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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交通大学 2019 年度阅读分析报告 

 

前言 

最是书香能致远，腹有诗书气自华。为了能全面认知读者的阅读

偏好，正确引导读者的阅读习惯，努力培养读者的阅读能力，进一步

浓厚“多读书、读好书、好读书”的风气，图书馆利用大数据信息，

深度挖掘读者的阅读数据，聚类分析读者的阅读行为，在 2020年即将

到来之际，我校第二份阅读报告正式发布。 

 阅读报告由“基本情况”“跑馆数据”“借阅数据”“借阅之最”

“数据库使用数据”“移动阅读”“文献服务”“原因分析”“2020

年工作思路”九部分组成。报告详细统计了读者利用图书馆物理空间

和网络主页等情况；通过数据挖掘聚类统计图书馆不同载体的文献资

源利用情况；统计分析各种类型读者纸本资源借阅情况；展示了读者

借书总量排行前十的年度借书总量以及热门外借书排行等，并简单分

析了 2019年一改多年总借还书量下行趋势，出现阅读回暖可喜现象的

原因。 

 2019年，校党委通过开展“花椒人 10种必读书目”和“每学期

12 本荐读书目”活动，在图书馆增设阅读推广部,为阅读推广工作向

纵深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2019年，图书馆开展了第九届校园读书月系列活动，在毕业季和

迎新季等时间节点，也开展了丰富多彩的阅读推广活动，全力推进全

民阅读，广大师生积极响应，取得了显著成效。 

2019年新增纸质图书 25472种 33040册，生均增长约 1.41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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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普通高等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指标要求的生均年进书量 3册相差 1.59

册；馆藏中文纸本图书总量达到 228.22万册。 

2019年全年共有 11552名活跃读者参与借阅，较 2018 年 9968名

增加了 1584 名，同比涨幅 15.89%；活跃读者共借阅纸质图书 105393

册，较 2018 年的 70162 册增加了 35231 册，同比涨幅 50.21%；归还

图书 88321册，总借还书量达到 193714册，较 2018年 130707册增加

了 63007册，同比涨幅 48.20%。一改多年总借还书量下行趋势，出现

阅读回暖的可喜现象。 

全校活跃读者人均借阅量为 9.12册，较 2018年的人均 7.04册增

加了 2.08册，同比涨幅 29.55%。 

全校有效读者人均借阅量为 4.20册，较 2018年的人均 2.87册增

加了 1.33册，同比涨幅 46.34%。 

2019年，借阅量最高的是 2019级轨道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汪*天同

学，全年（实际是半年）共借阅 152册，略低于 2018年的最高个人借

阅量 189册（机电学院 2015级学生）。全校教研人员年借阅量最高的

是外语学院的李*华老师，全年共借阅 96册，高于 2018 年的教研人员

最高借阅量 74册。 

2019 年，图书馆共接待读者 152.84 万人次，其中通过闸机刷卡

入馆的有 99.57 人次，未刷卡通过闸机直接入馆的读者约 53.27 万人

次。 

2019 年全校各类读者在江西省高校图书馆联盟平台原文申请

16441篇次，同比增长 478篇，增幅 2.90%；我校为全国读者传递中外

文期刊、博硕士学位论文等各类文献原文 131747篇次，同比增长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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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次，涨幅为 0.25%。 

2019 年，共为 303 人查收查引 854 篇次，较 2018 年 788 篇次增

长 66篇次，涨幅 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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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资源概况 

(一)空间资源 

我校图书馆共有预约使用的阅览席 2770 个，其中南馆 1406 个、

北馆 1364 个（含电子阅览区 48 个）。全年利用预约系统预约自习人

数为 105377人次，阅览席被预约 883526次。共有 5644 人次预约使用

北馆电子阅览区，48台电脑累计被预约 35998次。 

另有未纳入预约系统散落于图书馆各处的休闲席位、临时席位

518席，全年共使用约 15万人次。 

  (二)文献资源 

1、纸质文献 

截至 2019 年 12 月，馆藏中文纸本图书近 228.22 万册。2019 年

新增纸质图书 25472 种 33040册，生均增长约 1.41册，与普通高等学

校基本办学条件指标要求的生均年进书量 3册相差 1.59 册。 

 
      图 1.1 新增纸本图书各大类册数 

（注：A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B哲学、宗教；C社会科学总论；D政治、法律；E军

事；F经济；G文化、科学、教育、体育；H语言、文字；I文学；J艺术；K历史、地理；N自然科学总论；O数理

科学和化学；P 天文学、地球科学；Q生物科学；R医药、卫生；S农业科学；T工业技术；U交通运输；V航空、航

天；X环境科学、安全科学；Z综合性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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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7年我校纸本图书购置经费及购置册数如表 1.1： 

