽽而将纸本物化
为产权所有物或赋予纸本新的符号意义，与其最
本质的功能并⽆无直接联系。



实时移动交互形态下的数字阅读 

• 电⼦子书的代际发展
•  电⼦子书1.0是纸书的电⼦子拷贝
•  电⼦子书2.0数字化出版的书
•  电⼦子书3.0及之后的数字阅读必须跳出观念上“模拟纸

本阅读”的局限，进⽽而针对阅读的本质，利用技术实
现阅读者认知效率的提升。

• 依托实时移动交互平台，阅读者能够实时获取、
记录和组织最新的信息，这些信息并不限于⽂文字
和图片，⽽而是以实拍影像、动画影像、音乐音效
的形式呈现，结合交互时的即时反馈，为阅读者
在立体空间内构建某⼀一核⼼心信息的个性化体系。 





• 写作出版VS设计创建
•  不同媒体呈现⽅方式和设计良好的交互是数字阅读摆脱

模仿纸本阅读的合理途径，也使下⼀一代数字阅读载体
在形式上更趋近通常意义上的“软件”，⽽而不是“书本”。

•  实时更新备份与交互反馈是提升数字阅读体验效果两
⼤大基本功能的保证，也是数字阅读从模仿纸本阅读到
替代纸本阅读不可或缺的要素。

•  设计创建符合认知规律的数字阅读产品，可以使数字
阅读摆脱模仿的窠⾅臼，真正发挥数字阅读优势，使其
为⼈人类⽂文明传播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国民数字阅读调查数据解读

•  2016年4月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第⼗十三次
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数据	  

• 调查数据显示，成年国民综合阅读率直线增长、
图书阅读率平稳增长、国民纸质图书阅读量波
浪式增长、数字化阅读⽅方式接触率迅猛增长	  



64.0%：数字阅读接触率
1)	  2015年我国成年国民图书阅读率为58.4%，较2014年的
58.0%上升了0.4个百分点，数字化阅读⽅方式(⽹网络在线阅读、
⼿手机阅读、电⼦子阅读器阅读、光盘阅读、Pad阅读等)的接触
率为64.0%，较2014年的58.1%上升了5.9个百分点。



手机阅读＞网络在线阅读＞阅读器阅读 
•  60.0%的成年国民进⾏行过⼿手机阅读 较2014年的51.8%上升了8.2个百分点
•  51.3%的成年国民进⾏行过⽹网络在线阅读 较2014年的49.4%上升了1.9个百分
点;	  	  
•  8.8%的成年国民在电⼦子阅读器上阅读 较2014年的5.3%上升了3.5个百分点;	  



微信＞PAD＞光盘
•  51.9%的成年国民在2015年进⾏行过微信阅读，较2014年的34.4%上升了17.5个百分点

在⼿手机阅读接触者中，超过⼋八成的⼈人(87.4%)进⾏行过微信阅读。

•  11.3%的成年国民使用Pad(平板电脑)进⾏行数字化阅读，较2014年的9.9%上升了1.4个百
分点;	  

•  2.1%的成年国民用光盘阅读，比2014年的2.0%略有提升。	  



电⼦子书＞电⼦子报＞电⼦子刊
•  电⼦子书阅读率为26.8%，较2014年的22.3%上升了4.5个百分点
•  电⼦子报的阅读率为12.0%，较2014年的10.0%上升了2.0个百分点;	  
•  电⼦子期刊的阅读率为9.4%，较2014年的8.0%上升了1.4个百分点。



电⼦子书阅读量略有上升
•  2) 	  2015年我国国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4.58本 报纸和

期刊阅读量分别为54.76期(份)和4.91期(份)，电⼦子书阅读量为
3.26本。与2014年的3.22本相比，纸质图书和电⼦子书阅读量
略有上升，纸质报纸和期刊阅读量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新兴媒介
3)成年国民⼈人均每天⼿手机阅读时长为62.21分钟 比2014年的33.82分钟增加了28.39

分钟；	  
•  ⼈人均每天互联⽹网接触时长为54.84分钟 与2014年的54.87分钟基本持平；	  
•  ⼈人均每天微信阅读时长为22.63分钟 较2014年的14.11分钟增加了8.52分钟；	  
•  2015年⼈人均每天接触Pad(平板电脑)的时长为12.71分钟 较2014年的10.69分钟

