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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东交通大学 2020 年度阅读数据报告 

前言 

夫所以读书学问，本欲开心明目利于行耳。 

因为一场新冠疫情的爆发，2020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但

它会善待每一个认真生活、努力读书的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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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到来之际，我校第三份阅读

报告正式发布。 

 阅读报告由“资源概况” “跑馆数据”“借阅数据”“借

阅之最”等十部分组成。报告详细统计了读者利用图书馆物理空

间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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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阅读数据映射出读者的阅读特性、成因，以及若

干提高阅读活力的建议，为相关层面、部门提供决策性参考 

 2020 年，图书馆通过开展“花椒经典 50”海选，“每学期

12 本荐读书目”活动，第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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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书香校园，广大师生积极响应，取得了较好成效，并获江西省

图书馆学会颁发的“2020年全民阅读先进单位”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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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新增纸质图书 28766种 45321 册，生均增长约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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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册；馆藏中文纸本图书总量达到 232.72万册。 

2020年全年共有 6992名活跃读者参与借阅，较 2019年 11552

名减少了 4560 名；活跃读者共借阅纸质图书 43267 册，较 2019

年的 105393 册，断崖式减少了 62927；归还图书 41517册，总借

还书量为 83983册，创历史新低。 

全校活跃读者人均借阅量为 6.19册，较 2019年的人均 9.12

册减少了 3.05册。 

全校有效读者人均借阅量为 1.85册，较 2019年的人均 4.20

册减少了 2.35册。 

2020年，借阅量最高的是继续教育与职业技术培训学院 2020

级的周*兴同学，全年共借阅 182 册，略高于 2019 年的最高个人

借阅量 152册（轨道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2019 级本科生）。全校教

工年借阅量最高的是附属子弟学校的罗*花老师，全年共借阅 133

册，高于 2019年的教研人员最高借阅量 96册。 

2020年全校各类读者在江西省高校图书馆联盟平台原文申请

13239 篇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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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491 篇次。 

2020年，共为 576 人查收查引 1740 篇次，较 2019年 854篇

次增长 886篇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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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资源概况 

（一）纸质文献 

截至 2020 年 12月，馆藏中文纸本图书近 232.72万册。2020

年新增纸质图书 28766种 45321册，生均增长约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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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册。 

 

近 8 年我校纸本图书购置经费及购置册数如表 1.1： 

年份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经费（万元） 216.7 215.9 182.8 309.6 280.0 202.5 170 197 

册数 70331 61768 70032 78828 77905 38117 33040 45321 

表 1.1 2013-2020年纸本图书购置经费及购置册数 

2020年，我校采购期刊 252种，报纸 32种。 

（二）电子资源 

 2020年，我馆订购各类中外文数据库共计 20个（套），其

中中文数据库 12个（套），外文数据库 8 个（套）。近 8 年我校



 

 - 5 - 

数字资源采购经费情况如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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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20 3227881 

表 1.2 2013-20120 年度数字资源采购经费情况 

因采购对学科分析、学科建设有重要意义的 SCIE 、ESI、

InCites、incoPat 等数据库（使用经费将近 200万元），2020年

停购了 SD、ASME、ASCE、Wiley等外文数据库。  
序号 数据库类型 数据库名称 

1 

外文数据库 

SCIE 

2 INCITES 

3 ESI 

4 RSC 

5 IEL 

6 Emerald 

7 Springer E-journal 

8 ProQuest 学位论文  

9 

中文数据库 

cnki 期刊、硕博论文库 

10 cnki 研学平台 

11 
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期刊、

学位论文、会议论文） 

12 Medalink 数据库 

13 
移动图书馆及电子书借阅服务系

统 

14 
维普知识资源系统（2020 年 10 月

份已经到期） 

15 incoPat 全球科技分析运营平台 

16 读秀学术搜索及电子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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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超星学术视频数据库 

18  北大法宝 

19  EPS 全球统计数据/分析平台 

20  银符考试题库 

表 1.3 2020 年数据库采购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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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跑馆数据 

（一）刷卡入馆人次 

2020年度，上半年因疫情原因，处于半闭馆状态。北馆一楼

独立自习室，南馆各自习室及孔目湖书院（国学阅览室），独立

于门禁系统，跑馆记录无法准确计算，估计约 100 万人次。通过

图书馆门禁刷卡好或扫码入馆的读者有 423641人次，其中北区图

书馆刷卡入馆读者 235312人次，南区图书馆刷卡入馆读者 188329

人次。平均每月入馆 35294人次，最高入馆月份是 12月，有 135440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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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跑馆达人 

