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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图书馆阅读活动价值及效果研究∗ ∗

范九江　 李桂华

摘　 要　 为提升公共图书馆阅读活动效果，以 ３５ 个公共图书馆微信公众号推送的 ２０１９ 年“世界读书

日”阅读活动为研究对象，利用内容分析法对活动价值进行识别与归纳，利用 ＷＣＩ 指数对各类价值阅读

活动的效果进行分析。 研究发现，活动价值与读者需求存在差异，各类价值活动的效果分层显著。 根据

各公共图书馆阅读活动价值取向与读者价值需求多样性的现状，建议各公共图书馆在阅读活动的设计

过程中应注意活动价值的多样性、互补性，对接读者需求，强化使命履行能力；强化运营意识，发挥微信

公众号在阅读活动运营中的作用；加强区域合作，提升阅读活动质量。 表 ７。 参考文献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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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阅读是传承文明、更新知识、开启民智的重

要方式，是提高民族素质与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

要途径，倡导和推广国民阅读已成为许多国家重

要的文化发展战略。 在我国，２０１９ 年已是第六次

将“全民阅读”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并强调“倡导

全民阅读，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 但目前我国

阅读活动仍存在精准度不高、定位模糊等问题，
难以让读者产生兴趣与共鸣，以致活动效果受

限［１］ 。 因此，如何激发读者的兴趣与共鸣，提升

阅读活动的效果成为亟待探索的问题。
所谓价值，是指以主体的尺度为尺度的一种

主客体关系状态。 在这个关系状态中，人是一切

价值关系的主体，同时也是他人、群体、社会的价

值客体［２］ 。 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

部分，公共图书馆是倡导、组织和实施全民阅读活

动的主要阵地，推动、引导、服务全民阅读是公共

图书馆的重要任务和使命［３］ 。 在开展阅读活动

时，公共图书馆以履行使命和任务为主要准则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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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阅读活动一定的价值，其阅读活动追求的核心

价值是“促进阅读”。 从读者来看，价值需求是其

是否参与活动的决定因素，读者通过衡量其感知

到的活动价值与自身价值需求的契合程度，决定

是否参与阅读活动及参与深度，这最终将决定公

共图书馆阅读活动的核心价值能否实现以及实

现程度。 基于此，本文主要从读者价值需求视角

出发，对公共图书馆阅读活动价值进行考察，探

讨其对读者价值需求的满足情况，以期为公共图

书馆提升阅读活动效果、实现核心价值追求提供

一些建议。

此外，微信公众号作为公共图书馆广泛使用

的阅读活动营销工具，为阅读活动效果评估研究

提供了有力的数据支持。 因此，本研究将以公共

图书馆微信公众号 ２０１９ 年推送的“世界读书日”

阅读活动为对象，从读者价值需求角度出发，利
用微信公众号平台提供的客观数据，探索阅读活

动价值的构成及其对活动效果的影响，分析读者

的活动价值取向。

１　 研究回顾

阅读活动价值是蕴藏在阅读活动中的内在

价值。 阅读活动价值一般有两种界定，一种是从

图书馆人的角度，一种是读者的角度。 从图书馆

人的角度来看，阅读活动价值是图书馆人自我价

值的体现，是图书馆人自我满足、自我发展、自我

超越的过程与结果［４］ 。 从读者的角度来看，阅读

活动价值是阅读参与的根本动力，价值实现可以

满足主体的某种需求［５］ 。 阅读活动在提升个人

文化素质、参与人类文化传承的同时，也为主体

实现精神安顿提供了价值空间［６］ 。 基于相关研

究，从以读者为中心的角度出发，本研究将阅读

活动价值定义为：阅读活动本身所蕴含的读者所

能感知到的、最终可获得的物质或精神收益。
阅读活动的价值受活动内容与形式的影响，

除可能带给个体阅读价值外，也会带给个体非阅

读的价值。 阅读价值是阅读活动中蕴含的收益

与读者自主阅读获得的收益相同或相近的价值，

如知识、功能等价值；而非阅读价值是指阅读活动

中蕴含的收益与读者自主阅读活动的收益相异

的价值，如物质、社交、娱乐等价值。 当前，在阅读

活动价值研究方面，仅少数学者关注广义的阅读

活动价值，如李桂华［７］ 提出，在复合阅读行为中，
阅读价值不仅只有知识价值、功能价值，还有交流

价值、审美价值以及休闲娱乐价值等；大部分学者

关于阅读活动的价值研究主要集中在阅读价值

方面，如屈明颖［８］在总结新媒介阅读系统的构成

要素的基础上提出，数字环境下的阅读生态系统

应以文化价值追求为主，注重阅读价值的实现。
在阅读活动效果评估方面，相关研究主要以

省级公共图书馆［９］ 、艺术院校图书馆［１０］以及高校

图书馆［１１］ 等为对象，基于微信公众号数据利用

ＷＣＩ 指数对阅读活动效果进行计量和评估。 鲜

有以多层次的公共图书馆为研究对象，以阅读活

动价值为切入点对阅读活动效果进行探讨的相

关研究。
基于以上论述，本研究以公共图书馆 ２０１９ 年

通过微信公众号推送的“世界读书日”阅读活动

为对象，从读者价值需求角度，利用内容分析法对

阅读活动的价值进行识别，并按照活动价值对活

动进行分类，利用 ＷＣＩ 指数分析具有同类价值的

活动的效果，以期为公共图书馆提升阅读活动效

果提供建议。

２　 研究设计

２ １　 研究样本

在第 ２４ 个“世界读书日”到来之际，中国图

书馆学会和国家图书馆联合全国图书馆界，共同

开展 ２０１９ 年全民阅读主题活动，并发起全民阅读

活动倡议，全国各地图书馆纷纷响应，并积极开展

阅读活动。 公共图书馆作为全民阅读活动开展的

主要阵地，其开展的阅读活动是否符合读者价值

需求，对图书馆来说尤为重要。 此外，微信以其巨

大的用户数量成为活动运营的重要平台和工具，
自微信公众号功能上线以来，各公共图书馆纷纷

借助微信公众号开展阅读活动宣传推广。 基于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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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本研究根据《２０１８ 年阅读行业“两微一端”运
营报告》 ［１２］图书馆类微信公众号排名，以上榜的公

