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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交通大学 2018 年度阅读情况报告 
图书馆阅读推广部  

面对信息化的时代大背景，各类电子资源、数据库、网络信息的

普及，使得读者的阅读介质、阅读方式、阅读习惯等都发生了转型。 

如何提升图书馆资源的利用率，保证图书馆文献资源的价值所在，成

为图书馆的当务之急。为了更好地服务读者，了解我校读者的阅读偏

好、阅读习惯，提高图书馆资源利用率，图书馆阅读推广部以我校读

者 2018 年一整年的资源使用情况为基础，通过数据抽取、信息处理

和综合分析，并与南昌大学、江西财经大学的阅读数据作对比，形成

2018 年度阅读报告，基本上掌握了当前我校读者的阅读倾向，为图

书馆馆今后更好地有针对性地开展阅读推广服务工作提供了工作思

路和决策依据。 

本报告数据主要来源：图书馆金盘管理系统，盛卡恩门禁统计系

统，各数据库商后台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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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摸家底 

（一）总面积 

按照学校规定于 5 月 11 日北馆举行开馆典礼。北馆总建筑面积

近 19000平米，加上南馆 16300平米，图书馆总面积达到 35300平米。 

（二）阅览席位 

北馆有可容纳 20人左右的集体研修室 15个（8-10人 12个、16-20

人 3 个），容纳 306 人和 118 人的报告厅各 1 个。北馆一楼有 616 席

的独立自习室 1 个，3-5 层库房书架两侧及大厅有自习席位 862 个。

北馆一楼独立自习室于 9 月 12 日上线预约系统，研修间于 12 月 24

日上线预约系统。  

通过改造调整组合，南馆设独立自习室共有 8个， 1820个席位。

另设了 4个学生社团活动室。 

南北馆总阅览座位达到 3298 个，明显缓解了阅览座位紧张的局

面。 

（三）文献总量与增量 

1、纸本书刊 

截止到 2018 年 12月底，馆藏中文纸本图书近 224.92 万册。 

2018 年新增纸质图书 29508 种/38117 册，其中交通运输类有

1450种 1537 册，土木建筑类 2176 种 2203 册，文学类 6076种 11194

册。 

近 6 年来，图书馆文献购置经费基本维持在 600 万，其中纸本图

书购置经费从 2016年开始按实洋结算。近 6 年纸本图书购置经费（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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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实洋）及购置册数如下： 

年份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经费（万元） 216.7 215.9 182.8 309.6 280.0 202.5 

册数 70331 61768 70032 78828 77905 38117 

2018 年新增的 38117 册图书，各类别增量与借阅量相适应。综

观图书馆界，文学图书品类的采购一般都占大头，如江西财经大学

2018 年新增 9.82 万册，其中文学类 2.75 万册，占比 28.03%。我校

2018 年新增文学类图书 11194 册，占比 29.31%；T 大类与 U 交通运

输类占比近 20%，基本保障了我校“大交通”学科专业体系建设的文

献需求。 

 
新增纸质图书各大类占比 

采购期刊 1183 种，报纸 61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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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Journal for the Teacher of English Outside the United States》、

《Water & Wastewater Treatment》、 《Die Casting Engineer》、

《Concrete Construction》、《RR：Railway Research Review》、《建

築と都市／a+u： Architecture and Urbanism.》、 《El Croquis：

de arquitectura y diseno》、《Architectural Record》、《新建築》、 

《Domus》、《Journal of Urban Design》。  

2、电子资源 

截止到 2018 年底，我馆订购各类中外文数据库共计 38 个（套），

其中中文数据库 23个（套），外文数据库 15个（套）；电子期刊 1934

万篇，电子图书 233.12 万册，学位论文 71.52 篇，音视频 45971 小

时。 

中文数据库一览表 

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 皮书数据库 

CNKI 研学平台 “北大法宝”数据库 

万方数字资源系统 全球案例发现系统 

重庆维普中文科技期刊 华东交通大学硕士论文数据库 

超星汇雅电子图书 NoteExpress 参考文献管理与检索系统 

超星中文发现系统 VERS 维普考试资源系统 

超星学术视频 银符多媒体库 

移动图书馆 FiF 外语学习资源库 

标准全文数据库 银符 B12 考试平台 

Wind 资讯金融终端 PROEDU 专业自主学习资源库 

国泰安数据库 新东方多媒体学习库 

EPS 数据平台  

其中 CNKI 研学平台为 2018 年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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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文数据库一览表 