增加了2.02分钟。
•  ⼈人均每天电⼦子阅读器阅读时长为6.82分钟 比2014年的3.79分钟增加了3.03分钟。



数字阅读用户规模已近3亿

•  目前中国数字阅读用户规模已近3
亿，九成用户年龄在16岁⾄至45岁之
间，呈现⾼高学历、中等收⼊入、普通
职员的基本特征，且男性略多于⼥女
性。	  

•  从数字化阅读⽅方式的⼈人群分布特征
来看，我国成年数字化阅读⽅方式接
触者中，18—29周岁⼈人群占到
38.6%，30—39周岁⼈人群占28.1%，
40—49周岁⼈人群占21.1%，50—59周
岁⼈人群占9.1%。可见，我国成年数
字化阅读接触者中87.9%是18—49
周岁⼈人群。



个性化阅读凸显

• 从阅读内容来看，内容题材呈现出市场越分越细的
长尾效应。都市⾔言情、⽞玄幻奇幻、⽂文学经典成为最
受用户喜爱的题材；经管励志、⽣生活社科、青春校
园、灵异科幻等11个小众题材用户数总量占比接近
50%；在晚上7时⾄至10时这个时段阅读的用户比例
超过3/4。用户的内容付费⾏行为习惯基本形成，七
成用户愿意购买喜欢的电⼦子书内容。



其他调查数据

•  据腾讯的统计数据，用户70%的微信时间是用来阅读朋
友圈和公众账号中的内容 

•  艾瑞咨询发布的《2015中国⼿手机⽹网民微信自媒体阅读
情况调研》，学习知识、获取资讯、休闲娱乐是微信
公众号用户的三个最主要的用途，占比分别为63.1%、
53.6%、50.0%。——2015中国⼿手机⽹网民微信自媒体阅读
情况调研报告 



七成⽹网民使用互联⽹网进⾏行学习

•  百度与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发布的《2015中国互联⽹网学习白皮书》
显示，2015年有近七成⽹网民使用互联⽹网进⾏行学习。        
http://tech.gmw.cn/kjcm/2015-‐12/23/content_18215811.htm

艾瑞咨询.2014年中国数字阅读用户⾏行为研究报告：

•  数字阅读用户最常阅读的内容类型为新闻资讯和⽂文学小说，两者合计占
比76.6%，报纸杂志和专业图书占比相对较小。

•  用户经常阅读的专业电⼦子图书题材中，经济管理类最受青睐。除此之外，
固定职业⼈人群较倾向于看⽣生活、教育等现实题材内容，自由职业者更愿
意看⼈人⽂文社科等内容，学⽣生更倾向于看励志成功题材内容。



5月15日国家信息中⼼心在京发布《中国信
息社会发展报告2016》

•  2016年东、中、西部地区信息社会指数分别为0.5644、0.4018、0.3852，
不同区域之间信息社会发展⽔水平差距明显，其中，中西部地区信息社会
发展速度较快，但与东部地区的绝对差距仍然在扩⼤大。	  

•  2016年全国有32个地级以上城市进⼊入信息社会，集中分布在⼴广东、浙江、
江苏、⼭山东等东部沿海地区。内蒙古自治区有4个城市进⼊入信息社会，在
中西部地区表现突出。	  

•  2016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信息社会指数平均值为0.6535，比全国平均⽔水平
⾼高44.61%，其中有9个副省级城市进⼊入信息社会。	  2016年深圳市信息社会
指数为0.8510，是唯⼀一进⼊入信息社会中级阶段的城市。全国省会城市的信
息社会指数平均值为0.5561，共有⼴广州、杭州、南京、武汉、济南、长沙
等6个省会城市进⼊入信息社会初级阶段。



解读：多屏⼀一代、⼿手机为主、微信盛⾏行

•  数字阅读是⼤大势所趋，尤其是对年轻⼈人。正崛起的00后逐渐对互联⽹网发
展产⽣生影响。00后是“多屏⼀一代”，⽣生于⽹网络时代的他们从小便习惯在PC
和智能⼿手机、平板等多屏设备间切换，对跨屏使用的需求尤为强烈。

