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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好图书馆的读者文明教育

林振锋　李金庆 (厦门大学图书馆 　361005)

　　图书馆的精神文明建设是由图书馆全体职工和

读者共同创建的。读者和图书馆员都是图书馆精神

文明建设的主体 ,两者相辅相成 ,相互促进 ,缺一不

可。从图书馆实践来考察 ,相对而言 ,读者文明教育

一向被忽视 ,工作成效甚微 ,因此更应引起我们的重

视。

1 　读者精神文明建设的目标及内容

简言之 ,图书馆读者文明教育的目标是培养读

者文明利用图书馆的良好风气 ,使读者自觉与图书

馆员共建健康向上的图书馆文化。具体而言 ,其内

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 (1) 科学。读者应了解、掌握

图书馆的基础知识和业务 ,如目录组织、书刊典藏和

网络检索等知识和技能 ,做到科学、高效地利用图书

馆 ; (2)有序。利用图书馆有组织、有秩序 ,不插队 ,

不占位 ; (3)循规。遵守图书馆所制定的有关规章制

度 ,按规定的手续、方式利用图书馆 ,爱护图书 ,维护

整洁、安静的实习环境。(4)礼貌。尊重图书馆员的

劳动 ,言行礼貌 ,读者间也相互尊重。(5) 互助。养

成互让互助的良好风气 ,碰到其它读者有利用图书

馆 (包括检索阅读方面) 的困难 ,乐于辅导帮助。看

到图书馆员在工作中需要读者帮助的时候 ,也能主

动挺身而出。

2 　读者精神文明建设的方式

读者既是图书馆精神文明建设的主体 ,又是精

神文明建设的客体。从主体而言 ,建设图书馆的精

神文明离不开读者的主动行为 ;从客体而言 ,读者又

是接受精神文明教育的客体。因此 ,读者文明教育

既要发挥读者的主观能动性 ,鼓励读者主动积极地

参与图书馆精神文明建设 ,又要制定规章制度规范

读者文明利用图书馆 ,大力开展宣传、引导活动 ,并

通过图书馆员的文明高效服务影响读者的品德修养

和言行。以下从几方面探讨图书馆读者文明教育的

方式 :

2. 1 　图书馆员与读者共建精神文明

创建图书馆精神文明离不开读者与图书馆员的

密切配合、共同努力。共建有利于发挥读者的主人

翁精神 ,密切图书馆与读者的关系 ,而且通过优秀读

者的示范效应 ,为其它读者树立学习的榜样。图书

馆员与读者共建精神文明有以下几种形式 :

2. 1. 1 　阅览室、外借处等部门与班组结对共建

共建内容包括学生参与流通阅览管理、出宣传

栏、举办专题沙龙、新书评价、参加义务劳动、提出工

作意见和建议 ,等等。

除与班组共建外 ,也可从不同专业中挑选几位

表现较好、热心图书馆工作的读者 ,让他们参加部分

图书馆工作。

为鼓励、支持表现突出的读者 ,图书馆应在学生

读者中开展评优活动 ,对优秀读者提供重点服务 ,如

文献优先保障、跟踪服务等。评优活动可定时开展 ,

也可即时授权 ,如在纠正撕刊、盗书方面表现突出的

读者 ,可列为优秀读者 ,在文献服务方面给予优待。

西安交大图书馆这方面工作成效显著 ,受到读者好

评。

2. 1. 2 　成立学管会、读书会

图书馆与学生会、自律会协作 ,成立图书馆学生

管理委员会和读书会等 ,让学生参与图书馆管理。

厦门大学图书馆几年来试行这一办法 ,取得一定成

效。

借助学生组织参与图书馆管理 ,有利于读者与

图书馆打成一片。由学生管理委员会依据有关规定

督促读者文明利用图书馆 ,调解读者间因利用图书

馆产生的纠纷。学生自我管理 ,读者较易接受 ,避免

和缓和图书馆员与读者之间的矛盾。如厦门大学图

书馆学管会针对阅览室占位子的不文明现象组织巡

查督导 ,对违反者给以扣证和批评教育 ,这种管理反

映了广大读者的心声。学管会还创办会刊 ———《窗

口》,介绍图书馆知识 ,批评不文明现象。

图书馆读书会在图书馆和学生会领导下 ,针对

热门话题或特定专题组织学习、评析 ,各抒己见 ,经

讨论达成共识 ,向广大读者推荐好书、否定消极书

刊 ;有时可聘请特定课题的权威人员开设讲座 ,指导

阅读。

2. 1. 3 　发动读者督查图书馆文明服务行为

让读者满意是图书馆服务的宗旨。图书馆应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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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了解读者对图书馆服务的意见和建议 ,发放调查

