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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山师师图图书书馆馆借借阅阅量量两两年年减减1133万万册册
高校无线网络全覆盖方便学生阅读电子书

为推动阅读，我国已将全民阅读立法列入国家立法工
作计划，但情况不容乐观。5日，记者从多家高校图书馆获
悉，随着电子书籍的增加，图书馆纸质图书借阅量每年都
在下降，其中山师图书馆两年时间图书借阅量减少了13万
册，年均降幅在一成左右。

“我平常每个月都借阅三四
本书，多了也看不完。”山东师范
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汉语言文学专
业学生小王刚从图书馆借了一本

《沈从文文选》，她表示，宿舍八个
人都很少去图书馆借书，平均一
周也就一两本书。

记者随机采访了数十名学
生，总体来看，本科生平均月借阅
量在三本左右，研究生则在五本
左右，还有不少学生坦言根本就
没借过书。

山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工作人

员给记者列了一份图书借阅清
单，2011年图书借阅量为61万册，
2012年55万册，2013年48万册，两
年时间图书借阅量减少了13万
册，年均降幅都在一成左右。

根据山东大学中心校区图书
馆提供的数据，2013年中心校区
纸质图书借阅量为22万余册，比
2012年减少了2万册。

“2014年的纸质图书借阅量在
12月底才会有统计结果，但总的来
说，纸质图书的借阅量是不断减少
的趋势。”山大中心校区图书馆读

者服务部负责人胡至洵说。
据悉，山东大学研究生和本

科生的借阅比大约为6:4，研究生
的年均借阅量大约为140本，本科
生则为100本左右，比其他高校要
高出不少。

“来图书馆不是为看书，大部
分都是来上自习的。”记者在省城
多所高校的图书馆看到，开放时间
一到，图书馆的位子上就坐满了学
生，可谓一座难求。这些学生很少
来翻阅图书馆藏书，大都是学习专
业科目的，基本成了自习室。

“我们学校每年都会新增一
部分电子图书，下载量逐年上
升。”多家高校的图书馆负责人表
示，与纸质图书借阅量减少不同，
随着图书馆电子书籍资源的增
加，电子阅览成为学生的新选择。

山师工作人员表示，学校已
经实现了无线网络全覆盖，不断丰
富移动图书馆功能，可以实现在线
续借、预约及电子书籍的下载，很

多学生将阅读转向了电子书。
胡至洵分析，除了移动设备

越来越方便学生使用，学生阅读
倾向的改变也成为纸质图书借阅
量下降的重要原因。另外，有些大
学生不太愿意阅读自己专业以外
的图书。

“学生可以从图书馆下载电
子图书，非常方便。”胡至洵表
示。就目前来看，出于电子出版方

面的原因，图书馆的电子资源
还是以小说、诗歌、散文、杂文
等人文社科类图书为主，理工、
医学等专业性强的图书电子资源
较少。

据悉，在高校图书馆电子图书
中，论文占了很大的比例，也是学
生下载的重点，小说类的电子书下
载量也不错，内容比较深奥的理工
类专业电子书则少有人问津。

本报记者 许亚薇 李涛 王光营

为了应对纸质图书借阅量减
少的问题，自今年秋季学期开学，
在胡至洵、段峰、郭光威几位老师
的提议下，山大中心校区图书馆
向学生和老师征集书单，专门开
设了“专题书架”。

“专题书架是从其他学校学
来的经验，把相关类型的图书放

在一个书架上，现在有中国传统
文化、中国近代史、国家社科成果
文库等书架向学生开放。”胡至洵
表示，目前还很难说效果怎么样，
但已经有不少学生关注到这些专
题书架。

不少高校图书馆新增了自助
借还机，方便同学借书、还书。同

时，图书馆安排了志愿者，协助整
理图书，提高图书馆的运行效率
和对学生的吸引力。

“图书馆不仅是用来藏书的，
还应该是交流和文化中心。”有专家
表示，大学图书馆应该扩展功能，经
常举办讲坛、读书会等，引进咖啡
厅，为师生阅读提供较好的环境。

方便学生借阅，高校开“专题书架”

电子论文下载多，专业电子书少人碰

纸质图书年均借阅量降一成

在某高校图书馆，一位学生正在书架间查阅图书。随着电子图
书的普及，纸质图书馆的图书借阅量逐年下降成为不争的事实，不
少高校除了通过网络建立“移动图书馆”外，还在纸质图书馆开设
专题书架，为学生提供阅读方便。 本报记者 王光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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