SpringerLink 期刊 socolar 

Wiley 在线期刊 Open Access Library 

IEEE/IET Electronic Library (IEL) ProQuest 学位论文全文库 

ASCE（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 国道外文专题数据库 

 ASME（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 优阅数字图书馆 

IMechE（英国机械工程师协会） 数图外文电子图书 

Emerald 全文期刊库（管理学、工程学） 专利查询平台 

剑桥期刊回溯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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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搞活动 

2018 年全校各学院、部门、机构举办各种学术报告、讲座、培

训、沙龙、书会等 307 场。 

学院/部门/机构 讲座名称 场次 

图书馆+孔目湖书院 经典导读、明德书会、专题培训 131 

土木建筑学院 学术报告 47 

宣传部 孔目湖讲坛 32 

外国语学院 学术讲座 12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孔目湖学术沙龙 12 

电气与自动化工程学院 学术讲座 11 

信息工程学院 学术报告 9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英材讲坛 8 

交通运输与物流学院 天佑学术论坛 8 

经济管理学院 学术沙龙 6 

体育与健康学院 学术讲座 6 

机电与车辆工程学院 学术讲座 6 

理学院 学术报告 4 

艺术学院 华艺讲坛 3 

虚拟现实与交互技术研究院 学术讲座 3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学术讲座 2 

马克思主义学院 学术讲座 2 

党委教师工作部 青年教师“交通”学术微论坛 2 

继续教育与职业技术培训学院 学术讲座 1 

校办 学术讲座 1 

图书馆、孔目湖书院举办了丰富多彩的阅读推广活动。 

媒体或平台 栏目/项目 数量 

图书馆新浪官方微博 湖畔书声 每天一种共 208 种图书 

图书馆微信公众号 一周馆藏秀 30 期 200 余种新书 

图书馆微信公众号 一周热门外借书（TOP10） 200 余种图书 

图书馆阅读推广部 校园读者月系列活动 6 项 

图书馆 经典导读 2 场 

孔目湖书院 国学公选课 4 门 

明德社 书会 30 余次 

明德社 恩悦历史人物研究报告会 11 场 

孔目湖书院 专题培训 70 余场 

孔目湖书院 国学师资培训班 3 期 

孔目湖书院 养正国学经典诵读班 3 期 

孔目湖书院 恩悦儒学八题复讲 10 余次 

孔目湖书院 书院传承教育基地 7 个 

读者学社 经典小说改编电影放送 16 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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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统数据 

（一）入馆数据 

1、入馆人次：5 月 4 日，北区图书馆试运行，实现大开放借阅，

共计接待读者 356298 人次，日均入馆 1697 人次（按 210 天计算）；

南馆共计接待读者 503218人次，日均入馆 1418人次（按 355天计算）。

可以看出，北馆新开馆，加之阅览环境较优，均入馆人次较南馆为多。

由于 2018 年图书馆处于搬新馆、南馆大范围布局调整时期，入馆人

数受到较大影响。 

2、跑馆达人：经济管理学院 2015 级本科生王艺韬同学，全年入

馆超过 308 次。  

 
                  读者年入馆次数 TO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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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学院跑馆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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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距，虽然不能一概认定为学风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确实是阅读氛

围浓淡的反映。 

（二）借阅数据 

1、借阅人数：全年共有 9968 名活跃读者借过纸质图书，占全校

有效读者总人数（24420 人）的 40.82%，低于江西财经大学图书馆

47.88%的比例。其中 284 名教职工（含离退休 23 人）读者借过纸本

图书，占教职工读者总人数的 10.34%。 

2、借阅册次：全年共借阅纸质图书 70162 册，其中续借 7692 册，

全校活跃读者人均借阅约 7.04 册（总借阅册次/参与借阅的活跃读

者） ，有效读者人均借阅 2.87册（总借阅册次/注册读者人次）；284

位教工共借阅图书 3173册次，活跃教工读者人均借阅量为 11.17册。 

而江西财经大学全年共借阅纸质图书近 18 万册，全校活跃读者

1.7 万名，人均借阅量 10.48 册。由亚马逊中国携手新华网发起的

“2018全民阅读大调查”显示，近五成受访者年阅读总量超过 10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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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6本，这是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公布的 2017 年我国成年人纸质图

