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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心理学在军队院校图书馆中的应用探讨 

邱雪兰 
(第二炮兵指挥学院，湖北 武汉 430012) 

[摘 要] 军队院校图书馆是为军校的教学研究服务的，最大限度的满足军校师生的需求是军校图书馆 

追求的 目标。讨论 了读者心理学在军队院校图书馆中应用的重要性，分析 了军队院校图书馆读者的阅读心理需 

求及不良阅读心理和行为，以此为基础提 出为读者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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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the Application of Readers Psychology in the Libraries of the~fmtary Academic 

QIU XUO——lan 

(SecondArtillery Command College，Wuhan 430012，China) 

Abatract：The aim of the libraries of the military academy is tO meet the teachers and students reading requirements．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importance of the application of the readers psychology in the libraries of the military academy， 

analyzes the reading psychological demands as well as the bad reading psychology and actions of the readers in the 

libraries．Based on it，the paper suggests offering better service to the rea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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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引 言 

读者与图书馆是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读者的心理需 

求影响图书馆的规模、建设方向、服务方式和内容特点。 

读者利用书馆，是受到自身研究、学习、生活等需求影响 

进而产生的客观行为。把握读者的普遍共同心理和特殊个 

性心理，有的放矢地推进图书馆建设，才能更好地吸引读 

者，提高高职院校图书馆的利用率。 

二、读者心理学在图书馆建设中应用 

读者心理学，就是要研究和揭示在图书业的经济活动 

中，读者心理现象的产生和发展的规律。我国的图书馆读 

者心理学研究始于 20世纪 70年代末。通过搜索中国期刊 

全文数据库发现，1980年 1月至2010年4月，篇名出现读 

者心理字眼的文章有 593篇；一些图书馆学的著作或教材 

也有专门章节讨论这方面的问题。此外，已出版了两本读 

者心理学的专著。这些都标志着读者心理学的发展。 

许多学者对不同图书馆的读者心理及图书馆不同类型 

的读者心理与行为进行了研究⋯。黄宪怀l2 从读者入馆动 

机上进行了划分，把读者分为责任型、兴趣型、情绪排解 

型、个人功利型和盲目型这 6种类型。邓惠心 从高校图 

书馆读者心理的角度出发，通过观察发现，读者在利用图 

书馆的过程中表现出6个方面的心理现象：尊重心理、求 

全心理、方便心理、参与心理、阅读的马汰效应心理和违 

纪心理。陈峰对职业女院图书馆的学生的阅读心理进行了 

研究 J，他指出女大学生感情细腻、注意力集中，靠书本 

和课堂获取知识的能力强，能满足读者某种需求、符合读 

者阅读兴趣、与读者的知识经验有关的文献，都容易引起 

她们的兴趣。吴晓君 从医科院校图书馆的特殊性，分析 

了医科院校师生读者心理需求及图书馆建设的相应策略。 

徐祖银 分析了体育院校图书馆读者阅读心理特点，指出 

影响读者阅读心理的因素主要来 自于两方面：图书馆本身 

的影响和社会因素的影响。 

基于这些不同的读者心理，图书馆的建设以及馆员的 

服务应该做到针对不同的读者群采取不同的措施和策略， 

让所有的读者群都能够最大限度的满足 自身的求知欲。罗 

云华，唐小琴 提出了基于读者心理学视角的高职院校图 

书馆建设。周慧磊 浅谈了黄冈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大学 

生读者阅读心理 ，进一步做好读者服务工作。钱巍 基于 

心理差异为高校图书馆读者提供服务。 

三、军队院校图书馆读者阅读心理特点 

由于军队院校人员和组织结构的特殊性，军校图书馆 

的读者群也表现出了不同的阅读心理和倾向，因此，分析 

研究军校读者心理、阅读倾向和阅读规律，有助于图书馆 

有的放矢地为读者服务。在军校图书馆的借阅图书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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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般可分为教员读者、学员读者、干部读者、战士读 