跑馆 TOP10 中，跑馆记录最多的两位读者皆是跑北馆，其余

均是跑南馆。 

 
表 2.1 读者入馆 TOP10 

 
表 2.2 学院入馆次数 TOP5 



 

 - 9 - 

三、借阅数据 

（一）借阅人数 

全年共有 6992 名活跃读者借过纸质图书，较 2019 年 11552

名减少了 4560名。其中，488名教职工读者借过纸本图书，较 2019

年 479名增加了 9 名。 

 

（二）借阅册次 

1、2020 年借还书量 

全年共借阅纸质图书 26205种 43267 册，其中续借 7532册；

归还图书 41517册，总借还书量为 83983 册。 

全校活跃读者人均借阅约 6.19 册；488 名教工共借阅图书

4683册，活跃教工读者人均借阅量为 9.60 册。 

根据借还书量近年的走势可以看出读者对纸质图书的需求在

下降，这与全国各高校图书馆的整体趋势是一致的。需要指出的

是，借阅量下降并不一定是阅读量的下降。一方面是不少读者有

自己购买收藏图书的习惯，另一方面也与图书馆的大流通服务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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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有关。因图书在馆阅览的便利，致使部分读者未参与借书出馆

阅读活动。 

 

2、类型读者借阅量 

本科生作为借阅的主体，年借阅量为 29182 册，研究生年借

阅量为 8027 册、专科生年借阅量为 569册。教工的年人均借阅量

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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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各学院借阅量 

2020年，我校各学院借阅总册数整体均呈现显著下降趋势，

土建学院学生读者体量大，位居学院借书量榜首。 

 

4、活跃读者人均借阅量 

继续教育学院活跃读者的人均借阅量最高，是马克思学院的

人均借阅量的 3倍多。高于全校活跃读者人均借阅 6.19册的学院

有：继续教育学院、人文学院、体育学院和材料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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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两个学院的个人最高借阅量过百，分别是继续教育学院

和国际学院的两位读者。 

 

受疫情影响，各学院在今年的借阅量都回落到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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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各月借阅量 

寒假后疫情期间，由于学生未安排返校，图书借阅受到极大

影响。9月开学后基本恢复正常。 

 

6、各年级借阅量 

2020级大一新生入学不到 4个月，有三分之一的有效读者参

与借阅并成为年度借阅量最高的年级，人均借阅 5.28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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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性别借阅 

从性别的角度来看，我校男女生活跃读者分别有 4209 人、

2783 人，借阅册数分别为 25204 册、17262 人。活跃读者人均借

阅册数女生为 6.20 册稍高于男生的 5.99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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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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沈从文三位作家的姓名

字段进入检索热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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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0次，其次是 python，是 1229次。

Matlab 和 Mathematica、Maple 并称为三大数学软件。它在数学

类科技应用软件中在数值计算方面首屈一指。由于 Python语言的

简洁性、易读性以及可扩展性，在国外用 Python做科学计算的研

究机构日益增多，一些知名大学已经采用 Python来教授程序设计

课程。这一现象也带动了国内大学的课程设计。Matlab与 Python

成为检索热词，充分说明了我校读者的教学与科研活动是紧跟国

际热点前沿的。 

 

图 4.1 OPAC 年度检索热词 

https://baike.so.com/doc/5405645-5643431.html
https://baike.so.com/doc/1393324-147304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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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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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95 册次，T 工业技术

大类 15143册次，O 数理化大类 3195 册次。我校各类图书借阅量

见图 4.2。 

 

图 4.2 各类型图书年借阅量 

（三）各类型读者借阅量 TOP10 

1、读者之星 TOP10 

借阅量最高的是 2020级继续教育学院周﹡兴同学，全年（实

际是半年）共借阅 182 册。值得一提的是，TOP10 榜单上有 7 位

读者来自于继续教育学院。但细看继续教育学院读者的阅读书目

可知，他们的读物大多为玄幻、言情、侦探类，专业读物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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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继续教育学院师生警惕。 

 

表 4.1 2020 年读者之星 TOP10（单位：册次） 

2、本科生年借阅量 TOP10 

 

表 4.2 全校本科生年借阅量 TOP10（单位：册次） 

3、研究生年借阅量 TO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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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全校研究生年借阅量 TOP10（单位：册次） 