书人均阅读量，与发达国家人均读书量相比，存在很大差距。另据调

查显示，犹太人每人每年的阅读量是 64 本书。作为以读书为务的大

学生而言，人均 7本的阅读量与身份不相匹配。显然，我校的读书氛

围相对不浓，阅读量明显较低。 

 
各类型读者年借阅量  

本科生作为借阅的主体，年借阅量为 43962 册，剩下的 1.8 万

余册被研究生（年借阅量为 8481 册）、教研人员（年借阅量为 3173

册）、专科生（年借阅量为 1078册）及其他读者瓜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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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活跃读者人均借阅量、有效读者人均借阅量、活跃

读者占比均排名第一，并超出全校活跃读者人均借阅量 2.65 本，其

余各学院均低于全校活跃读者人均借阅量。与江西财经大学相比，人

文学院的活跃读者人均阅读量为 16.05 册，差距较大。人文社会科学

学院、经济管理学院、交通运输与物流学院、外国语学院、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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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六个学院的活跃度者占比高于全校 40.82%的平

均占比。 

学院 借阅册次 
活跃读

者人数 

有效读者总

人数 

活跃读者人

均借阅量 

有效读者 

人均借阅量 

活跃读者 

占比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3839 396 626 9.69 6.13 63.26%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293 333 814 6.89 2.82 40.91% 

外国语学院 2216 327 735 6.78 3.01 44.49% 

理学院 1347 201 453 6.70 2.97 44.37% 

交通运输与物流学院 4244 642 1417 6.61 3.00 45.31% 

经济管理学院 6777 1043 2099 6.50 3.23 49.69% 

电气与自动化工程学院 6809 1088 3073 6.26 2.22 35.41% 

机电与车辆工程学院 5170 850 2431 6.08 2.13 34.97% 

土木建筑学院 6394 1059 3336 6.04 1.92 31.74% 

国际学院 2412 418 1173 5.77 2.06 35.64% 

体育与健康学院 481 84 487 5.73 0.61 17.25% 

信息工程学院 2649 463 1347 5.72 1.97 34.37% 

艺术学院 925 176 1187 5.26 0.78 14.83% 

软件学院 4181 846 2999 4.94 1.39 28.21% 

 

各学院借阅量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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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趋势也与全国高校的主流情况相一致。 

 
2012-2018 年图书借还总量趋势图（单位：册次） 

 

 

403154 
381056 386701 

340405 
310325 

255089 

133205 

0 

50000 

100000 

150000 

200000 

250000 

300000 

350000 

400000 

450000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1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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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江西财经大学的文学类图书占比为 29.77。我校

借阅量最大的 3类书分别是 I 文学大类 23372册次，T工业技术大类

20882册次，O数理化大类4103册次，借阅比例分别为37.41%，33.43%，

6.57%。我校其余各类图书借阅量见下图：       

 
各类图书借阅量 

4、借阅达人：机电学院 2015 级学生艾俊， 全年共借阅 189 册。

江西财经大学的借阅达人全年的借阅量为 226册（金融学院某本科同

学），江西理工大学借阅达人全年的借阅量为 129 册。我校各类型读

者借阅量 TOP10详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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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本科生年借阅量 TOP10 

 
全校研究生年借阅量 TOP10 

 
全校教研人员年借阅量 TO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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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最受欢迎的 10 本书： 《明朝那些事儿》、《平凡的世界》、《红

楼梦》、《活着》、《论语》、《黄金时代》、《盗墓笔记》、《嫌疑人 X 的献

身》、《三国演义》、《许三观卖血记》。各书借阅次数如下图： 

 

最受欢迎的 10种书 

统计显示，最受欢迎的 10 本书皆为人文图书，与南昌大学情

况相似（其 TOP10皆为小说），其中《平凡的世界》、《活着》、《许三

观卖血记》三本书与南昌大学的榜单重叠。江西财经大学的 TOP10 榜

单除有一本经济图书（《国富论》），一本社会心理学图书（《乌合之众》）

外，其余也均为人文图书，其中《明朝那些事儿》和《红楼梦》两种

图书与我校的 TOP10 榜单重叠，但借阅次数均高于我校榜单。与近期

京东发布的《京东图书年终榜》对比可知，《平凡的世界》、《活着》

两种图书重叠；余华、路遥、东野圭吾三位作者重叠。 

文学界普遍认为，路遥和余华是 80 年代以来影响最深的两位

当代作家，各自的代表作《平凡的世界》、《活着》也是对当代大学生

影响最大的两部小说。从榜单中也可以看出，大学生最喜欢读的一类

书仍然是文学类的小说，并且大学校园的阅读倾向受社会热点读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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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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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数据库访问数据 