共图书馆为样本选择范围。 在选择样本公共图书

馆时，兼顾地域性、行政层级的多样性等因素，最
终选取 ３５ 个公共图书馆作为研究对象，对其在微

信公众号中推送的“世界读书日”阅读活动进行

研究。
如表 １ 所示，３５ 个公共图书馆在地域分布

上，２３ 个分布在华东、华南等东部沿海地区，占比

６５ ７１％；其次是东北、华北等地区，共有 ８ 个，占
比 ２２ ８６％；而华中、西南、西北等内陆地区仅有 ４
个，占比 １１ ４３％。 在省份分布方面，主要分布在

１５ 个省，其中，江苏省、浙江省以及广东省三省数

量最多，各有 ６ 个，总计占比 ５１ ４３％；其次是黑龙

江省、山东省各 ３ 个，总计占比 １７ １４％；其余 １１
个分布在 １０ 个省份，总计占比 ３１ ４３％。 在行政

层级上，省级馆 １ 个、副省级馆 １２ 个、市级馆 １７
个、县级馆 ５ 个，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多样性。

表 １　 观察样本区域分布

区域 省份 图书馆 层级 数量 区域 省份 图书馆 层级 数量

东北

华北

华中

华南

西南

黑龙江省

吉林省

辽宁省

山西省

河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四川省

云南省

大庆市图书馆 市级

哈尔滨市图书馆 副省级

齐齐哈尔市图书馆 市级

长春市图书馆 副省级

连云港市图书馆 市级

太原市图书馆 市级

朔州市图书馆 市级

唐山市图书馆 市级

长沙图书馆 市级

广州图书馆 副省级

深圳图书馆 副省级

佛山市图书馆 市级

东莞图书馆 市级

肇庆市图书馆 市级

清远市图书馆 市级

成都图书馆 副省级

玉溪市图书馆 市级

５

３

１

６

２

华东

山东省

江苏省

上海市

浙江省

福建省

青岛市图书馆 副省级

济南图书馆 副省级

临沂市图书馆 市级

昆山市图书馆 县级

江阴市图书馆 县级

无锡市图书馆 市级

金陵图书馆 副省级

苏州图书馆 市级

盐城市图书馆 市级

上海图书馆 省级

杭州图书馆 副省级

宁波市图书馆 副省级

乐清市图书馆 县级

台州市图书馆 市级

平湖市图书馆 县级

义乌市图书馆 县级

厦门市图书馆 副省级

１７

西北 陕西省 西安图书馆 副省级 １ 总计 ３５

２ ２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内容分析法和 ＷＣＩ 指数两

种方法。 首先，利用内容分析法对公共图书馆微

信公众号推送的“世界读书日”阅读活动的价值

进行识别与归纳；其次，根据阅读活动价值对活

动进行归类，并利用 ＷＣＩ 指数计算各类价值活动

的效果。

２ ２ １　 内容分析法

内容分析法是产生于传播学领域的一种对

研究现象的内容进行深度分析，透过现象了解本

质的方法［１３］ 。 它是对已记录归档的文本进行分

析的一种研究方法，其研究对象是先于研究而存

在的文本，可以是个人信息、群体互动信息，也可

以是媒体发布的信息［１４］ 。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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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分析法可划分为解读式内容分析法、实
验式内容分析法以及计算机辅助内容分析法三种

类型［１５］。 其中解读式内容分析法可以直接通过对

文本内容的字面含义、文本背景和思想结构进行

分析，挖掘文本内容的真正意义；实验式内容分析

法将文本内容的字、词、句、段落甚至整篇文档作

为分析单元，对内容要素出现频次和频率进行统

计，从而以定量的方式呈现分析结果；计算机辅助

内容分析法是借助计算机软件对文本数据进行解

析、存储和排序，进而得出分析结果［１６］。 鉴于公共

图书馆阅读活动具有明确的主题及内容，本研究

采用解读式内容分析法作为活动价值识别的手

段，通过对所搜集的阅读活动推文进行解读，分析

其活动主题及内容，归纳阅读活动的价值。
２ ２ ２　 ＷＣＩ 指数

ＷＣＩ 指数是由北京清博大数据科技有限公

司开发的用于计算微信传播力的指数，自 ＷＣＩ 指
数发布以来，众多学者便将该指数用于微信阅读

活动效果的评估，许多权威机构的阅读报告也将

其作为重要的评估指标。 如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发布的《２０１８ 年阅读行业“两微一端”
运营报告》就主要采用 ＷＣＩ 指数作为指标，对新媒