•  在4月19日举办的2016年全国新闻出版单位数字出版⼯工作交流会上，中
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院长魏⽟玉⼭山作了题为《数字化阅读新趋势》的主题演
讲。他指出，从数字化阅读的发展趋势来看，数字化阅读⽅方式接触率尤
其是⼿手机阅读接触率连续保持⾼高速增长，以⼿手机阅读为代表的数字化阅
读⽅方式的阅读时长超过了多数传统媒介的阅读时长。但从数字化阅读内
容来看，与传统的纸质阅读相比，其数字阅读的内容质量需要提升。以
微信为典型代表的社交阅读平台，正在成为国民新的阅读趋势，是当前
数字化阅读中表现最为突出的新⽣生⼒力量。



⾼高校图书馆数字阅读的现状

1、⾼高校图书馆的数字资源投⼊入	  
2、⾼高校图书馆的数字资源类型	  
3、⾼高校图书馆的数字阅读活动	  
4、⾼高校图书馆的阅读推⼴广活动



1、⾼高校图书馆的数字资源投⼊入

•  2006-‐2014年⾼高校图书馆馆均
电⼦子资源购置费（万元）

•  2006-‐2014年⾼高校图书馆馆均
纸质⽂文献资源购置费（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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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高校电⼦子资源经费投⼊入已经超越纸本资源

•  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约为2622.8
万元（2013年约为2022.3万元）；	  

•  四川⼤大学图书馆，约为2429.8万元
（2013年约为1096万元）；	  

•  浙江⼤大学图书馆，约为1975.4万元
（2013年约为1781万元）；	  

•  中国⼈人民⼤大学，约为1899.2万元
（2013年未提交数据）；	  

•  华中科技⼤大学图书馆，约为1842.7
万元（2012年约为1934万元）。

• 电⼦子资源：前5名 • 纸质资源：前5名
•  复旦⼤大学图书馆，约为2397.6万

元（2013年约为2826万元）；	  
•  中⼭山⼤大学图书馆，约为2375.5万

元（2013年约为1635万元）；	  
•  浙江⼤大学图书馆，约为2101.8万

元（2013年约为2220万元）；	  
•  北京⼤大学图书馆，约为1954.4万

元（2013年约为1921万元）；	  
•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约为
1605.9万元（2013年未提交数据）



电⼦子资源投⼊入：总量、均值时有超越



•  购买/租用	  
•  电⼦子期刊	  
•  学位论⽂文	  
•  专题全⽂文库	  
•  电⼦子书	  

•  采集/整合	  
•  开放期刊	  
•  开放图书	  
•  ⽹网络资源	  

•  机构（专题）⽹网站	  
•  社交媒体

•  自建/共建	  
•  特⾊色数据库	  
•  机构知识库	  

•  学位论⽂文	  
•  会议论⽂文（报告）	  
•  研究成果	  
•  研究报告	  
•  课件、讲座、慕课	  
•  学者学术档案	  
•  ⼝口述史料	  
•  ……	  

•  科研数据

2、⾼高校图书馆的数字资源类型



⾼高校图书馆集团引进的数字资源类型

——来源：DRAA 《2015年高校引进资源集团采购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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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期刊数据库购买和使用情况	  
（TOP20 共48个库）



电⼦子图书数据库购买和使用情况（TOP10 共15个库）



全⽂文数据库购买和使用情况（TOP15 共17个库）



事实数据库购买和使用情况（TOP15 共20个库）



⽂文摘索引数据库购买和使用情况（TOP20 共27个库）



中⽂文资源购买
情况（“985⼯工
程”及“211⼯工
程”⾼高校图书馆
购买排名Top	  
20)



