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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获得感的视角把握大学生对图书馆的综合感知水平，以期为强化大学生阅读意愿提供数据参考。本

文以天津美术学院为例，使用Binary Logistic回归方法，从空间资源环境和人文环境两个维度分析大学生的图书

馆获得感及其对阅读意愿的影响。结果发现，大学生的图书馆获得感处于一般水平且具有层次特征；大学生图书

馆获得感存在群体差异，微信公众号使用程度、月阅读量、主要阅读方式及阅读能力感知的影响显著；在控制个

体特征后，大学生的图书馆获得感对其阅读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关键词：大学生；图书馆获得感；阅读意愿

中图分类号：G250
DOI：10.3772/j.issn.1673-2286.2020.01.010

胡陈冲

（天津美术学院图书馆，天津 300141）

大学生的图书馆获得感及其

对阅读意愿的影响
——以天津美术学院为例

获得感多用于表示大众因物质、精神和文化等层

面的获得而产生的持续满足感。或者认为，获得感是

指多元利益主体在改革和发展客观过程中对自身实际

所得的主观评价[1]。总的来说，获得感不仅指幸福感或

满意度，它是个体通过满足某种需求后获得的一种可

以令人感到愉悦、认同和满足的积极心理感受，是一种

对参与机会、认同程度、成就水平和满足状况的综合心

理感受[2-4]。上述研究成果是本文进行高校大学生图书

馆获得感研究的重要基础。当前，已有研究针对高校学

生群体从某一侧面或视角对大学生获得感进行探讨和

分析，如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获得感、学生价值获得感、

高职院校师生获得感等[5-6]。相关研究认为，学生获得

感是指学生在求学期间，因学校提供的各项教育服务

满足其学习生活需求，获得参与机会，得到认同，并取

得一定成就的正向综合心理感受[7]。可见，学生获得感

水平对于评价学校各项教育教学服务质量的高低和成

效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学校信息服务保障部门的图书

馆来说，其价值体现的重要判断标准之一就是满足大

学生的信息资源、服务、空间环境等各种需求[8-9]。换言

之，大学生是否从图书馆各类服务中有所获得且感到

满足是图书馆赖以存在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用

获得感来体现或表征大学生对图书馆的空间、环境、

资源及服务等方面的认同感、满意度或参与程度的综

合主观感受显然具备一定的合理性。基于此，在结合

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将大学生的图书馆获得感界

定为大学生在校期间，由于图书馆提供的空间、资源、

服务等软硬资源满足了其学习、发展和阅读需求，能反

映其对图书馆的认同感、满意度和参与程度的正向综

合心理感受。同时，已有研究也表明大学生对图书馆的

满意度和认同感等感知是影响大学生阅读意愿的重要

因素[10-11]，因此良好的图书馆获得感是强化大学生阅

读意愿的重要基础之一。

迄今，针对高校大学生图书馆获得感的专项研究很

少，为数不多的已有研究是从一些侧面涉及大学生的图

书馆获得感及其形成机制。这些研究涉及高校图书馆

用户满意度、大学生图书馆认同感、大学生图书馆参与

用户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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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的研究等方面[12-15]。上述研究成果尽管未直接涉及