体平台的传播表现进行分析。 因此，本研究采用

ＷＣＩ 指数对具有同类价值的活动进行效果分析。
本研究采用 ＷＣＩ 指数最新版本［１７］ ，该版本

的指标包括整体传播力、篇均传播力、头条传播

力以及峰值传播力等四个维度。 由于本研究以

３５ 所公共图书馆微信公众号推送的“世界读书

日”阅读活动为研究对象，为使计算结果更符合

研究要求，本文在微信传播指数 ＷＣＩ（Ｖ１３ ０）的

基础上，结合实际情况对评估要素进行了略微调

整，结果见表 ２ 所示。

表 ２　 微信传播指数 ＷＣＩ 指标及计算（Ｖ１３ ０ 调整）

一级指标（权重） 二级指标（权重） 标准化得分

整体传播力 Ｏ
（３０％）

日均阅读数 Ｒ ／ ｄ（８５％）

日均在看数 Ｚ ／ ｄ（１５％）
Ｏ＝ ０ ３∗（０ ８５∗ｌｎ（Ｒ ／ ｄ＋１）＋０ １５∗ｌｎ（Ｚ ／ ｄ＋１））

篇均传播力 Ａ
（３０％）

篇均阅读数 Ｒ ／ ｎ（８５％）

篇均在看数 Ｚ ／ ｎ（１５％）
Ａ＝ ０ ３∗（０ ８５∗ｌｎ（Ｒ ／ ｎ＋１）＋０ １５∗ｌｎ（Ｚ ／ ｎ＋１））

头条传播力 Ｈ
（３０％）

头条平均阅读数 Ｒｔ ／ ｍ（８５％）

头条平均在看数 Ｚｔ ／ ｍ（１５％）
Ｈ＝ ０ ３∗（０ ８５∗ ｌｎ（Ｒｔ ／ ｍ＋１）＋０ １５∗ｌｎ（Ｚｔ ／ ｍ＋１））

峰值传播力 Ｐ
（１０％）

最高阅读数 Ｒｍａｘ（８５％）

最高在看数 Ｚｍａｘ（１５％）
Ｐ ＝ ０ １∗（０ ８５∗ ｌｎ（Ｒｍａｘ＋１）＋０ １５∗ｌｎ（Ｚｍａｘ＋１））

ＷＣＩ＝（０ ３∗（０ ８５∗ｌｎ（Ｒ ／ ｄ＋１）＋０ １５∗ ｌｎ（Ｚ ／ ｄ＋１））＋ ０ ３∗（０ ８５∗ ｌｎ（Ｒ ／ ｎ＋１） ＋０ １５∗ ｌｎ（Ｚ ／ ｎ＋１）） ＋ ０ ３∗
（０ ８５∗ ｌｎ（Ｒｔ ／ ｍ＋１）＋０ １５∗ ｌｎ（Ｚｔ ／ ｍ＋１））＋ ０ １∗（０ ８５∗ ｌｎ（Ｒｍａｘ＋１）＋０ １５∗ ｌｎ（Ｚｍａｘ＋１））） ＾２∗１０

　 　 由于本研究的评估对象为阅读活动，在实际

计算中将各要素重新进行定义：Ｒ 为评估活动的

所有文章（ｎ）的阅读总数；Ｚ 为评估活动的所有

文章（ｎ）的在看总数；ｄ 为评估推文所覆盖的真实

天数；ｎ 为评估活动的账号所发文章数；Ｒｔ 和 Ｚｔ
分别为评估活动推文中账号所发头条的总阅读

数和总在看数；ｍ 为评估活动推文中的头条数；
Ｒｍａｘ 和 Ｚｍａｘ 分别为评估活动中所发文章的最

高阅读数和最高在看数。
由于统计工作以阅读活动推文数量为依据，

不以规定时间段为依据。 因此将头条传播力 Ｈ
指标进行略微调整，将“头条（日均）阅读数”及

“头条（日均）在看数”依据实际头条数调整为“头
条平均阅读数”及“头条平均在看数”。

２ ３　 研究过程

本研究主要有四个阶段，分别是数据收集及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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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分析、阅读活动价值识别与归纳、基于活动

