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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阅读推广已经成为图书馆的主流服务，但作为阅读推广主体的阅读推广人在实践中仍然存在角色模糊

的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阅读推广人的专业化发展。 本文在借鉴公关人员角色和团队成员角色研究的理

论视角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采用混合研究方法，试图明确图书馆阅读推广人角色的类型构成，并分析其前置因

素和后续影响。 研究发现，当前图书馆阅读推广人的角色类型包括组织联络、宣传评估、调研策划、现场主导和内

部辅导；这一角色分类体现了从管理者到混合型再到技工的连续体，其中组织联络位于管理者一端，宣传评估位

于技工一端，调研策划因其典型的混合型特点位于中间位置，而现场主导和内部辅导这两个角色则可能位于该连

续体的其他任何中间位置；除了性别和学科背景之外，职称、所在图书馆的类型、图书馆所处地域和工作性质对图

书馆阅读推广人的角色类型都有一定的影响，而这些角色类型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他们对角色重要性的认知和

对工作满意度的评价。 本研究可为图书馆培养阅读推广人提供参考。 图 １。 表 ６。 参考文献 ４７。 附录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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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在政府积极推动全民阅读的宏观社会背景

下，阅读推广活动在当下中国方兴未艾。 在这

股浪潮中，作为体系成熟、布点广泛和资源富集

的公益机构，图书馆自然而然地成为阅读推广

的核心力量［１］ 。 范并思指出，回顾过去二十多

年的图书馆事业，除了信息技术给图书馆服务

带来的变化外，最大的变化莫过于阅读推广成

为了图书馆的主流服务［２］ 。 根据以往从事阅读

推广的经验，图书馆阅读推广主要指以培养一

般阅读习惯或特定阅读兴趣为目标而开展的图

书宣传推介或读者活动［３］ 。 其中，阅读推广人

是开展这项活动的主体，在整个服务中具有举

足轻重的作用。
从早期的阅读指导（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读

者咨询（ ｒｅａｄｅｒｓ ａｄｖｉｓｏｒｙ） 到当前的阅读推广服

务，阅读推广（ｒｅａｄｉｎｇ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ｏｒ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的历

史可谓源远流长。 但作为一项明确的服务，阅读

推广在图书馆的实践中仍然是新兴的，阅读推广

人也存在相当程度的角色超载、角色冲突和角色

模糊性等问题［４］ ，甚至在部分图书馆，阅读推广

活动是个别馆员在单打独斗。 正如李杏丽等人

所指出的，“阅读推广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在
阅读推广活动综合化、复杂化、专业化发展的趋

势下，仅凭借单个人的力量必将显得捉襟见肘，
难以应付” ［５］ 。 阅读推广若要取得高质量可持续

发展，组建阅读推广团队和明确成员角色是非常

关键的。 根据组织角色理论，角色是对个人在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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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中行为模式的抽象［６］ ；通过角色，组织可以明

确细化对构成组织的个体所赋予的职责或期待，
清晰的角色分工有利于团队协作，但角色模糊则

会严重影响工作绩效［４］ 。 从阅读推广人制度建

设的角度来看，构建专业化的阅读推广人队伍是

重要的人才培养思路和目标。 虽然图书馆学专

业教育尚未将培养专业阅读推广人纳入培养方

案和教学体系，但阅读推广人培训工作已经在全

国和地方层面逐步推进［７－８］ 。 为了更加科学地开

发课程体系和完善能力评估方法，也非常有必要

对图书馆阅读推广人的角色进行全面系统的研

究。 鉴于阅读推广人议题的重要性和学界对此

缺乏足够的关注，本研究在借鉴公关人员角色和

团队成员角色研究的理论视角和实证研究的基

础上，采用混合研究方法，调查在各类型图书馆

从事或参与阅读推广活动的人员。 具体的研究

目标就是明确图书馆阅读推广人的角色类型，并
分析影响角色类型的前置因素和后续影响。

１　 文献回顾

本文首先梳理了有关阅读推广人角色的研

究文献，指出当前研究存在的不足。 图书馆开展

阅读推广在很大程度上可被视为图书馆的公共

关系活动，也考虑到理想的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

应该是基于团队的分工合作［９］ ，因此，本文同时

整理回顾了有关公关人员角色和团队成员角色

的研究文献，这些研究成果为考察图书馆阅读推

广人角色提供了很好的理论视角和实证基础。

１ １　 阅读推广人角色研究

在图书馆学领域，对图书馆员角色的探讨

已有多年的研究传统，包括对参考馆员、编目

馆员、 数据馆员等特定类型馆员角色的研

究［１０］ 。 相对而言，对图书馆阅读推广人角色的

研究非常少（在英语中，图书馆阅读推广人大

致对应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ｉｎｇ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 或者类似的表

