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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疗法书目画像的构建与应用

　 ———以抑郁情绪相关书目为例

张欢笑　 沙莉莉　 陈　 铭

摘　 要　 随着图书出版数量越来越多,阅读疗法书目选择面临严峻的信息过载问题。 鉴于此,基于“用

户画像”概念提出“书目画像”的设想,通过对书目基本信息、内容信息、作者信息以及读者评价信息的

获取与整理,借助统计和分析工具构建书目画像,以期应用于阅读疗法具体书目推荐以及综合书单的

制定,并以抑郁情绪相关书目为例展现书目画像在阅读疗法实践中的具体应用。 图 4。 表 1。 参考文

献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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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阅读疗法即以阅读材料为媒介,在工作人员

的指导下,通过学习、讨论和领悟阅读材料的内

容,促进身心健康发展或辅助治疗心理疾病的疗

愈方法[1] 。 该方法具有经济、便捷、私密性等特

点,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书目作为阅读疗法实

施的基础,如同医学观念中的“药” [2] ,阅读疗法

书目的选择直接影响疗愈的效果。 阅读疗法的

研究者和实践者,要像开发新药方一样不断推出

更有吸引力、更切合实际的阅读疗法书目,像推

出新药一样把最新、 最有价值的书介绍给读

者[3] 。 如何在海量的图书资源中快速准确地选

择最适用于读者的阅读疗法书目,是阅读疗法实

践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宫梅玲等[4] 借鉴药品说明书的模式,对《生

命的重建》在抑郁症治疗中的效果进行了药性分

析;张宁[5] 论证了《读袪心病》对于解决大学生心

理问题的作用;陈书梅对绘本进行研究,汇编成

《从沉郁到淡定:大学生情绪疗愈绘本解题书目》

等书[6] 。 阅读疗法实施中的书目选择,往往依靠

专家对图书内容的分析来确定书目适用的人群

和相应症状。 随着图书出版数量的增多,阅读疗

法书目选择工作面临的信息过载问题日益严峻,

在海量的图书中选择合适的书目费时费力,且难

以及时更新阅读疗法书单,从而无法保证阅读疗

法实践与时俱进。 因此,本文提出构建阅读疗法

书目画像的设想,希望用更加便捷的书目判别方

式提升阅读疗法书目的更新速度,并为书目的精

准推荐提供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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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阅读疗法书目画像的提出