价值的 ＷＣＩ 指数计算以及结果分析、总结与

建议。
第一阶段，数据收集及基本分析。 关于 ３５ 个

公共图书馆微信公众号“世界读书日”阅读活动

数据，主要收集活动主题、活动推文时间及类型、
活动推文的阅读数、在看数以及是否为头条等要

素。 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基本分析，包括统计分

析及相关性分析。
第二阶段，活动价值识别。 利用内容分析法

对阅读活动价值归纳总结与分类。
第三阶段，基于活动价值的 ＷＣＩ 指数计算及

结果分析。 将阅读活动依据其价值属性进行分

类，计算每一类价值活动的 ＷＣＩ 指数，并对计算

结果进行分析，总结每类价值活动的效果情况。
第四阶段，基于基础数据分析及 ＷＣＩ 指数计

算结果，分析目前公共图书馆开展的阅读活动的

价值与读者的价值需求，为公共图书馆在微信公

众号平台开展阅读活动提供针对性建议。

３　 公共图书馆阅读活动价值类别与分布

特征

３ １　 阅读活动价值类别分析

３ １ １　 样本数据

本研究的样本为 ３５ 个公共图书馆 ２０１９ 年通

过微信公众号推送的“世界读书日”阅读活动，总
计 ２０９ 个阅读活动 ３５２ 条推送，见表 ３ 所示。

表 ３　 样本数据基本情况

图书馆 活动数 推送数 图书馆 活动数 推送数

大庆市图书馆 ４ １５ 青岛市图书馆 ５ ９

哈尔滨市图书馆 １３ ２３ 济南图书馆 ４ ７

齐齐哈尔市图书馆 ７ ８ 临沂市图书馆 １ ２

长春市图书馆 ７ ８ 昆山市图书馆 ６ ６

连云港市图书馆 ４ ９ 江阴市图书馆 ３ １３

太原市图书馆 ５ ７ 无锡市图书馆 １４ １９

朔州市图书馆 ７ ２１ 金陵图书馆 ３ ４

唐山市图书馆 １０ １５ 苏州图书馆 ３ ３

长沙图书馆 ５ ７ 盐城市图书馆 ６ ８

广州图书馆 ６ ８ 上海图书馆 ５ ８

深圳图书馆 ４ ７ 杭州图书馆 １０ １２

佛山市图书馆 ９ １２ 宁波市图书馆 ４ ９

东莞图书馆 ５ ６ 乐清市图书馆 ４ ７

肇庆市图书馆 １２ １８ 台州市图书馆 ６ ７

清远市图书馆 ４ ６ 平湖市图书馆 ５ １２

成都图书馆 １ ２ 义乌市图书馆 １１ １８

玉溪市图书馆 ３ ５ 厦门市图书馆 ５ １０

西安图书馆 ４ １７ 总计 ２０９ ３５２

３ １ ２　 类目构建

根据内容分析法，构建类目系统。 类目建构

有采用现有的分析维度与研究者根据研究目标

自行设计两种基本路径［１８］ 。 由于关于阅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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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的非阅读价值研究相对较少，现有的分析维

度欠缺，因此本研究在参考部分已有文献［５－７］ 基

础上，以 ３５ 个公共图书馆微信公众号推送的 ２０９
个阅读活动的主题及内容为分析单元自行构建

类目。
一项阅读活动往往具有多重活动价值，因此

在归类活动价值时，本研究将阅读活动传递给公

众且为公众所感知的主体性价值作为界定活动

价值的依据。 从动机行为理论［１９］ 来看，虽然个体

行为的产生是由多种动机综合作用而成，但各动

机对个体行为的作用强度不同，个体行为的产生

往往取决于主体性动机。 在公共图书馆微信公

众号推送的阅读活动中，读者产生参与行为的动

机主要表现为对活动价值的认知，从首因效应

看，阅读活动推文最先传递给读者的活动价值往

往会成为读者所认知的主体性价值，这一价值即

是读者参与行为产生的主体性动机。 基于此，本
研究最终将 ２０９ 个阅读活动的主题归纳为 ２４ 类，
阅读活动价值概括为 １０ 类，具体类目构建如表 ４
所示。

表 ４　 阅读活动价值类目构建

价值类目 主题 类目描述

知识价值 讲座；知识展览 为读者提供知识性内容，可以提升读者的知识文化素养。

娱乐价值
影音 欣 赏； 文 艺 表 演；
游戏

为读者提供娱乐与趣味性活动，使其在活动中能获得愉悦性体验。

物质价值 图书赠送；有奖参与 读者在活动中能获得现金、实物等物质性报酬。

审美价值 艺术展览 读者感知参与活动能满足自身艺术上的审美需求。

交互价值
图书交换；图书传递；分
享交流

读者感知参与活动将会增强与他人的互动，获取不同于自身已有的物

质、观点或知识等，也会强化自己的人际关系。

荣誉价值 竞赛；推优；图书捐赠 读者感知参与活动能使自己获得荣誉。

情感价值 亲子阅读；名人效应 读者感知参与活动能满足自己的情感需求。

功能价值
阅读体验；阅读打卡；参
与阅读；技艺体验

读者感知参与活动可获得新的技能及体验。

便利价值 读者利益；便利阅读
读者感知参与活动可方便或利于自己的行动，降低达到行动目的的

成本。

象征价值
世界读书日主题活动；全
民读书节活动

仪式活动具有象征性、表演性及文化传统性［２０］ ，是一种强化性象征活

动，能够强化被象征物即活动主题的重要性［２１］ ，具有象征价值。

３ １ ３　 编码与结果分析

为得到客观的编码结果及便于在研究过程

中对阅读活动价值进行分类分析，文章依据所构

建的类目关系对类目进行编号。 由于 ２０９ 个阅读

活动仅归纳为 ２４ 个主题 １０ 类价值，因此采用

“Ａｉ—Ｂｊ—ＢｊＣｎ” 三级编码分别表示 “价值—主

题—活动”的编号规则对 ３５ 个公共图书馆的 ２０９
个阅读活动数据进行编码。 其中 ｉ、ｊ、ｎ 分别对应

类目中的顺序，如知识价值编码为 Ａ１，其对应的

“讲座”“知识展览”范畴则分别编码为 Ｂ１、Ｂ２，
“讲座”范畴所涵盖的阅读活动则编码为 Ｂ１Ｃ１、
Ｂ１Ｃ２ 等。 最后对编码结果进行分析。

如表 ５ 所示，３５ 个公共图书馆微信公众号推

送的 ２０９ 个阅读活动中，知识价值类活动数量最

多，达到 ４８ 个，占比 ２２ ９７％；功能价值类、荣誉价

值类阅读活动分别为 ３０ 个，占比 １４ ３５％；此三类

价值活动总计 １０８ 个，占比 ５１ ６７％。 知识价值、
功能价值、荣誉价值分别对应的是讲座、朗读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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诵与阅读体验及打卡、竞赛等类型的阅读活动，
这些活动是较为传统的阅读活动。 象征价值类