中⽂文资源购买
和使用情况
（普通本科⾼高
校图书馆购买
排名前20位）



中⽂文资源购买和
使用情况（⾼高职
⾼高专图书馆购买
排名前20位）



3、⾼高校图书馆数字阅读活动

• ⽂文本电⼦子刊（基本形成阅读习惯和依赖）	  

• ⽂文本电⼦子书（不及纸质书借阅量⼤大，尚未形成习惯）	  

• 有声书刊（渐有需求，语⾔言学习、⽂文史类更受欢迎）	  

• 多媒体电⼦子书刊（值得关注，自然科学类更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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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五年图书馆读者服务基本情况	  
——图书借阅量、⼊入馆⼈人次逐年下降，总体⾼高位

外借册次 预约册次 续借册次 ⼊入馆⼈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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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五年图书馆读者服务基本情况	  
——电⼦子资源利用持续⾛走⾼高

电⼦子资源检索频次 全⽂文下载篇次

统计项目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年 
⼊入馆⼈人次 2,284,612 2,149,345 2,336,698 2,162,878 2,084,103 

图书外借册次 697,781 614,886 591,542 529,641 482,245 
图书预约册次 36,728 27,923 31,910 49,134 31,173 
图书续借册次 395,769 386,369 394,015 359,032 334,983 

馆际互借/⽂文献传递 32,125 33,521 30,698 28,354 31,373 
⽹网上咨询 2,536 5,868 5,695 3,896 3,747 

信息素养服务 
场次 138 138 141 132 116 
⼈人次 3,598 3,598 3,569 3817 2,854 

电⼦子资源检索频次 31,366,310 68,281,297 97,770,793 119,837,217 179,883,396 

电⼦子资源全⽂文
下载篇次 16,829,590 17,902,510 17,010,131 19,196,062 27,729,438 

电⼦子教参平台 
检索次数 -‐ 3,127 10,840 16,423 30,579 
阅览页数 -‐ -‐ -‐ 62,835 117,936 

多媒体资源在线检索
与点播频次 1,031,842 1,445,313 2,008,118 1,922,086 2,083,605 

主页 
浏览页面数 18,632,896 16,465,625 3,915,678 3,792,433 4,022,734	   
访问量 3,824,300 3,726,074 2,356,077 2,306,370 2,383,805	   

储存馆外借册次 1,470 2,043 2,490 3,920 3,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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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五年图书馆读者服务基本情况	  
——电⼦子教参、多媒体资源利用创新⾼高

电⼦子教参检索频次 多媒体资源利用频次

统计项目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年 
⼊入馆⼈人次 2,284,612 2,149,345 2,336,698 2,162,878 2,084,103 

图书外借册次 697,781 614,886 591,542 529,641 482,245 
图书预约册次 36,728 27,923 31,910 49,134 31,173 
图书续借册次 395,769 386,369 394,015 359,032 334,983 

馆际互借/⽂文献传递 32,125 33,521 30,698 28,354 31,373 
⽹网上咨询 2,536 5,868 5,695 3,896 3,747 

信息素养服务 
场次 138 138 141 132 116 
⼈人次 3,598 3,598 3,569 3817 2,854 

电⼦子资源检索频次 31,366,310 68,281,297 97,770,793 119,837,217 179,883,396 

电⼦子资源全⽂文
下载篇次 16,829,590 17,902,510 17,010,131 19,196,062 27,729,438 

电⼦子教参平台 
检索次数 -‐ 3,127 10,840 16,423 30,579 
阅览页数 -‐ -‐ -‐ 62,835 117,936 

多媒体资源在线检索
与点播频次 1,031,842 1,445,313 2,008,118 1,922,086 2,083,605 

主页 
浏览页面数 18,632,896 16,465,625 3,915,678 3,792,433 4,022,734	   
访问量 3,824,300 3,726,074 2,356,077 2,306,370 2,383,805	   

储存馆外借册次 1,470 2,043 2,490 3,920 3,747 



4、⾼高校图书馆的阅读推⼴广活动

• 阅读推⼴广活动日益普及
• 活动内容和形式不断丰富
• 理论研究和实践总结成果迭出



为了深⼊入推进⾼高校图书
馆读者服务⼯工作创新，
推⼴广先进思想，促进⾼高
校图书馆在服务创新的
理念、内容、⽅方法、⼿手
段和经验等⽅方面的交流
与分享，教育部⾼高校图
⼯工委举办了全国⾼高校图
书馆服务创新案例⼤大赛
：获得⼀一等奖的作品中
有6个主题为“数字阅读
推⼴广”