表 1.1 2013-2019年纸本图书购置经费及购置册数 

年份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经费（万元） 216.7 215.9 182.8 309.6 280.0 202.5 170 

册数 70331 61768 70032 78828 77905 38117 33040 

2019年，我校采购期刊 385种，报纸 45种。 

2、电子资源 

 2019年，我馆订购各类中外文数据库共计 22个（套），其中中

文数据库 9个（套），外文数据库 13 个（套）。 

表 1.2 2013-2019 年度数字资源采购情况 

年份 采购个（套）数 采购经费（元） 

2013 29 2437501 

2014 26 2697424 

2015 30 6430024 

2016 24 2943800 

2017 23 2917400 

2018 25 3651918 

2019 22 5133936 

近 7年我校数字资源采购情况如表 1.2： 

因采购对学科分析、学科建设有重要意义的 ScienceDirect、ESI、

InCites 等外文数据库（使用经费将近 200 万元），2019 年停购了国

道外文专题数据库、数图外文电子图书、剑桥期刊回溯数据库等外文

数据库，超星中文发现系统（网络信息中心采购、图书馆代管）、全

球案例发现系统、皮书数据库等中文数据库。 

表 1.3 2019 年数据库采购情况 

序号 数据库类型 数据库名称 

1 外文数据库 ScienceDi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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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RSC 

3 ESI 

4 InCites 

5 SCIE 

6 IEL 

7 ASME 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 

8 IMechE 英国机械工程师协会 

9 Emerald 

10 Wiley 

11 Springer E-journal 

12 ProQuest学位论文 

13 ASCE 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 

14 

中文数据库 

维普知识资源系统 

15 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 

16 读秀学术搜索及电子图书 

17 Medalink数据库 

18 移动图书馆及电子书借阅服务系统 

19 超星学术视频数据库 

20 北大法宝 

21 EPS全球统计数据/分析平台 

22 银符考试题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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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跑馆数据 

（一）入馆人次 

2019 年度，图书馆共接待各类读者约 152.84 万人次。通过闸机

刷卡入馆的有 99.57 人次，其中北区图书馆刷卡入馆读者 60.41 万人

次；南区图书馆刷卡入馆读者 39.16 万人次；另外估计约有 53.27 万

人次未刷卡进入南馆。 

从图 2.1 可以看出，我校学生跑馆有周期性，周一周二周三跑馆

人次较多，而在周四、周五出现一个低谷，周六出现明显上升。 

 

图 2.1  不同日期每周单日跑馆人次 

（二）跑馆学院 

由于不同专业对阅读的要求不同，各学院读者跑馆次数存在较大

差异，虽然不能一概认定为学风问题，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是阅读氛围

浓淡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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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各学院读者跑馆次数 

从图 2.3 可知，电气学院、土建学院、国际学院和材料学院的学

生更喜欢周一来图书馆；运输学院的学生更倾向于周六跑馆；体健学

院、艺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学生们更习惯周三来图书馆；其他

学院更倾向于周二跑馆。 

 

图 2.3 各学院每周单日跑馆情况（单位：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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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跑馆达人 

1、全校跑馆达人 TOP10 

相较于 2018年，2019年读者入馆次数 TOP10呈现倍数增长，2019

年跑馆达人为土木建筑学院 2016级本科生徐*洪同学，全年跑馆达 948

次，较 2018 年的跑馆达人王*韬跑馆次数（308 次）翻了一番，增加

648 次；跑馆次数超过 600 次的有 27 位同学，超过 500 次的共有 71

位。  

 

图 2.4  读者年入馆次数 TOP10（单位：次） 

2、各学院跑馆达人 

各学院跑馆达人全年跑馆次数存在显著差距，具体如图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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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各学院跑馆达人全年跑馆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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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借阅数据 

（一）借阅人数 

全年共有 11552 名活跃读者借过纸质图书，较 2018 年 9968 名增

加了 1584 名，同比涨幅 15.89%，但是总体来说，活跃读者仍然有逐

年减少的趋势。另外，479名教职工读者借过纸本图书，较 2018 年 284

名增加了 195名，同比涨幅 68.66%。 

 

图 3.1 2012-2019 活跃读者人数 

（二）借阅册次 

1、2019 年借还书量 

全年共借阅纸质图书 105393 册，其中续借 15073 册，较 2018 年

70162 册、7692 册分别增加了 35231 册和 7381 册，同比涨幅 50.21%

和 95.96%；归还图书 88321 册，总借还书量达到 193714 册，较 2018

年 130707册增加了 63007册，同比涨幅 48.20%。 

全校活跃读者人均借阅约 9.12册（总借阅册次 105393册/参与借

阅的活跃读者 11552人） ，较 2018年的人均 7.04册增加了 2.08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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涨幅 29.55%；479名教工共借阅图书 6642册，较 2018 年的 3173册增