活动 ２４ 个，占比 １１ ４８％，这类活动主要为大型

主题阅读活动。 情感价值、社交价值、物质价值、

便利价值以及娱乐价值等活动数量较为接近，总
数为 ７０ 个，占比 ３３ ４９％。 可以看出，大部分公

共图书馆的微信公众号推文以传统的阅读活动

为主。

表 ５　 各类价值活动基本情况

价值类目 数量 占比 推送数 头条数 总阅读数
头条阅

读数

头条阅

读占比

活动平

均推文

头条推

文比例

知识价值 ４８ ２２ ９７％ ７４ ２５ ３８，９６６ ２１，３７８ ５４ ８６％ １ ５ ３３ ７８％

功能价值 ３０ １４ ３５％ ４８ ２２ ３１，１５９ ２１，０３０ ６７ ４９％ １ ６ ４５ ８３％

荣誉价值 ３０ １４ ３５％ ５５ １３ ３４，９０５ １２，６７２ ３６ ３０％ １ ８ ２３ ６４％

象征价值 ２４ １１ ４８％ ４８ ３１ ２８，５９５ ２３，０２８ ８０ ５３％ ２ ０ ６４ ５８％

情感价值 １６ ７ ６６％ ２４ ５ ８７４２ ４２３４ ４８ ４３％ １ ５ ２０ ８３％

社交价值 １５ ７ １８％ ３５ １４ ３９，５２８ ３０，１８８ ７６ ３７％ ２ ３ ４０ ００％

物质价值 １５ ７ １８％ ２７ １２ ３１，３０３ １８，３０６ ５８ ４８％ １ ８ ４４ ４４％

便利价值 １３ ６ ２２％ １６ ３ ４７，６６５ ３６，９９３ ７７ ６１％ １ ２ １８ ７５％

娱乐价值 １１ ５ ２６％ １７ ６ ３１，４２３ ２１，６６１ ６８ ９３％ １ ５ ３５ ２９％

审美价值 ７ ３ ３５％ ８ ２ １５７９ ６４５ ４０ ８５％ １ １ ２５ ００％

　 　 从活动推文力度来看，社交价值类活动推文

力度最强，活动平均推文达 ２ ３ 条，其次是象征价

值类活动，活动平均推文为 ２ ０ 条。 其余各类价

值活动平均推文数以 １ ５ 条至 １ ９ 条居多，仅便

利价值与审美价值类活动的平均推文为 １ 条左

右。 结合活动预热、活动发布、活动执行、后期发

酵等几个活动普遍具备的运营阶段，可知大部分

阅读活动的推文仅涉及 １ 至 ２ 个阶段，反映了公

共图书馆将微信公众号作为阅读活动运营工具

的意识还待提升。

从活动中头条推文所占比例来看，除象征价

值类活动中头条推文比例高达 ６４ ５８％，其余价

值类活动皆低于 ５０％，最低为 １８ ７５％。 虽然多

数价值的阅读活动中头条推文所占比例在 ５０％
以下，但却创造了高于 ５０％的阅读数。 如便利价

值类活动中的头条推文比例仅为 １８ ７５％，即 １６

条活动推文中仅 ３ 条为头条，却创造了 ７７ ６１％的

阅读数。 可见，公共图书馆比较注重大型主题阅

读活动的信息传播效果，相对忽视其他常规价值

活动的信息传播效果。 另外，部分阅读活动因其

价值较符合读者兴趣，推文数量虽不多且头条推

文所占比例低，但阅读效果却较好。 如便利价值

类活动仅 １６ 条推文，仅 ３ 条为头条推文，但总阅

读数高达４７，６６５次。

３ ２　 阅读活动价值分布特征分析

公共图书馆微信公众号推送的“世界读书

日”阅读活动十分丰富，推送的阅读活动数在 ５
个及以上的公共图书馆有 ２２ 个，占比 ６２ ８６％；推
送的阅读活动数在 ５ 个以下的有 １３ 个，占比

３７ １４％；仅 ２ 个公共图书馆推送的阅读活动数为

１ 个，占比 ５ ７１％，其余公共图书馆推送的阅读活

动数均在 ３ 个及以上（详见表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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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公共图书馆阅读活动价值统计

区域
　 　 　 　 　 活动价值

图书馆　 　 　 　 　 　
知识

价值

娱乐

价值

物质

价值

审美

价值

交互

价值

荣誉

价值

情感

价值

功能

价值

便利

价值

象征

价值
总计

东北

大庆市图书馆 １ ２ １ ４

哈尔滨市图书馆 ６ ２ １ ２ １ １ １３

齐齐哈尔市图书馆 １ ２ １ ２ １ ７

长春市图书馆 ３ １ １ １ １ ７

连云港市图书馆 １ １ １ １ ４

华北

太原市图书馆 １ １ １ １ １ ５

朔州市图书馆 １ ２ １ １ １ １ ７

唐山市图书馆 ３ ３ １ １ ２ １０

华中 长沙图书馆 ３ １ １ ５

华南

广州图书馆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６

深圳图书馆 １ １ １ １ ４

佛山市图书馆 ３ １ ２ ２ １ ９

东莞图书馆 １ ２ １ １ ５

肇庆市图书馆 ２ １ １ １ １ ３ １ ２ １２

清远市图书馆 １ ２ １ ４

西南
成都图书馆 １ １

玉溪市图书馆 ２ １ ３

西北 西安图书馆 １ １ １ １ ４

华东

青岛市图书馆 １ １ １ ２ ５

济南图书馆 １ １ １ １ ４

临沂市图书馆 １ １

昆山市图书馆 ２ １ １ １ １ ６

江阴市图书馆 １ １ １ ３

无锡市图书馆 ５ １ １ １ ２ １ １ ２ １４

金陵图书馆 １ １ １ ３

苏州图书馆 ３ ３

盐城市图书馆 １ １ １ １ ２ ６

上海图书馆 １ １ ２ １ ５

杭州图书馆 ２ １ １ ２ １ ２ １ １０

宁波市图书馆 ２ １ １ ４

乐清市图书馆 ２ １ １ １ ２ １ ８

台州市图书馆 １ １ ３ １ ６

平湖市图书馆 １ １ １ ２ ５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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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区域
　 　 　 　 　 活动价值