大学生图书馆获得感的具体研究，但对本文中大学生图

书馆获得感的研究具有重要启发意义。而大学生作为一

个独立的完整个体且个性化需求差异显著，在了解其对

图书馆的感知情况时更需要全面综合地把握他们对图

书馆各个方面的认同感、满意度等心理层面因素；在探

讨其阅读意愿时也应把体现和表征大学生图书馆满意

度、认同感和参与程度的获得感纳入其中。

鉴于此，本文将利用一项针对天津美术学院大学

生进行的问卷调查数据，采用Likert scale 4级量表法、

Binary 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从空间资源环境和人文

环境两个维度的综合感知情况定量分析大学生图书馆

获得感的水平及群体差异并探讨其对大学生阅读意愿

的影响。尝试回答以下问题：当前美术学院大学生的图

书馆获得感水平如何？不同属性特征大学生的图书馆

获得感是否存在差异？大学生的图书馆获得感对与其

密切相关的阅读意愿影响作用和影响程度如何？探讨

并厘清这些问题将有助于科学地掌握大学生在图书馆

的获得感水平以及为进一步了解和强化大学生阅读意

愿提供参考。此处空间资源环境的感知情况主要反映

的是图书馆空间环境、馆藏资源以及人员服务等软硬

资源质量的高低。人文环境的感知情况主要用来反映

大学生对馆内人文文化氛围、艺术气息、制度文化及阅

读活动的主观态度或接纳程度。选择以上两个维度，一

方面是基于以往研究成果和数据的可得性，更重要的

是，这两个维度的因素对于大学生阅读意愿有重要影

响。事实上，近年来高校图书馆致力于空间再造或空间

拓展及阅读推广等服务，进而不断优化图书馆的空间

服务质量，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大学生对图书馆的满意度

和认同感[16-18]；而新环境下大学生对图书馆人文文化环

境及其制度文化的诉求明显增强，二者均从不同程度

上影响大学生的阅读意愿[19]。本文通过对以上两个维

度的研究，能以一种新的视角丰富高校大学生图书馆

获得感的实证研究，并为“书香校园”建设背景下提高

大学生的阅读意愿提供数据参考。

1  数据来源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源自2017年底天津美术学院进

行的一项问卷调查。问卷内容包含被调查者的基本信

息（个体人口学特征及阅读特征）、大学生对图书馆各

类资源要素满意度或认同感等感知的问题以及大学生

在校期间的阅读意愿。调查采用随机抽样方法，采取

面对面发放纸质问卷的方式，调查对象为天津美术学

院各专业一年级至四年级的大学生。此次调查共回收

有效问卷330份，有效回收率94.3%。其中，被调查大学

生中，男性占27.6%、女性占72.4%；大一至大四各年级

学生分别占20.9%、27.9%、38.8%和12.4%；各个专业

大学生比例较均衡。从大学生阅读特征上看，多数大

学生以数字阅读为主要阅读方式（71.5%），选择纸质

阅读和纸电阅读同步的比例相当；月阅读量主要为2~4
本（46.4%）和1本以下（47.3%）；阅读时间时长集中在

1~2小时（67.3%）；阅读能力感知方面，超过50.0%的

学生表示自身阅读能力较差；阅读重要性认知方面，超

过80.0%的学生认为阅读很重要；在图书馆微信公众号

使用程度上，63.3%的大学生表示经常使用。上述调查

数据来自有针对性的、面对面的问卷调查，具有真实性

及有效性，虽可能存在一定局限性，但基本上能较翔实

和准确地反映大学生的整体特征，因此样本具备一定

代表性。

1.2  研究方法

首先，从空间资源环境和人文环境两个维度的感

知情况考察大学生的图书馆获得感（见表1），主要采

用Liker t scale 4级量表方法对各问题的答案进行赋

值，分别对不同的4个等级赋值为4分、3分、2分、1分来

对调查结果进行量化，分数越高代表大学生图书馆相

关维度指标的认同、满意或参与程度等感知越强。在

调查分析中发现，两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在

0.65~0.70，表明各项目基本上能够较好地反映其所在

维度。

其次，大学生图书馆获得感具有一定主观性，不同

个体特征的大学生对图书馆各资源要素的认同感、满

意度及参与度的主观认知或感受必然有所异同。根据

变量的特征选择准确的统计检验方法来判断大学生图

书馆获得感的群体差异显得极为重要。因此本文根据

实际需要将选择两个独立样本的Mann-Whitney U检

验、多组等级资料比较的Kruskal-Wallis秩和检验、双

向有序资料行列表-Kendall等级相关检验来判断和确

定大学生图书馆获得感的群体差异。

最后，大学生的阅读意愿是一种主观心理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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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图书馆获得感指标量化表