加 3469 册，翻了一番多，活跃教工读者人均借阅量为 13.87 册，较

2018年的 11.17册增加了 2.70册，涨幅 24.17%。 

 

图 3.2 2012-2019借还书册数总量走势（单位：册次） 

受电子阅读、移动阅读及其它阅读因素的影响，近几年纸本图书

借阅量呈逐年下降的趋势，然而，可喜的是，2019年一改多年的下行

趋势，出现了一个阅读回暖的可喜现象。 

2、类型读者借阅量 

本科生作为借阅的主体，年借阅量为 68160册，较 2018年的 43962

册增加 24198册，研究生年借阅量为 14048册（2018 年为 8481册）、

专科生年借阅量为 1467册（2018年为 1078册）。各类型读者年借阅

量均有较大幅度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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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各类型读者年借阅量（单位：册次）  

3、各学院借阅量 

2019年，我校各学院借阅总册数均呈现显著上升趋势，其中，土

建学院总册数增长 5850册，增长率高达 91%；理学院总册数增长 1193

册，增长率为 89%；电气学院总册数增长 5464册，增长率为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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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近两年学院借阅册数变化（单位：册次） 

4、活跃读者人数 

两年来，我校各学院活跃读者人数均有显著增长，其中，人文学

院和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活跃读者占学院总人数的比重最高，高达 83%；

艺术学院、体健学院、继续教育学院的活跃读者占学院总人数的比重

不及 1/3；电气学院、机电学院、土建学院的活跃读者数量有显著提

升。 

 



 

华东交通大学阅读分析报告 2019 

 - 15 - 

图 3.5 近两年各学院活跃读者人数对比 

各学院活跃读者人均借阅量都有部分提升，其中增长最多的是理

学院、土建学院、信息学院，增长数量超过 2 本；因专业或阅读氛围

不同，各学院活跃读者人均借阅量差距较大，人文学院活跃读者人均

借阅量连续两年排名第一，并超出全校活跃读者人均借阅量 3.11本，

材料学院、继续教育学院、理学院、土建学院、外语学院、信息学院

等 7个学院活跃读者人均借阅量超过我校活跃读者人均借阅量。 

 

图 3.6 近两年各学院活跃读者人均借阅量对比 

5、有效读者人均借阅量 

通过分析两年来各学院有效读者人均借阅册数，我们发现：全校

有效读者人均借阅册数从 2018年的 2.87册增长至 2019年的 4.20册，

增长 1.33 册，涨幅 46.34%；各学院有效读者人均借阅册数都有部分

增长，其中增长量较大的是的是人文学院、材料学院和理学院，增长

超过 2册。2019年，有效读者人均借阅册数最多的学院是人文学院，

借阅册数高达 8.91 册；理学院、材料学院、外语学院、运输学院、电

气学院、机电学院 7 个学院有效读者人均借阅册数高于全校均值。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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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益于这些学院的活跃读者增量加大。 

 

图 3.7 近两年各学院有效读者人均借阅册数对比 

6、各月借阅量 

因上半年的 3月与下半年的 9月为开学季，会出现一个借阅峰值。

8 月份暑假出现一个借阅的低谷，而寒假时间相对较短，还是有不少

人借书回家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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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 2019 年各月借阅趋势 

7、各时段借阅量 

上午第一、二节课后、下午第五、六节课后以及晚餐后的第九、

十节课之前，都出现一个借阅高峰期。 

 

图 3.9 2019 年各间段借书量 

8、各年级借阅量 

2019级大一新生入学仅 4个月，有三分之一的活跃度者参与借阅

并过万册，人均借阅 5.71册。2015级毕业生多数在上半年毕业离校，

仍有 1826人参与借阅并达到人均借阅 6.32册。2018级可能由于四、

六级已考完，并且完成了大多数公共基础课的学习，课业不是十分紧

张，并且逐渐适应了大学生活，成为了借阅的主力军，并且活跃读者

的人均借阅量达到了 9.10 册，与全校活跃读者人均借阅 9.12 册基本

持平。2017 级活跃读者人均借阅 9.15 册，略高于全校活跃读者人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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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阅册数。2016级大四准毕业生的活跃读者人均借阅量为 7.76册。 
 

 

图 3.10 2019 年各年级借书量 

9、性别借阅 

我校男生 13171人，女生 6017人。从性别的角度来看，我校男女

生活跃读者分别有 7059 人、4496 人，活跃读者占比分别为 53.60%和

74.72%；借阅册数分别为 54133 册、36194 人。活跃读者人均借阅册

数女生为 8.05 册高于男生的 7.67 册。可见，相对而言，女生更愿意

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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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1 男、女读者人均借阅册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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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借阅之最 

（一）OPAC 年度检索热词 

OPAC检索系统中，东野圭吾是唯一的作者字段检索热词，共检索

了 793次，其它皆为书名或主题词字段检索，其中 matlab主题词检索

次数最高，达到 936次。 

 