者和其他类读者群五大类。各类型读者，因其主要任务不 

同，各 自兴趣爱好以及主客观等因素，在借阅书刊资料时 

表现出的特点也各不相同。下面根据我馆多年的实践总结 

如下 ： 

(一)教员读者群的阅读心理特点 

教员读者是军队院校图书馆的重点服务对象，他们担 

负着教学和科研的双重任务。因此 ，教员读者在利用图书 

馆时，往往从教学和科研两方面及其结合上，系统阅读广 

泛参考专业文献，有明显的阅读倾向，他们往往需要较新 

颖、较专业、较系统的文献。而根据学识、经历、年龄和 

担负任务的不同，教员读者又可分为三类 ：老年教员、中 

年教员和青年教员。 

1．老年教员大多是教授、副教授，也有部分老讲师。 

他们具有丰富的、比较成熟的教学和科研实践经验，学术 

造诣较深、外文阅读能力较强，对本专业书刊资料和科技 

动态较为熟悉。一般都有 自己收藏的常用的或有代表性的 

专业文献工具书。他们需求特点是往往范围广、种类多、 

中外兼顾、系统全面、目的明确、查找迅速、对 图书资料 

的使用具有研究型、创造性和应用性的特点。 

2．中年教员中含有教授、副教授也有讲师。在教员队 

伍中人数最多，他们的业务基础较为深厚、年富力强有较 

好的外文阅读能力 ，在编写教材总结教学经验、翻译文献 

资料、撰写专业论文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他们的需求比 

较广、且专深、系统、新颖。但他们 自己收藏的书刊资料 

不多。常依靠图书馆提供所需的文献。对图书资料的使用 

具有应用性、研究性和学习性的特点，并善于掌握新技术 

从事科研活动。 

3．青年教员大多数为助教和讲师。他们是一群精力充 

沛思想活跃、求知欲强的知识分子。对科学技术和学术上 

的新观点、新发展有一定 的了解。敢于探索、勇于实践， 

是军队院校教员队伍的生力军和后备力量。他们利用图书 

馆的时间较多、内容较广、数量较大。表现在学习、研究、 

应用三个方面，同时对新兴事物和新技术接受快且感兴趣。 

(二)学员读者群的阅读心理特点 

学员是军校图书馆数量最多、最为活跃的读者对象， 

他们具有高中以上的文化程度。在院校学习一定的专业， 

对知识的需求广而专深、吸收容量大、消化速度快、自学 

能力强。按学员来源可分为地方学员和部队学员。 

1．地方学员。他们来自地方，经过全国统一高考，被 

军校录取的高中生。虽然一入伍就穿上军装，但并不等于 

具备了军人的素质和觉悟。他们大多数 20岁左右，处于生 

长发育的关键时期，是一个思想尚不稳定、尚未定型的事 

情。而院校的培养目标是要求他们在军校几年内完成由一 

个青年学生到一名军人 ，并由一名军人到一名军官的转变。 

因此，他们具有多重性。因而，他们在利用图书馆借用书 

刊有不同于其他读者的阅读需求：一是兴趣广。除了对所 

学课程参考资料的需求外，还对政治、经济、文化、军事、 

历史以及科普类等图书感兴趣。又因他们思想活跃、求知 

欲强，所以对一些新、奇、偏的书刊、资料也颇感兴趣。 

二是时间较集中。学员因受集 中管理的要求，大多数集中 

在自习课、课余、节假日、复习阶段时来图书馆借阅。这 

种借阅方式造成借 阅工作忙闲不均，大大影响了图书馆藏 

书的利用效率。因此，图书馆应做好两方面：一个是加强 

专业书刊的宣传和指导，向学员主动推荐新书和有关参考 

书，使其加深和扩展所学知识 ，以便打牢专业基础。二是 

加强政治思想性书刊以及历史、文化、文学等书刊的阅读 

辅导，使学员在阅读中陶冶情操，不断开拓知识面，提高 

自身素质。 

2．部队学员。他们大多数是已经在部队服役，经过部 

队统一考试，被军校录取的士兵，具有一定的军人素质和 

工作实践经验。他们大多来自于各部队的优秀士兵。具有 
一 定的专业性，由于工作经验，使之学习来之不易，多采 

取 自我学习，并将学习专业和工作经验相结合，全面有效 

地发展。因此，利用图书馆的时间来补充专业知识的扩大 

视野 ，以便解答过去在工作中遇到的难题，更多的汲取系 

统知识和多种智能。这样可以为将来从事各种工作做好充 

分的准备。成年人的务实精神促使他们把阅读范围聚集在 

一 定的侧重点上，他们大多目标具体而明确，十分注意所 

学专业的实用价值。这样，要求图书馆能为他们提供一些 

应用性、体会性的书刊文献。同时对于从事工作要求与其 

相关的理论性强资料，以便总结过去的实践经验，进行某 

方面的系统研究，并使之理论化、系统化。 

(三)干部读者群的阅读心理特点 

干部读者多指各级科技管理干部、政治工作干部、后 

勤保障干部等。由于军事科技的飞速发展、武器装备的更 

新加快、未来战争的复杂多变 ，使得军队各种专业分工越 

来越细，从客观上讲 ，干部除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提高政治理论水平外，还要掌握与其相关的军事专业知识， 

管理科学知识和高新技术知识等。有了这些丰富的知识， 

再结合实际应用，才能胜任本职工作。因此干部，特别各 

级主管干部，必须具有较多的领导决策能力，适应新环境 

的能力，而这些能力的具备 ，文化水平是前提。为了适应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现代化革命军队建设的需求，培养 