表了解读者对图书馆各服务点的评价 ,发动广大读

者选举优秀馆员 ,这样可增强读者的主人翁意识 ,利

于读者自我约束。

另外 ,可设立馆长信箱并定期召开读者座谈会 ,

对读者反映的问题进行信息反馈 ,并以通告形式书

面答复读者。

2. 2 　制定文明利用图书馆的规章制度并严格执行

在读者工作中 ,有时会碰到这种情况 :工作人员

发现读者有抽烟、吐痰或其它不文明行为后 ,加以教

育并要处以罚款等 ,但读者质问违反哪条规定 ,处罚

措施有何依据 ,这时工作人员却答不出依据来。不

少图书馆执行的罚款、扣证等处罚措施是内部约定 ,

没有明文规定 ,也未经学校或其它主管部门批准 ,这

一情况会造成无规可循、执行无度及规定无效、读者

不服等后果。这就启发我们 ,一要健全规章制度 ,二

要严格执行。

2. 2. 1 　健全规章制度。为保证规章制度的合理性 ,

并符合相关的方针政策和社会规范 ,规章制度应经

领导、群众和读者代表多次讨论后才能确定。特别

是要经过学校或其它主管部门批准。原因有二 :一

是确保规章制度的有效性和权威性 ,强化规章制度

的约束力 ,使工作人员有规可依 ,读者有规可循 ;二

是对严重违规的读者可予以警告、记过、留校察看、

取消毕业资格乃至勒令退学等处分 ,而这些处分应

与学校等主管部门协商 ,图书馆无权决定和执行这

类处分。所订规章制度应易于掌握和执行。

2. 2. 2 　严格执行规章制度。有了规章制度 ,还必须

严格执行。实际工作中会碰到不服处分的读者向图

书馆馆长、部领导提出申诉 ,要求取消或减轻处分。

对此 ,领导不要草率决定 ,不听一面之词。要向工作

人员和读者问明来龙去脉 ,如是工作人员态度不好、

处分不当或量度不妥 ,应加以纠正 ,并对工作人员批

评教育。如工作人员处理得当 ,应加以维护 ,并对读

者耐心教育、疏导 ,否则会打击工作人员的积极性 ,

并助长读者不文明行为的蔓延。

在执行规章制度过程中 ,如因人情关系对某些

违规读者网开一面 ,有章不循 ,则其它读者有机可

乘 ,所订规章难以执行。

附带提一下 ,碰到工作人员与读者发生矛盾 ,有

的领导就不分青红皂白 ,要处分工作人员 ,笔者认为

不妥。建设图书馆精神文明应靠图书馆员和读者双

方共同努力 ,对于个别不尊重图书馆员劳动 ,态度傲

慢 ,言行不文明乃至粗暴的读者 ,图书馆如不加以严

肃教育 ,一味姑息纵容 ,表明图书馆没尽到教育职

能 ,是失职行为。

2. 3 　通过图书馆员的良好形象引导读者

制定规章制度来规范读者行为属权力性影响 ,

而利用图书馆员自身渊博的学识、娴熟的专业技能、

灵活多样的服务方法和高尚的职业道德等方面来树

立良好的形象 ,从而赢得读者的信任和敬重 ,对读者

产生一定的感召力、吸引力和影响力 ,这属于非权力

性影响。

要形成图书馆高尚的职业道德风尚 ,图书馆工

作人员必须主动热情为读者服务 ,以勇于进取 ,无私

奉献精神 ,实事求是的态度 ,团结友爱、民主和谐的

作风 ,任劳任怨的工作和娴熟的专业技能去影响读

者。

图书馆员形象与图书馆形象密不可分 ,相互影

响和制约。要建立良好的图书馆形象 ,一靠图书馆

抓好自身的软硬件建设 ,即图书馆应在人员素质、服

务水平、文献保障、信息传递、职业道德和公共关系

等方面下功夫。二靠宣传。新闻媒体的宣传固然重

要 ,但自我介绍也不可忽视。图书馆可从机构设置、

文献特色、人员的专业、学历及职称结构到文献工作

的专业性进行介绍 ,并通过开展优质高效服务使读

者真正意识到图书馆既是文明服务单位 ,又是学术

性机构。三靠领导重视。图书馆应努力取得主管部

门领导的重视和支持 ,确立图书馆应有的地位 ,并平

等地享受各种应有待遇。

此外 ,通过文字、音像和动画等多媒体手段从各

方面宣传文明用语 ,表扬文明读者 ,批评不文明现象 ,

通告奖罚情况 ,推荐优秀图书 ,开设文献检索讲座和

辅导读者利用图书馆等形式也是教育读者的有效途

径。例如 ,厦大图书馆今年来对几十名偷盗书刊的读

者张榜公布 ,并视轻重予以处罚。又如 ,厦大馆收到

一校友从海外寄来悔改信及在校时所窃书和自交罚

金 ,我馆通过这一事例教育有不文明行为的读者痛改

前非。这些措施对于不文明读者有一定的警戒和说

服作用。因这方面论述颇多 ,笔者不想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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