1. 1　 书目画像的理论依据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信息技术为学术研

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一些学者提出可以将用户画

像运用到阅读疗法书目推荐中。 用户画像( User
 

Personas)概念由 Cooper 提出[7] ,是一种勾画目

标用户、联系用户诉求与设计方向的有效工具。
韩梅花等[8] 通过分析用户的微博文本,计算其

抑郁情感指数,得到“用户画像” ,进而推送相应

的阅读治疗资源,得以尽早对抑郁症患者进行

干预;刘丹等 [ 9] 根据大学生读者的个人网络行

为数据构建用户情绪画像,根据学生的负面情

绪为其推荐合适的阅读资料,达到“ 治未病” 的

效果。
但是实现精准推荐书目,充分发挥阅读疗

法书目的作用,只研究用户画像是不够的,精

准匹配的前提是构建精准的用户和资源画

像 [ 10] 。 即在阅读疗法书目推荐的实践过程

中,不仅要重视用户画像与书目资源的关联挖

掘,也需要注重书目资源的画像构建与分析。
杨帆 [ 11] 认为,书目的资源画像可以为读者行

为数据与书目相关数据建立相应的关联;李

雅 [ 12] 、邓国家等 [ 13] 基于读者画像以及馆藏资

源画像,借助图书馆大数据平台,来实现读者

阅读的精准化推荐;刘海鸥等 [ 14] 提出读者和

图书资源的融合可以通过用户画像和书目资

源画像的融合来完成,并指出资源画像是参照

用户画像的原理,对图书资源的各种信息数据

进行挖掘和处理,从而生成关于图书资源的画

像模型;郭俭等 [ 15] 指出资源画像实质是一组

标注,即基于资源的特征对其进行的系统可识

别的描述。 基于以往的研究,本文提出阅读疗

法书目画像的概念,用以明确具体书籍在相应

负面情绪治疗中的针对性作用,以便更好地

“对症下药” ,并将 “ 书目画像” 定义为通过收

集、分析、提炼书目基本信息、内容、作者情况

以及 读 者 评 价 等, 建 立 准 确 的 书 目 标 签 化

模型。

1. 2　 阅读疗法书目画像的主要目标
(1)书目信息数据化

阅读疗法开展过程中,对于书目的选择大多

参考现有的阅读疗法书单,或依据书目的内容进

行推荐。 书目的内容可以从书名、序言或目录中

快速获取,或借助书目简介进行快速了解。 阅读

疗法书目画像将书名、序言、目录或书目简介转化

为结构化、标准化的数据信息,便于对书目进行集

中的数据处理,最大化地发挥书目在阅读疗法中

的作用。
(2)书目推荐精准化

标准化、结构化的书目信息与用户画像所代

表的读者信息的关联匹配,可以实现阅读疗法书

目更加精准的推荐。 同时,有些阅读疗法书目已

经不符合当前社会的背景环境,在一定程度上限

制了阅读疗法的效果。 在现有书籍资源中通过不

同书目之间的画像匹配,发现具有相似特征、关联

度高的书目,形成新的结构化、层次化的阅读疗法

书单,可以更加精准地反应时代问题,与当前社会

背景以及读者需求相匹配。

2　 阅读疗法书目画像构建

对于书目画像的构建,曹高辉等[16] 认为,画
像的构建是以标签云、标签聚类等方法将信息标

签从无序进行序化的过程;邓国家等[13] 建议对图

书进行标签化处理,根据图书的关键词标签构建

画像。 本文将通过对书目的题名、出版时间、简
介、目录、作者生平、书评等相关信息的分析,为阅

读疗法书目创建特征标签和画像,基本流程包括

数据采集处理、书目画像构建以及书目画像应用

三个步骤(见图 1)。
数据采集处理步骤即利用 python 工具在图

书馆数据库、在线阅读平台以及在线购书平台上

抓取书名、出版时间、简介、目录、作者生平、书评

等数据,对这些书目的相关信息进行结构化处

理,得到关于书目的标签化信息体系,这一步

骤是构建阅读疗法书目画像的基础和必要

前提。

73



2 0 2 2 . 6

总第144期

图 1　 阅读疗法书目画像基本流程

　 　 画像构建步骤即利用分词对标签数据进行

文本特征的提取,构建书目词袋,词袋以向量形

式存储书目的特征词编号及特征词在该文本中

的出现频次;借助现有的阅读疗法书目,构建不

同情绪的词典,情绪词典包含可表示特定情绪类

型的有关情绪、认知、行为等的关键词,利用书目

词袋与情绪词典的文本相似度计算书目的情感

指数,形成相应的书目画像。 单本书目和群体书

目的标签集合可分别视为单本书目画像和群体

书目画像,与单本书目画像相比,群体书目画像

从信息特征和情感特征维度表示了书目特征的

相似度。 这一步骤是阅读疗法书目画像构建的核

心部分。

画像应用步骤即将阅读疗法书目画像与阅

读疗法实践服务相结合,将所构建的书目画像与

用户画像进行匹配,为用户的情绪需求提供更加

精准的书目推荐,从而实现更好的情绪干预效

果,这是阅读疗法书目画像构建的最终目的。

2. 1　 数据采集处理

画像标签可以分为结构化、半结构化以及非

结构化三种[17] ,本研究依据书目数据的类型,将

数据分为基本信息、书目内容、作者生平、读者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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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四个维度,按照四元组的形式构建阅读疗法书

目的标签化信息体系:UC={Book_infor,Book_con-
tent,Author_experience,Book_comment}。

其中,Book_infor 体现的是书目的基本信息,
如书名、书号、出版时间、作者、类型、上架原因以

及图书馆是否有电子版书籍等,其形式化表示方

式为:Book_infor={Name,ISBN,Time,Author,Type,
Reason,Ebook,…}。 借助书目的基本信息了解书

目的类型、时代背景及出版方式,可以更好地契

合读者的阅读习惯,提高读者的阅读效率,增强

阅读疗法效果。
Book_content 体现书目的大致内容,主要用

来描述书目的简介、前言、目录以及主要情节等。
标签的形式化表示为:Book _content = { Introduc-
tion,Preface,Contents,Plot,…},这一标签可以反