图 4.1 OPAC 年度检索热词 

（二）借阅量最大的 3 类书 

与其他综合类高校类似，文学类图书的借阅量均较高。我校借阅

量最大的 3类书分别是 I文学大类 28335册次，T工业技术大类 23343

册次，TP 计算机技术大类以 10055 册将 2018 年 O 数理化大类挤出前

三名。我校其余各类图书借阅量见图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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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各类图书借阅量及占比 

（三）各类型读者借阅量 TOP10 

1、本科生年借阅量 TOP10 

借阅量最高的是 2019级轨道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汪正天同学，全年

（实际是半年）共借阅 152册，略低于 2018年的最高个人借阅量 189

册（机电学院 2015 级学生艾俊）。但是，2019 年 TOP10 的读者借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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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1044 册，高出 2018 年 TOP10 的读者借阅量（965 册）79 册。我校

本专科生读者借阅量 TOP10详见图 4.3。 

 

图 4.3 全校本专科生年借阅量 TOP10（单位：册次） 

2、研究生年借阅量 TOP10 

全校研究生年借阅量最高的是电气学院金柏同学，全年共借阅

138 册，远高于 2018 年的最高个人借阅量 60 册（人文学院研究生刘

梦）。此外，2019年研究生活跃读者 TOP10的借阅量 734册，高出 2018

年研究生活跃读者 TOP10的借阅量（424册）310册。我校研究生活跃

读者 TOP10的借阅量详见图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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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 全校研究生年借阅量 TOP10（单位：册次） 

3、教研人员年借阅量 TOP10 

全校教研人员年借阅量最高的是李*华老师，全年共借阅 96 册，

略高于 2018年的教研人员最高借阅量 74册（黄*昌老师）。此外，2019

年教研人员 TOP10 的读者借阅量 707 册，高出 2018 年的借阅量（470

册）237册。我校教研人员借阅量 TOP10详见图 4.5。 

 

图 4.5 全校教研人员年借阅量 TOP10（单位：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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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最受欢迎的 10 本书 

1、最受欢迎的 10种书 

 《明朝那些事儿》、《毛泽东选集》、《人间失格》、《平凡的

世界》、《论语》、《月亮和六便士》、《活着》、《许三观卖血记》、

《牛奶可乐经济学》、《嫌疑人 X的献身》。各书借阅次数如图 4.6。 

图 4.6  2019年度最受欢迎的 10种书 

《明朝那些事儿》、《平凡的世界》、《活着》、《牛奶可乐经

济学》、《月亮和六便士》五本书名为我校 2018-2019 学年第二学期

12本推荐阅读书目。 《明朝那些事儿》《平凡的世界》《活着》《论

语》《嫌疑人 X 的献身》《许三观卖血记》；连续两年排行在我校最

受欢迎的 10本书榜单。 

相较于 2018 年，今年最受欢迎的 10 本书借阅总数有较大提高，

其中连续两年位居第一位的《明朝那些事儿》，借阅次数提高了近 300



 

华东交通大学阅读分析报告 2019 

 - 25 - 

次，排在第十位的书籍借阅次数也增长了 50%以上。 

2. 最受欢迎的 10种专业书 

相对来说，理工类图书借阅较分散而少，基本上为教材或教学参考书。   

 

图 4.7  2019年度最受欢迎的 10种专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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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数据库使用数据 

（一）图书馆主页访问 

2019年全年图书馆主页访问量为 380712次，相较 2018 年 299763

次增加了 80949 次，涨幅 27%。每天平均访问约 1046.05 次。图书馆

馆藏书目检索系统检索次数为 2390150 次。访问量最大的两个栏目是

中文数据库、外文数据库。 

 

图 5.1  栏目访问量 TOP10（单位：次） 

（二）图书馆数字资源总下载量 

2019年图书馆数字资源总下载量达到 2501798篇次，其中中文数

据库 2164291篇次，外文数据库 337507篇次。 

 

图 5.2  2019年中、外文数据库下载篇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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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文数据库下载量 TOP5 

 

图 5.3  中文数据库下载量 TOP5（单位：篇次） 

2019年，我校中文数据库下载量排名前五的分别是：CNKI中国知

网、超星数字图书馆、万方数字资源系统、重庆维普中文期刊和北大

法宝。其余三个中文数据库的使用情况如下表。 

表 5.1 中文数据库的使用情况 

中文数据库名称 访问量（次） 下载量（篇次） 

银符多媒体库 46025 / 

EPS 数据平台 69240 30489 

全球案例发现系统 43519 2829 

图 5.4显示，2012-2019年 CNKI的下载量基本上呈逐年上升之势。

其他数据库基本也无例外。 



 

华东交通大学阅读分析报告 2019 

 - 28 - 

 