（四）最受欢迎的 10 本书 

1、最受欢迎的 10 种书 

最受欢迎的 10 种书分别是 《摆渡人 3》、《天才在左，疯

子在右》、《平凡的世界》、《活着》、《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

月》、《许三观卖血记》、《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明

朝那些事儿》、《论语译注》、《三体》。各书借阅排行如下。 

 

 

图 4.3  2020年度最受欢迎的 10种书 

除《许三观卖血记》、《三体》两种书外，其余各书均在各

学期推荐的 12阅读书目及花椒人必读书 10种中。 

2. 最受欢迎的 10 种文学书 

 

图 4.4  2020年度最受欢迎的 10种文学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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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种最受欢迎文学书中，3 种为外国当代文学，7 种皆为

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其中余华一人的作品就有 4种，分别是《活

着》、《许三观卖血记》、《在细雨中呼喊》、《兄弟》，2020

年 7 月最新出版的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首部中短篇小说集

《晚熟的人》上榜，此书即在《2020-2021学年第一学期推荐书

目》中。 

3、外借最多的 10 种科技类图书 

 
图 4.5  2020年度最受欢迎的 10种科技书 

《2018-2019学年第二学期推荐书目》中的《AI·未来》荣登

科技类图书借阅榜首，《为什么狗是宠物猪是食物？》、《5G+：5G

如何改变社会》两种在《2019-2020学年第二学期推荐书目》中。  

4、外借最多的 10 种经济类图书 

 

图 4.6  2020年度最受欢迎的 10种经济书 

经济类图书借阅榜首的《薛兆丰经济学讲义》一书以及《牛

奶可乐经济学》均在在《2019-2020 学年第一学期推荐书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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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数据库使用数据 

（一）图书馆数字资源总下载量 

2020 年图书馆数字资源总访问量为 1813 余万次，总下载量

达到 255 余万篇次，比 2019 年的 250余万篇次多出 5万余篇次，

其中中文数据库 239 余万篇次，外文数据库 16余万篇次。 

 

（二）中文数据库下载量 TO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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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外文数据库下载量 TO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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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移动阅读 

（一）移动图书馆 

读者在疫情期间使用移动图书馆浏览或下载文献较多，在疫

情最严重的的 3月份达到使用峰值。 

 

截至 2020年底，我校移动图书馆注册读者达 34837 人；2020

年新增注册读者 7815人，逆势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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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媒体平台 

截至 2020 年 12月 31 号，微信平台关注人数已达 29921人，

全年增加 5097人。这反映图书馆官微的影响力逐渐增加。全年微

信公众号发布馆藏秀、热门外借书排行、主题书目荐读、阅读推

广活动通知等各类推文 141篇，总阅读量超过 17.8 万人次，回复

各类读者咨询 9000 余人次。 

 

全年在新浪官方微博开设《湖畔书声》《每日益书》专栏，

荐读新书 100余种，阅读量近 20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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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文献服务 

（一）学科文献分析 

为更好地助力我校“双一流”建设，让学科建设相关单位及

时了解我校科研论文水平，掌握学科动态与发展趋势，图书馆自

2020 年 3 月起每月推出一期《学科服务简报》，截至 2020 年 12

月，本年共完成 11 期。《学科服务简报》不断推陈出新，内容更

加丰富，持续收集整理我校科研论文产出数据、跟踪统计我校学

科论文 ESI 基本指标，统计分析我校专利成果、跟踪重大科研课

题、追踪研究前沿热点等进行多维度主题分析，收集学科建设、

“双一流”建设相关资讯、政策、理论研究等信息，为我校学科

建设、科技创新提供较有价值的参考。 

 

（二）阅读活动 

1、荐读书目推广类型多样。一是持续推出学期荐读书目 12

种。根据《华东交通大学 2020年工作要点》，每学期向全校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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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 12种书。参考 2020年各月我校热门外借书排行榜、2020年

百道月度好书榜、中华读书报 2020 年十大好书、《晶报•深港书

评》2020年度十大好书、当当新书热卖榜等榜单书目中遴选，全

年共精选出 24种经典荐读书目。二是酝酿推出经典阅读推荐书目

50 种。9 至 10 月份，开展“花椒经典 50”书目海选与预选投票

活动，向校庆 50周年献礼。三是邀请校内名师、学霸创设有声荐

读栏目《书香闻声》。在微信公众号开设《书香闻声：花椒一周

一书听书荐读》栏目，全年邀请天佑名师、优秀主讲教师、校长

奖学金获得者等师生嘉宾 27 人次。引导读者多读书、读好书。四

是持续为馆藏新书找读者。坚持图书馆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的

持续推送与更新。新浪官方微博每日更新新书荐读栏目“每日益

书”“湖畔书声”，微信公众号持续推送“热门外借书 TOP10”

