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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读书、读人、读物、读时光”“四读”系列的 

文化校园建设创新实践 

 

一、 项目背景与思路 

1. 项目开展背景 

校园文化是一种高层次的文化理念。有其独特的综合教育功能，是以文化精神

和教育理念为核心、以学生为主体、以教育者为主导、以校园为空间、以社会为依

托的一种大学文化。校园文化是大学发展的灵魂。 

但近年来校园文化的育人功在被人为地异化。围绕“就业”短期目标开展的狭

隘性、工具性、功利性校园文化随处可见。大学生参加社团、创新创业、甚至参加

社会公益活动，不再是为了陶冶情操，或树立理想信念,其目标更直接表现是为将

来就业或出国深造准备必要的资本。个人功利目的非常明确。所谓“精致的利己主

义”者现象已经非常普遍。 

另一方面，愈来愈普遍的学术不端、学术腐败现象俨然成为普遍的、高校校园

文化的负面现象。这种浮躁和急功近利的学术氛围所形成校园现象也是校园文化塑

造养成功能缺失的表现。 

同时，校园文化分别又在“教学口”、“科研口”、“学生口”等不同领域的

分割下成为“文化孤岛” , 校园文化的整体性不够。 

“文化校园”即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的。从狭窄的、有形的“校园文化”到

宽广的、无形的“文化校园” , 并不是简单的词序颠倒, 而是大学理念、大学精

神和大学文化内涵的根本转变,是使人文教育和文化启蒙渗透到高等教育的所有专

业、所有层面、校园的所有角落，从而建构全方位育人的文化校园。大学的课堂与

课余 、大学的历史和现实、大学的后勤与服务、教师的一言一行、学生的一规一

举，都渗透着浓厚的人文教育。“文化校园”所展现的内在文化机理, 一所学校所

形成的厚重的历史积淀、持久的文化传承，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广大师生。逐步成为

师生的共同生存、生活的方式。 

图书馆被誉为“大学的心脏”，是过去、现在和未来各类思想、文化和知识的

汇聚地。图书馆担负着文化传承与传播的责任。图书馆在引领高校文化建设中有着

不可替代作用的特殊性与唯一性。图书馆不仅有图书资源服务教学科研的功能，更

是高校大学生四年校园学习活动的重要场所，是大学校园文化的重要载体。本项目

通过“文化育人”理念，精心组织策划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多彩的系列文化、阅读

推广活动，服务对象包括教师、学生、后勤安保、社会各界人士、校友等各类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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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打造馆建特色品牌，在引领校园文化、发挥图书馆文化育人、及传承历史等方

面发挥的积极作用。 

 

2. 工作思路 

根据教育部印发的关于《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中规定：“高等学校图书

馆是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基地，图书馆应充分发挥在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

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中的重要作用。” 

上海电力学院图书馆利用图书馆拥有信息资源的优势，联合院系及职能部门在

全校范围内深入开展“读书、读人、读物、读时光”“四读”系列阅读推广活动。

主要包括 

1)  “读书”：以书为载体，重点开展两类活动系列： 

 优质图书资源推广系列：包括图书馆的幸福书单推介、年度图书风云

榜（馆藏热门图书推荐、馆藏图书借阅排行榜）、优秀大众类期刊推荐

（最是一年春好处，赏刊/阅刊正当时）。 

 “共读一本书”活动系列：与二级学院联合开展此项活动，不同学院

确定不同主题，如“英文原版名著鉴赏”、某作者作品专集阅读等主题

活动。 

2) “读人”：以人为载体，重点开展两类活动系列： 

 “真人图书馆”系列: 包括师长系列、学生系列、百姓系列、比翼双

飞系列、童真系列等。 

 “阅读身边熟悉的陌生人”系列征文：包括阅读父母、阅读百姓、阅

读同事、阅读老师、阅读同学。 

3) “读物”: 以物为载体，通过形式多样立体化阅读，获得直观的阅读体验 

 用相机阅读校园：优秀作品编辑成册。作品被多方采用。 

 上海历史文化实物阅读：开展上海名优建筑、上海老街等沪上行走活

动。 

 民族传统文化阅读：剪纸、廊桥、漫画、雕塑艺术等文化主题展。 

 历史/文物阅读：抗战文化展/浦东非物质文化展、上海名优建筑原创

摄影展 

 宗教文化实物阅读：组织参观阅读嘉定孔庙、松江清真寺、黄浦圣三

一基督教堂、佘山天主教堂等宗教建筑，进行阅读征文。 

4) “读时光”：开展“时光邮箱”4个系列，让学生/家长/校友记录当下，阅 

读未来： 

 2016 年 9-10 月开展“家长寄语”“重阳寄语”校友寄语”“校庆寄语”



4 
 

等活动，将于 2021年 10月校庆开启，穿越时光，送达收件人手中。 

 

项目工作思路平面图 

 

 

 

 

 

 

 

 

 

 

 

 

 

 

 

 

 

 

 

 