2014首届全国⾼高校图书馆服务创新案例⼤大赛



2015年首届全国⾼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大赛
•  2015年10月16日，首届全国⾼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案例⼤大赛总决赛

在华中师范⼤大学举办，得到了全国⾼高校图书馆的热烈响应和⼤大
⼒力支持，⼤大赛秘书处共收集456个参赛案例，其中38个案例进⼊入

决赛。６个案例获得⼀一等奖：	  



•  四川⼤大学图书馆：光影阅动－微拍电⼦子书

•  清华⼤大学图书馆：读有故事的⼈人，阅会⾏行⾛走的书

•  上海交⼤大图书馆：鲜悦：以⼈人为书，分享智慧

2015阅读推⼴广⼤大赛⼀一等奖：



•  北京⼤大学图书馆书：读花间⼈人博雅	  
•  武汉⼤大学图书馆：拯救小布之消失的经典	  
•  天津财经⼤大学图书馆：书与剧的碰撞，你与我的思扬

2015阅读推⼴广⼤大赛⼀一等奖：



北京⼤大学世界读书日系列活动

主题：	  

•  2016	  读书是世间最美的姿态	  

•  2015	  读书最宜燕园春	  

•  2014书读花间⼈人博雅	  

•  2013	  ⼈人间四月读书天	  

活动：	  
•  北⼤大读书讲座	  
•  换书⼤大集/图书漂流	  
•  好书榜精选	  
•  未名读者之星评选	  
•  阅读摄影展	  
•  经典电影展映	  



武汉⼤大学——珞珈阅读⼴广场

• 经典赏析	  
• 阅读交流



“书香校园·∙全民阅读”	  
	  	  	  	  	  	  	  	  	  	  	  	  	  	  	  	  	  	  	  	  	  	  	  	  	  “揽阅之星 耕读之巅”

•  2016年4月13日，西安交通⼯工程学院举办数字信息资源阅读推⼴广会“书香校园
·∙全民阅读”读书月的首场活动，引导和鼓励⼤大学⽣生⾛走进图书馆、了解图书馆
、运用图书馆，指导⼤大学⽣生了解馆藏信息资源，学会利用图书馆丰富自⼰己
，提⾼高⼈人⽂文素养，提⾼高专业技能，实现⼈人⽣生梦想；同时也是为了营造积极
进取，清新⾼高雅的校园⽂文化氛围。	  

•  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为了鼓励更多的学⽣生参与阅读，图书馆特别推出“揽阅
之星 耕读之巅”系列活动。展出Top10学⽣生推荐的书目（图书馆主页、及电
⼦子电⽓气学科博客）及实体书展，并从这Top10学⽣生中邀请3位同学展开鲜
悦（Living	  Library）活动，同时图书馆学科服务⼈人员将推出相关主题讲座，
以期在面对面的互动交流过程中启迪创新，提升交⼤大⼈人的⼈人⽂文素养。	  



⾼高校图书馆数字阅读展望

《2016埃森哲技术趋势与展望》：	  

•  2016年，数字化技术变⾰革将主导各个经济领域。要适应这场
数字化冲击，企业必须从⽂文化和管理思路上做出改变。	  

•  数字化渗透到了万事万物中，也带来了⽆无处不在的、前所未
有的改变：新的技术、新的解决⽅方案、前所未有的数据量、
传统与新的系统交织….



•  2015年7月联合国召开了互联⽹网⼤大会，目标是“建设
可持续发展的知识社会”。联合国报告指出，世界
的⼤大⽅方向要往包容性、可持续的知识社会去发展。

• 《国际图联战略规划（2016-‐2021）草案》提出，
从信息和知识提供、⽂文化遗产传承、自身能⼒力构建
等⽅方面着⼒力，加强图书馆在社会中作为信息中⼼心、
教育中⼼心、研究中⼼心和⽂文化中⼼心的作用。