图书馆　 　 　 　 　 　
知识

价值

娱乐

价值

物质

价值

审美

价值

交互

价值

荣誉

价值

情感

价值

功能

价值

便利

价值

象征

价值
总计

华东
义乌市图书馆 ２ １ １ １ １ １ ２ １ １ １１

厦门市图书馆 １ ２ １ １ ５

总计 ４８ １１ １５ ７ １５ ３０ １６ ３０ １３ ２４ ２０９

　 　 从阅读活动价值类型看，推送知识价值、功
能价值、荣誉价值以及象征价值等类型阅读活动

的公共图书馆都在 ２０ 个及以上，占比都超过

５７％；最多推送的为知识价值类阅读活动，推送

的公共图书馆有 ２４ 个，占比高达 ６８ ５７％。 其次

是推送情感价值、物质价值、便利价值、交互价值

及娱乐价值等类型的阅读活动，推送情感价值类

阅读 活 动 的 公 共 图 书 馆 达 到 １６ 个， 占 比

４５ ７１％；推送娱乐价值类活动的公共图书馆数

量相对较少，仅有 １０ 个，占比 ２８ ５７％。 仅有 ６
个 公 共 图 书 馆 推 送 了 审 美 价 值 类 活 动， 占

比 １７ １４％。
从阅读活动价值覆盖范围看，推送阅读活动

的价值覆盖 ５ 类及以上的公共图书馆仅 １５ 个，占
比 ４２ ８６％。 如义乌市图书馆推送的阅读活动价

值覆盖类别最多，覆盖了 ９ 类。 从整体集中度看，
苏州图书馆推送的阅读活动价值最为集中，只推

送了功能价值类活动，其次是哈尔滨图书馆，推
送的 １３ 个阅读活动中有 ６ 个为知识价值类活动。

可以看出，大部分公共图书馆阅读活动的价

值覆盖范围较小，并以传统的知识价值、功能价

值、荣誉价值等类型的活动为主；且不同区域间

的公共图书馆阅读活动价值偏好差异较大，但对

知识价值、功能价值、荣誉价值等活动价值具有

较高的一致性偏好；同一区域公共图书馆的阅读

活动价值偏好具有较为显著的一致性。

４　 基于阅读活动价值的公共图书馆活动

效果分析

４ １　 基于阅读活动价值的阅读活动 ＷＣＩ
指数计算
　 　 ＷＣＩ 指数是计算微信传播力的定量指标，一

般而言，ＷＣＩ 指数越大，则阅读活动传播力越大，
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活动效果越好。 公共图书

馆微信公众号推送的“世界读书日”阅读活动中，
各类价值阅读活动的效果差异巨大，ＷＣＩ 指数最

大差值达到了 ３９２，并且有明显的层级分化。 通

过观察 ＷＣＩ 指数差异，依据层级间数值落差巨大

和层级内数值相近的原则，将活动传播力分为六

个层级，详见表 ７。
处于第一层级的便利价值活动 ＷＣＩ 指数与

第二层级的数值差距达到 １１０，层级之间指数差

距最大，反映了便利价值活动的吸引力远远高于

其他价值活动，高度契合读者的价值需求。 处于

第二层级的娱乐价值活动以及第三层级的社交、
物质等价值活动指数也远高于第四层级的知识、
功能、荣誉、象征等价值活动，层差超过 ６０，反映

了娱乐价值活动较契合读者的价值需求，其他价

值活动与读者需求的契合程度则递减。 而审美、
情感等价值活动处于最后两层，且审美价值类活

动 ＷＣＩ 指数远低于前 ９ 类价值活动，说明此类价

值活动契合读者价值需求的程度相对最低。

４ ２　 公共图书馆阅读活动效果分析

从整体来看，当前公共图书馆微信公众号推

送的阅读活动以知识价值、功能价值、荣誉价值以

及象征价值为主，但这 ４ 类价值的阅读活动的ＷＣＩ
指数皆处于第四层级，活动效果较低，说明阅读活

动的价值与读者价值需求的契合程度较低，激发

读者兴趣的效果一般。 而便利价值、娱乐价值等

类型的阅读活动数量较少，但活动效果相对较好，
说明阅读活动的便利、趣味等价值与读者价值需

求的契合程度较高，相较于其他价值类型的阅读

活动更具有吸引力，更能激发读者兴趣。 公共图

书馆推送的审美价值类阅读活动数量最少，且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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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７　 各类价值活动 ＷＣＩ 指数与层级划分