和“一周馆藏秀”。 

2、阅读推广活动丰富多彩。一是校园读者月系列活动不间断

开展。每年的四月份，在“世界读书日”期间开展读者月系列活

动，目前已不间断延续举办 10届，虽受疫情影响，仍然举办了丰

富的活动：洋花椒走近《论语》感悟中华文化、第二届江西省高

校图书馆超星杯“执手书香季 相伴花开时 致敬抗疫英雄”作品

征集活动、2020年度读者之星评选、第十届“知网杯”搜索竞赛

校内预选赛与联盟决赛、“以‘读’攻毒 云端抗‘疫’”云端阅

读打卡系列活动，江西省高校首届“万方�智信杯”信息素养挑

战赛。二是针对毕业生开展毕业季活动。六月份毕业季开展“我

和‘阅读’领个证”活动，毕业生领取了自己的电子版“阅读证

书”。 “阅读证书”上清晰地显示出大学期间自己借阅的第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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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最后一本书及借阅总量，勾画出专属的阅读地图，见证着勤

奋学习的足迹。三是开展新生线下入馆教育。九月份，为近 5000

名新生开展新生入馆教育，实现新生全覆盖，同时开发题库，组

织新生开展线上学习闯关答题活动。并在微信公众号推送新生使

用图书馆资源与服务攻略系列推文。 

（三）原文申请量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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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39 篇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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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原文传递量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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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491篇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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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查收查引 

2020 年全年共为 576 人查收查引 1740 篇次。电气学院、土

建学院、信息学院、机电学院和理学院查收查引的数量位居 TOP5。 

 

    具有副高以上职称的教工占查收查引的主体，其次是讲师，

学生也有不少查收查引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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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我馆仍然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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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为 179 人次到校外代办查收查

引 713篇次。 

今年开始，为了满足校内教工在校内评奖、评职称及核算科

研工作量需要，经与科研处协商，图书馆开通了校内用途查收查

引服务，本年共为校内教工 397人次用于校内用途的查收查引

1027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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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奖励与荣誉 

一是孔目湖书院被孔子基金会授牌“孔子学堂”，并主办中

国孔子基金会孔子学堂江西推广指导委员会孔子学堂年终总结会

暨顾问聘任、学堂授牌仪式。 

11 月 18 日，中国孔子基金会孔子学堂江西推广指导委员会

孔子学堂年终总结会暨顾问聘任、学堂授牌仪式在我馆孔目湖书

院奉元堂举行。中国孔子基金会形象大使徐国静、校党委书记万

明、孔子学堂江西推广指导委员会主任刘薇等出席，并为江西省

社会主义学院（江西中华文化学院）党组成员、副院长李荣祥先

生等 4 位顾问颁发聘书。孔目湖书院等 9 家单位被中国孔子基金

会授牌“孔子学堂”。 

二是华东交大图书馆被江西省图书馆学会评为“全民阅读先

进单位”。 

图书馆依托孔目湖书院（国学阅览室）和阅读推广部，书院

紧紧围绕中华传统文化，阅读推广部持续关注中外现当代经典阅

读，一古一今，犄角配合，双管齐下，全面开展古今中外优质文

化的阅读推广与教育工作，形成多元立体化推进阅读推广体系。 

三是《华东交通大学孔目湖书院传统经典阅读推广》获江西

省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颁发的“2019-2020 年度全省高

校图书馆创新案例奖”。 

孔目湖书院经典阅读推广新模式以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

展、贯通古今、汇通中西、与时俱进为原则；以继承中华文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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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兴民族精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宗旨；以培养和造就内

有传统根基、外有现代专长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目标；

以“古色+红色”“国学+科学”“学院+书院”“线上+线下”“文

+行”“文+武”“文+艺”“大+小”“内+外”等九个加为主要模

式；以“接续传承”“研习元典”“经史合参”“奉献时代”为

核心理念；以传统文化课程为主渠道；以素读元典、过筛章句、

依经解经、经史合参、生活实证为治学方法，形成了有实效、可

持续、可复制的经典阅读推广工作品牌。 

四是获江西省高校图书馆联盟“2020 年度读者服务先进单

位”及“2020 年度文献传递先进单位”两个荣誉称号。 

图书馆的原文传递量，在江西省高校图书馆联盟 15 所图书馆

中排名第三，回复错误率也低于 0.5%，为校内外读者提供了优质

的原文传递服务。 

另有其他个人荣誉：章良、童薇羽两位同志获“2019-2020

年度全省高校图书馆先进工作者”称号，毛华兵同志获“2019-2020

年度全省高校图书馆全民阅读先进个人”称号。管兴坚获江西省

高校图书馆联盟“联盟工作贡献奖”，吴锐、毛华兵获“文献传

递工作先进个人”称号，何霞雯、乐昱获“联盟工作先进个人”

