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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图书馆借助科技手段培养读者行为习惯的探索

1    引    言

　　当公共资源有限而使用者众多时，资源紧缺会促使使

用者为优先占有公共资源而采取各种手段，久而久之某些

不当行为便可能形成习惯，甚至出现一方面资源紧缺，而

另一方面却有人占而不用的情况，如此便造成了公共资源

的浪费。在图书馆中，如果读者为了获得阅览座位的长时

间使用权，在离开时间较长时也使用物品占座（即占而不

用），就会使得一方面有座位空置，而另一方面其他读者却

找不到可以就座的座位，这就是浪费图书馆公共资源的一

种情形。在高校图书馆中，这种情形尤为突出。

　　随着近年来教育事业的发展，招生规模急剧膨胀，高

校图书馆的阅览座位往往无法满足剧增的读者的需求，成

了读者争相抢占的“香饽饽”。各种占座手段层出不穷，甚

至经常引起媒体对于高校图书馆占座问题的关注[1-4]。作为

高校图书馆，厦门大学图书馆（以下简称厦大图书馆）也

一直面临着阅览座位被读者占而不用的问题，浪费座位资

源的情况长期存在。而高校图书馆使用传统的人工巡查、

记录等手段进行阅览座位使用秩序的维护，经常面临着难

以确认占座行为、难以持续投入大量人力进行管理等问题，

占座现象很难得到有效的解决。在借鉴了国内外高校图书

馆使用座位管理系统对阅览座位进行管理的成功经验后，

厦大图书馆认为，应该从培养读者使用座位资源的良好习

惯着手来解决这一问题，而座位管理系统正是帮助高校图

书馆培养读者良好的使用习惯的有力手段。从2011年11月

起，厦大图书馆在馆内部分阅览区域试行座位管理系统，

并于2012 年 9月在总馆大部分阅览区域推行。经过两年多

的运行，大部分读者形成了自觉按规则选座、就座的良好

习惯，阅览座位的有效利用率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本文以厦大图书馆座位管理系统实施情况为例，试图

说明高校图书馆借助科技手段可以帮助读者培养利用公共

资源的良好习惯。

2    高校图书馆占座问题分析

2.1    座位资源稀缺引发占座现象屡屡出现

　　“僧多粥少”导致的高校图书馆座位资源紧缺，是造成

占座现象的直接原因。以厦门大学思明校区为例，2011年

秋季仅在校学生读者就有25 000多人，平均每天进入图书

馆总馆的读者有将近4 800人次，而总馆的阅览座位数仅有

1 000多一点，座位资源供需矛盾十分突出。尽管厦大图书

馆通过调整馆藏布局等手段千方百计地增加了一些阅览座

位，但是由于受建筑空间的限制，增加的座位数量有限，还

是远远不能满足读者的需求。座位资源的稀缺造成了图书

馆“一座难求”的现象，而有些在座的读者为了保证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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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图书馆一段时间后再回来时还有位可坐，在离开期间

仍然使用书本或者其他物品占据座位。

2.2    占座现象严重引起资源浪费

　　因为已经占好了座位，读者离开图书馆后并不一定急

于回来，甚至因为有别的事情而很长时间不回到图书馆。

时常有读者反映，有座位被书本或者物品占据半天甚至更

长时间而无人就座，导致座位资源浪费。占座现象越严重，

则浪费座位资源的情况也就越严重。

2.3    高校图书馆应当采取有力措施杜绝占座现象，提

高座位资源的利用率。

　　高校图书馆作为高校公共服务的提供者，不仅担负着

提供优质资源的使命，更应该通过科学的管理方式来引导

读者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以保证图书馆的公共资源能得

到充分、有序的利用。在座位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高校图

书馆应当通过有效运转机制，维护良好的使用秩序，杜绝

占座现象，提高座位资源的利用率。合理、有效的管理规

则是培养读者良好习惯的机制保证，而座位管理系统作为

技术手段可以有效地保障机制的运行。

3    高校图书馆培养读者习惯的可行性分析

3.1    读者的行为习惯可以被规范，而合理、有效的规

则有助于规范读者的行为习惯。

　　著名教育专家关鸿羽认为，习惯具有后天性、稳固性、

可变性、自动性、下意识性和情境性等特点[5]。简而述之，

即习惯是在后天的生活环境中习得的 ；习惯经过多次重复，

因得到强化而不断地趋于定型、稳固；已形成的不良习惯经

过较长时间的强化训练仍可改变；养成了某种习惯的人，一

旦到了特定的场合，习惯就会表现出来。这说明，读者的习

惯是可以通过一定的方式进行培养的。如果高校图书馆能够

制订合理且易于让读者接受和操作的就座规则，并辅以有效

的机制保障手段，就可以帮助读者养成良好的使用座位资源

的习惯。通过营造良好的公共情境，读者在进入图书馆后，

就会在大环境的影响下自觉地按照规则来选位就座。

3.2    引入科技手段可以有效保障机制运行，帮助读者

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座位管理系统是对座位资源进行精细化管理的计算机

系统。在图书馆中应用座位管理系统，可对座位资源进行

分配、控制、回收等管理。读者就座前，在座位管理系统

中选择或者由系统分配一个座位，即获得该座位的使用权;