图 5.4 2012-2019年 CNKI下载量趋势（单位：篇次） 

（四）外文数据库下载量 TOP5 

 

图 5.5  外文数据库下载量 TOP5（单位：篇次） 

2019年，我校外文数据库下载量排名前五的分别是：国道外文数

据库、IEEE/IEL、ScienceDirect、ProQuest学位论文全文库、Emera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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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数据库使用情况如下表。 

表 5.2 外文数据库的使用情况 

外文数据库名称 访问量（次） 下载量（篇次） 

SCIE 43381 / 

InCites 25775 / 

ESI 19200 / 

Springer / 11754 

RSC（英国皇家化学会全文期刊） 3067 10945 

Wiley 在线期刊 1536 6588 

ASCE(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 1792 2190 

EBSCO 12933 1218 

ASME(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 647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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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移动阅读 

（一）移动图书馆 

 

图 6.1 2013-2019 移动图书馆年注册人数变化趋势 

截至 2019年底，我校移动图书馆注册读者达 27022人，其中教工

注册人数为 769人，学生读者注册人数为 26253人；2019年新增注册

读者 5788人。 

 

图 6.2 移动图书馆注册人数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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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媒体平台 

截至 2019年 12月 24号，微信平台关注人数已达 24731人，全年

增加 9822 人（2018 年 14909 人）。2019 共推送 177 篇图文信息，总

阅读量达到 30万次；后台回复读者各类评论、咨询、投诉、报修等近

1 万人次。 

全年在新浪官方微博开设《湖畔书声》专栏，荐读新书 250余种，

阅读量近 30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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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文献服务 

（一）原文申请量 

2019年，我校读者在江西省高校图书馆联盟平台上申请中外文期

刊论文、中外文学位论文、中外文会议论文、中外文专利、中外文标

准及报纸等文献 16441篇次，相较 2018年，各类文献申请量均有所提

高。江西省高校图书馆联盟平台有效补充了我校图书馆馆藏，多途径

满足了读者个性化的文献需求。 

 

图 7.1 2018-2019年我校师生各类型文献原文申请量对比（单位：篇次） 

近 10 年来，我校读者的原文申请量有起伏，2014 年达到峰值，

近四年，原文申请量稳中有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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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 2010-2019年我校读者原文申请数量（单位：篇次） 

（二）原文传递量 

2019年，我校图书馆职工为全国读者传递中外文期刊、博硕士学

位论文等各类文献原文 131747 篇次，同比增长 341 篇次，涨幅为

0.25%。 

 

图 7.3 2010-2019年原文传递量趋势（单位：篇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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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查收查引 

今年我馆委托江西省国防科技信息和卫星应用中心、南昌大学图

书馆代办查收查引，全年共计检索 1091篇次，其中已经开出检索证明

854篇次（303人次），较 2018年 788篇次增长 66篇次，涨幅 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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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原因分析 

相较过去的一年，2019年，我校入馆人数、数字资源下载量、移

动阅读量、文献服务量均有不同幅度的上升，尤其是图书馆的图书借

还书总量，打破了近 7 年以来的下行趋势，出现了难得一见的回暖现

象，概括起来，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回归“以本为本”，进一步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 

2018 年 6 月 21 日，教育部在四川成都召开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

本科教育工作会议。会议强调，坚持“以本为本”，推进“四个回归”，

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为贯彻落实全国

教育大会精神，我校先后出台了《关于制订 2018版本科培养方案的指

导意见》、《华东交通大学加快高水平本科教育建设实施方案》以及

《华东交通大学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实施办法》。在《华

东交通大学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实施办法》中明确要求

教师要坚持正确育人导向，发挥教师在课程建设、学术研究的权威引

领作用，加强对学生的专业阅读指导，每学期向学生推荐 3-5 种阅读

书目（包含专业书籍），以读促教。 

（二）学校高度重视，为书香校园建设提供了政策和制度保障 

1、首次将阅读推广工作纳入到学校政策层面，在《2019 年工作

要点》中，明确要求图书馆、学团、宣传部“在全校学生中开展读书

活动，遴选交大学子必读的 10 本书，每学期向学生推荐 12 本书，”

将此项工作作为丰富“花椒”文化内涵导向、推动思政教育工作有新

提升的重要举措之一。 

2、在省内高校图书馆中率先成立阅读推广部，设专人专岗专门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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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阅读推广活动的策划、组织与实施工作。 