1、观念跟进：数字阅读势不可挡	  

2、技术跟进：移动化、社交化、智能化、仿真化提速数字阅读	  

3、资源跟进：加快建设特⾊色、有声、多媒体数字资源	  

4、融合跟进：⽹网际融合、媒介融合、馆际融合、跨屏融合	  

5、推⼴广跟进：数字阅读推⼴广需要加强	  



1、观念跟进：数字阅读势不可挡

•  “书”的概念变化了	  

•     【未来，书将变成怎样？】过去任何有封面和封底的印刷品
都被称为书，如今剩下的只是书的概念结构——围绕⼀一个主题
组织起来的⼀一套⽂文字。 未来我们需要的将是⼀一种⾼高度进化的阅
读界面以及最适合阅读的硬件相结合。还有，作者在写书的时
候就要时刻考虑到，书将在怎样的设备上被⼈人阅读。	  

•  来源：http://t.cn/zTiKi02



美国⼤大学开设第⼀一个全电⼦子图书馆 

• 佛罗里达理⼯工学院前不久开启了⼀一项新的改⾰革，用
电⼦子书代替了他们满书架上落满尘⼟土的纸质书。这
意味着那些勤勉用功的青年学者开始能够用他们的
Kindle、Nook还有他们的iPad借阅电⼦子书，⽽而所有
这些书都不再是实体书了。	  

•  来源：http://t.cn/RhypOj6



Y⼀一代、数字⼟土著占领校园

•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6年1月发布的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目前我
国的⽹网民的年龄结构以10-‐39岁为主，占整体的
75.1%	  ；职业结构：⽹网民中学⽣生群体的占比最
⾼高，为25.2%。	  

• Y⼀一代（1980年到1995年间出生的人）、数字
⼟土著占领校园，对数字阅读习以为常。



数字阅读将逐渐接替纸质阅读

•  5月14日，在中国⽂文化⽹网络传播首届⾼高峰论坛上，北京师范⼤大学新
闻传播学院和出版科学与⽂文化研究中⼼心联合发布了《中国⽹网民数
字阅读状况调查报告（2016）》，报告显示使用⼿手机端进⾏行数字
阅读的比例最⾼高，移动数字阅读异军突起，是未来数字阅读的主
要⽅方向；62.7%的受访⽹网民认为数字阅读迟早会取代纸质阅读。	  

•  未来的阅读内涵越来越宽泛，逐渐与视听、体验等融合 。	  

•  电⼦子墨⽔水技术、屏幕制造技术、移动终端⼯工艺技术等将最终模拟
并超越纸质阅读体验。



2、技术跟进：移动化、社交化、智能化、
仿真化提速数字阅读

•  移动宽带化(5G)

•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6年1月发布的第3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
况统计报告》，截⾄至2015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6.88亿，互联⽹网普及率
为50.3%。⼿手机⽹网民规模达6.20亿，⽹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人群占比提升⾄至
90.1%	  。	  

•  2015年南国书香节发布的《中国城市阅读指数研究报告》显示，⽹网民阅读
第⼀一途径是⼿手机。⼈人们获取阅读最常用的途径就是⼿手机，占比38.7%，远⾼高
于第⼆二位纸质媒介的27.3%，以及第三位的电脑(17.2%)。

•  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发布《上海市民阅读状况调查报告（2015）》。数字出
版物用⼿手机阅读的比例已连续三年居首，超过半数市民只看免费数字出版
物。



社交化阅读

•  2016年4月8日CNNIC发布的《 2015年中国社交应
用用户⾏行为研究报告》：社交应用成为⽹网民⽣生活中
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沟通交流、关注新闻热点及感
兴趣内容、获取及分享知识是⼈人们使用社交应用的
主要目的。用户对利用社交应用的⼤大流量、⾼高时长，
形成多⼊入⼝口流量导⼊入模式	  

