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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图书馆阅读榜样评选工作体系的构建与实践优化

———以北京大学“未名阅读之星”评选为例

□金鑫 别立谦* 胡希琴

  摘要 在建设教育强国的背景下,高校图书馆致力于培育校园阅读文化,发挥阅读榜样的示

范作用,以激发学生阅读兴趣和强化校园阅读氛围。文章通过文献综述、实践调研和案例分析,
评估了北京大学“未名阅读之星”评选制度的创新与优化,并分析了评选活动对促进学生阅读参

与和丰富校园阅读文化的影响。通过确立清晰的评选规范、建立评价指标框架、与学生管理部门

及院系的紧密协作,以及有效利用数字平台和社交媒体宣传,“未名阅读之星”评选活动展示了一

个持续优化的评选工作实践案例。这一评选工作体系为高校图书馆提供了一种框架结构上的思

路,为探索实施校园阅读文化培育的有效路径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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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高校图书馆在文献导读和培育阅读文化中发挥

着重要作用[1-2]。为倡导学生热爱阅读、培养良好

的阅读习惯,营造积极向上的校园阅读氛围,许多高

校图书馆组织阅读榜样评选活动。北京大学图书馆

(以下简称北大馆)自2012年起开展“未名读者之

星”评选活动[3-4],是国内较早开始评选阅读榜样的

高校图书馆之一,代表了国内高校图书馆在此方面

的早期尝试,该活动对校园阅读文化培育产生了显

著的正面影响。

2012—2020年,“未名读者之星”的评选主要

基于读者的图书借阅量,为本科生和研究生(个别

年度也曾评选过教师)中借阅量排在前五名的读者

授予荣誉称号,并给予借书权限提升等奖励[5]。尽

管这一评选方法综合考虑了评选对象的德育和学

业表现,但其过度依赖单一的借阅量数据,存在明

显的局限性。随着活动的不断深入,北大馆评选工

作出现瓶颈,面临一系列挑战和问题。为创新和优

化评选机制,北大馆于2022年组建了专项评选小

组,对评选机制进行全面调整,并将评选活动更名

为“未名阅读之星”。此次改革旨在探索更为全

面、客观、科学、有效的阅读榜样评选路径[6]。
通过对国内外高校阅读榜样评选机制的综合

调研,以及对北京大学学生群体反馈意见的收集和

分析,北大馆结合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制定了一

套新的阅读榜样评选方法。新方法包括细化的评

选规则和指标、多样化的奖励措施,并在评选之后

深入挖掘和充分发挥阅读榜样的激励作用,初步建

立起相对完善的阅读榜样评选体系。这些改革不

仅为评选工作带来了新的活力,而且在促进阅读交

流和建设书香校园方面发挥了积极的示范引领作

用。本文基于北大馆的探索和实践,探讨高校图书

馆阅读榜样评选工作体系的构建和优化,提高评选

活动的科学性、有效性和可持续性,以期为国内高

校图书馆探索校园阅读文化培育的有效路径提供

参考。

2 阅读榜样评选研究与实践现状

2.1 研究回顾

在信息传播日益泛在化、碎片化和扁平化的数

字时代,以纸质文献为主的传统阅读方式受到了图

片、短视频等碎片化阅读的冲击[7-8]。高校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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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如何有效激发学生阅读兴趣并提高其参与度的