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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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初步总结 

通过深度挖掘读者的阅读数据，聚类分析读者的阅读行为，

2020 年华东交通大学读者的阅读呈现如下四个特性： 

第一，受大环境的影响以及图书馆阅览环境的升级改造，纸

质文献借阅需求呈下降趋势，尤其是受疫情冲击，借阅需求下行

的大趋势尤其明显，鉴于此，图书馆将借阅册数权限由原来的 20

册提高到了 30册；反观电子资源需求则呈上升趋势，尤其是不受

IP 范围限制的移动阅读在疫情环境下需求上升明显； 

第二，纸质文献使用中，文学类图书仍然是我校读者最喜欢

借阅的品类，但是工业技术类的借阅量紧随其后，体现了我校读

者文理兼容、内外兼修的品格； 

第三，电子资源使用中，包罗万像的中文库知网与万方库遥

遥领先，SCIE，INCITES，ESI等索引数据库使用量相对较少； 

第四，在本馆纸电文献无法满足读者科研需求的同时，江西

省高校图书馆联盟文献传递平台提供了很好的源文献传递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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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建议或思考 

2020 年阅读数据映射出读者的阅读特性，将为学校及图书馆

后续各项工作开展提供决策性参考。 

第一，加大纸质文献的阅读推广力度。 

1.持续开展学期荐读 12 种书目活动，并加强书目的专架展

示、管理与推广； 

2.南馆馆藏空间优化升级，恢复新书库的建设，将每年采购

的新书集中专库展示，避免新书湮没于书海，也便于新书利用的

统计； 

3.继续邀请天佑名师、优秀主讲教师、校长奖学金获得者及

其他读书种子录制《书香闻声：花椒一周一书听书荐读》栏目； 

4.围绕校庆 50 周年开展系列活动：（1）礼：出台“花椒经

典 50”书目，向校庆 50 周年献礼，并围绕“花椒经典 50”开展

系列阅读活动；（2）展：举办“华东交通大学学术成果展”，集

中展示了学校教师捐赠的部分学术专著及主编教材；（3）阅：开

展“师说 • 问道 • 悦读”活动，邀请人文学院、经管学院、外

语学院、艺术学院等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学者、教师为广大读者开

列“我的推荐书目”，向读者推荐学者个人在近年阅读体验中认

为值得阅读的十种好书。同时，请这些学者手书对读者的阅读寄

语、阅读心得，一并展示。（4）荐：开展教授/师长荐书活动，

包括课程必读书、扩展阅读书目、一般图书。在图书馆设教参书

库或教参专架；（5）集：开展“畅游书海，珍集书签”活动，制

作校庆纪念书签 500 套，将喜迎校庆、读者须知、借阅规则、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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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安全、移动服务等元素设计制作到书签中，让广大读者到图书

馆各书库产生不同类别图书的借阅行为，亲手集齐一套书签并永

久珍藏。（6）赠：以校庆为契机，扩大书刊资料捐赠宣传，开展

“师生捐赠 遗泽余芳”活动，尤其加强教工手稿、教案以及学生

课程笔记收集的工作； 

5.利用毕业、迎新、世界读书日以及各重要节日等时间节点

开展阅读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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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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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坚持在微信公众号上定期推出一周馆藏秀主题书目，在官

方微博上每日更新《湖畔书声》（人文社科图书荐读）、《每日

益书》（理工图书荐读）栏目； 

8.加大热门外借纸质图书复本量的采购，并集中予以展示。 

第二，加大电子资源的经费投入与宣传。 

为对标“双一流”建设及开展学科分析，明确我校学科优势

与短板，使用将近 200万元采购了对学科分析、学科建设有重要

意义的 SCIE 、ESI、InCites、incoPat等数据库，导致对科研有

重要意义的 SD、ASME、ASCE、Wiley 等专业外文数据库停购。学

校应追加文献采购经费，加大资源建设力度， 为科研人员提供更

坚实有力的文献资源保障，同时图书馆也应加大数据库的宣传力

度，最大范围发挥其科研价值。 

第三，加大不同学院不同专业必读类书目书单遴选的力度。 

在导读活动中，老师与学生关系紧密，教师了解学生，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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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该读什么书，知道该如何读书，我们应该充分利用教师在学