（三）部门密切配合，携手立体化推进阅读推广工作 

阅读推广工作不再囿于图书馆一个部门，校领导、学团、宣传部、

教务处、科研处以及天佑名师等专家学者各部门、各专家都积极参与

其间，花椒人必读书 10种书、学期荐读 12种书等书目的遴选与确定，

《孔目湖书声》栏目的制作，以及各个环节的宣传，都离不开他们的

大力支持与参与。 

（四）勠力开拓创新，图书馆阅读推广能力日益提升 

1、层层遴选出台花椒人必读书与学期荐读书。通过海选、投票、

专家推荐等方式，年底确定并公布了花椒人必读书 10种书。每学期向

全校师生推荐 12 种书，全年共 24 种。充分利用校领导、天佑名师、

著名校友的阅读引领作用，与宣传部合作，开设《孔目湖书声》栏目，

目前《孔目湖书声》已录制完成 5 期，反响良好。利用微信公众号等

新媒体持续更新《湖畔书声》、《热门外借书排行榜》以及《馆藏秀：

主题书目推送》等栏目，引导读者多读书、读好书。 

2、开展了丰富多彩的读书系列活动。第九届校园读者月系列活动

有全民阅读活动倡议、读者之星评选、联盟搜索竞赛预选赛与决赛、

读者满意度问卷调查、书海无涯、寻宝有路之搜书大赛、书斋生存 10

小时、全国首届“图书馆杯全民英语口语风采展示活动”、江西省高

校朗读大赛、“天佑学子”共读《论语》——“书香满校园”阅读推

广系列活动、一小时讲座。六月份毕业季系列活动有定格美好时光、

最美毕业照、我和图书馆、借阅荣誉卡发放、毕业生借阅大数据等活

动。开展新生实地入馆教育，做到 5500余名新生全覆盖，开展梦想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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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机暨签名墙活动，新生使用图书馆资源与服务攻略微信公众号系列

推送。 

3、成立了花椒读书会。读书会聚集一批读书种子。目前有正式会

员 63名，日常开展每日阅读打卡、读书笔记分享、小组共读、小说改

编电影周末放送、周末书斋生存挑战等活动。 

4、加强了对图书馆借阅大数据的利用。充分利用借阅大数据分析

读者阅读行为与阅读偏好，开展每周热门外借书、月度阅读分析，逐

步开展书香班级、书香宿舍、书香学院建设。 

（五）整改及时得当，多项整改措施立行立改效果明显 

1、2019年年初，将借阅权限提高到 20本。学校规模大发展快，

馆藏总量不足且比较分散，外借基数多年未能调整，部分读者受其制

约，多采取分次借阅或复印资料的方法来弥补单次借阅量的不足，不

少读者通过不同的途径提出建议，希望增加读者借书册数。1 月份，

图书馆经过研究决定，增加读者借阅权限，读者的借阅权限由原来的

10 册增至 20 册，借期不变，以便满足读者的借阅需求，推广阅读。

新规实施后，读者的选择性更强，书包更“丰富”，助力专业学习，

广泛涉猎，开阔视野，促进自身的成长、成才，促进学风建设和校园

文化建设；图书馆也能通过激活藏书，促进书籍的流转，提高馆藏文

献的利用率。 

2、在南北馆服务台大厅设置新书展示区。图书馆南北馆调整后，

没有专门的新书阅览室或集中展示空间，新书一旦入库，新旧混杂，

不便于浏览借阅新书，鉴于此，图书馆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为契机，发扬担当实干、创新开拓的精神，主动作为，把新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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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热门外借书、《孔目湖书声》栏目领导专家学者荐书区域一体规划

设计与布置，分别在南馆 111 室、北馆二楼大厅布置了展区；将两个

学期的荐读书共 24 种书，花椒人必读的 10种书，以及《孔目湖书声》

嘉宾学者荐书以及热门外借书也一并放在该展区，并增加了复本量。

目前看效果较好，这些书一上架就被学生借空了。 

（六）丰富展览活动，入馆参观人数激增 

为充分发挥北馆展陈空间的文化艺术教育功能，图书馆积极联系

校内外单位进馆办展。截止 12月，已举办中华文化奇迹：北京房山云

居寺历史文化展（2018 年 12 月 14 日至 2019 年 2 月 14 日）、2019

年第一届中国古琴文化节暨华东加大孔目湖传统文化节斫琴展（4 月

11 至 15 日）、第十七届江西省高校摄影艺术作品展（5 月 9 日至 6

月 9 日）、江西省根石艺术进校园活动（6 月 12 日至 15 日）、赣籍

开国将军百战图大型创作展览（12月 6日至月底）等 8场展览。全年

累计接待读者超过 10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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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2020 年工作思路 

促合作、强内涵、搞活动、提品质、创品牌，形成以“湖畔书声”为

总题的阅读推广品牌。 

1、加强与发挥校图情委员会对阅读推广工作的指导功能; 

2、加强与学团、宣传部、教务处、科研处等部门的合作，加大阅读推

广的宣传力度； 

3、以 2021年学校建校 50周年为契机，在 2020年开展“湖畔书声·经

典 50”经典图书 50种荐读活动； 

4、加强新书、热门书、专家荐书专区的管理与的宣传,将展示区统一

标识为湖畔书声，进一步发挥展示专区的重要作用; 