挑战。国内外研究表明,除阅读的内在动机外[9],他
人的鼓励[10]以及多样化的激励机制对提高学生的

阅读热情和阅读自主性具有显著效果[11-12],且这些

激励措施具有长期效应[13]。除了传统的阅读推广

活动(例如阅读打卡、真人图书馆、图书推荐榜、读者

交流会)外,物质奖励(如奖学金)和精神奖励(如荣

誉 称 号)也 被 广 泛 应 用,以 增 强 学 生 的 阅 读

动力[14-17]。
阅读榜样评选活动作为一种新兴的图书馆服务

和校园文化建设手段,逐渐在高校中得到应用和实

践[18]。这些活动不仅认可学生的阅读成就,还通过

有效机制激励学生保持阅读和个人提升,同时避免

过度竞争对内在阅读动机的负面影响[19]。通过树

立学习榜样,这些活动促进了学术交流和知识共享。
然而,阅读榜样评选活动在形成完备、高效的激励体

系方面仍显不足。
目前,高校图书馆在阅读激励方面的应用呈现

“点状”分布,包括荣誉称号、读者积分累计、阅读学

分、社群及朋辈宣传等。这些活动虽然在一定程度

上能够激发阅读兴趣,但尚未形成常态化的激励机

制。吴惠茹通过实证分析发现,高校图书馆阅读激

励工作与阅读推广工作联系不紧密,缺乏对激励活

动或措施的总结和分析,以致无法清晰了解激励效

果及其不足,从而无法为未来激励措施的改进提供

参考[20]。
在评估学生阅读行为和图书馆资源利用效率方

面,朱馨叶等人的实证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强调评

选指标的多元性和全面性,包括借阅量、参与图书馆

活动的频次和质量、电子资源使用情况以及个人学

术贡献等多元因素[21]。这种综合评估学生阅读行

为和图书馆资源利用效率的方法,有助于确保评选

活动的公正性和全面性。科学和系统化的评选框架

是阅读榜样评选的必要条件。虽然考量阅读行为是

多维度的,但从学生角度看,存在其个人的自愿选择

和偏好因素,部分学者认为只要达到了学习效果,对
学生的评价不应采用过于全面的指标,采用多维度

指标评选阅读榜样时需更开放地接受不同的阅读

形式。
最新研究和实践也开始关注利用社交媒体和数

字技术在增强阅读激励效果方面的潜力。夏立新等

探讨如何利用公众人物或学术领袖的影响力来促进

阅读文化的传播[22]。胡佳等人探讨建立读者荣誉

制度的社会学意义及其在图书馆阅读推广中的应

用[23]。一些国际研究已经开始探讨如何利用数据

分析和人工智能技术开展个性化阅读推荐[24],以进

一步提升学生的阅读体验和参与度。
相关文献调研表明,目前图书馆界已关注到

阅读榜样评选工作的重要性及其开展方式,但对

于阅读榜样评选活动是否具备完备、高效的激励

体系关注不够,对于如何有效评估以提供后续改

进的研究还不充分。高校图书馆在实施评选活

动时仍 普 遍 缺 乏 系 统 规 划 和 评 估,对 工 作 体 系

架构、评价指标、激励手段和规则制定的考虑不

足,对活动成效缺乏深入分析,从而影响了评选

机制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探讨阅读榜样与阅读

激励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对阅读文化影响的路

径,构建科学系统的评选框架,对于高校图书馆

阅读榜样评选工作至关重要,是当前研究的重要

方向。

2.2 国内高校阅读榜样评选实践调研分析

本文选取2023年 QS世界大学排名中国前20
名中的17所内地高校,以及以阅读推广活动见长的

四川大学和重庆大学2所高校,作为研究对象。调

研工作主要通过访问上述高校图书馆的官方网站和

微信公众号进行,必要时通过电话访谈负责阅读推

广的图书馆员以获取和验证有关评选活动信息。采

用多种渠道调研方法,以全面掌握各高校阅读榜样

评选机制及其实践细节,建立有效的数据基础供后

续分析使用。

2.2.1 高校阅读榜样评选活动开展状况

19所参与调研的高校图书馆均开展了以“读者

之星”“借阅达人”“阅读之星”“悦读之星”“优秀读

者”等为名称的阅读榜样评选活动,见表1。活动名

称体现了各馆对于阅读榜样的理解和期待,表达了

通过倡导积极的阅读价值观来促进校园阅读文化建

设的目标。在评选指标上,除了借阅量,多数高校还

综合考虑图书馆活动参与度和学术贡献,体现出对

学生阅读行为全面评价的趋势。部分高校虽有开展

借阅量排名,但尚未开展系统的阅读榜样评选活动,
反映出高校图书馆在服务策略和资源配置上的

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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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19所国内高校阅读榜样评选调研情况

高校名称 评选时间范围 评选对象身份及人数 评选指标及是否加权 激励措施

北京大学 上一自然年度
区分 本 科 生 及 研 究 生;

10-12人

借阅量、在馆时长、在馆天数、进馆次

数、参加图书馆阅读服务活动、参与图

书馆志愿活动情况;加权

荣誉证书、奖金或礼品、图书馆使用

便利

北京师范

大学
上一自然年度

区分教师、本科生及研究

生;40人
借阅量;不加权 荣誉证书、奖金或礼品

重庆大学 1-10月 不区分;10人 借阅量、入馆量、数据库点击量;不加权 荣誉证书、奖金或礼品

复旦大学 上一自然年度 不区分;/ 借阅量;不加权 荣誉证书

哈尔滨工

业大学
上一自然年度 不区分;20人 借阅量、进馆次数;不加权 奖金或礼品

华中科技

大学
上一自然年度 区分本科生及研究生;/ 借阅量;不加权 否

南京大学 1-10月 不区分;10人 借阅量;不加权 荣誉证书、奖金或礼品

南开大学 上一自然年度
区分 本 科 生 及 研 究 生;