映书目的内容有无具体的情绪类型以及情绪

导向。
Author_experience 体现作者的生平经历或者

创作背景,主要用来反映作品基于作者的哪种情

绪或经历。 通过了解作者的经历,帮助有类似经

历的读者产生共鸣,学会如何去面对自己的困

境,走出情绪沼泽。 将其标签形式化表示为:Au-
thor_experience = {Mood,Event,State,…}。

Book_comment 体现已经读过这本书的读者

的评价情况,标签的形式化表示为:Book_com-
ment ={Attitude,Feeling,…} 。 通过了解读者在阅

读之后是否愿意推荐这一图书以及读者在阅读

完图书后的心情,比如感到治愈、郁闷或者愤怒,
可以更好地预期书目在阅读疗法中对于其他读

者的效果。

2. 2　 书目画像构建

2. 2. 1　 获得书目词袋

在构建了多层次的阅读疗法书目特征标签

化信息体系之后,其中,基本信息( Book_infor)表

示阅读疗法书目的基本信息属性,是对书目基本

信息的精炼,不需再进行深入分析;而书目内容

(Book_content)、作者生平( Author_experience)以

及读者评论( Book_comment) 则需要进一步的文

本分析,提取有价值的信息,从而精准把握书目的

中心思想[17] 。
利用中文分词对文本进行转换,是分析文本

的首要步骤,本文利用 jieba 分词工具对所挖掘到

的书目信息进行分词,初步构成书目词袋。 jieba
是 Python 中常用的中文分词组件,具有三种分词

模式,即精准模式、全模式以及搜索引擎模式。
对文本进行词频分析可以得出最能代表书

目中心思想的词语[17] ,Niwa 等人借助 TF-IDF 公

式原理对标签体系进行优化,从而实现精准化推

荐[18] 。 TF-IDF(词频-逆向文档频率)是一种统

计方法,是信息检索和文本挖掘中常用的加权技

术,用以评估一个字词对一个文件集或一个语料

库中一份文件的重要程度。 在分词构成的初步词

袋的基础上,借助 TF-IDF 方法对书目信息进行

进一步的分析,从而获取能够代表书目中心思想

的高频重要词汇,通过这些高频词汇了解书目的

内容倾向、作者的相关经历以及读者的阅读感受,
形成最终的书目词袋。

其中,TF(Term
 

Frequency)为词频,指某一给

定词语 ti 在文本 di
 中出现的频率,计算公式如下:

tfi,j =
ni,j

Σknk,j
公式(1)

该公式表示第 i 个词汇在第 j 个文本中的词

频,可用来计算词语在书目词袋中出现的频次,确
定书目的高频重要词汇。 其中 ni,j 为词语

 

ti 在文

本
 

di
 中出现的次数,nk,j 为第 k 个词汇在文本

  

di
 

中出现的次数,Σknk,j 表示文本
  

di
 中所有词汇出

现次数总和。
IDF( Inverse

 

Document
 

Frequency) 为逆向文

档频率,用于度量一个词汇的普遍重要性,其数值

大小与词汇常见程度成反比,计算公式如下:

idfi = log |D|
|{ j ∶ ti ∈ dj}| + 1

公式(2)

IDF 可实现对搜集到的相关书目信息中的常

用词汇的过滤,以提高书目画像的准确程度。 其

中 | D |为语料库内文档总数, |{ j ∶ ti∈dj}| 表示包含

词汇 di 的文档总和,若该词汇不存在于语料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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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为零,因此一般使用 |{ j ∶ ti∈dj}| +1 表示。
衡量词语在特定文本中的重要程度为:TF-