5、以“花椒人必读书 10种”为核心开展“湖畔书声·荐读大使招聘、

师生共读、名师导读讲座、微书评大赛、书斋生存 10小时挑战等丰富多彩

的阅读活动； 

6、持续开展学期荐读 12种书目活动； 

7、利用好世界读书日、毕业季、开学季等特殊时间节点，用心用情组

织策划系列有温度的阅读推广活动，逐渐形成毕业欢送季、入馆迎新季、

读书月季、文化推广季等系列品牌活动； 

8、继续邀请天佑教学名师等校内外专家学者录制《孔目湖书声》栏目； 

9、充分利用借阅大数据开展阅读数据月报推送，推进书香班级、书香

宿舍、书香学院建设； 

10、进一步加强馆社联盟，加强对读者学社等入馆社团的管理与指导，

在图书馆建设社团文化墙。 

11、年底出台《华东交大 2020年度阅读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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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2019 年度图书馆阅读推广大事记 

1、1月 8日，校党委组织部任命毛华兵同志为图书馆阅读推广部

副主任（主持工作）。 

2、1月 8日起，增加读者借阅权限，读者的借阅权限由原来的 10

册增至 20册，借期不变，以进一步激活藏书，促进书籍的流转，提高

馆藏文献的利用率。 

3、4 月 8日，开展图书馆服务满意度调查，共回收 804份有效问

卷，以调查报告为依据，图书馆进一步规划服务内容与改善服务品质。 

4、4 月 21日至 5月 21日，举办“书香满校园——天佑学子共读

《论语》”阅读推广活动，副校长徐长节出席开幕式。本次活动以“经

典精读经世”为主题，以儒家经典《论语》为教材，持续 1 个月，有

晨读、晚读、解读、心得分享等多种形式。 

5、4 月 22 日，确定公布《2018-2019 学年第二学期 12 本推荐书

目》。此书目根据 2018 年度我校热门外借书排行榜、2018 年百道好

书榜年榜、中华读书报 2018 年十大好书、《晶报·深港书评》2018

年度十大好书四个榜单，以及经校领导、宣传部、学团以及部分教职

工的筛选、投票所得。 

6、4月 23日是第 24个世界读书日。校党委书记万明应邀担任首

期荐读嘉宾，通过宣传部与图书馆联袂推出的《孔目湖书声》专题栏

目，向全校师生推介《苦难辉煌》和《中国高速铁路》两本书。万明

强调，作为理工科为主的大学，要有全方位的视野、兼容并包的格局，

工科生更要有“哲学味儿”和“文艺范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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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月 23日，发布《全民阅读活动倡议书》,倡导“读经典学新

知链接美好生活”。 

8、4 月 23 日，向阳带队参加了江西高校图书馆联盟在东华理工

大学图书馆举办的第九届“知网杯”搜索竞赛，共 5 名学生参加了此

次竞赛，获得团体第三名。 

9、4月 25日，在北馆举办“书海无涯、寻宝有路之搜书大赛”，

让读者更好地走进图书馆、了解图书馆、用好图书馆。 

10、4月 27日、28 日两天，在北馆举办“书斋生存 10 小时挑战”

活动，让读者放下手机，远离尘嚣。 

11、4 月，组织参与全国首届“图书馆杯全民英语口语风采展示

活动”，我校共有 173名学生读者报名参加，五位教职工报名参加，1

位学生读者获得英语口语达人称号，1 位馆员获得英语口语之星称号，

1 位馆员获得英语口语之星（1星）称号。 

12、5月 1日，公布“花椒人 10种必读书”书目海选通知。根据

《学校 2019年工作要点》，在全校学生中开展读书活动，遴选交大学

子必读的 10本书。由图书馆、学团、宣传部牵头完成。 

13、5月 10日，参加江西高校图书馆联盟在江西财经大学举办的

2019年阅读推广案例研讨会，柴冬霞代表我馆作《明德书会》案列展

示，获得江西省高校图书馆联盟“2019阅读推广案例研讨会”一等奖

（排名第一）。 

14、5 月 21 日，参加江西省高校图书馆联盟 2019 年“万方杯”

百家讲坛演讲比赛，两名学生获二等奖。 

15、6月 17日，统计 2019届毕业生借阅图书超过 100本的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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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设计制作借阅荣誉卡，附 32GU盘及个人借阅清单，记录了他们与图