军地两用合格人才，总政治部多次作出决定：要求军队干 

部结合工作业务，选读科学文化知识和专业技术知识。 

干部读者除了自身的科学文化知识提高之外，更要结 

合当前形势，上级部署任务 ，以及领导组织和管理业务， 

需要战略决策性综合动态资料，以及专业事实性具体资料。 

因此，图书馆应重视领导干部服务 的工作，把干部读者为 

重点服务对象之一。解决他们的特殊需要，这也是军队院 

校图书柜的政治任务之一。 

(四)战士读者群的阅读心理特点 

战士读者他们大多数属于青年 ，是正处于生长发育、 

世界观的形成时期，他们思想活跃、容易受到各种社会思 

潮的影响。如：新老兵交接期、新兵初到部队。一切都新 

鲜好奇，试图通过阅读介绍部队生活和军队成长等内容的 

大量文献，寻找一条从士兵到将军的成才之路。但战士有 
一 定的盲目性，一般选择与军事、战略、人物传记有关的 

书刊。 

因此，图书柜可以从战士的文化、兴趣等等，可介绍 

性地推荐书刊和安排部分时间。如：节假 日开展推荐优秀 

图书，宣传评价，指导战士如何选择好书、如何使书成为 

战士的良师益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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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读者群的阅读心理特点 

其他类型读者主要是军队院校的离退休老干部、教员、 

职工等。教员相当一部分仍在军校里或附近就住。特别是 

解放后参加革命工作的老干部、老教员 ，他们虽然离 (退) 

休了，但仍心系当的教育事业，仍然关心新技术、新理论 

的发展、关心国家的形势、仍希望老有所为，贡献余热， 

不甘落后。他们对图书的阅读心理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 

1．部分离退休老干部、老教员 (特别是刚休退的)， 

他们仍继续钻研或指导青年教员、学员科研，他们对图书 

馆的利用主要是新的专业著作和专业文献。 

2．很多离退休老干部，虽然 “休息”了，但仍关心党 

的事业及祖国的兴衰，他们对图书馆的利用主要集中在时 

事文摘及其政策性书刊上。 

3．由于计算机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很多老同志，突 

然意识到不适应社会了。重新开始学习新东西，主要集 中 

在电脑、英语口语等的学习上。针对这些需求特点，图书 

馆可专门为他们开辟一块地方，提供他们需求的书刊、文 

献和杂志等。 

四、结 语 

本文在总结了不同图书馆的读者心理及图书馆不同类 

型的读者心理与行为的基础上，结合军队院校图书馆 自身 

的特点，分析了军队院校的读者群及其他们的读者心理。 

针对这些读者群的读者心理，提出了图书馆建设的相应措 

施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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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就业就学、亲人生老病死、个人婚恋受挫等突发事宜 

和重大困难 ，由此，引起学员较大的心理压力，个别的甚 

至出现心理危机。学员队作为学员学习生活的临时大家庭， 

应当按照 《纲要》提出的 “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的 

要求，强化心理教育疏导，营造使学员能够安心舒心专心 

地学习生活的和谐氛围。 

开展有效的心理教育训练。在通过开班之初调查、摸 

清本班次学员基本状况的基础上，学员队干部善于运用心 

理学知识或邀请心理专家，对任职教育学员进行相对集中、 

普遍的心理教育和疏导调理，调节学员从工作岗位到学习 

岗位而产生的不适情绪，缓解 由于密集的课程教学而产生 

的身心压力。同时，有选择性地组织心理行为训练，提高 

任职教育学员应对挫折和困难的心理承受能力。开展谈心 

交心暖心活动。谈心交心活动是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 

在心理学意义上也是心理疏导的有效方法。队干部要沉入 

学员当中，广泛开展谈心交心活动。对遭遇实际困难和心 

理压力较重的学员，队干部要真诚关心、真心相助，用真 

情来感化转化学员的思想和心理，并想方设法给予学员力 

所能及的帮助。同时，采取 “朋辈心理辅导”方法 ，组织 

学员骨干参加谈心交心活动，多渠道了解掌握出现困难学 

员的真实情况和心理状况，并有针对性地劝慰、疏导，在 

学员之间营造一种相互理解、相互关爱的暖心氛围。 

[参考文献] 

(责任编辑：胡志刚) 

[1] 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总装备部．军 队基层建设纲要 

[N]．解放军报，2009—6—29(2)． 

[2] 杨春长．论军事软实力[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8． 

[3] 肖海鹏．现代军校管理学[M]．北京：海潮出版社，2004． 

[4] 董会瑜．军校教育“热点”问题研究[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2004． 

[5] 刘志辉．军队院校教育改革与发展问题研究[M]．北京：国防大 

学出版社，2004． 

[6] 朱如珂．现代军校教育新论[M]．北京：海潮出版社，2003． 

[7] 任军．军校德育论[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 

[8] 颜农秋．朋辈心理辅导[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 

[9] 胡贻友．试论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军校学员管理教育[J]．南 

京政治学院学报，2007，(3)． 

[1O] 郭树青．科学统筹推进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J]．军队 

政工理论研究，2008，(4)． 

[11] 王惊涛．把握任职教育的育人导向 [J]．军队政工理论研究， 

2008，(6)． 

[12] 蒋育洋．任职教育应注重挖掘学员的资源优势 [J]．中国军事 

教育，2009，(2)． 

(责任编辑：卢绍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