空间资源环

境获得感

人文环境

获得感

一级量化指标 二级量化指标

对图书馆空间、设施设备等硬环境资源的满意度

对图书馆馆藏纸本的满意度

对图书馆技术服务的满意度

使用图书馆电子资源的频率

所需纸质资源获取的及时性

对馆藏资源种类的满意度

对馆员服务的满意度

图书馆阅读氛围促进阅读的程度

图书馆人文艺术气息对阅读有促进的程度

对图书馆开展阅读推广活动的满意度

参加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的频率

入馆阅读的频率

馆内规章制度或阅读推广政策对阅读的影响程度

是大学生对自身阅读行为作出的主观性判断。本文通

过问题“在您阅读资源满足自身需求的条件下，会如何

选择”来测量大学生阅读意愿，答案包括“坚持阅读、

不怎么想读、不想读/无所谓”3项。在考察大学生的图

书馆获得感对其阅读意愿是否具有影响的问题上，将

阅读意愿处理为1个（0，1）二分类变量，在具体分析过

程中，将答案1设置为1，其他2项合并设置为0，并选择

Binary 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大学生图书馆获得感与

其阅读意愿间的影响作用和影响程度。

2  调查结果与分析

2.1  大学生图书馆获得感的总体情况

2.1.1  大学生的空间资源环境获得感

大学生对图书馆空间资源环境的获得感为2.94分，

表明大学生对图书馆空间资源环境的获得感处于中等

水平。其中，感知强度较高的是对馆员服务及技术服

务满意、对馆藏资源种类满意，得分都在3.10分以上；

对空间、设施设备等硬环境感知的得分较一般（3.05
分）；而对馆藏纸本资源满意、及时找到所需纸质资源

和经常使用电子资源三者的感知得分均低于2.90分。可

见，大学生对图书馆馆藏资源（尤其是电子资源）的利

用或参与程度的感知情况明显较弱，因而导致其图书

馆空间资源环境获得感的总体水平并不高。

2.1.2  大学生图书馆人文环境获得感

结果表明大学生对图书馆人文环境的获得感较为

一般（2.66分），处于中下水平。大学生对图书馆的人文

艺术气息和阅读氛围的感知最强（均为3.18分），喜欢

入馆阅读次之（3.11分），而馆内规章制度或阅读推广

政策感知、阅读推广活动满意程度及参与程度的感知

情况明显低于其他方面的得分。由此可见，多数大学生

认为图书馆人文艺术气息和阅读氛围对其阅读均有正

面影响，同时，尽管大学生从心理上对馆内人文环境具

有一般认同感，但是对阅读推广等活动的参与程度明

显很低，对此类活动的满意程度也较低。这说明大学生

对实践性较强的图书馆活动的参与度和融入感较弱，

未能从内心上感到满足或有所收获。这可能由于大学

生自身对活动不感兴趣或活动本身吸引力不够、宣传

不到位等，因而影响其对此类活动的参与积极性和满

意度。与其他方面相比，馆内制度或阅读推广政策认同

感和满意度最低（2.04分），这说明多数大学生可能感

受到馆内制度文化并没能给他们带来便利或较强烈感

受到阅读方面的政策并不能够较好地指导或促进其阅

读。因此，现阶段图书馆注重调整和完善馆内相关管理

制度以及创新阅读推广政策的举措仍显得极为重要。

2.1.3  大学生图书馆获得感的群体差异

如前文所述，作为一种主观综合感受，大学生的

图书馆获得感显然存在差异，为更好地了解大学生不

同个体特征对其图书馆获得感的影响，本文将分别采

用2个独立样本的Mann-Whitney U检验、多组等级资

料比较的Kruskal-Wallis秩和检验、双向有序资料行列

表-Kendall等级相关检验对大学生的不同属性特征与

其图书馆两个维度获得感得分和综合的图书馆获得感

得分进行相关分析，分析结果见表2。
（1）不同个体基本特征大学生的图书馆获得感。

如表2所示，大学生的性别、专业类型、年级对两个维

度的获得感和综合的图书馆获得感的检验结果都没有

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不同性别、专业类型和年级间的

大学生与其图书馆获得感水平没有差别。而是否使用

图书馆微信公众号对上述3类图书馆获得感都具有显

著正向影响，可能是大学生越是经常使用微信公众号，

与图书馆接触和交流的机会越多，强化了他们对图书

馆认同感和参与程度等感知，从而提高了他们对图书

大学生的图书馆获得感及其对阅读意愿的影响——以天津美术学院为例胡陈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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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的获得感水平。