1、图书馆主页访问：全年图书馆主页访问量为 299763 次，每天

平均访问约 821次。 

2、中文数据库访问 TOP5：CNKI中国知网，超星数字图书馆，重

庆维普中文期刊，万方数字资源系统和 FiF 外语学习资源库，下载量

或访问量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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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KI 长期居各高校数据库使用量榜首，江西财经大学的下载量

超过 250万篇次，比较而言，我校的下载量仅为其三分之一。 

 
2012-2018年 CNKI下载量趋势 

上图显示，2012-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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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外文数据库访问 TOP5：国道外文数据库，IEL 数据库，EPS

数据平台，ProQuest 学位论文全文库，Emerald全文期刊库。 

 
外文数据库访问量 TOP5 

ProQuest 学位论文全文库，Emerald 全文期刊库，也是江西财经

大学外文数据库使用量的 top5。外文数据库的使用量较中文数据库

少，但是需求层次较高，主要集中在教工科研人员和研究生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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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移动阅读 

1、移动图书馆：截至 2018 年，我校移动图书馆注册读者达 21029

人，其中 2018 年新增注册读者 4254 人。总访问点击量达到 898.3万

余次，访问最多读者 TOP3 分别是程志华、王和辉、麻钱钱，全年访

问量分别为 200126次、149842次、147281 次。 

 

2013-2018 移动图书馆年注册人数变化趋势（单位：人） 

    移动图书馆的注册人数在 2016 年之前呈逐年下降的趋势。2017

年图书馆撤销了南馆的电子阅览室，加大了移动图书馆的宣传力度，

注册人数呈直线上升之势，而 2018年随着学校免费 WIFI的全馆开通，

移动图书馆的注册人数又开始有所下降。 

 
移动图书馆读者年访问量 TOP10（单位：触屏次数） 

图书馆数据库资源的使用被限制在校园 IP 范围之内，如果要使

用只能通过 VPN登陆或到各类机房及办公场所，这给学生读者造成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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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障碍，而移动图书馆可以突破校园 IP 的限制，支持各种手持设备

或 PC，使图书馆的知识服务变得无所不在，触手可及，日后应当加

强移动图书馆的宣传和使用。 

2、歌德借阅机下载图书：我校只有 1 台歌德借阅机，全年共下

载图书 49320 册。 

下载量 TOP 5 的图书：《围城》（600 次），《不能承受生命之轻》

（450 次），《时间简史》（330 次），《小王子》（300 次），《国富论》

（270 次）。 

3、微信平台：截至 2018 年底关注人数已达 14909人；2018 共

推送 128 篇图文信息，总阅读量近 10万次；后台回复读者各类评论、

咨询、投诉、报修等近 7 万人次。  

（五）文献传递 

我校师生 2018年在江西高校图书馆联盟平台上申请文献传递共

计 15963篇，其中图书 922 篇，中文期刊 5267 篇，外文期刊 6485 篇，

有效补充了图书馆馆藏，多途径满足了读者个性化的文献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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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师生各类型文献原文申请量 

 
2010-2018年我校读者原文请求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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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下结论 

从以上数据统计中可以得出结论如下： 

1、我校读者的纸本书借阅量持续下降； 

2、文学类图书借阅量最大； 

3、数据库下载量呈逐年上升之势； 

4、从对外文文献的下载量与原文申请量可以看出，我校读者对

外文文献的需求量较大。 

5、我校读者对移动阅读需求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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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找原因 