IDF=TF×IDF。 词语的重要程度与其在特定文本

中的出现频率 TF 成正比,与在语料库中的出现

频率成反比。 词语在书目词袋中出现的频率越

高,且在其他文本中出现的频率越低,该词就具

有越好的分类效果。 利用 TF- IDF = TF× IDF 公

式,对书目词袋中的词进行加权求和运算,得到

词袋中词的重要指数。 根据指数大小,确定能够

代表书目的关键词,加入最终书目词袋。
2. 2. 2　 构建情绪词典

基于词典的分析方法可以对文本进行情感

分析,即将文本的分词信息与词典内容逐词匹

配,直到与词典中的词语重合,进而判定文本所

属的情感类型[17] 。 而情绪词典的构建即在基础

情绪词的基础上,借助已有的阅读疗法书目,按
照不同情绪属性将代表性书籍有关情绪的信息

进行处理,进而实现扩充完善。
在 python 语言中,counter 函数可用于统计

字符出现个数或列表中元素出现次数,其结果按

计数次数由高到低排列。 借助 counter 函数对不

同情绪属性的阅读疗法书籍信息进行分析,将
高频无代表性词汇( 与书目情绪特征、作者情

感信息以及读者自身感受相关性较低等) 加入

停用词表,然后对阅读疗法书籍的情绪信息进

行进一步的筛选,去除重复信息以及停用词,
将词频靠前且与基础情绪词不相同的词语作

为新的情绪词添加到情绪词典中,完成对情绪

词典的扩充。
2. 2. 3　 形成书目画像

依据情绪词所构建的情绪词典,对书目词袋

进行遍历与匹配,利用余弦相似度得到书目对应

的情绪特征向量,对情绪特征向量加权求和,通
过权重计算书目在对应情绪的情感指数。 根据

情感指数大小,可将参考书目分为低、中、高三个

特定情绪需求的可参考等级,完成书目画像(如

图 2)。 书目画像在阅读疗法中的应用主要在于

判定书目的情感趋向与用户所体现出来的情绪

需求是否一致,明确书目是否适用于特定情绪的

阅读疗法实践。

图 2　 阅读疗法书目画像模型

　 　 这其中,余弦相似度也称余弦距离,其基本思想

是把书目词袋以及情绪词典中的词分别表示成向量

空间中的向量,使用向量之间夹角的余弦值来表示

书目词袋与情绪词典之间的相似度,从向量维度对

应文本特征词在文本集中的权重。 假定文本集为特

征项集合 D= {wij |wij 是特征项,1⩽i⩽ |D | ,1⩽j⩽
n},对于 D中的文本 Di

 ,可用特征向量集表示为 Di

= (wi1 ,wi2 ,…,win),其中 1⩽i⩽ | D | ,根据特征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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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j 的重要性对其赋予权重 ti,j,则文本 Di = (wi1 ,
ti1 ;wi2 ,ti2 ;…;win,tin),文本 Dj 同理。 文本 Di

 和文

本 Dj
 之间的相似度可表示为:

sim(Di,Dj) =cosθ =
Σ n

k = 1 tik t jk
Σ n

k = 1 tik Σ n
k = 1 t jk

公式(3)

其中,θ(0⩽θ⩽π) 表示文本向量之间的夹

角,tik 和 t jk 分别表示词项 wik 和 wjk 的权重。 此

外,依据书目词袋与情绪词典相似度数值,可得

到相似度接近(即具有相似内容、背景或者作用)
的书目,在阅读疗法实施过程中可根据阅读疗法

接受者的具体情况对相似的书目进行替换,选择

最适用的书籍。

3　 阅读疗法书目画像应用———以抑郁情

绪相关书籍为例
　 　 为展现书目画像在具体情绪中的应用,本文

根据用户画像以具有抑郁情绪特征的用户为例,

利用书目画像来判断具体书目是否可以作为抑

郁情绪的阅读疗法书籍,从而丰富抑郁情绪阅读

疗法的书单。

3. 1　 数据采集处理

考虑到所需采集数据的特征,本文选取豆

瓣读书作为主要数据采集平台。 结合豆瓣读

书 TOP250 的书籍以及 2021 年度榜单,选择阅

读量、评论数以及出版时间排名靠前的 16 本

书作为样本书目 ( 见表 1) 进行数据采集与处

理(检索时间为 2022 年 7 月 9 日) ,用以分析

样本书目在抑郁情绪相关阅读疗法实践中的

参考价值。 豆瓣读书标签检索功能能够较为

准确地筛选出所需书籍,以 “ 抑郁症” “ 抑郁”
为检索词进行标签检索,得到 178 本与抑郁情

绪相关的书( 检索时间为 2022 年 7 月 9 日) ,
对这 178 本书进行数据采集,作为情绪词典扩

充的数据源。

表 1　 样本书目

序号 书名 作者 / 编者

Text
 

1 《改善情绪的正念疗法》 [英]
 