30人
借阅量、进馆次数;不加权

荣誉证书、奖金或礼品、图书馆使用

便利

清华大学 上两个自然年度
区分教师、本科生及研究

生;50人

进馆次数、借阅量、馆际互借量、荐购

量;不加权
荣誉证书、奖金或礼品

上海交通

大学
上一自然年度

区分 本 科 生 及 研 究 生;

9人
借阅量、进馆次数、在馆时长;不加权 荣誉称号

四川大学 上一自然年度 不区分;10人
借阅量、进馆次数、馆际互借量、图书馆

活动参与等;加权

荣誉证书、奖金或礼品、图书馆使用

便利

天津大学 上一自然年度 不区分;50人 借阅量;不加权 图书馆使用便利

同济大学 上一自然年度
区分教师、本科生及研究

生;20人

借阅量、荐购量、预约量、图书委托量、

进馆次数、座位使用时长;加权
荣誉证书

武汉大学 上一自然年度
评选本科生,区分文科、理

科;20人
借阅量;不加权 荣誉证书

西安交通

大学
上一自然年度 不区分;30人 借阅量、入馆次数、在馆时长;不加权 否

浙江大学 上一自然年度
区分教师、本科生及研究

生;9人
借阅量;不加权 否

中国科学

技术大学
上一自然年度 不区分;10人 借阅量;不加权 荣誉称号

中国人民

大学
在读期间 区分本科生及研究生;/ 借阅量、进馆次数、在馆天数;不加权 图书馆使用便利(或读书卡)

中山大学 上一自然年度 区分学科;15人 借阅量、进馆次数;不加权 否

  注:依据拼音首字母对高校进行排序;调研时间为2024年3—5月。

2.2.2 调研结果分析

本次调研揭示了国内高校图书馆在阅读榜样评

选活动中普遍采用的实践方法和评价指标。主要包

括:活动通常以借阅量为主要评价指标,辅以进馆次

数、馆际互借等,通过多元化指标反映师生对图书馆

资源的利用情况和参与度。评选流程涵盖评选对象

和范围的确定、评选指标和计算方法的设定、获奖人

数和身份类别的划分、组织机制的建立以及激励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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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的实施等方面。评选机制旨在表彰积极利用图书

馆资源的师生,推动校园阅读文化的发展。评选标

准的明确性和评选过程的透明度对于激发学生的参

与意愿、认可公正公平至关重要。
高校图书馆阅读榜样评选活动的一般规则和流

程包括:
(1)评选对象与范围:评选通常面向本科生、研

究生及教师。评选周期根据具体高校的安排,可能

是整个学年或某个特定时段。
(2)评选指标:主要包括借阅量,辅以进馆次数、

在馆天数、在馆时长、馆际互借、推荐购买、图书馆活

动参与等。
(3)计算方法:部分高校采用单一的借阅量排

序,有的高校则引入加权计算方法,综合考虑多个指

标,如个人借书量、荐购量、预约量等,加权计算最终

得分。
(4)获奖人数与身份:获奖人数根据各高校具体

情况设置,通常在5至50名之间,部分学校会根据

身份(如学生、教师等)分别设奖。
(5)组织机制:由图书馆主办,或由校内多个部

门共同主办和评审。
(6)激励措施:获奖者可获得更高的借阅权限、

奖金、荣誉证书及文创礼品等。
(7)评选体系:大部分高校图书馆单独建立评选

体系,但少部分高校将评选纳入学生资助及奖励体

系(六所高校),与校内其他学生工作部门共同举办。
例如四川大学图书馆“阅读之星”评选活动,经费来

源于四川大学教育基金会,由多部门共同主办,评选

程序由各学院初评、推荐,评审委员会评定,评审委

员会包括图书馆、党委学生工作部、研究生工作部、
教育基金会、宣传部、教务处、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