生群里中的权威地位和影响力，发挥教师在整体导读工作中的主

导作用，教务处及各学院，科研开展教授/师长荐书活动，遴选课

程必读书目书单，再进一步增加扩展阅读书目、一般图书等荐读

书目，并做相关课程考核要求。在此基础上，图书馆可根据自身

条件，设立教参书库或书架。 

第四，加强阅读推广工作的顶层制度设计，将阅读推广工作

定位高端化。 

积极推进阅读学分制的建立，利用学分制的趣味性和竞争性,

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使其体验到获取知识的快乐，同时也可大

大提高图书馆文献资源利用率；设立促进阅读基金会，综合借阅

量、入馆次数、科研成果等综合因素评选出“悦读之星”或“读

者之星”颁发“读书奖”，并予以适当奖励，通过读书奖的示范

作用来进一步促进我校读者的阅读热情。 

书籍是天才留给人类的遗产，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书籍

是培养智慧的工具，书籍是在别人思想的帮助下建立起自己的思

想，书籍使人们称为宇宙的主人，书籍把我们引入最美好的社会。

助推“交大梦”“中国梦”，从阅读开始；改变自我，改变世界，

从阅读开始。   

2020，我们相约云端；2021，我们重新享受悦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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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2020年度图书馆阅读推广部大事记 

1、 全年使用中图图书购置经费 197万，采购新书 28766种 45321

册。为团委三化平台采购党建类图书 1749册，为天佑学院

阅览室采购新书 648 册，为保卫处党员活动室采购新书 91

册。 

2、 全年微信公众号发布馆藏秀、热门外借书排行、主题书目荐

读、阅读推广活动通知等各类推文 141篇，阅读量超过 13

万人次。 

3、 全年在图书馆主页发布各类新闻、通知 38篇。其中 5 篇被

学校新闻网录用刊发。 

4、 全年通过微博留言、微信公众号后台留言、读者服务 QQ群

以及荐购邮箱收到荐购图书 183种。 

5、 在微信公众号开设《书香闻声：花椒一周一书听书荐读》栏

目，全年邀请天佑名师、优秀主讲教师、校长奖学金获得者

等师生嘉宾 27人次。  

6、 3月 23日，组织学生参与第二届江西省高校图书馆超星杯“执

手书香季 相伴花开时 致敬抗疫英雄”作品征集活动。 

7、 4 月 10 日-5 月 10 日，举办第十届读书月系列活动举，包括

“以‘读’攻毒 云端抗‘疫’”云端阅读打卡系列活动，

江西省高校首届“万方�智信杯”信息素养挑战赛。 

8、 4 月 14 日-23日，组织学科联络员参加由清华大学图书馆、

武汉大学图书馆、《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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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共同主办的“2020年高校图书馆知识服务与创新应

用高级研修班”线上研修班，全部合格结业。 

9、 在第 25个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4 月 22 日下午，30 余名洋

花椒在南区图书馆奉元堂跟随图书馆馆长石初军点字入心，

用有节奏、有腔调的古法诵唸《论语》，润泽书香。 

10、 4 月 30 日，校团委发布《关于表彰 2019年度“全校优秀共

青团员”“全校优秀共青团干部”“全校五四红旗团委（团

支部）”的决定》，明德社荣获“五四红旗团支部”称号。

同时，在全国铁路系统 2019 年度“两红两优”评选中，明

德社团支部荣获“五四红旗团支部”称号。 

11、 5 月 11 日，确定公布《2019-2020 学年第二学期 12 本推荐

阅读书目》。 

12、 5 月 18 日，完成 2020年度中文图书采购招标，北京人天书

店有限公司、江西省弘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湖北三新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三家中标。 

13、 6 月毕业季，开展“我和‘阅读’领个证”活动，领取了自

己的电子版“阅读证书”。 “阅读证书”上清晰地显示出

大学期间自己借阅的第一本书、最后一本书及借阅总量，勾

画出专属的阅读地图，见证着勤奋学习的足迹。 

14、 9 月 5 日，申报省图学会主办的《2019 年全民阅读活动“阅

读推广优秀项目”》。 

15、 9 月 17 日，撰写《关于省教育厅有关读者对图书馆的网上信

访问题的回复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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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9 月 18 日，撰写《关于图书馆七届六次教代会代表针对图书