读者离开时在系统中确认，即可释放座位给其他读者使用;

如果读者就座后有事需要暂时离开，系统会在规定时间内

为其保留该座位；如果读者超过规定时间仍然没有回来，

系统自动回收该座位，该座位即可被其他读者选用。作为

一种科技手段，座位管理系统具有以下一些功能优势[6] ：

　　（1）有效预防占座    读者需要通过个人的证件信息进

行实名选座，按号入座，且只能一人一座，避免了帮人代

占座位和一人占多个座位的情况发生。

    （2）为清理占座提供依据    利用座位管理系统，可以

根据系统记录的时间认定占座行为，避免读者纠纷。对于

已经确认的占座，一方面可以按照已公布的规则清理占座

物品，另一方面可以释放座位给其他读者选择。

    （3）准确记录违规情况    座位管理系统可以记录读者

违规占座的次数，图书馆可以根据违规次数对该读者进行

相应的处罚（如停止其选座权限等），使读者为了防止被处

罚而自觉避免违规行为的发生。

　　（4）帮助读者培养习惯    座位管理系统通过科学化的

管理，引导读者合理使用座位，从心理上暗示读者占座是不

正确的、不被允许的，配合宣传教育，可以改变读者不正确

地对待和使用公共资源的观念。座位管理系统通过规范读者

的日常使用行为，可以有效改变读者从前的不良习惯，并使

其逐渐形成正确、合理使用座位公共资源的良好习惯。

4    厦大图书馆座位管理系统实施情况

4.1    系统选择

　　厦大图书馆通过认真考察、对比，选用了江苏省高信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开发的图书馆座位管理系统。该系统以

读者数据库、座位数据库为数据基础，构建出触摸屏终端系

统、阅览室终端系统、服务器端监控服务、业务管理系统、

后台管理系统和统计分析系统为一体的座位管理系统，并可

以为管理者提供及时、可靠、精准的统计分析和有效的辅助

决策[7]。该系统具有简洁、明了的刷卡界面，直观的阅览区

域选择及快捷的选座方式，对于读者来说其使用方便且易于

操作。该系统还提供了暂时离开、手动及自动选座、重新选

座和记录常用座位等功能，便于制订人性化的管理规则，能

够让读者使用起来更加便利，从而乐于接受座位管理规则。

4.2    规则设置

4.2.1    不同管理规则的适用性分析

　　图书馆使用座位管理系统进行座位管理，首先要求读

者必须通过选座系统选择座位后才能入座。具体的就座规

则主要分为以下两种方式：

　　（1）限定就座时间    系统规定单次使用时长，读者选

座后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使用，时间一到系统自动释放座

位给其他读者选用。若图书馆内仍有空闲座位，读者需要

重新选择再次就座。在系统分配的就座时间内读者可以随

意离开，座位仍然为其保留。

　　（2）不限定就座时间    通过选座系统获得座位的读者

没有在座时间限制，但必须持续使用。在规则允许的时间

内读者可以短时间离开，但是需要其在选座系统中选择暂

时离开以保留座位。如果离开超过规定时间，则释放其已

选座位供其他读者选用。

　　第一种管理方式更多地适用于座位资源不紧张、读者

自觉性较高、图书馆具有较好的公共行为氛围的情况。而

如前文所述，高校图书馆的座位资源十分紧缺，采用第一

种管理方式可能出现读者长时间选座却不在座的情况，造

成资源浪费。同时，因为学习任务繁重，高校读者对于座

位资源使用的连续性具有较高的需求，在考试周和考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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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尤为如此。经过权衡利弊，厦大图书馆决定采用第二种