书馆的故事。这一活动得到人民网、网易新闻、中国江西网、搜狐网、

江南都市报、东方资讯、江西网络广播电视台以及中国教育报等校内

外各媒体的关注和赞誉，纷纷予以转载报道。 

16、6月 24日，公布“花椒人 10种必读书”200种备选书目。 

17、六月底，组织学科联络员主动靠前服务，深入各学院开展资

源与服务速览宣介，提升资源利用率。 

18、9月，组织学科联络员开展新生入馆教育，近 6000 名新生全

覆盖。9月 6-10日，开展梦想时光药囊以及签名墙留言等迎新活动。 

19、10 月 1日，《2019-2020学年第一学期 12种推荐阅读书目》

确定并公布。此书目根据 2019 年前九个月我校热门外借书排行榜、

2019年百道月度好书榜、当当新书热卖榜等榜单书目中遴选。本书目

参考了校领导、人文与经管学院相关领导及教师、天佑教学名师等专

家学者的推荐意见。 

20、10 月 21日，《孔目湖书声》第二期上线。 

21、11 月 1日，《孔目湖书声》第三期上线。 

22、11月 01日至 11 月 15日，开展花椒人必读 10种书目投票活

动。 

23、11 月 22 日，校长办公会同意对学校图书情报委员会（简称

“校图情委员会”）组成人员进行调整。 

24、11 月 29日，花椒人必读 10种书目确定并公布。结合投票结

果，并参考部分校领导、人文与经管学院相关领导及教师、天佑教学

名师等专家学者的推荐意见，最后确定花椒人必读书 10 种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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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1月，协助流通部在南北馆分别设置新书展示区，加上领导

专家学者荐书、热门外借书也一并放在该展区。这一举措广受师生好

评。 

26、12 月 9日，《孔目湖书声》第四期上线。 

27、12 月 16日，《孔目湖书声》第五期上线。 

28、全年采购新书 25472种 33040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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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花椒人必读书 10 种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1、2 卷） 习近平  外文出版社 

延伸阅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中共中

央宣传部 编 学习出版社 

简评：国内外读者学习掌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

的十九大精神的权威读本。 

2、《毛泽东选集》（五卷本）   毛泽东 人民出版社 

简评：想要读懂现代中国，就必须读《毛选》。 

3、《论语》 

推荐版本：《论语译注》杨伯峻 译注 中华书局；《论语新解》钱穆 著 

三联书店 

简评：儒家开山经典，教导你怎样做一个君子。 

4、《红楼梦》 曹雪芹 著 无名氏 续 

推荐版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8年四大名著珍藏版 

简评：中国小说成就最高的一部，研究它已经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5、

《中国通史》 吕思勉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延伸阅读：《国史大纲》钱穆 著 

简评：史学大师吕思勉的国史入门书，华人世界公认的权威国史巨著。

6、《中国高速铁路》 卢春房等 中国铁道出版社 

简评：一本书领略中国高速铁路技术。 

7、《苦难辉煌》 金一南 作家出版社 

简评：高层智囊金一南六年心血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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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莎士比亚选集》（英）莎士比亚 著 

推荐版本：《莎士比亚悲剧喜剧集》中国文联出版社 

简评：莎士比亚戏剧是了解西方文化必读经典。 

9、《国富论》（英）亚当·斯密 

推荐版本：中华书局 谢祖钧译本 

简评：西方经济学开山之作，号称经济学圣经。 

10、《全球通史》第七版（美）斯塔夫里阿诺斯 北京大学出版社 

简评：最好的一部世界通史。你将看到一个从来就存在，却被大多数

人无视的真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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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2019-2020 学年第一学期推荐阅读书目 12 种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1、2 卷）习近平 外文出版社 

2、《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中共中央宣传部 

编 学习出版社 

3、《原则》[美]瑞·达利欧 中信出版社 

4、《阅读是一种责任》于殿利 人民出版社 

5、《手上春秋：中国手艺人》南翔 江西教育出版社 

6、《薛兆丰经济学讲义》薛兆丰 中信出版社 

7、《人生海海》麦家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8、《灿烂千阳》［美］卡勒德·胡赛尼 上海人民出版社 

9、《万古江河》许倬云 湖南人民出版社 

10、《节日之书：余世存说中国传统节日》余世存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11、《你不了解的真相：江晓原说科学》江晓原 华文出版社 

12、《从一到无穷大》[美]乔治·伽莫夫 文化发展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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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2018-2019 学年第二学期推荐阅读书目 12 种 

1、《苦难辉煌》金一南 作家出版社 

2、《中国高速铁路》卢春房 等 中国铁道出版社 

3、《活着》余华 作家出版社  

4、《平凡的世界》路遥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5、《如何阅读一本书》（美）莫提默·J.艾德勒、 查尔斯·范多伦 商

务印书馆 

6、《人类简史》（以色列）尤瓦尔·赫拉利 中信出版社 

7、《中国三十大发明》华觉明  冯立昇 大象出版社 

8、《AI·未来》李开复 浙江人民出版社 

9、《白鹿原》陈忠实 人民文学出版社 

10、《牛奶可乐经济学》（美）罗伯特·弗兰克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11、《月亮和六便士》(英) 毛姆 时代文艺出版社 

12、《明朝那些事儿》当年明月 浙江人民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