采购的针对性及有效性意见建议的回复》。 

17、 9 月 23 日，发布迎校庆 “花椒经典 50”海选通知。 

18、 9 月 25 日，撰写《关于图书馆对<华东交通大学思想政治工

作方案>有关方案及落实举措的回复》。 

19、 9 月 28 日，柴冬霞、毛华兵撰写提交的《厚植中华文化沃土 

滋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华东交通大学孔目湖书院以

文化人之探索实践》获学校 2020年思想政治工作优秀案例

二等奖。 

20、 10 月 5 日，撰写建立学院领导干部“三联系”材料《空间文

化•经典推广•学科分析 图书馆服务全面开花》。 

21、 10 月 12日，撰写《“一院一品”党建特色品牌建设项目书》

——《古色映红心》。 

22、 10 月 13日，根据海选收集到的书目，微信公众号发布“花

椒经典 50”100种备选书目供读者投票选择。 

23、 10 月 22日下午，筹备组织举办“2020 年师生常见问题咨询

与回复案例竞赛”，以师生常见问题咨询与回复案例竞赛促

图书馆师德师风建设。 

24、 10 月 23日，发展童薇羽、杨航两位预备党员同志正式转正

入党。 

25、 10 月 23日，撰写《图书馆“师德师风建设月”相关活动情

况总结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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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10 月 27日，组织图书馆党总支南、北馆两个支部党员及入

党积极分子共 22人前往南昌市党章教育馆参观学习，接受

党章教育。 

27、 10 月 27日，通过校内选拔赛、决赛，组织 5位学生学生参

加由江西高校图书馆联盟与同方知网（北京）技术有限公司

江西分公司联合举办的第十届“知网杯”搜索竞赛联盟决赛。  

28、 10 月，根据学校下发的《关于认真学习宣传<民法典>的通知》

精神，图书馆切实抓好民法典在学校的学习宣传贯彻。为便

于我校师生读者学习民法典，图书馆集中采购了一批有关民

法典的图书，并集中在北馆二楼进行展示。 

29、 10 月，组织学科馆员开展新生入馆线下教育，同时开发题库，

组织新生开展线上学习闯关答题活动。 

30、 10 月，布置图书馆党总支及南馆支部党员活动室。 

31、 11 月 5 日，组织南馆支部党员开展“学习强国”挑战答题竞

赛活动。 

32、 11 月 9 日，申报省教育厅党建一般项目《基于中华传统文化

教育的大学生党建工作研究》。 

33、 11 月 11日，申报省图学会主办《2020 年度江西省“全民阅

读先进单位”》。 

34、 11 月 18日，申报省图工委主办《2019-2020年全省高校图

书馆创新案例》。 

35、 12 月 12日，征求万明、肖长春、张坚等校领导意见，确定

《2020-2021学年第一学期 12本推荐阅读书目》，并 14日

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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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12 月，校级党建重点项目课题《传统文化教育融入大学生党

建工作研究》结题。 

37、 12 月底，出台《2020年度华东交大阅读情况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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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2020-2021 学年第一学期推荐书目 

（2020 年 12 月发布）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3 卷 习近平 外文出版社  

2、《民法典》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3、《武汉战“疫”：最美一线英雄》编写组 人民出版社  

4、《学会提问》[美] 尼尔·布朗，斯图尔特·基利 机械工业出

版社  

5、《九堂中国文化课》许倬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6、《晚熟的人》莫言 人民文学出版社  

7、《布拉格公墓》[意] 翁贝托·埃科 上海译文出版社  

8、 《了不起的文明现场》李零 刘斌 许宏 樊锦诗  等 三联书店  

9、 《上帝掷骰子吗？：量子物理史话》曹天元 北京联合出版有

限公司  

10、《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美]洪业  上海古籍出版社  

11、 《极端经济：韧性、复苏与未来》[英]理查德·戴维斯 中

信出版社 

12、《阅读是一座随身携带的避难所》[英]毛姆  江西人民出版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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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2019-2020 学年第二学期推荐书目 

（2020 年 5 月发布） 

1、《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中央党校采访实录编辑室 编 中

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中国抗疫简史》 张剑光著  新华出版社  

3、《江西符号》 朱虹 著 江西美术出版社 

4、《中华文化可以向世界贡献什么？》 孙伟平 著 广西人民出

版社 17 

5、《流浪地球：刘慈欣短篇小说精选》 刘慈欣 著 四川科学技

术出版社 

6、《云中记》 阿来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7、《摆渡人 3·无境之爱》[英]克莱儿·麦克福尔百花洲文艺出