管理方式，以满足读者长时间使用图书馆座位的需求，同

时尽量避免明显的座位资源浪费行为。

4.2.2    人性化的规则设置

　　只有让大部分读者都能够感觉到合理、有序且方便、易

用的规则，才能被读者很自然地接受并且遵守，才有利于读

者良好习惯的养成。厦大图书馆充分考虑了这一因素，根据

座位管理系统提供的功能，进行了许多人性化的规则设置：

　　（1）弹性调整暂离时间    座位管理系统对于有需要短

时间离开的读者，提供暂离的功能。读者在选座机上刷卡

选择暂离后，座位管理系统在规定时间内为其保留座位。

经过厦大图书馆试运行和调整后，暂离时间设定为30 分

钟，一般情况下足够读者短时离开座位或者图书馆处理一

些临时性的事务。考虑到读者用餐的需要及图书馆与食堂之

间的距离，座位管理系统专门设置了用餐时间段（11：00-

12：30，17：00-18：30），可以保留座位60分钟。暂离时

间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会及时调整，如之前在用餐时间段

座位只保留45分钟，但是在距离图书馆最近的餐厅关闭改

造后这一时间段延长至了60分钟。用餐时间段的设定也会

根据读者的反映和实际情况的变化进行一些调整。这些弹

性设置都是为了读者在规则框架范围内可以有更便利的体

验，从而更加自觉地来维护规则。

　　（2）暂离提醒    工作人员在巡查时如果发现已经被选

的座位上无人就座，会在系统中将其设定为暂离，并在座

位上留下提醒条，提醒读者回座后及时去选座机上确认就

座。暂离时间从工作人员设定暂离时起算。为了促使读者

主动刷卡暂离，被工作人员设为暂离的座位保留时间缩短

为20 分钟。

　　（3）手动及自动选座    座位管理系统提供了手动选座

和自动选座两种选座方式。读者如果想要坐到指定的位置，

可以手动进行选择；如果对座位的位置没有具体要求，可

以选择自动选座，系统将为其快速分配空置座位。

　　（4）重新选座    当读者在已选的座位上就座后觉得不

太满意时，可以在座位管理系统上重新选择座位。

　　（5）常用座位    座位管理系统会记录读者的就座情况

并进行记录，如果读者长时间习惯于在某个座位就座，在

每次进入选座系统时，系统会提醒其常用座位，如果座位

空闲，读者就可以方便、快捷地选择常用的习惯座位。

4.2.3    违规处理

　　无论是主动暂离还是被工作人员设置为暂离的读者，

如果不能在暂离规定时间内到选座机确认入座，其座位将

会被释放给其他读者选用，同时被记违规1次。在平时，读

者累计两次违规就会被停止7天的选座权限。厦大图书馆设

定违规处理办法是为了保障选座机制的运行，而违规两次后

才停止选座权限是为了给读者一个适应规则的缓冲时间。不

过在座位资源相当紧张的备考期，为了保证座位的使用效

率，读者违规1 次即会直接被停止其7 天的选座权限。

4.3    硬件配置

　　厦大图书馆在总馆入口处放置了4 台选座机，同时在

每个实行座位管理系统的阅览区域入口处都放置了1～2台

选座机，每台选座机都可以对任一阅览区域的座位进行管

理，让读者可以方便地进行选座和离开的刷卡操作。同时，

厦大图书馆为巡查座位使用情况的工作人员配备了平板电

脑，在图书馆区域无线网络的支持下，方便工作人员随时

在座位管理系统中进行座位管理。

4.4    人员投入

　　在厦大图书馆的座位管理规则中，除了使用座位管理

系统进行各种数据记录外，还需要人工巡查座位使用情况，

随时记录违规现象。在馆员人手不够的情况下，厦大图书

馆招募学生志愿者来进行座位巡查。厦大图书馆读者协会

负责志愿者的招募及培训，相关馆员负责志愿者的日常管

理。学生志愿者的参与既解决了图书馆人力不足的问题，

也给学生提供了社会实践的机会。同时，学生志愿者来自

于图书馆座位使用的主体——学生读者群体，他们通过座

位巡查的工作，能够更深刻地体会到占座带来的座位资源

浪费及给其他读者带来的不便， 工作之余将他们的体会与周

边的同学交流，可以影响更多的同学主动养成利用图书馆

座位资源的良好习惯。

4.5    实施效果

　　经过周密的准备，厦大图书馆于2011年11月起在总馆

理工与人文区域（现基本书库）试行座位管理系统，并于

2012 年 9 月在硬件到位、读者熟悉座位管理系统规则、馆

员及志愿者配合管理顺畅的情况下，在总馆大部分阅览区

域实施了座位管理系统。

　　引入座位管理系统后，厦大图书馆一方面通过各种渠

道加强对选座系统的宣传和推广，另一方面通过人机结合的

方式严格执行管理规则，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占座现象明显

减少，座位资源利用率得到了有效提高，并且较好地培养了

读者的行为习惯，大部分读者都能自觉遵守选座、离座的相

关规定。表1 和表 2 的数据可以从多个角度反映这种变化。

　　表1 选取了厦大图书馆座位管理系统试行初期的 3 个

阶段的数据（每15 天为 1 个阶段）。从表1 可以看到：

　　（1）从座位日均被选次数来看，第一阶段数值明显偏

低，说明读者对座位管理系统这一新生事物还没有马上接

受，有些读者可能更愿意去不需要系统选座的区域学习；在

经过一段时间的熟悉和适应以后，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的座

位日均被选次数明显上升并且达到一个较高值，说明读者已

经接受并习惯了刷卡选座后对号入座的座位使用方式。

　　（2）暂离数是指在座位管理系统上记录为暂时离开的

次数，包括读者离开时主动刷卡暂离（主动暂离）的次数，

和已选座位无人在座，在工作人员巡查时被设置为暂离（被

动暂离）的次数。从数据上看，主动暂离的比例逐渐提高而

被动暂离的比例逐渐降低，特别是第一阶段的主动暂离比例

仅为61.94%，而到第三阶段这一数据已经达到了8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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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读者在开始时对规则还不太适应，但是随后已经逐渐