（一）功利性阅读之风弥漫。随着生活节奏加快，社会生存竞争

激烈，越来越多的人陷入逐利的躁动不安之中，人们似乎已经很难静

下心来读书。功利性阅读的影响也影响了借阅量。现在竞争激烈，就

业压力大，是 90 后大学生面临的一大难题，为学业和今后找工作做

准备，除了专业书籍和各种考证书籍外，根本无暇顾及其它的课外读

物。受急于学有所用的功利心驱使，博览群书对大多数学生来说显然

是种奢望。课外阅读量的大大减少，不仅影响到图书的借阅量，而且

导致学生文化底蕴不足、人文素养偏低，即所谓的 “有知识，没文

化”。 

（二）数字阅读和移动阅读挤占了纸本阅读时间。网络和电子信

息技术已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里，利用各种手持设备的在线阅读对

传统的阅读形成冲击和挑战。年轻读者对传统书籍的兴趣下降，而对

新兴的网络在线阅读兴趣大增，传统的借阅方式愈来愈受到排挤，图

书馆“立身之本”受到猛烈冲击。因此，各种新兴的阅读媒介是目前

影响纸质文献借阅的最大威胁。 

（三）文献采购向数字资源倾斜。随着图书馆信息化建设的不断

推进，文献采购已向数字资源倾斜，数字化资源不断增多，各种中外

文数据库建设日益完善， 目前我馆采购了 42 个（套）中外文数据库，

越来越多的人不再到图书馆来查阅资料，转而通过网络获取电子文献。 

（四）教师课程荐读力度不大。我校长期实行教材自愿征订政策，

主讲教师一般没有强制学生征订教材，在这种情况下，教师在教学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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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仍然很少指定必读书目及扩展阅读书目，课后也没有撰写读书报

告的作业要求，致使学生学习动力不足，读书方向茫然，专业图书借

阅处于被忽视的边缘状态，一般的文学类图书成为读者课余阅读的主

要选择。 

（五）读者自购图书变得越来越便利。当当、京东、亚马逊等电

商平台不时推出各种图书优惠活动，尤其是在开学季、京东 618、双

十一购物节，图书品类打折优惠，力度较大，加之越来越快捷的物流

体验，不少读者愿意自购图书阅读。 

（六）搬馆、南馆布局调整工作对借阅的影响。2018 年北馆搬馆、

南馆大范围的布局调整期间，对读者借阅造成一定的影响。同时，南

北馆的阅览席位数量不够，以及南馆的阅览环境不够优越舒适，有影

响了读者的入馆体验。 

（七）藏借阅一体的开放服务可以不用外借。在技术层面，图书

馆采用了先进的 RFID 技术，图书馆实现了藏、借、阅一体的大流通

开放服务，读者可以不用外借出馆就可以在馆内阅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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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想对策 

（一）投入资金，增加阅览席位，改善阅览环境，提高阅览舒

适度。 

（1）经调查了解，一般高校的阅览席位总数应不低于学校总读

者人数的 25%，按我校总读者 24420人的基数，阅览席位应达到 6100

个，而目前南北馆的总阅览席位仅有 3298 个，还存在较大缺口。与

省内其他高校相比，我校的阅览席位也存在较大差距，排名第 13位。

因此我们建议，待 25 号教学楼启用以后，将图书馆东头各层的教室

分三年逐步划归图书馆，由图书馆改造成自习室。第一年可先行划归

四楼的两个教室，印书馆即可增加 250 个阅览席位。 

序号 机构名称 读者总人数 读者阅览席位总数（个） 

1 九江学院图书馆 36733 8869 

2 江西理工大学图书馆 26494 6267 

3 江西农业大学图书馆 25800 6100 

4 南昌理工学院图书馆 28837 5426 

5 江西师范大学图书馆 35834 5312 

6 南昌大学图书馆 59775 4378 

7 南昌航空大学图书馆 23318 4300 

8 东华理工大学图书馆 27057 4300 

9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图书馆 24000 3977 

10 南昌工程学院图书馆 25345 3800 

11 江西财经职业学院图书馆 13000 3500 

12 赣南师范大学图书馆 19000 3400 

13 华东交通大学图书馆 24420 3298 

2017年江西省高校图书馆阅览席位数前 13名情况 

（数据来源：江西省高校图工委编制《2017年江西省高校图书馆发展报告》） 

（2）南馆自习室现有阅览席位 1820 个，但桌椅已破旧，也不适

宜上线座位预约系统。为改善阅览环境，有效减缓占座现象，我们建

议按北馆自习室的配置标准，分三年逐步将南馆自习室桌椅全部更新

换代。经测算，每年需增加 80 余万元设备经费，总计需要 25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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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经费。 