价值

类目

最大阅

读数

最大在

看数

篇均阅

读数

篇均在

看数

日均阅

读数

日均在

看数

头条平均

阅读数

头条平

均在看数

ＷＣＩ
指数

传播力

层级

便利

价值
３４０００ ９０ ２９７９ ９ ５２９６ １６ １２３３１ ３６ ６３６ 第一层

娱乐

价值
１５０００ ５４ １８４８ １０ ２６１９ １５ ３６１０ １６ ５２６ 第二层

社交

价值
８３６４ １９ １１２９ ６ ２１９６ １２ ２１５６ ９ ４６７

物质

价值
５２１８ ７６ １１５９ １２ １８４１ １９ １５２６ １８ ４５７

第三层

知识

价值
８１４８ ２８ ５２７ ４ １６２４ １３ ８５５ ５ ３９７

功能

价值
３２５９ ２５ ６４９ ５ １３５５ １０ ９５６ ７ ３９１

荣誉

价值
４４２７ ４１ ６３５ ４ １２４７ ９ ９７５ ６ ３９１

象征

价值
２１７１ １５ ５９６ ４ １５８９ １２ ７４３ ５ ３８０

第四层

情感

价值
１５２３ １４ ３６４ ３ ７２９ ６ ８４７ ７ ３３８ 第五层

审美

价值
５３７ ７ １９７ ２ ２２６ ３ ３２３ ３ ２４４ 第六层

动效果在 １０ 类阅读活动中表现最差，说明此类阅

读活动的价值与读者价值需求的契合程度相对

较低，难以激发读者兴趣，吸引力较差。 可以看

出，多数阅读活动虽然以“促进阅读”为导向，但
与当前读者的阅读价值追求有一定偏差，受读者

欢迎程度低，而与公共图书馆核心价值追求相关

程度较低的非阅读价值类活动则与读者价值需

求契合程度较高，受读者欢迎程度较高。
从区域来看，各地区公共图书馆微信公众号

推送的阅读活动存在明显的价值偏好，阅读活动

效果差异较大。 推送便利价值、娱乐价值类阅读

活动的公共图书馆主要集中在华南、华东及华北

地区，推送交互价值类阅读活动的公共图书馆主

要集中在华东、华南及东北地区。 相较于其他地

区，华东地区及华南地区公共图书馆推送的阅读

活动契合读者价值需求的程度最高，华北地区次

之。 但这些地区契合读者价值需求的阅读活动总

量较少，在后续阅读活动设计时，需增加便利价

值、娱乐价值等契合读者价值需求的阅读活动数

量。 东北地区虽然推送的交互价值类活动较多，
但未推送便利价值以及娱乐价值等类型的阅读

活动，与读者价值需求的契合程度还需提升。 而

华中、西南、西北地区的公共图书馆推送的阅读活

动契合读者价值需求的程度最差，需要加强变革，
以读者价值需求为中心，开展符合读者价值需求

的阅读活动。
从具体公共图书馆来看，各公共图书馆微信

公众号推送的阅读活动受具体活动内容及推送

形式的影响，其活动效果与整体效果存在差异。
如广州图书馆以头条形式推送的“读书月网上借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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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免运费活动” 便利价值类活动阅读数高达

３４，０００次，而“广州读书月系列讲座”知识价值类

阅读活动阅读数为 ８１４８ 次。 以非头条形式推送

的“读书月网上借书免运费活动”阅读数达 ５８８３
次，而娱乐价值类活动阅读数为 ３６５８ 次。 就广州

图书馆而言，以头条形式推送的阅读活动效果较

好于以非头条形式推送的阅读活动，一定程度上

可解释为推送形式对活动效果会产生影响。 义

乌市图书馆以头条形式推送“读者书店借书，图
书馆来买单”便利价值类活动阅读数仅为 １１４４
次，远低于其以头条形式推送的“错位摄影大赛”
荣誉价值类活动的 ２８２２ 次阅读数。 也就是说，尽
管义乌市图书馆和广州图书馆一样以头条形式