会专家[25]。部分高校如南开大学及重庆大学,将阅

读榜样荣誉作为其他校级荣誉、奖励评选的参考指

标,或纳入校级奖学金等荣誉、奖励体系和保研评价

体系,进一步凸显阅读榜样评选工作的重要性。
总体来看,高校图书馆阅读榜样评选规则和工

作流程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但也存在个体差异,体现

了高校在阅读文化建设方面的多样性和创新性。此

外,组织机制的多样性,体现了校内多方资源整合的

优势和趋势,为评选活动的成功实施提供了支持。

2.2.3 实践调研小结

通过深入分析国内高校图书馆阅读榜样评选活

动实践,可以发现评选活动的关键要素和趋势。首

先,阅读榜样评选活动受到高校图书馆的普遍重视,
业已成为高校阅读文化建设的重要手段。其次,高
校阅读榜样评选除借阅量外,融入多元化的评选指

标,力求对学生阅读行为进行全面评价。同时,评选

活动被纳入学校学生工作和奖励体系,在激励学生

阅读热情的同时,可以促进校园文化建设和学术氛

围营造。
调研也发现了评选活动实践的一些挑战,如评

选标准的统一性、活动的连贯性仍有待加强;一些高

校的评选制度不够健全,缺乏明确的政策支持和规

范的评选流程,导致评选活动缺乏公正性、周期性及

持续性。
综上所述,国内高校图书馆的阅读榜样评选活

动在激发学生阅读兴趣、推动阅读文化建设等方面

发挥了积极作用。当前需要针对问题和挑战,深入

探讨如何引入更多元化的评价指标,构建科学合理

的阅读榜样评选机制,强化评选活动与校园文化活

动的融合,利用评选活动的成果进一步推动校园阅

读文化的发展,增强高校图书馆在校园阅读文化建

设中的引领作用。

3 北京大学“未名阅读之星”评选框架

在调研分析的基础上,2022年,北大馆结合本

馆实践,研究并制定出一套符合本校特色的阅读榜

样评选体系。北京大学“未名阅读之星”评选工作由

图书馆主管领导牵头成立专项工作组,经过多次讨

论、实践和修正,基本确立了评选理念、评选制度、评
价方法及活动效用等评选要素,深入探讨评选工作

机制建设,初步形成北京大学阅读榜样评选工作体

系。如图1所示,在培育校园阅读文化、服务学校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的目标下,必须首先树立牢固的评

选理念,在理论基础的思考之上,把握榜样评价方

向;评选制度是理念落地的政策支撑,确保组织和参

与榜样评选的各方责权利界限清晰,保证评选的过

程公开透明、公平公正和有序开展;借助科学有效的

评价方法开展榜样评选,在评选的各个环节,紧扣

“阅读”核心,通过“榜样”效应实现文化育人;评选活

动最终要发挥阅读榜样的示范、引领和辐射的积极

作用,关注评选活动效用,优化和完善榜样评选工

作,提升活动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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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北京大学阅读榜样评选工作体系

3.1 基于激励机制的阅读榜样评选理念

阅读榜样评选活动不仅仅是表彰活动,其核心

是基于激励理念,通过榜样的示范作用向更广泛的

受众传递积极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未名阅读之星”
评选,与北京大学教育理念一致,是图书馆服务学校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一个重要举措。
社会学习理论和角色激励模型理论为“未名

阅读之星”的评选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方向

指导[26]。理论阐明了如何通过阅读榜样,激发个

体对阅读的兴趣和参与意愿,从而促进校园阅读

文化氛围的提升。通过评选阅读榜样,有效鼓励

更多学生积极参与阅读,提升校园整体阅读文化

水平。通过模仿和观察学习、增强学生社群互动、
提升动机和参与感以及提供多样化阅读材料,有效

激发和加强阅读兴趣和能力;学生通过榜样评选及

榜样事迹学习自发地产生对榜样的认同,在潜移默

化中受到阅读榜样的影响;活动评选出的榜样,不
仅在阅读的量和质上表现卓越,同时在科研成就、
学业表现上也成绩优异,能够引起不同学科和背景

学生的共鸣,激发他们学习的动力和追求卓越的

愿望。
基于社会学习理论和角色激励模型理论的思

考,“未名阅读之星”评选工作在评价理念上实现了

突破。评选工作从对榜样的简单表彰扩展到对其背

后阅读事迹的深入挖掘,充分展现榜样的示范、引领

和辐射作用,进一步发挥榜样在阅读参考服务中的

重要作用,强化了图书馆在推动校园阅读文化建设

中的核心作用。

3.2 强调协同信任的阅读榜样评选制度

榜样产生的过程是否合理和公平,评选流程和

制度规范至关重要。在构建“未名阅读之星”评选制

度中,重点强调了制度的规范化、透明化以及评选主

体的多元化和协同合作。具体包括:
(1)评选原则规范化。坚守公开透明、公平公

正、择优选举的原则,确保评选过程的公正性和有

效性。评选过程和结果对全校师生公开,让所有参

与者了解评选标准和程序;坚持以公正的态度和标

准对所有候选人进行评审,确保每位候选人都有平

等的机会被评选为阅读榜样;通过严格的评审流

程,确保最终选出的阅读榜样在阅读行为和学术表

现上均 为 优 秀 代 表,能 够 真 正 起 到 激 励 和 示 范

作用。
(2)评选主体协同化。北大馆重视建立工作机

制,与校内相关部门协同开展阅读榜样评选工作。
评选主体由原有的图书馆单独评选拓展到与人才培

养相关部门共同评选,体现了服务协同和信任体系

建设的重要性。改进后的评选工作由图书馆牵头,
学生工作部、教务部、研究生院、团委等部门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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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不同学科的教师代表共同参与,多元化评价主体