二、 项目实施内容 

利用图书馆拥有文献信息资源的优势，联合职能部门及二级院系共同开展“四

读”系列阅读推广活动。通过开展读书月活动、共建活动、征文比赛、专家讲座、

多形式展览、特色活动等一系列活动形成完整的“读书、读人、读物、读时光”“四

读”系列校园文化品牌。 

1. “读书”活动之一---全校范围内广泛持续开展读书月活动： 

每学期开展 “资源推广与读者服务”读书月系列活动。根据读书月活动主题

再细分为具体若干活动内容，如“优质纸质资源推荐活动”就包括“图书馆幸福书

单”、“图书风云榜”、借阅榜、优秀期刊推荐、新书推荐等。“读书”系列活动是每

年读书月活动的传统项目，图书馆工作人员充分利用图书馆资源，对读者需求与读

者行为进行分析，不仅可持续开展此类活动，更可将活动开展过程中学生读书行为

与学风进行关联研究，从而为学生处、教务处等相关职能部门提供政策依据。  

真人图书馆

系列、 “阅

读身边熟悉

的陌生人”

系列 

用相机阅读

校园、历史

传统文物阅

读、文化主

题展 

重要依据：《普通高等

学校图书馆规程》 

核心理念：图书馆是大学的心脏 

项目目标：创建校

园文化特色品牌 

“读书、读人、读物、    

读时光 ”“三读”系列的

校园文化品牌 

自身优势：图书馆拥

有的信息资源 

外部条件：联合二级

院系与职能部门 

优质图书资

源推广、 

“共读一本

书”等 

读书 

 

读人 读时光 

 

读物 

 

2016年寄存寄

语投入邮箱， 

2021年开启邮

箱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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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读书”活动之二---共建活动：与学院“共读一本书 ” 

图书馆将分别与各二级学院开展 “共读一本书”共建活动。如 2016 年 3 月，

与经管学院开展“不同的你，读出不同的精彩”：首先由经济与管理学院经验丰富

的教师、教授共同商议，推荐一本合适的图书；再向经济与管理学院学生发出“共

读一本书”的意愿征集，邀请感兴趣的学生共同阅读同一本书；参与活动的读者需

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此书的阅读，并进行讨论交流读书心得，每个人提交读后感。 

活动结束后，图书馆将每一位学生读者的读后感汇总，并将优秀读后感编辑成

册，在图书馆永久保留。 

3. “读人”活动之一-- “阅读身边熟悉的陌生人” 征文比赛： 

征文比赛是 “读人”活动的比赛版，图书馆分主题分阶段开展阅读身边熟悉

的“陌生人”系列征文活动：活动时间为一个月左右，每次开展 2-3个主题，如 “阅

读父母”“阅读老师”“阅读同学”“阅读同事”等系列均已顺利开展，得到老师、

同学的积极参与。从参赛作品中选取优秀作品编辑成册。 

4. “读人”活动之二----馆建特色品牌：“知行天下，品读人生”真人图书馆 

我馆于 2014年 11月开展真人图书馆活动，目前已开展 5大主题共 12期活动，

阅读真人书 20 人。所有真人图书阅读现场讲稿资料文字化，配以现场图片、嘉宾

签名照片、发放问卷等的照片，将所有资料编辑成册，形成完整的资料存档，在图

书馆永久保存。 

5. “读物”活动之一—“上海魅力”系列讲座 

“读物”系列活动中的“上海魅力”系列讲座，图书馆邀请领域内知名专家来

校做专题讲座，通过嘉宾的亲身讲解，配合图片、文字说明，读者可以直观感受到

上海这座城市的魅力。 

图书馆已开展“上海魅力”系列讲座 2期：“上海名优历史建筑”，邀请原上海

电力学院党委书记周光耀，将他拍摄的近 100 幅上海名优建筑图片展示给读者，活

动受到热烈反响。不仅如此，周光耀教授摄影作品还于 2016 年 3 月开始陆续在上

海海事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展出。“上海魅力”第 2期“上海高校”

由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校长陆靖作“学在大学”专题讲座，效果良好。 

2016 的 11 月开展了“浦东非物质文化遗产讲座”等。我校“读物”活动从校

内延伸到其他高校，扩大了学校影响力。 

6. “读物”活动之二-- 多形式展览：图片展、书法展、雕塑展等 

图书馆联合校内各部门及其他院校、机构，将优秀文化作品引入校园。定期展

示各类不同形式的作品展，通过多形式的展览为读者带来多角度的立体阅读体验。 

2015-2016 年已分别开展了“上海名优建筑展”“丰子恺绘画作品展”“人与自

然摄影展” “致意青春书法展”“抗战文化主题展”“中国剪纸”“泰顺廊桥”“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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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艺术”以及“浦东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展”等。这些不同文化主题展在全校

园展出，拓展的阅读的空间和范围。 

7. “读时光”活动：开展“时光邮箱”4 个系列 

2016 年 9-10月，先后开展了“家长寄语”“重阳寄语”校友寄语”“校庆寄语”