述） 。 根据本文的文献检索结果，国外直接以

图书馆阅读推广人角色为议题的研究成果尚

未见诸于正式出版物，但相关机构或项目已经

在关注图书馆阅读推广人的角色或相关问题。
比如，美国图书馆协会开展了为期两年的一项

调查，其中就涉及图书馆阅读推广人的专业能

力建设问题，该项目调查报告总结了图书馆阅

读推广人所具备的九种核心能力，包括策划、
评估、宣传、沟通和创意等［１１］ 。

在国内研究图书馆阅读推广的众多文献

中［１２］ ，除了论述各种类型图书馆阅读推广人的

能力建设之外［１３－１４］ ，直接聚焦阅读推广人角色

议题的研究文献也是凤毛麟角。 林永照通过对

阅读推广活动的分析，将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

人的角色归纳为信息资源的提供者和协助者、
阅读推广活动的规划者和宣传者［１５］ ；刘玉婷等

人基于高校师生的反馈评价，将高校阅读推广

人的角色定位为阅读活动的引导者、组织者和

宣传者［１６］ ；李杏丽等人基于 Ｂｅｌｂｉｎ 团队角色理

论，认为阅读推广团队应该由管理角色和任务

实施角色构成［５］ 。 从研究对象来看，现有研究

多聚焦于高校图书馆，而阅读推广已经成为公

共图书馆领域最引人瞩目的服务，有必要将公

共图书馆纳入考察范畴。 从研究方法来看，采
用传统思辨方法的研究较多，虽然其中论述不

乏真知灼见，但研究结果因方法的局限缺乏一

定的信效度。 从研究理论来看，相关研究虽将

Ｂｅｌｂｉｎ 团队角色理论引入研究框架，但并未将理

论与实证有机结合，研究的科学性有待加强。

１ ２　 相关领域的角色研究

１ ２ １　 公关人员角色研究

从某种意义上讲，图书馆开展阅读推广活

动也是一种公关活动，图书馆阅读推广人可被

视为特殊的图书馆公关人员。 Ｂｒｏｏｍ 是公关角

色研究领域的开拓者，他首次界定了公关人员

的四种角色类型：专家型咨询者、沟通促进者、
问题解决过程促进者和沟通技工，并发现前三

个类型经常在同一个人身上交替出现［１７－１８］ ，这
一研究发现使得公关人员角色可精简为管理者

和技工两大类型。 这种二分法在 Ｄｏｚｉｅｒ 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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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得以继续强化，Ｄｏｚｉｅｒ 多次开展调查，虽然萃