可以确保评选过程综合不同角度的专业意见,有助

于平衡不同学科学生的阅读表现,增强评选的公信

力、客观性和合理性。
(3)评选流程透明化。从院系推荐到图书馆评

选工作小组初评、评审委员会复评,再到图书馆党政

联席会审定,评选工作流程规范化管理;公开发布评

选奖励办法等相关规定,确保评选工作有据可依,同
时制定答辩评审工作实施方案等,规范评选工作流

程。评选进度在学校主页及时发布,确保评选工作

的每一个步骤都公开透明,时时接受监督。
(4)奖励办法人性化。作为评选的重要组成部

分,“未名阅读之星”评选的奖励机制包括物质奖励、

精神奖励和政策奖励,力求全方位表彰获奖者的贡

献,激励更多学生积极参与阅读活动。获得北京大

学“未名阅读之星”荣誉称号的学生,可同时获得奖

金、图书和图书馆借阅权限优惠政策的奖励。

北大馆每年在活动启动前都会根据各方反馈对

评价原则、评价主体、评价流程、奖励办法进行优化,

不断完善评选机制。

3.3 聚焦文化育人的阅读榜样评价方法

“未名阅读之星”评选活动,承担着重要的以文

化人、以文育人的职能,是学校一项重要的文化教育

活动,通过树立优秀的学生阅读榜样引领校园阅读

文化,服务学校的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同时展现图书

馆在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与全方位育人中发挥的

重要作用。
(1)评选指标多元化

评选突破了传统的以图书外借量为单一指标和

维度的局限,转而采用更加全面的评价维度。这些

维度包括学生的阅读热情、图书馆资源的利用情况、

与图书馆的亲密度、阅读促进学业科研情况、学术表

现及个人品德、电子资源利用情况等方面,充分考虑

学生在阅读方面的示范引领作用(见表2)。
表2 北京大学“未名阅读之星”评选环节及指标

环节 具体阶段 指  标 计算方法 实施主体 数据/资料来源

自我推荐/

院系推荐
推荐阶段

基于学生阅读和行为数据,结合院系既有规则,进行综

合评定
不加权

院 系 党 政 联

席会
图书馆/各院系

初评

初评阶段1

借阅次数和借阅量排名、在馆时长(小时)、进馆次数、在

馆天数(天)、志愿服务(小时)、图书馆读书活动参与(次

数)

初评阶段2

政治素质、道德风尚、热爱阅读的程度、与图书馆的亲密

度、阅读促进学业科研的情况、示范引领作用、电子资源

利用情况

加权

“未名阅读之

星”评选工作

小组

图书馆

学生自述材料

复评 现场答辩

学生自述表现、热爱阅读的程度、与图书馆的亲密度、阅

读对学业和科研的促进程度、在阅读方面起到的引领、

示范作用

不加权
“未名阅读之

星”评审委员会
现场答辩

评选结果

审定
/ 审定复评环节现场答辩结果 /

图书馆党政

联席会

“未名阅读之星”

评审委员会 

(2)评价方法科学化

评价方法的设计从定量评价转向定量与定性相

结合,确保评选的全面性和准确性。定量评价由图

书馆负责实施,侧重于评选对象利用图书馆资源和

参与图书馆活动的具体情况,而定性评价则交由多

个部门组成的评审委员会负责及现场评价,着重评

价候选人的现场答辩表现和综合素质,确保评选工

作的深度和广度。
可以看出,从育人角度出发,优化后的“未名阅

读之星”评选的指标体系更加丰富多元,评价方法更

加科学合理。这种综合多元的评价体系,确立了一

个富有内涵的全面的评选标准,真正实现了文化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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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高层次目标。