等活动，收到由家长、学生、退休教师、毕业校友、校园后勤员工等各方面亲笔书

写的时光名信片或时光书信上千封，大家将当下的心情、心境，以及对未来的美好

憧憬与祝福祝语一一写下来，投入到特制的“时光邮箱”，这些时光邮件将在图书

馆妥善保存，其中，2016 届新生“家长寄语”邮件将于 2020年 5-6月毕业季开启，

其余三个系列邮件将于 2021年 10月校庆开启。所有邮件穿越时光，送达收件人手

中阅读。让未来的收件人在未来阅读今日的时光。意义重大而非凡。 

 

三、 项目实施方法与途径 

项目实施方法与过程 

 

 

 

 

 

 

 

 

 

 

 

 

 

 

 

 

 

 

四、 项目实施成果  

1. 项目实施成效 

2015-2016 年开展的“四读”系列活动在全校范围内收获了热烈反响，取得显

 

方法与过程 

1. 读书月活动 

2. 共建活动 

3. 征文比赛 

4. 专题讲座 

5. 多形式展览 

6. 特色活动 

 “四读”系列

校园文化品牌 

“读书” 

“读人” 

“读时光” 

活动策划 

前期组织 

活动实施 

资料整理 

“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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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成效： 

1) 重要活动事件均汇编成册，由图书馆永久保存 

“四读”系列活动的音频、视频、图片、文字等一次文献资源由图书馆工作人

员进行加工整理，或设计成书，或汇编成册，将一次文献转变成可供更多读者利用

的有价值的二次文献，并且全部资料在图书馆永久存档，提供阅览服务。 

目前，图书馆已将“真人图书馆”活动设计加工制作为真人图书册，包括嘉宾

演讲内容、现场图片、读者反馈、海报等内容，制作成“真人图书册”，图书馆永

久保留。 

“时光邮箱”系列活动的时光名信片均已整理，未来将在征得收件人同意的情

况，全部扫描后制作成册，在图书馆永久保留。 

2) 参赛作品集汇编 

图书馆将开展的相关比赛的获奖作品及其他优秀作品整理成册，编写前言说明，

加工排版，制作成美观的作品展示集。图书馆已经制作“最美校园”优秀摄影作品

集、“阅读老师”优秀作品集、“阅读父母”优秀作品集。 

3) “四读”系列活动成果推广 

 通过“四读”系列活动的开展，不断总结经验和教训，提升理论高度，

其中，论“校园文化”与“文化校园”（曾芬钰，2016）一文在“上海

高校图书馆情报工作研究”第 3期发表。“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实践探

讨”（杨青青，2016）在《科技视界》20期发表，国内图书馆展览服务

阶段性特征及发展探析（于爱群，2015）在《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5

年第 10期发表。 

 2016年 10 月 20日，我校图书馆在“浦东新区图书馆学会 2016年年会

暨第七届浦东图书馆学术论坛”就“如何发挥图书馆对校园文化建设

的重要促进作用”作主题报告。 

 “真人图书馆”“小书坊融入大书库”分别获 2015 年全国阅读推广大

赛三等奖 

 

2. 取得的经验 

1) 制定准确完善的上层规划方案 

2) 合理分工，明确实施方案 

3) 多角度、多形式进行校园文化建设 

4) 不断调整宣传方式，加大宣传力度 

5) 贴合实际，不断创新，建设可持续发展的校园文化品牌 

6) 完善活动的各个的环节，注重活动的资料整理和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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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项目创新与推广 

1. 校园反响热烈、参与主体广泛： 

“四读”系列包括教师、中外学生、少儿、保安/ 宿管阿姨等后勤服务人

员、家长、返校校友、离退休老同志等广泛参与。 

2. 文化阅读推广理念提升： 

由读书扩展到读人、读物。实施了文化育人功能 

3. 记录当下，传承未来： 

“时光邮箱”拉伸文化阅读空间。实现了文化传承功能。 

4. 以上所有成果均具有复制与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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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目录： 

1. “读书”活动： 

 2015-2016 年开展读书月活动图片 

 与二级学院开展“共读一本书”活动成果展示（图片、有奖征文等） 

2. “读人”活动： 

 真人图书馆活动记录（真人图书馆册） 

 “阅读熟悉的陌生人系列”有奖征文作品选编 

3. “读物”系列活动开展的成果展示： 

 “阅读最美校园”作品集 

 各类文化历史作品展图片 

4. “读时光”系列活动开展成果 

 2016年 9 月新生入学“家长”寄语图片及相关资料 

 2016年 10 月重阳节“重阳寄语”老同志返校寄语相关图片及相关资料 

 2016年 10 月校庆日“校庆寄语”“校友寄语”相关图片及相关资料 

5. 论文发表： 

 曾芬钰：“论校园文化”与“文化校园”，上海高校图书馆情报工作研究”

第 3期 

 杨青青：“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实践探讨”，《科技视界》20 期 

 于爱群：“国内图书馆展览服务阶段性特征及发展探析” 《图书馆工作

与研究》2015年第 10期 

6. 会议报告：2016 年浦东学会年会报告：“如何发挥图书馆对文化校园建设的

重要促进作用”相关资料 

7. 全国案例三等奖 

 “真人图书馆”案例三等奖 

 “小书坊融入大书库”案例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