马克·威廉姆斯
 

/
 

[英]
 

约翰·蒂斯代尔

Text
 

2 《我抑郁了吗》 于玲娜

Text
 

3 《走出抑郁》 [英]
 

保罗·吉尔伯特

Text
 

4 《伯恩斯新情绪疗法》 [美]
 

戴维·伯恩斯

Text
 

5 《我战胜了抑郁症》 [澳]
 

格雷姆·考恩

Text
 

6 《旷野无人———
 

一个抑郁症患者的精神档案》 李兰妮

Text
 

7 《少年抑郁症:来自 17 个家庭的真实案例》 于宏华

Text
 

8 《抑郁帝国》 [美]
 

乔纳森·萨多斯基

Text
 

9 《渡过:抑郁症治愈笔记》 张进

Text
 

10 《心理学与生活》 [美]
 

理查德·格里格
 

/ [美]
 

菲利普·津巴多

Text
 

11 《贪婪的多巴胺》 [美]
 

丹尼尔·利伯曼
 

/
 

[美]
 

迈克尔·E. 朗

Text
 

12 《看见红色感觉蓝色:愤怒与抑郁之联系》 [英]
 

苏珊·阿尔德里奇

Text
 

13 《非暴力沟通》 [美]
 

马歇尔·卢森堡

Text
 

14 《也许你该找个人聊聊》 [美]
 

洛莉·戈特利布

Text
 

15 《把自己放进汤里:欢喜的豆花,抑郁的茄子》 [新加坡]
 

尤今

Text
 

16 《抑郁与超越》 逯耀东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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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 python 爬虫获取对应书籍的书名、出版

时间、内容简介、作者简介、原文摘录以及读者短

评等相关信息,对采集的数据进行预处理,删除

其中错误及无效信息,并补充所需信息后,将书

目相关信息按基本信息、书目内容、作者生平、读
者评论四个维度规范为标签化信息体系:UC =

{Book_infor,Book_content,Author_experience,Book
_comment}。

3. 2　 书目画像构建

首先,形成样本书目的词袋。 对经过预处理

的样本书目标签化信息体系中的信息做进一步

分析,去除文本中所有中英文标点符号,利用 jie-
ba 分词工具对文本进行分词,并运用 TF-IDF 构

建对应字典对象,根据字典对象信息将文本内容

转化为稀疏向量,分别构建 16 本样本书目的

词袋。
其次,构建抑郁情绪的专门情绪词典。 本文

根据使用较多的抑郁自评量表( SDS),结合抑郁

症及抑郁情绪患者通常伴有的身体、心理方面的

症状,例如:“郁闷”“烦躁”“焦虑”“头痛” “心慌”
等,构建抑郁相关基础情绪词典。 对所采集到的

178 条抑郁情绪书目的相关信息进行分词处理

后,利用 counter 函数计算词频,去除重复信息以

及停用词,将词频大于 30 且不在情绪词典中的词

汇加入情绪词典,进一步扩充完善抑郁情绪词典

(如图 3)。

图 3　 抑郁情绪词典可视化

　 　 最后,确立抑郁情绪书目画像。 遍历样本书

目词袋,运用余弦相似度把样本书目相关信息表

示为向量空间中的向量。 使用向量之间夹角的

余弦值来表示样本书目与本文构建的阅读疗法

抑郁情绪词典之间的相似度,获取样本书目的抑

郁情绪数值,最终形成抑郁情绪样本书目画像。

3. 3　 抑郁情绪书目画像应用
样本书目与本文构建的抑郁情绪词典之间

的相似度对比结果如图 4 所示。 考虑到书籍的特

殊性,书目之间的相似度不会很高,因此该结果数

值具有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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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样本书目文本相似度对比

