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 0卷 第 t期
9 9 1 7年 3月

J
o ur n a

;
。 fY

a

黑杳哲豁
。 ;T

c ehn o l o y g Vo l
.

1 0No
.

l

M
ar

.

9 9 1 7

论图书馆读者
’

朱江林

(盐城工学院图书馆
,

盐城
,

2 2 4 0 0 3)

读者是指利用图书文献的社会成员
。

图书馆读

者是社会读者的一部分
,

是指与图书馆发生联系的

阅读者
。

图书馆读者是随着图书馆的产生而出现
,

随

着图书馆的发展而发展的
.

探讨图书馆读者的活动
、

发展和特点
,

有利于开展读者教育和阅读指导活动
,

有利于做好藏书建设工作和读者服务工作
,

提高图

书馆的工作效益
。

下面对有关图书馆读者的几个问

题谈一谈 自己的看法
。

一
、

读者阅读需要

人类社会发展最基本的需要
,

是对知识信息的

感知和记忆
.

阅读需要是人们工作和学习中的一种

基本需要形式
,

是人们精神需要中的一部分
。

人们的

需要既体现为社会关系
,

即人对客观事物的依赖关

系
,

也表现为人对客观事物的需求关系
。

人的需要十

分丰富
,

阅读需要既是个人的需要
,

又是社会的需

要
。

读者有了阅读需要才能产生阅读动机和阅读活

动
。

阅读需要的范围和水平是与社会发展
、

文化教育

水平及人们的生产实践相联系的
。

阅读需要一般表

现为文献需要
,

但是
,

文献需要并不就是阅读需要
。

在阅读需要中
,

阅读是需要的目标
,

是读者的精神活

动
。

阅读需要是读者的主观需要
,

文献需要是阅读需

要的反映
。

从阅读需要的内容来看
,

阅读需要既是对

文献的需要
,

又是感情
、

愿望等主观需要与任务
、

责

任等客观需要的结合
。

阅读需要的表现形式是人们

利用图书馆的时间和频率
,

利用图书资料的层次和

取得阅读效果
。

由于读者具有不同的特征和个性
,

读

者的阅读 目的和阅读修养各不相同
,

也就有着不同

层次与不同内容的阅读需要
。

同时
,

不同的读者会有

不同的阅读需要
,

同一个读者在不同时间也会有不

同的阅读需要
。

随着时代的发展
,

科学文化水平的提

高
,

人们对文献的需求程度正在明显增长
,

读者的阅

读需要向新的
、

更高层次的方向发展
。

不断增长的阅

读需要
,

推动着图书馆事业向前发展
,

读者服务工作

的内容和手段也变得越来越丰富
、

越来越完善
。

阅读本身反映着读者的需要
,

阅读需要体现在

阅读内容
、

阅读行为与阅读效果之中
.

读者阅读需要

有一个发展过程
,

以阅读需要的具体内容为出发点
,

经过确定文献范围
,

调查文献
、

选择具体文献的步

骤
,

最后以取得适用文献为归宿 l[]
。

读者阅读需要的

过程
,

属于读者阅读行为的前期活动
,

也是图书馆提

供文献服务满足读者需要的过程
。

分析读者需要的

发展过程
,

可以看出
,

每一种阅读都由四项基本要素

构成
,

即需要的主体一读者
,

需要的对象一文献及文

献服务
,

满足需要的方式
、

手段一购买
、

交换或借阅
,

需要的取向— 文献及文献服务价值观 z1[
。

读者的

阅读需要
,

既体现了社会的需要
.

又反映着读者的个

体差异
,

因而是多种多样和千差万别的
。

图书馆提供

文献眼务和读者满足阅读需要的过程
,

也是图书馆

工作不断发展的过程
。

这种联系贯穿在读者服务工

作过程的始终
.

图书馆要根据读者阅读需要的类型

和特点
,

合理地使用图书馆系统的人力和物力资源
,

促进读者阅读需要过程的发展
,

满足读者的需要
,

提

高图书馆的工作效益
,

提高图书馆的服务水平
。

二
、

读者阅读活动

阅读行为是图书馆读者的最基本的活动
,

是人

们进行精神交流的基本形式之一
。

文献的作用只有

通过阅读才能得到充分发挥
。

阅读必须以一定的文

化知识为基础条件
,

通过阅读活动不断获得新的知

识
,

逐步扩大和深化基础条件
,

提高科学文化水平
。

阅读行为的实现过程
,

是人们对文献载体信息

符号的感知过程和理解文献的过程
。

阅读的目的是

要取得阅读效果
。

阅读效果的大小
,

取决于读者的文

献保障能力
,

取决于读者对文献内容的理解和接受

程度
。

一定数量和质量的图书文献是实现阅读行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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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阅读效果的必要的条件
.

读者的阅读行为是和

阅读需要相联系的
,

读者和文献是构成阅读的两个

基本条件
.