熟悉座位管理规则，形成短时离开在选座机上刷卡暂离的

习惯。

　　表2选取了厦大图书馆2012—2013学年两个学期初的

座位管理系统数据进行对比。2012 年秋季漳州校区大部分

学生回迁至校本部，同时有大批新生入学，座位管理系统已

经推广至总馆大部分区域。从2012 年10 月的统计数据看，

座位日均被选次数为2.42，而主动暂离比例高达84.65%，说

明新入馆的大批读者很快适应了座位管理规则。而在接下

来的春季学期初的2013 年 3月，座位管理系统可选座位进

一步增加，座位日均被选次数和主动暂离比例均略有提高，

说明读者进一步习惯了基于座位管理系统的就座方式。这

从另一个角度也说明，如果已经营造了良好的公共情境，

新读者很容易养成在新环境中的良好习惯。

　　厦大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也感受到了座位管理系统实施

前后的变化：座位管理系统实施初期，部分读者觉得选座

系统完全多此一举，甚至故意不选座而直接就座；在感觉

到按照座位管理规则选座、入座能够使图书馆的座位使用

更加便利、有序后，大部分读者都能自觉养成选座后按号

入座、短时离开主动刷卡暂离的良好习惯，座位长时间被

物品占据而无人就座的现象明显减少，整个就座秩序良好；

而图书馆基本上没有再收到读者关于占座方面的意见。

5    结    语

　　厦大图书馆通过座位管理系统培养读者就座习惯的探

索说明，读者在图书馆内的行为习惯是可以通过一定的方

式进行培养的。从媒体报道和相关文献可以看到，许多高

校图书馆都已经开始使用座位管理系统并取得了较好的效

果。例如，清华大学图书馆通过引进座位管理系统，有效

地改变了读者使用图书馆座位的习惯，大幅度提高了座位

的利用率[8]。

　　在技术选择上，清华大学图书馆、华北电力大学图书

馆、吉林师范大学图书馆等使用与图书馆门禁系统相结合

的座位管理系统[8-10]，选座读者只有离开图书馆才需要选择

暂离以保留座位一段时

间，而对读者在图书馆

内是否长时间在座并无

要求。这种模式不需要

人工巡查座位使用情

况，读者在图书馆内短

时间离座也更加方便，

笔者认为其在管理成本

和读者体验上有着更好

的效果。由此可见，高

校图书馆根据本馆的资

金情况和软、硬件环境

等，可以选择更适合本

馆的科技手段，以更好

地帮助图书馆达成预期目标。

　　总而言之，高校图书馆对读者行为进行管理的目的是

为了更好地服务读者。设计良好的管理机制有助于读者乐

于接受馆内的行为规范，而借助科技手段可以更好地维持

机制的运行，从而帮助读者更加自然地形成合理利用图书

馆公共资源的习惯，最终形成读者使用图书馆舒适、自然，

而图书馆管理顺畅、有序的双赢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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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厦大图书馆试行初期座位管理系统统计数据

表2    厦大图书馆2012—2013学年学期初座位管理系统统计数据

时    间

2011年11月 16—30日

2011年12 月1—15日

2011年12月 16—30日

座位数
/个

313

310

310

选座数
/次

2 192

10 290

14 392

暂离数
/次

381

1 970

2 548

主动暂离
/次

236

1 585

2 123

被动暂
离/次

145

385

425

被动暂离
/暂离数

38.06%

19.54%

16.68%

主动暂离
/暂离数

61.94%

80.46%

83.32%

座位日均
被选次数

0.47

2.21

3.10

注：座位数指纳入座位管理系统的座位数，不代表全馆的阅览座位数。

时    间

2012年10月

2013年 3月

座位数
/个

881

1 226

选座数
/次

66 039

100 736

暂离数
/次

11 069

14 748

主动暂离
/次

9 370

12 806

被动暂
离/次

1 699

1 942

被动暂离
/暂离数

15.35%

13.17%

主动暂离
/暂离数

84.65%

86.83%

座位日均
被选次数

2.42

2.65

注：座位数指纳入座位管理系统的座位数，不代表全馆的阅览座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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