• 微阅读⼤大⾏行其道：微信、微博、微课、微百科、微
视频、微书评	  	  	  



关注可穿戴代设备、量化自我⼯工具在阅读
领域的应用

• ⼿手环带动竞⾛走、运动，使⼈人们看到量化自我⼯工
具的威⼒力。	  

• 会不会出现“眼环”⼀一类的⼯工具来带动阅读。	  
• 或者阅读器增加量化自我功能，来带动阅读。

实时地对读多少字、多少页，来进⾏行同步和朋
友圈排⾏行。



智慧化
•  多元智能终端

•  智能终端多元化：智能家居、智能汽车、智能⼿手表、智能眼镜、、、

•  图书馆智慧化：时时可阅，处处可读，三层含义（上交⼤大 陈进）：	  
•  资料随⼿手可得，信息共享空间：是指在图书馆内的服务，即对印刷型⽂文献资料进

⾏行科学合理布局，让读者随⼿手可得。信息共享空间又有2层含义，首先是信息充满
了图书馆的物理空间，其次就是Information	  Commons。

•  咨询⽆无处不在，馆员⾛走进学科：是指图书馆的服务要延伸⾄至校园的每⼀一个角落。
这就要改变图书馆员过去那种只是坐在馆舍里面安静地借还书的状态，改变有的
馆员在门⼝口贴上“闲⼈人免进”的作风，现在图书馆要展现出⼀一种开放的姿态，馆员
要⾛走出图书馆，⾛走进学科，⾛走进院系去做服务。

•  技术支撑服务，科研推进发展：是指图书馆必须具备做好服务的实⼒力和能⼒力，即
用先进的技术来创新服务，通过科研来提升技术，增强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
实⼒力。



仿真化
•  关注虚拟现实技术的进展及其在阅读领域的应用	  
•  增强现实(AR)/虚拟现实(VR)阅读初露端倪	  

•  RFIDler: 定义RFID的读、写、仿真器的开
源软件

http://www.nxing.cn/article/
4588122.html

•  微软Win10全息眼镜	  
电⼦子调光模块的头戴式显示设备，将可以
把眼镜由增强现实模式切换成虚拟现实模
式。该技术将允许用户切换开关后锁定外
界视线，从混合增强现实的真实世界进⼊入
更加沉浸式的虚拟现实世界。	  



3、资源跟进：加快建设特⾊色、有声、多媒
体数字资源

• 建设特⾊色数据库	  
• 将购买数据库和自建数据库两者有机结合起来	  
• 建设机构数据库、数据监护平台、校园出版平

台等	  
• 打造校园学术资源⽣生态系统和数字阅读⽣生态系

统	  



发展有声数字资源	  
• 有声书发展迅速	  

•  有声读物英译为“Audio	  book”，较为权威的定义是
美国有声读物协会做出的：“⽂文字内容不少于51%，
被复制并包装成磁带、光盘或纯数字化⽂文件进⾏行销
售的录音产品。“	  

•  20世纪60年代左右在美国兴起，当时的美国盲⼈人基
⾦金会为了给战后的伤残⼠士兵、盲⼈人以及视⼒力障碍者
提供阅读资源，便将纸质图书通过播音录制下来。 	  



•  80年代以后，美国图书市场逐渐接受有声读物作为⼤大
众化商品销售，⽽而且销售额渐成⽓气候。如今在全球范
围内，有声读物发展态势最为强劲的是美国、英国、
德国，其中以美国为最。据美国2006年9月的统计结果
显示，当时的美国已有四分之⼀一以上的⼈人听过有声读
物，有声读物的销售额⾼高达8.7亿美元。 	  

•  如今在苹果商店、安卓市场可搜索到40个左右的听书
APP。



2015上海书展：⼀一晚建起听书图书馆

25平米⼤大的“耳机森林”，
却包含百万册图书，这
些书如果全部印成纸质
书并叠加起来将⾼高达
70000米，相当于7.9个
珠穆朗玛峰，或85个世
界最⾼高楼迪拜塔。



有声书的兴起

•  开车时间增长：读书之⼿手被占用，打发时间，只能靠听。	  

•  眼睛不堪重负：数码时代，可读性强的信息太多，眼睛不堪重负，需要开发耳朵的“阅
读”功能。	  

•  百科节目的副作用：百家讲坛代替传统的说书、评书	  

•  追求效率的选择：⼈人们进⼊入初中以后，为追求效率，基本上进⼊入阅⽽而不读的阶段，阅读
是个陈旧的名词，阅听代替阅读。	  

•  健身兼顾求知：听书加锻炼，进⼀一步进⼊入“听健”时代。室内阅听+户外听健=时尚的⽣生活
⽅方式	  

•  有必要加强有声资源的采购或制作	  



发展多媒体数字资源
• 返祖路线：阅——听——看——虚拟现实	  
• 不断创新的数字信息技术，突破了技术对内容

呈现的阻碍，从⽂文本到图⽂文、音视频等多媒体，
甚⾄至3D、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内容表现⼒力
越来越强。 	  