版社 

8、《为什么狗是宠物猪是食物？》 [美]哈尔·赫尔佐格 著 海

南出版社 

9、《5G+：5G 如何改变社会》 李正茂 等著 中信出版集团 

10、《世界观：现代人必须要懂的科学哲学和科学史》 [美] 理

查德·德威特 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11、《天才在左 疯子在右》 高铭 著 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 

12、《阅读的艺术》 聂震宁 著 作家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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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花椒经典 50”初拟书目 

1、《周易译注》周振甫译注 中华书局   

2、《老子注译及评价》陈鼓应注译 中华书局 

3、《孙子译注》李零译注 中华书局 

4、《诗经选》余冠英选注 中华书局 

5、《楚辞选》马茂元选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 

6、《史记》（文白对照本）司马迁著 张大可译 商务印书馆 

7、《昭明文选》萧统选编 张启成、徐达等译注 中华书局 

8、《唐诗三百首详析》喻守真编著 中华书局 

9、《唐宋词选释》俞平伯选释 人民文学出版社 

10、《苏轼选集》王水照选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11、《四书章句集注》(宋)朱熹撰  中华书局 

12、《宋诗选注》钱钟书选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 

13、《西厢记》张燕瑾校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 

14、《传习录译注》王晓昕译注 中华书局 

15、《红楼梦》（四大名著珍藏版，以庚辰本为底本）曹雪芹著 无

名氏续 人民文学出版社 

16、《人间词话汇编汇校汇评》周锡山编校注评 上海三联书店 

17、《古文观止》（清）吴楚材、吴调侯编 钟基、李先银、王身

钢译注 中华书局 

18、《曾国藩家书》唐浩明编 岳麓书社 

19、《毛泽东选集》五卷本 人民出版社 

20、《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全三卷 外文出版社 

21、《鲁迅选集》鲁迅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2、《围城》钱钟书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3、《中国通史》吕思勉著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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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中国哲学简史》冯友兰著 涂又光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5、《美的历程》李泽厚著 三联书店 

26、《科学的历程》（修订第 4版） 吴国盛著  湖南科技出版社 

27、《平凡的世界》路遥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8、《苦难辉煌》（全新修订增补版）金一南著 作家出版社 

29、《乡土中国》费孝通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30、《中国高速铁路》卢春房著 中国铁道出版社 

31、《希腊的神话与传说》（德）古斯塔夫·施瓦布著 高中甫等

译 时代文艺出版社 

32、《理想国》（古希腊）柏拉图著 郭斌和、张竹明译 商务印

书馆 

33、《共产党宣言》马克思 恩格斯著 人民出版社 

34、《物种起源》（英）达尔文著  周建人等译 商务印书馆 

35、《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英）艾萨克·牛顿著 赵振江译  商

务印书馆 

36、《西方的没落》（德）斯宾格勒著 齐世荣等译 商务印书馆 

37、《西方哲学史》（英）罗素著  何兆武等译 商务印书馆 

38、《科学与科学思想发展史》（英）丹皮尔著 任鸿隽、李衍、

吴学周译 河南人民出版社 

39、《艺术的故事》（英）贡布里希著 范景中译 杨成凯校 广西

美术出版社 

40、《国富论》（英）亚当·斯密著  谢祖钧译 中华书局 

41、《精神分析引论》（奥）弗洛伊德著 高觉敷译 商务印书馆 

42、《时间简史》（英）史蒂芬·霍金著  许明贤、吴忠超译 湖

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43、《21 世纪资本论》（法）皮凯蒂著 巴曙松等译 中信出版社 

44、《爱因斯坦文集》许良英等编译 商务印书馆  

45、《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美）塞缪尔·亨廷顿著 周

琪等译 新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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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伊利亚特》（古罗马）荷马著  陈中梅译 译林出版社 

47、《哈姆莱特》（英）莎士比亚著 朱生豪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48、《百年孤独》（哥伦比亚）马尔克斯著 黄锦炎等译 上海译

文出版社 

49、《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 21世纪》（第 7版修订版）（美）

斯塔夫里阿诺斯 吴象婴等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50、《如何阅读一本书》（美）莫提默·艾德勒  查尔斯·范多著 郝

明义、朱衣译 商务印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