　 　 根据文本相似度计算结果,相似度越高,则

在抑郁相关阅读疗法中的参考价值越高。 这其

中既包含与抑郁情绪相关的书目,也有书名包括

“抑郁”字眼但实际内容与抑郁情绪无关的易混

淆书籍。 从图中可清晰地发现,Text
 

4 的文本相

似度最高,其代表的书目《伯恩斯新情绪疗法》系

统地向读者展现了如何采用非药物治疗方法从

心理上克服不良情绪,从而战胜抑郁。 不少读者

表示该书是“目前看过的最好的关于抑郁方面的

书”,“推荐有抑郁或情绪困扰的人阅读”。 因此,

可将《伯恩斯新情绪疗法》作为抑郁情绪阅读疗

法较高参考等级的书目,用于为读者提供切实可

行的疗愈方法,引导读者走出抑郁情绪。

Text
 

10 文本相似度处于中等水平,其代表的

书目《心理学与生活》常被作为心理学的教材,该

书借助日常生活场景向读者展现了心理学的相

关知识。 有读者表示“越读,心境越平和” “看待

世界的方式受到了启发和纠正”,该书“提供了一

个视角去更加深入地了解和调整自我”。 因此,

可将《心理学与生活》作为抑郁情绪阅读疗法中

间参考等级的书目,用于引导受抑郁困扰的读者

深入分析抑郁情绪产生的可能原因并深入了解

自己,以补充克服抑郁情绪的方法措施。
Text

 

16 文本相似度最低,仅有 0. 62%,其代

表的书目《抑郁与超越》 是作者逯耀东研究《史

记》的成果。 该书书名看似与抑郁情绪有关,但
实际内容与心理、情绪问题并无太大关系。 因此,
可将《抑郁与超越》作为抑郁情绪阅读疗法中具

有较低参考等级的书目。
此外,Text

 

3 与 Text
 

7 文本相似度较为接近,
其分别是《走出抑郁》和《少年抑郁症:来自 17 个

家庭的真实案例》。 这两本书都依托作者的专业

知识,结合实际案例向读者展现如何正视抑郁症、
分析抑郁症的成因以及处理抑郁情绪。 不同的

是,前者展现了抑郁症的不同类型,并从身体、情
绪、行为等多个角度给出了克服、缓解抑郁情绪的

技巧;后者则围绕青少年这一群体,从家庭、学业等

角度讲述了少年抑郁症的成因,并提出家庭治疗

方案。 因此,在读者用户画像展现出抑郁情绪倾

向时,可以根据读者的具体情况,增加或替换更为

合适的书目开展阅读疗法,以期产生更好的阅读

疗愈效果。

4　 总结与展望

本文提出“书目画像”概念,以期为阅读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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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人员构建经典与新颖共存、综合与特定并重

的阅读疗法书单提供依据,为阅读疗法在更大范

围的推广拓展思路。 但本文还存在一些不足:
(1)由于技术的局限性,本文在书目画像的应用

部分仅选择了抑郁情绪的纸质书籍做分析,并未

涉及更多情绪类型书籍以及音、视频等多样的阅

读疗法资料,未能构建完整的书目画像数据库;
(2)由于数据获取平台的特殊性,仅采集了书籍

的相关介绍信息,未能获取完整书目内容,对书

目相似度的验证有所影响;( 3)本文所设计的阅

读疗法书目画像目前仍然处于理论研究阶段,并
未真正运用于阅读疗法的实践活动。

在未来研究中笔者也将继续深入分析研究各

类情绪书籍,将音、视频等多媒体形式的阅读疗法

材料纳入阅读疗法书目画像数据库中,丰富数据

库数据类型,从而构建完整的阅读疗法书目画像

数据库;并继续提升技术水平,不断完善书目画像

的模型结构;寻求与图书馆和各类网络阅读平台

的合作,获取更高质量和更全面的书籍内容,提升

阅读疗法书目画像的精确度,并尝试将阅读疗法

书目画像真正运用到阅读疗法的实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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