• 《自然》杂志推出多媒体版，将图片、声音、
专家解读溶于⼀一炉。



关注虚拟现实技术及其虚拟现实阅读资源

• 虚拟现实是阅读返祖现象的尽头。	  
• 随着虚拟现实视频的增多，将成为图书馆新的

采购对象。	  
• 虚拟现实眼镜成为必要设备。对科研将起到激

发作用。是替代现场观摩、观察、调研的学习
和科研的新⽅方式。



4、融合跟进：⽹网际融合、媒介融合、
馆际融合、跨屏融合

•  ⽹网际融合：与公⽹网融合、与搜索引擎融合，避免信息
孤岛。	  

•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报告，中国25周岁以
下⽹网民达2.77亿，占整体⽹网民的42.7%，占青少年总体
的79.6%。青少年⽹网民分享意愿、评论意愿、⽹网络依赖
程度和对互联⽹网的信任程度均⾼高于总体⽔水平，信任互
联⽹网信息的比例达60.1%。	  



媒介融合

• 跨越新旧媒介：通过数字化技术、按需出版技
术，实现纸质、数字自由转换。	  

• ⽹网站多媒体化	  
• 资源多媒体化	  
• 空间⽅方便使用多媒体



馆际融合
•  数字资源	  

•  图书馆联盟、资源采购联盟、机构知识库联盟等	  
•  联合服务	  

•  联合目录、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代查代检、联合问答、
参考咨询等	  



跨屏融合

• 资源的跨屏使用	  
• 平台的跨屏响应	  
• 服务的跨屏设计	  
• 宣传的跨屏传播



5、推⼴广跟进：数字阅读推⼴广需要加强

• ⼤大学图书馆员和用户有多远？	  
•  2015年9月初，美国的《图书馆杂志》和图书馆厂商
Gale合作发布了《在⼤大学图书馆的图书馆员和⼤大学教
师之间弥合分歧》的报告，报告是根据547份⼤大学教
师的问卷和499份⼤大学图书馆员的问卷编写的。观察
⼤大学教师与⼤大学图书馆员对于图书馆服务的认知的异
同。



• 差别：
•  ⼤大学教师：图书馆员所提供的重要的服务之⼀一是对他们

研究的支持，但⼤大学图书馆员的回答排名非常靠后。
   ⼤大学图书馆员认为馆藏建设是重要⼯工作，⼤大学教师对该
服务评价很低。
•  ⼤大学教师不接触图书馆员的最重要原因是没有需求

（27%），⽽而图书馆员不接触⼤大学教师最重要的原因是没
有时间（63%）。

    有98%的被采访图书馆员希望能和⼤大学教师有更好的交
流，但是只有45%的⼤大学教师表达了同样的意愿。	  

来源：http://blog.gale.com/bridging-‐the-‐libraryfaculty-‐gap/



数字阅读需要推⼴广

• 在数字环境下，图书馆更需要阅读推⼴广！
•   ﾊ对自控、自主学习能⼒力弱的学⽣生，加强引导与

训练，提升其数字阅读素养	  
• 对自控、自主学习⼒力强的学⽣生，加强传播服务，

组织推荐优秀数字读物



结语
•  数字阅读在曲折中不断前⾏行，从诞⽣生之日起即存在

争议。但技术不成熟不代表⽅方向不正确。
•  当数字阅读相关技术逐步发展，⼈人类思维也逐渐适

应了可交互数字阅读带来的从线性到⽹网状和立体的
思维与认知⽅方式上的变化，就有可能最⼤大化地依靠
相关认知负荷提⾼高信息获取与处理的效率，从⽽而真
正让数字阅读替代纸本阅读成为⼈人类获取信息传承
⽂文明的有效⼯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