（3）监控系统二期（自习室、书库监控）工程尽快立项，一旦

发生读者物品丢失及其它安全事故，可以在第一时间采取有效措施，

保障图书馆及读者的生命与财产安全。 

（二）加大文献购置经费支持，增加对外文数据库的采购力度。 

根据江西省高校图工委编制的《2017 年江西省高校图书馆发展

报告》，我校 2017年度文献购置费在省内高校 83所高校中排名第 13

位，全国排名第 284 位，远低于南昌大学、江西师范大学和江西理工

大学，仅略高于南昌航空大学（5484200元）、江西农业大学（5448891

元）。 

序号 机构名称 年度经费情况（元） 年度全国排名 

1 南昌大学图书馆 16312281 80 

2 江西师范大学图书馆 11858311 116 

3 江西理工大学图书馆 9067472 163 

4 景德镇陶瓷大学图书馆 8826723 172 

5 南昌工程学院图书馆 8468261 181 

6 吉安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8032733.5 195 

7 上饶师范学院图书馆 7902526 201 

8 井冈山大学图书馆 6595834 247 

9 赣南医学院图书馆 6532913 248 

10 九江学院图书馆 6018400 271 

11 江西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图书馆 5826000 280 

12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图书馆 5781714 283 

13 华东交通大学图书馆 5773240 284 

2017年江西省高校图书馆文献购置费前 13名情况 

（数据来源：江西省高校图工委编制《2017年江西省高校图书馆发展报告》） 

为了提升图书馆为我校的“双一流”建设服务水平，2019 年图

书馆将进一步将购置经费向电子文献倾斜，拟采购 Web of Science –

SCI、InCites（科研绩效分析平台）数据库、ESI（基本科学指标）

数据库、Science Direct 四个对提升学校科研水平有重要价值的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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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数据库；而科研大户荐购的 SSCI、EBSCO、eBook、Scopus 等数据

库，由于购置经费限制，目前无法安排采购。 

2016 年以来的三年，我校文献购置经费维持在 600 万元，2019

年增加了 100 万元，但是与学校在省内区域一流大学的定位及建设目

标不符，亦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学校“双一流”学科建设的需要。我

们建议，在 2019 年已有 700 万元购置费的基础上，学校每年再追加

100 万元购置经费，至 2022 年达到 1000 万元并稳定维持若干年，达

到省内同级别综合高校的文献购置能力。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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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举办丰富多彩的阅读活动，大力推广大学生阅读，享受阅

读的快乐。在全校招募读书种子，定期举办每月读书会；在天佑班、

卓越班试点开展“共读一本书活动”，逐步开展书香班级、书香宿舍、

书香学院建设；公布大学生必读书目 100 本(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指定)

等各类权威书目，设经典阅读书架；举办图书馆资源利用“一小时系

列讲座”；开展本科生搜索之星竞赛、研究生信息搜索大赛、书海寻

宝竞赛 、“双基”阅读知识竞赛，书斋生存 10 小时等竞赛活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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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促进阅读。 

（五）发挥教师专业素养与智慧传播的榜样力量，加大师长

课程荐读力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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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首先从本科教学中加强教师引导阅读开始，相关部门开展

“书香校园—师长荐书,分享阅读”主题读书活动，组织学院教授及

所有任课教师推荐课程必读书目、课程扩展阅读书目及一般人文阅读

书目，图书馆查遗补漏统一采购并在书目中添加馆藏信息，再将阅读

书目公开挂网，以便读者查询借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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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十一世纪的当代中国，国民的生活，尤其是大学生的生活中

最迫切的事情就是阅读！ 

在承担着国民知识体系建构的中国教育渐被实用功利化和片面

强调就业率扭曲的今天，我们要加强阅读；当数字化、网络化带来的

“信息爆炸”占领学生头脑、占用学生阅读时间的当下，我们要强调

阅读；当中华民族迈向和平崛起、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时，当学校在

奔向百年交大梦的高远理想时，我们更要加强阅读！ 

我们一方面与时俱进，不断适应新时代读者的读屏这种快节奏的

阅读方式的同时，也要求我们一再回望，不忘初心，以本为本，以读

纸为本，建设真正的书香校园。 

 

                                           2019 年元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