3.4 强化文献导读的阅读榜样活动效用

“未名阅读之星”评选活动不断优化调整,反映

了图书馆“用户导向,服务至上”基本理念的深入。
阅读榜样评选活动的全面优化,成为图书馆深化文

献导读服务的有力抓手,不仅表彰学生阅读成就,
还可以有效促进文献导读服务的深入开展,为师生

提供更加多样化的文献导读服务,强化图书馆在提

供信息服务和文献资源方面的关键作用[27]。
在评选工作中,北大馆新增一个重要指标,即参

与图书馆阅读活动或志愿服务的情况。通过多种渠

道,如讲座、展览、知识竞赛和各类文化体验活动,图
书馆为学生提供全方位的阅读服务,旨在营造校园

阅读氛围,引导学生体验高质量阅读,并对学生的阅

读进行指导或辅导。图书馆将阅读榜样的阅读经验

作为案例引入日常服务中,为学生提供具有启发性

和指导性的文献导读体验。
北大馆还在探索如何进一步优化和拓展阅读

榜样评选活动,将榜样的阅读行为和经验更有效地

融入文献导读服务。通过组织阅读榜样与学生的

互动交流会、榜样阅读体验分享会,以及榜样推荐

书目展览等,学生能够受益于榜样的阅读智慧和阅

读经验,从而提升文献导读服务影响力。图书馆通

过《北京大学学生阅读报告》挖掘“未名阅读之星”
的阅读之“道”[28],帮助学生获得更多的阅读指导

和启发。
引入工作人员和学生群体反馈机制是评选工作

的一大改进措施。通过发放调研问卷和访谈历年获

奖学生,北大馆获得了学生阅读状况的第一手资料,
并采用层次分析法和文本分析法等方法对信息进行

综合处理,在优化评选工作的同时,能更好地了解学

生的阅读需求和期望,进而组织更贴合学生实际需

求的阅读活动。
综上所述,通过将阅读榜样评选活动与文献导

读服务相结合,北大馆力求能够更有效地促进校园

阅读文化的发展,提升学生的阅读能力和素养,同时

也为图书馆服务的多元化和深入发展提供了新的方

向和动力。基于全方位、综合性的榜样评选工作体

系,“未名阅读之星”评选活动不仅成为表彰学生阅

读成就的平台,也成为推动校园阅读文化、促进学生

全面发展的重要工具,贯穿学生在校期间的整个阅

读旅程,学生可能因此受益一生。

4 “未名阅读之星”评选的实践案例和实施效果

4.1 实践案例

4.1.1 持续优化评价方法

北大馆在“未名阅读之星”评选改革的首年即开

始探索优化评价方法。根据理科教师代表的反馈,
增加对学生电子资源利用情况的考量,以更全面地

衡量不同学科学生的阅读行为和成就。此外,北大

馆通过问卷调研优化评价指标设置。问卷面向两类

群体发放,第一类群体包括往届阅读之星(读者之

星)、评选工作小组成员、评审委员会成员、各学部熟

悉学生阅读状况的教师等群体,第二类调研群体包

括在读学生群体。通过分析调研结果,评选工作小

组进一步优化评价指标体系,力求更加科学、合理、
精准地评价在阅读和学术方面表现突出的学生。

4.1.2 扩大评选活动的效用

北大馆关注利用社交媒体和数字技术来增强阅

读激励效果的潜力,多渠道鼓励学生了解榜样事迹。
例如,北大馆利用社交平台组织线上线下活动,传递

榜样的读书感悟、态度,增强影响力。自2021年起,
北大馆围绕阅读榜样评选工作和榜样人选组织了一

系列线上、线下阅读活动,如“读星读书分享”线上专

栏、读星“阅读之道”采访[28]、“Chat-Read”学生读书

沙龙[29]、毕业生风采展[30]等活动,展现榜样的阅读

经历和态度,分享他们的读书方法和读书心得。这

些活动传递阅读价值,激发学习热情,帮助学生更好

地投入阅读。2022年《北京大学学生阅读报告》中,
读星阅读之“道”板块来源于榜样评选工作小组对

“未名阅读之星”的一对一采访,通过“读星读什么”
“读星何时读”“读星怎么读”“读星同谁读”“读星的

收获”等,展示阅读榜样的读书态度、内容、方法及收

获等,得到了校内外新闻媒体的广泛报道,进一步扩

大了活动的影响力[28]。

4.1.3 营造全面、多元和包容的阅读文化环境

通过评选活动,北大馆强调阅读的普遍价值和

其跨学科的重要性,力求营造一个全面、多元和包容

的阅读文化环境。这种策略不仅可以提高学生对阅

读的兴趣和参与度,还强调阅读在个人成长和学术

交流中的作用。评选活动尽可能考虑获奖者的院

系、专业和年级分布,展示阅读活动跨专业、跨学科、
跨年级等超越界限的能力,并突出阅读在促进知识

交流和学科融合中的作用。创建选择机制,让不同

身份类型学生都能在获奖者中找到共鸣榜样,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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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榜样的影响力和学生的参与感。包容性和多样