（2）不同阅读特征大学生的图书馆获得感。分析

结果显示，个体阅读特征对两个维度的获得感和综合

的图书馆获得感都造成一定影响。其中，月阅读量对

人文环境获得感和综合的图书馆获得感具有较明显影

响，但对空间资源环境获得感没有明显影响，说明月阅

读量的增加能提高大学生图书馆的人文环境获得感和

综合的获得感；大学生主要阅读方式对两个维度获得

感和综合的获得感都具有显著影响，说明不同阅读方

式的大学生，其图书馆获得感水平不尽相同；个体阅读

能力感知与其两个维度获得感和综合获得感都存在显

著正相关，即大学生认为自身阅读能力越好，其图书馆

获得感水平就越高。而大学生阅读时间与图书馆获得

感不存在显著影响；阅读重要程度感知只与人文环境

获得感存在负向相关，这可能是因为越是认为阅读对

自身重要的大学生对图书馆人文文化环境等方面的认

知和要求均更高，因此主观上更易于感知图书馆各种

人文环境的不理想之处，从而降低了其对图书馆空间

资源及人文环境方面的认同感和满意度等感知。

2.2  大学生图书馆获得感对其阅读意愿的影响

对大学生个体图书馆获得感进行深入探讨的重

要意义之一在于了解大学生对图书馆各资源要素的综

合感知情况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其对阅读的兴趣和热

情，从而通过改善大学生图书馆获得感水平提升其阅

读意愿。因此，为进一步考察大学生图书馆获得感对其

阅读意愿的影响，分别对其两个维度获得感和综合获

得感进行回归分析，以掌握不同维度的获得感对大学

生阅读意愿产生的影响作用和程度，回归结果见表3。

表2  大学生个体特征与图书馆获得感的相关关系

性别

专业类型

年级

微信公众号使用程度

月阅读量

阅读时间

阅读主要方式

阅读能力感知

阅读重要程度

属  性 统计检验方法

Mann-Whitney U

Kruskal Wallis H

Kruskal Wallis H

Kendall’s tau_b  

Kendall’s tau_b 

Kendall’s tau_b 

Kruskal Wallis H

Kendall’s tau_b 

Kendall’s tau_b 

空间资源环境获得感

10 657

4.939

0.521

-0.185***

0.119**

0.058

5.545*

0.185***

-0.099*

10 482

7.460

1.132

-0.233***

0.100*

0.053

5.995*

0.133**

-0.073

10 322

1.640

1.111

-0.215***

0.040

0.017

7.780*

0.133*

-0.020

人文环境获得感 综合图书馆获得感

注：***p<0.001；**p<0.01；*p<0.05

表3  Binary Logistic回归结果（标准化系数B）

综合图书馆获得感

图书馆人文环境获得感

图书馆空间资源环境获得感

性别（男）

年级（大四）

专业类别（其他）

使用公众号程度

阅读时间

月阅读量

主要阅读方式（数字）

阅读能力感知

阅读重要程度感知

常数项

卡方值

－2倍对数似然值

模型1

-

-

0.579*

0.351

-0.059

-0.052

-0.238

0.230

0.619**

-0.367*

0.337

0.595

-2.961**

32.141***

370.375***

-

1.038***

-

0.360

-0.038

-0.207

-0.271

0.107

0.585**

-0.381*

0.649*

0.747

-4.511***

45.248***

367.814***

0.684*

-

-

0.239

-0.015

-0.052

-0.245

0.220

0.506**

-0.369*

0.358*

0.962

-4.097**

35.343***

365.971***

模型2 模型3

注：括号内为参照组，***p<0.001；**p<0.01；*p<0.05

根据模型1~模型3的回归结果，在控制大学生个体

人口学和阅读状态特征后，大学生的图书馆获得感对

其阅读意愿都具有显著影响，大学生图书馆获得感水平

的增加可以显著提高其阅读意愿，这与已有认知和预

期设想一致。一般来说，大学生图书馆获得感水平高，

说明其对图书馆各资源要素的正面评价、认同程度、满

意程度等都较高；图书馆提供的活动参与机会、人文文

化以及形成的相对和谐的阅读氛围也使他们能更好地

融入图书馆；同时大学生的图书馆获得感水平高也意

味着他们能够较多地依赖和利用图书馆的空间、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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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及服务进行阅读阅览、信息查询、研究讨论等与学