推送了便利价值类阅读活动，但义乌市图书馆该

次便利价值类阅读活动，并不像广州图书馆一样

被关注量高于其他类型活动，这显示阅读活动内

容设计本身对阅读活动效果有着重要影响。

５　 公共图书馆阅读活动效果提升建议

５ １　 对接读者需求，强化使命履行能力

目前，公共图书馆阅读活动的价值追求与读

者价值需求之间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不匹配，难以

充分激发读者兴趣与欲望，使得活动效果不显

著。 究其原因，一方面，公共图书馆在设计阅读活

动时，为更好地履行使命和任务，实现公共图书

馆的核心价值，将阅读活动的内容和形式过分统

一，使得读者在体现核心价值的阅读活动中难以

感知到与自身价值需求相符的活动价值。 另一

方面，公共图书馆阅读活动面向的读者群体特征

十分复杂，由于大部分读者自身知识水平、阅读

认知等方面的局限，使得阅读价值类活动难以激

发其欲望和兴趣。 为了提升活动效果，就要求公

共图书馆在设计阅读活动时，在坚持履行公共图

书馆使命与责任的基础上，综合考虑读者兴趣和

价值需求，以公共图书馆“促进阅读”的使命和任

务为活动内含价值，增加阅读活动中与读者需求

相符的外显价值。 具体方式是，在阅读活动内容

上以“促进阅读”为目标，在活动形式上以读者价

值需求为中心进行设计，从而最大程度地提升读

者活动参与兴趣。 总之，读者的价值需求具有多

样性，公共图书馆在阅读活动的设计过程中也应

注意活动价值的多样性、互补性，尽量加入契合读

者需求的价值属性，以激发读者兴趣，吸引读者参

与，从而提升活动效果。

５ ２　 强化运营意识，发挥微信公众号作用

微信公众号具有强大的功能以及广泛的用

户基础，图书馆充分利用微信公众号开展阅读活

动，能够极大地提升阅读活动的效果。 目前许多

公共图书馆仅将微信公众号平台视为信息传递

的渠道，并未将其作为活动运营的工具，未充分发

挥微信公众号在阅读活动运营中的作用。 因此，
公共图书馆需要强化运营意识，将微信公众号视

作阅读活动运营工具，充分发挥其在阅读活动推

广和开展中的作用，在阅读活动预热、发布、执行、
结果以及反馈等各个阶段全方位把控，对阅读活

动进行全流程运营，最大程度地提升阅读活动的

效果。 此外，在阅读活动进行推送时，为降低推送

形式对阅读活动到达率的影响，提高阅读活动效

果，图书馆应尽量以头条形式推送，以提升阅读活

动的到达率，增加活动推文的阅读数，最终提升活

动效果。

５ ３　 加强区域合作，提升阅读活动质量

不同区域的公共图书馆之间的阅读活动存

在明显的价值偏好，阅读活动效果也存在显著的

差异。 究其原因，不同区域的公共图书馆基本以

依托区域传统与特色开展阅读活动为主，并未加

强对不同区域优质阅读活动的学习和借鉴以及

主动与不同区域的公共图书馆进行合作，从而导

致不同区域开展的阅读活动在契合读者兴趣与

价值需求的程度方面存在差异。 如华南地区、华
东地区公共图书馆推送的阅读活动契合读者兴

趣和价值需求的程度较高，活动效果较好，而东北

地区、西南地区公共图书馆推送的阅读活动与读

者兴趣和价值需求的契合程度较低，活动效果相

对较差。 因此，不同区域的公共图书馆应加强合

作，相互学习与分享优质阅读活动，在依托区域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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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与特色的基础上，开展多样化的、更加契合读

者价值需求的优质阅读活动，提升阅读活动的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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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１０－０３］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ｎｐｃ． ｇｏｖ． ｃｎ ／ ｎｐｃ ／
ｃ１２４３５ ／ ２０１８１１ ／ ３８８５２７６ｃｅａｆｃ４ｅｄ７８８６９５ｅ８ｃ４⁃
５ｃ５５ｄｃｃ．ｓｈｔｍｌ．

４ 施春林．图书馆阅读推广的价值关系辨析及价

值实现思考［Ｊ］ ．图书馆建设，２０１７（３）：３９－４３．
５ 郎玉林．对全民阅读价值哲学的理性思考［ Ｊ］ ．

图书馆，２０１５（１２）：３４－３５，４５．
６ 凌美秀，曹春晖．论阅读的价值：哲学诠释学

的视角［Ｊ］ ．图书馆，２０１５（６）：１３－１６．
７ 李桂华．复合阅读行为：全媒体时代的阅读行为

新形态［Ｊ］．图书情报知识，２０１９（３）：１８－２４．
８ 屈明颖．新媒介阅读生态系统构建研究［ Ｊ］ ．出

版广角，２０１８（１８）：４８－５０．
９ 蔡丽萍，孔德超．基于 ＷＣＩ 的省级公共图书馆

微信阅读推广研究［ Ｊ］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
２０１６（１０）：９０－９５．

１０ 姜玲．基于 ＷＣＩ 的艺术院校图书馆微信阅读

推广效果研究［Ｊ］ ．图书馆杂志，２０１８（１１）：４７
－５５，６９．

１１ 万慕晨，欧亮．基于微信公众平台的高校图

书馆阅读推广效果实证研究［ Ｊ］ ．图书情报工

作，２０１５（２２）：７２－７８．

１２ 《２０１８ 年阅读行业“两微一端”运营报告》发布

图书馆类微信公众号排行榜出炉［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９－０６－０６］ ． ｈｔｔｐｓ： ／ ／ ｍｐ．ｗｅｉｘｉｎ． ｑｑ． ｃｏｍ ／ ｓ ／
Ｒｔｕｂ－ｌｕ８ｆＷＷＵＩ－ｇｒｍｄＴ３Ｑｇ．

１３ 邱均平，邹菲．关于内容分析法的研究［ Ｊ］ ．中
国图书馆学报，２００４（２）：１４－１９．

１４ 周翔．传播学内容分析研究与应用［Ｍ］ ．重
庆：重庆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８．

１５ 邱均平，邹菲．国外内容分析法的研究概况

及进展［Ｊ］ ．图书情报知识，２００３（６）：６－８．
１６ 吴朝彦，饶阳泓．基于内容分析法的城市政

务微信公众号信息传播主题研究［ Ｊ］ ．现代情

报，２０１７（２）：５２－５６，６７．
１７ Ｍｉｃｒｏ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ＥＢ ／ ＯＬ］ ． ［ ２０１８ － ０６ － １０ ］ ．

ｈｔｔｐｓ： ／ ／ ｍａｒｔｉｎｆｏｗｌｅｒ．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ｍｉｃｒｏｓｅｒｖｉ⁃
ｃｅｓ．ｈｔｍｌ．

１８ 程澄．微信公众平台的受众“使用与满足”行

为探究［Ｊ］ ．传媒，２０１４（１０）：５０－５１．
１９ 钱鸣皋． 管理心理学［Ｍ］ ． 天津：天津科学技

术出版社， １９９６：１４７－１５１．
２０ 侍非，等．仪式活动视角下的集体记忆和象

征空间的建构过程及其机制研究———以南京

大学校庆典礼为例［ Ｊ］ ．人文地理，２０１５（１）：
５６－６３，９７．

２１ 何星亮．象征的类型［Ｊ］ ．民族研究，２００３（１）：
３９－４７，１０７．

（范九江　 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图书馆学专业

２０１８ 级硕士研究生， 李桂华 　 教授 　 四川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９－０６

３５

·专题：２０１９ 年“世界读书日”阅读推广活动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