性增强了榜样的影响力,通过选择来自不同背景的

阅读榜样,向所有学生传达一个明确的信息:无论专

业或兴趣如何,阅读都是一项值得追求的活动。这

不仅提升了阅读榜样评选活动的影响力,为阅读文

化的广泛和深入推进搭建了平台。也让更广泛的学

生群体能够对阅读榜样产生认同感,激发他们参与

阅读活动的兴趣,实现从“有阅读动机”到“阅读实

践”的转换。

4.2 实施效果

4.2.1 评选活动的关注度和参与度显著提高

早期评选工作主要由图书馆根据借阅量单向

联系当选的院系学生,同时向院系负责学生工作的

老师了解学生的学业和品德表现。新的评价工作

体系由院系负责学生工作的老师发通知、有组织地

推荐人选,院系和学生工作部的广泛推广和参与,
使得参与面扩大,评选活动覆盖所有学部院系。这

种与相关部门和教师代表协同评选的制度框架形

成后,评选活动成为学校多方参与的活动,加上奖

励机制的全面提升,更成为全校师生共同关注的焦

点。评选活动也带动院系对阅读榜样的重视,部分

院系在本院系学生当选“未名阅读之星”后,进一

步开展本院系当选阅读榜样的深度宣传,或开展本

院系范围的“阅读之星”评选活动,提高了师生对

校园阅读活动的关注度和参与度。

4.2.2 协同与多元视角提升评选成效

多元化的委员会构成,可以确保评选过程考虑

不同角度和专业的意见,增强评选的公信力。服务

协同、多方信任的合作模式不仅体现在提名和选择

过程中,还延伸至评选标准和流程的共同制定过程,
保证了评选活动与教育目标的一致性。各学院的参

与不仅提供了专业视角和资源、增强了评选的学术

性和专业性,也促进了校园内阅读文化的广泛认同

和参与。多方评选主体的合作促使各部门在评选中

积极参与,增强了他们对阅读文化建设的责任感和

参与感。这种协同合作构建起紧密高效的育人合

作、学术支持网络,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图书馆服务的

贴合度和影响力,强化了图书馆在学术生态系统中

的支撑作用。

4.2.3 持续发挥榜样的辐射效应

评选活动结合角色激励模型理论,通过树立阅

读典范激发全校师生的阅读热情,借助榜样的示范

效应传递积极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与大学整体的教

育理念相辅相成。北大馆利用社交平台组织活动,
传递榜样的读书感悟、态度,增强读星榜样的激励作

用。学校融媒体中心集中报道,扩大社会影响力。
“未名阅读之星”持续评选12届,图书馆在其中不仅

是文献资源服务的提供者,更担任文化教育的推广

者和实践者。特别是2022年以来阅读之星评选程

序全面优化,媒体报道带来的关注为阅读文化的进

一步传播提供了有力支持,阅读活动辐射效应不断

扩大。以“未名阅读之星”的评选活动为代表的图书

馆系列阅读服务活动受到北大新闻网、人民网、中国

教育报、中国青年报、新京报、新浪网、澎湃新闻、腾
讯新闻等校内外新闻媒体的宣传报道或转载。阅读

榜样的辐射范围超越校园,阅读文化受众也走出校

门,部分“未名阅读之星”被邀请参加“和全国政协委

员一起读书”活动[31],北大阅读榜样走向社会,参与

全民阅读活动,彰显北大青年阅读风采,助力全民

“书香社会”建设。

5 展望

大学图书馆是大学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的文献

中心、育人平台、文化殿堂[32],文献保障、信息服务

和文化教育是高校图书馆的基本职能[33]。在建设

教育强国的时代背景下,如何通过阅读活动充分行

使高校图书馆的文化教育职能,是一个值得深入思

考和长期探索的重要课题。阅读榜样的评选和奖

励,是高校图书馆开展阅读参考服务、培育校园阅读

文化、建设书香校园的重要手段和路径。本文从基

于激励机制的评选理念、强调协同信任的评选制度、
聚焦文化育人的评价方法和强化文献导读的活动效

用几个方面尝试搭建北京大学“未名阅读之星”阅读

榜样评选工作体系,虽初见实践成效,但也还有诸多

有待优化和改进之处。
展望未来,阅读榜样评选工作将进一步探索更

多元化的评选指标、更科学合理的评价机制和评价

方法,更深层次地挖掘学生的阅读潜力和兴趣。鉴

于阅读行为的多样性及自愿因素,评选体系还可进

一步细化不同阅读行为的评价标准,避免单一指标

的限制和潜在的不公平,更全面、客观地评价学生的

阅读行为和学习效果,考虑设立多元化的荣誉奖项,
表彰和奖励更多类型的阅读成效。此外,北大馆还

将组织更多互动性活动,提升学生的阅读动机和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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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感,更深入地利用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等技术,为
学生提供更个性化、更贴合需求的阅读参考服务,从
而更有效地促进大学校园阅读文化的繁荣和学生素