习密切相关的活动。因此，对于上述回归分析中出现的

大学生的图书馆获得感水平越高其阅读意愿会更强烈

的结果是合理的。

在模型1~模型3中，控制变量中的月阅读量、主要

阅读方式及个体阅读能力感知对大学生阅读意愿的影

响显著。具体而言，只有月阅读量多、以数字阅读为主以

及自我阅读能力感知强的大学生，其阅读意愿强烈，而

性别、年级、专业、微信公众号使用程度以及阅读时间

等其他个体特征的影响不显著。结合上述分析结果可

以得出，相对于个体属性特征而言，大学生的图书馆获

得感在当前对其阅读意愿具有相对重要的影响作用。

这在今后的相关研究中也值得作进一步探讨。

2.3  调查结论

本文基于问卷调查数据，对大学生的图书馆获得

感和群体差异及其对阅读意愿的影响进行定量分析，

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大学生的图书馆获得感具有层次性、不同维

度的图书馆获得感之间存在差异。大学生对与其密切

相关的图书馆空间环境、资源、人员与技术服务等空间

资源环境的获得感相对较高，而其图书馆人文环境获

得感水平则较低。

第二，大学生图书馆获得感存在群体差异。大学生

个体阅读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对其图书馆获得感造成影

响，但个体人口学特征并不是显著的影响因素。即只有

图书馆微信公众号使用程度、月阅读量、主要阅读方

式、自我阅读能力感知和阅读重要程度感知对图书馆

获得感的影响显著。

第三，大学生图书馆获得感对其阅读意愿具有重

要的影响作用。在控制大学生的个体特征之后，大学生

的图书馆获得感水平增加可以显著地促进或强化其阅

读意愿。

必须指出的是，在今后应利用问卷调查和实际访

谈等多种方法对更大样本量及更细化指标的调查数据

进行收集和分析，以获得对大学生图书馆获得感相关

方面更具广泛性和代表性的认识。此外，今后在数据可

及的情况下可以将政策环境特征相关的变量指标单独

作为一个维度纳入分析或引入相关模型，以直接揭示

这一特征变量对大学生图书馆获得感及阅读意愿的影

响。但是，上述研究中得出的结论对于如何增加高校大

学生的图书馆获得感水平以及提升大学生阅读积极性

方面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3  大学生图书馆获得感的提升策略

在建设“双一流”大学和构建“书香校园”的新形

势推动下，可以从图书馆新型空间改造及功能拓展、资

源整合与评估、馆藏资源建设与资源服务质量、阅读推

广服务创新以及馆内制度创新等方面来提升大学生的

图书馆获得感水平，通过增加大学生利用、依赖和参与

图书馆的机会，提高大学生阅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首先，面对上述分析中大学生对馆藏资源的利用

或参与程度的感知较弱而导致其图书馆空间资源环境

获得感的水平较一般的事实，当前图书馆应该进一步

加强资源整合与评估，确保馆藏资源保障率；以需求驱

动采购，有效优化藏书，合理把握藏书质量（文化传承

的作用）与需求（满足当前用户利用）间的平衡点；加强

美术设计类等艺术专业数据库资源建设，同时深化数

字资源的宣传推广和培训指导、提升数字资源服务质

量，并始终将需求导向作为数字资源建设与评估的重

点。在“资源建设与评估-资源整合与揭示-资源服务”

的这一闭合环节中，不断让馆藏资源“活”起来，并将

服务融入其中。较高的资源保障率、及时有效的资源服

务质量和阅读推广服务能够避免学生因找不到所需资

源或者缺乏选择资源的能力等问题而造成减弱或放弃

阅读的倾向。

其次，创新图书馆空间服务、优化自然环境及设施

设备等环境资源能够有效提升大学生对图书馆空间资

源环境及人文环境资源的获得感水平。实证分析也发

现，大学生的图书馆空间资源环境获得感处于中等水

平，并且对其中空间、设施设备等硬环境资源的满意度

较一般，而现阶段大学生对图书馆作为其学习、休闲、

讨论、阅读的空间诉求又越发强烈，面对这种矛盾，图

书馆应做出积极回应并注重对大学生阅读行为特征等

方面的调查分析，在此基础上拓展图书馆空间职能、合

理优化图书馆空间服务和工具服务，增强大学生对图书

馆空间环境的实际获得感知，从而调动大学生学习和

阅读的自觉性和积极性。

最后，面对大学生对图书馆阅读推广等活动参与

程度低、图书馆制度文化没有很好得到大学生认同和

接纳的现实，在实践中图书馆应一方面继续创新并开展

多样化的阅读推广等活动，扩大图书馆的影响力和传

大学生的图书馆获得感及其对阅读意愿的影响——以天津美术学院为例胡陈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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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力。通过此类活动增强与学生的互动性、提高关注

度，增加大学生参与图书馆的机会。另一方面，图书馆

应及时调整或完善更符合大学生利益诉求的规章管理

制度体系，使得制度措施的施行与落实能切实得到大

学生的支持与尊重，增强大学生对图书馆的信任度和

归属感，从而增加他们利用图书馆或入馆阅读的机会。

在此基础上也应不断创新阅读或阅读推广相关政策，

为阅读推广活动有效开展提供有力制度保障，从制度

层面促进和激励大学生主动进行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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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ense of Gain in Library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Its Effect on Reading Intension: A Case Study of Tianjin Academy of Fine Arts

HU ChenChong
( Tianjin Academy of Fine Arts Library, Tianjin 300141, China )

Abstract: The college students’ sense of gain in library could effect their reading intension. Based on a survey of Tianjin Academy of Fine Arts, the 
paper examines the sense of gain in library of college students from two respects, namely the library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humanistic environmen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the college students Times New Roman sense of gain in library between its two dimensions, with its value 
on the ecological dimension larger than that on the humanistic dimension. There i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sense of gain in library of college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WeChat public number use degree, monthly reading quantity, main reading mode and reading ability perception. College students Times New 
Roman sense of gain in library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nfluence on their reading intention, when the college students Times New Roman demographic and 
reading status characteristics factors are control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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