读者的生产实践活动产生阅读需要
,

引起

阅读行为
,

促进阅读效果的发展
。

同时
,

实践活动也

是检验阅读效果的标准
。

对读者的阅读行为作一些思考
,

有利于了解阅

读活动的过程
。

读者阅读活动是一种精神活动
,

是人

们利用图书文献的方法
,

发挥文献作用
、

传播知识的

过程
,

是人们获得科学文化知识的途径之一
,

是科学

劳动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

按照读者在阅读中

的生理心理变化
,

其过程可以分为感知
、

理解
、

表述

与评价四个阶段
,

这四个阶段是互相联系
、

互相区别

的
。

读者阅读活动的过程
,

是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

识的过程
,

是社会信息交流的过程
。

读者阅读活动
,

是人们社会生活中的一部分
,

具有区别于其它社会

活动的条件
,

具有 自己的特点
.

阅读活动的主体是读

者
,

群众阅读活动的组织者是图书馆和文化教育机

构
。

读者阅读活动有不同的社会条件
,

有不同的方式

和方法
.

随着社会的发展
,

阅读活动的内容
、

方法和

作用在不断地发展和变化
。

阅读是文献的利用方式
,

它伴随着文献的产生

而出现
,

也随着文献的发展而发展
。

阅读活动的发展

有几千年的历史
,

经历了一系列的发展过程
,

每个时

期的阅读活动都具有某种主要特征
。

阅读活动的发

展需要一定的文化教育水平和文献保障能力
。

阅读

是与文献相联系的
,

文献的形式特征及其产生数量
,

一方面反映人们利用图书文献的方式和方法
,

另一

方面也反映人们利用图书文献的水平和能力
。

读者

阅读活动是人们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所进行的有目

的的行为活动
,

是整个社会实践活动中的一部分
.

读

者的阅读效果总会直接
、

间接地影响社会的生活和

生产活动
。

正确的阅读方法
、

有益的阅读活动对个人

和社会都产生积极的作用
。

三
、

图书馆读者的特点

图书馆读者有 自己的特点
。

这些特点在阅读活

动中表现出来
,

影响图书馆读者服务工作的开展
。

从

读者结构来说
,

图书馆读者的成份有以下几个方面

的特征
:

性别特征
、

年龄特征
、

地域特征
、

职业特征
、

文化特征
、

民族特征等
。

上述这些特征互相联系
、

互

相交叉
,

构成读者的宏观结构
,

反映出不同类型
、

不

同层次读者的社会分布状况
。

图书馆读者的特点是多方面的
,

有反映读者阅

读需要
、

读者阅读方法和利用图书馆的特点
.

这些特

点是每个读者都具有的
,

是读者 自身的特点
。

从图书

馆读者的整体来说
,

图书馆读者具有一些共同性的

特点
,

即社会性
、

科学性和娱乐性特点
.

这些共同性

的特点
,

反映图书馆读者队伍的发展和要求
,

反映图

书馆读者的普遍情况
。

1
、

社会性特点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

科学

文化水平的提高
,

读者的阅读活动具有社会性和群

众性的特点
.

读者阅读需要成为社会的普遍需要
,

参

与阅读活动的人数不断增多
,

读者队伍向社会化方

向发展
。

2
、

科学性特点 由于教育事业的发展
,

科学技

术水平的提高
,

广大教师
、

工人和技术人员需要更多

的文化知识
。

社会的发展需要科学文化知识
.

科学技

术的发展
、

现代化技术的应用
,

传播最新科学知识
,

推广先进的生产技术
,

都需要科学文化知识
。

随着社

会的发展
,

图书馆读者的科学性特点愈来愈明显
。

3
、

娱乐性特点 读者阅读图书馆的图书资料
,

获得社会知识
、

文化知识和生活知识
。

图书馆满足读

者对文化娱乐的需要
,

丰富和活跃群众的文化生活
。

图书馆读者的特点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
.

在

不同的社会发展时期
,

阅读活动的条件不同
,

图书馆

读者的特点是不同的
.

在不同国家
、

不同地区
、

不同

类型的图书馆
,

读者的阅读需要不同
,

阅读的生理活

动
、

心理活动有不同的行为特征
,

读者的感知活动和

阅读理解能力有较大的区别
,

因此
,

读者的自身特点

是不相同的
.

另一方面
,

由于读者的阅读目的不同
,

构成读者的条件不同
,

读者成分不同
,

读者的类型和

读者范围也不相同
,

因此
,

图书馆读者的共同性特点

是不相同的
.

读者的自身特点是读者在社会生活中

形成的
,

是个性特点
。

读者的共同性特点
,

反映图书

馆读者队伍的普遍情况
,

是共性特点
。

这些特点反映

读者需要和图书馆提供服务这一矛盾的普遍性和特

殊性的两个方面
。

共性和个性的关系是辩证的关系
,

它们互相对立
、

互相联系
,

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
.

了解和掌握读者的共性特点和个性特点
,

有利于 了

解读者的需求
,

有利于解决读者服务工作中供与求

的矛盾
,

有利于做好图书馆的眼务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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