取的具体类型跟 Ｂｒｏｏｍ 提出的四大类型有所不

同，但他同样认为可将公关人员角色缩减为管

理者和技工两大类型［１９］ 。 前者是管理型服务的

提供者，具体负责制定决策、开展调研和评估工

作；后者是技术型服务的提供者，服务内容包括

基于管理者的指示或建议制作和分发素材。 虽

然没有人会完全地落入到某一个角色中，但其行

为模式总是能体现出各自主要扮演的角色［２０］ 。
虽然二分法清晰明了，但也遭受了不少诟病。

有学者认为，简单地将公关人员角色区分为管理者

和沟通技工会丧失许多有意义的信息［２１］ 。 也有学

者认为，将所有技工的角色都视为一个笼统的类型

也是不太恰当的［２２］ 。 为了更全面地反映公关人员

的角色类型，Ｍｏｓｓ 等人提出五维度模型：监督评估

者、议题管理专家、关键政策和战略咨询者、问题解

决者、沟通技工［２３］ 。 Ｆｉｅｓｅｌｅｒ 等人在欧洲八国的数

据基础上，利用因子分析法提出公关人员的四大角

色类型：诊断、辅导、联络和实施，同时指出，这四种

角色类型与 Ｄｏｚｉｅｒ 和 Ｂｒｏｏｍ 的分类结果部分吻合，
但与 Ｍｏｓｓ 等人的研究结果更为相似［２４］ 。
１ ２ ２　 团队成员角色研究

如前所述，鉴于阅读推广活动的复杂性和

专业性，为了促使这项服务的高质量可持续发

展，应该提倡组建团队，吸收不同类型的角色成

员，形成 １＋１＞２ 的团队效应。 关于团队成员角

色的问题，Ｂｅｎｎｅ 和 Ｓｈｅａｔｓ 早在 １９４８ 年就开展相

关研究，将其区分为团体任务型、团队建设 ／ 维持

型和个体中心型［２５］ 。 Ｂａｌｅｓ 随后将团体成员划分

为任务导向型和社会情感型，前者负责促进任务

的顺利完成，后者需要维持群体内部关系［２６］ 。 尽

管这两个早期的分类体系所提供的具体类型有

所不同，但都非常强调两种重要的团队成员角

色———任务型 ／ 行为型和社会型 ／ 人际型。
在后续的研究中，最具影响力的当属 Ｂｅｌｂｉｎ

的团队角色理论。 Ｂｅｌｂｉｎ 认为，虽然人无完人，但
团队可以是完美的，而有效的团队应该具备多种

成员角色，不同角色相互协作，共同推进团队的

发展。 他在 ２０ 世纪八九十年代提出了团队成员

角色分类体系，并将具体的角色归纳为行动导向

型、人际导向型和劳心费智型三大类型［２７－２８］ 。 另

外，Ｍｕｍｆｏｒｄ 等人将团队成员角色区分为任务型

角色、社会型角色和跨界型角色［２９］ ，而 Ｍａｔｈｉｅｕ
等人依据个人特质和经历将其提炼为任务型角

色、社会情绪型角色和改变革新型角色［３０］ 。 后续

有关团队成员角色的研究都是对早期任务型 ／ 行
为型和社会型 ／ 人际型角色的拓展，并在此基础

上增加新的角色类型。

２　 研究方法和步骤

截至目前，尚未有人提出测量阅读推广人

角色的量表。 为此，参考 Ｃｈｕｒｃｈｉｌｌ 和 Ｇｅｒｂｉｎｇ 等

人的建议［３１－３２］ ，本研究采用混合研究方法形成

和确定量表，具体包括以下三个主要步骤。

２ １　 形成初始量表

在开展大样本的问卷调查之前，本研究采用

质化研究方法提炼阅读推广人角色的不同类型。
具体而言，开展由 １０ 人组成的焦点小组访谈（男
性 ２ 位，女性 ８ 位；副高职称 ３ 位，中级职称 ６ 位，
初级职称 １ 位；２ 位拥有图书情报学科背景，８ 位

非图书情报学背景），要求参与人员介绍自己在

最近开展的一次阅读推广活动中的工作任务。
在对访谈文本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炼出 ７０ 多

个词汇，并对相关或相近词汇进行合并（如将“调
查”“调研”“调查研究” “了解读者需求” “调查

其他图书馆的做法”“征求专业认识的意见” “前

期研究”“前期分析”等词汇统一为“调研”）。 根

据处理后的主题词，并结合前面的文献回顾工

作，本研究初步总结了阅读推广人的八种角色

类型：调研、策划、组织、联络、宣传、评估、现场

主导和内部辅导。 其中，“现场主导”指的是推

广人在现场主导阅读推广活动，包括主持、主讲

或领读等。 另外，之所以强调“内部辅导”，是因

为本研究聚焦于从事阅读推广的内部馆员，不
包括开展辅导或培训工作的馆外专家。 围绕这

些角色类型，拟定了 ３１ 道问项，并将这些问项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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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给两位从事阅读推广研究的权威专家审阅。
根据反馈意见，删除了 ６ 道问项，保留了 ２５ 道问

项，这些问项构成了用于后续采集大样本数据

的量表（参见附录）。

２ ２　 收集量化数据

在确定初始量表之后，本研究于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在多个全国性或地区性在线图书馆馆员社群