质的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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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ursuit
 

of
 

a
 

robust
 

educational
 

framework 
 

academic
 

libraries
 

are
 

instrumental
 

in
 

cultivating
 

well-rounded
 

individuals 
 

underscoring
 

the
 

importance
 

of
 

their
 

role
 

in
 

fostering
 

a
 

vibrant
 

campus
 

reading
 

culture 
 

This
 

study
 

addresses
 

the
 

imperative
 

to
 

harness
 

the
 

influence
 

of
 

reading
 

models
 

and
 

the
 

strategic
 

use
 

of
 

university
 

libraries
 

to
 

stimulate
 

students
 

reading
 

interests 
 

enhance
 

engagement
 

in
 

literary
 

activities 
 

and
 

bolster
 

the
 

intellectual
 

aura
 

on
 

campus 
 

Employing
 

a
 

multifaceted
 

approach
 

encompassing
 

literature
 

review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and
 

in-depth
 

case
 

analysis 
 

this
 

paper
 

meticulously
 

assessed
 

the
 

selection
 

and
 

evaluation
 

mechanisms
 

of
 

reading
 

models
 

within
 

academic
 

libraries 
 

The
 

Weiming
 

Reading
 

Star 
 

initiative
 

at
 

Peking
 

University
 

was
 

spotlighted 
 

offering
 

a
 

granular
 

examination
 

of
 

its
 

innovative
 

selection
 

procedures 
 

the
 

profound
 

impact
 

on
 

student
 

participation
 

and
 

the
 

enrichment
 

of
 

campus
 

reading
 

culture 
 

The
 

study
 

reveals
 

that
 

by
 

establishing
 

stringent
 

selection
 

criteria 
 

formulating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framework 
 

and
 

forging
 

strategic
 

alliances
 

with
 

student
 

management
 

and
 

academic
 

faculties 
 

coupled
 

with
 

the
 

adept
 

use
 

of
 

digital
 

and
 

social
 

media
 

platforms 
 

the
 

Weiming
 

Reading
 

Star 
 

exemplifies
 

a
 

selection
 

practice
 

that
 

thrives
 

on
 

continuous
 

feedback
 

and
 

iterative
 

improvement 
 

This
 

model
 

provides
 

a
 

foundational
 

blueprint
 

for
 

academic
 

libraries 
 

illuminating
 

pathways
 

to
 

effectively
 

cultivate
 

a
 

campus
 

reading
 

culture 
 

Looking
 

forward 
 

the
 

selection
 

process
 

is
 

poised
 

to
 

embrace
 

a
 

more
 

diverse
 

array
 

of
 

indicators 
 

refine
 

evaluation
 

mechanisms 
 

and
 

delve
 

into
 

the
 

nuances
 

of
 

students
 

reading
 

interests
 

and
 

potentials 
 

The
 

system
 

is
 

set
 

to
 

refine
 

criteria
 

for
 

different
 

reading
 

behaviors 
 

ensuring
 

a
 

comprehensive
 

and
 

equitable
 

assessment
 

of
 

students
 

literary
 

engagements 
 

The
 

initiative
 

also
 

envisions
 

the
 

introduction
 

of
 

a
 

variety
 

of
 

honor
 

awards
 

to
 

celebrate
 

a
 

broader
 

spectrum
 

of
 

reading
 

achievements 
 

Moreover 
 

the
 

integration
 

of
 

interactive
 

activities
 

aims
 

to
 

amplify
 

students
 

motivation
 

and
 

participation 
 

while
 

the
 

application
 

of
 

advanced
 

technologies
 

such
 

as
 

data
 

analysis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anticipated
 

to
 

assist
 

personalized
 

reading
 

services 
 

tailored
 

to
 

meet
 

individual
 

student
 

needs 
 

This
 

forward-looking
 

approach
 

proposes
 

to
 

significantly
 

enrich
 

campus
 

reading
 

culture
 

and
 

the
 

foster
 

student
 

competencies 
 

This
 

research 
 

with
 

its
 

systematic
 

evaluation
 

and
 

insightful
 

analysis 
 

presents
 

not
 

only
 

a
 

model
 

of
 

an
 

evolving
 

selection
 

practice
 

but
 

also
 

a
 

structural
 

framework
 

that
 

serves
 

as
 

a
 

reference
 

for
 

academic
 

libraries
 

in
 

their
 

quest
 

to
 

cultivate
 

a
 

dynamic
 

and
 

enriching
 

reading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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