中发放问卷。 在问卷前面，通过“您是否负责或

参与图书馆的阅读推广活动？”题目过滤不符合

条件的被试样本。 经过半个多月的努力，共收

集 ６４２ 份问卷，在排除了填答用时不足 ２ 分钟

（平均用时约为 ５ 分钟）或连续 １０ 道以上题目

回答同一选项的问卷之后，保留的有效问卷共

计 ５５４ 份。
有效样本的基本信息构成见表 １。 如该表所

示，从事阅读推广的馆员是以初中级职称的女性馆

员为主，大多数并非图书馆情报学学科出身，从事

兼职阅读推广工作。 另外，来自一线城市和非一线

城市的样本比例接近 ３ ∶ ２，公共馆、高校馆和中小

学馆的样本比例大致为 ５ ∶ ２ ∶ １。

表 １　 样本分布（Ｎ＝５５４）

频率 百分比（％）

性别
男 １６４ ２９ ６
女 ３９０ ７０ ４

职称

初级 ２４３ ４３ ９
中级 ２０３ ３６ ６
副高 ９２ １６ ６
正高 １６ ２ ９

学科背景
其他学科 ３６９ ６６ ６

图书馆学情报学 １８５ ３３ ４

图书馆性质

高校图书馆 １３４ ２４ ２
中小学图书馆 ７０ １２ ６
公共图书馆 ３５０ ６３ ２

图书馆所在地域
非一线城市 ２１５ ３８ ８
北上广深 ３３９ ６１ ２

工作岗位
兼职阅读推广 ４３１ ７７ ８
专职阅读推广 １２３ ２２ ２

２ ３　 开展数据分析

为了了解各个问项与所有问项总分之间的

相关性，本研究进行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检验。 结果发

现，所有问项与总分的相关系数在 ０ ５９ 至 ０ ７９
之间，均在 ０ ０１ 水平上显著。 另外，通过高低分

分组的“临界比率” （ ＣＲ 值）对每个问项的高低

分组的平均值进行差异显著性检验，以确定各

个问项的鉴别力。 结果显示，２５ 道问项的“临界

比率”全部达到了显著水平（ｐ＜０ ００１）。
在进行问项分析之后，本研究采用折半验证

程序（ｓｐｌｉｔ－ｈａｌｆ 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探索和确定阅读推广

人角色的因子结构［３３－３４］ 。 将样本随机区分为两

个规模大致相等的子样本，规模分别为 ２７４ 和

２８０。 卡方检验结果显示，两个群体在个体特征

（性别： χ２ ＝ ０ ０４３， ｄｆ ＝ １， ｐ ＝ ０ ８３６；职称： χ２ ＝
１ ５６０，ｄｆ ＝ ３，ｐ ＝ ０ ６６８；学科背景：χ２ ＝ ０ ０７３，ｄｆ ＝
１，ｐ ＝ ０ ７８７）、机构特征（图书馆性质：χ２ ＝ ０ １７５，
ｄｆ ＝ ２，ｐ ＝ ０ ９１６；图书馆所在区域：χ２ ＝ ２ １１３，ｄｆ ＝
１，ｐ ＝ ０ １４６）以及岗位性质（χ２ ＝ ０ ０５７，ｄｆ ＝ １，ｐ ＝
０ ８１２）的分布方面均没有显著差异，这充分表明

了这两个群体具有可比较性。
在后续的数据分析中，本研究针对随机分

配的第一个子样本（ ｎ ＝ ２７４）开展 ＥＦＡ（探索性

因子分析），针对第二个子样本（ ｎ ＝ ２８０） 开展

ＣＦＡ（验证性因子分析）。 ＥＦＡ 通常不会事先决

定因子的个数，其目的在于确认量表因子结构

或一组变量的模型。 相反，ＣＦＡ 一般事先确认

一个因素模型，重在检验假定的观察变量与潜

在变量之间的关系［３５］ 。 在本研究中，前者的目

的是用于萃取阅读推广人角色的具体类型，后
者的目的则是用于确认基于 ＥＦＡ 分析所提取的

因子结构。 另外，在明确阅读推广人的角色类型

之后，本研究采用一般线性回归分析和阶层回归

分析探索角色类型的前置因素和后续影响。

３　 数据分析及结果

３ １　 关于角色的 ＥＦＡ 分析

如前所述，本研究采用折半验证程序确定

阅读推广人角色的因子结构。 对于第一个随机

分配的子样本 （ ｎ ＝ ２７４）， 量表的 ＫＭＯ 值为

０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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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９２４，χ２ ＝ ６００４ ０４４（ ｄｆ ＝ ３００，ｐ ＝ ０ ０００），符合

开展 ＥＦＡ 的前提条件。
具体在操作过程中，通过用主成分提取法

（特征值大于 １）和正交旋转法中的最大方差旋

转法，共萃取 ５ 个公共因子。 根据因子负荷值不

低于 ０ ４ 的常用标准［３６］ ，４ 个问项都存在交叉

负荷现象，其中“联络 ３” （我承担与读者的联络

和沟通工作）在由评估宣传问项所组成的公共

因子和由组织联络问项所组成的公共因子上的

负荷值均超过 ０ ５。 从理论上看，这一问项确实

跟这两种工作都具有很强的关联性，所以首先

删除了该问项。 再次运行 ＥＦＡ，根据新的呈现

结果以及上述判定标准，又依次删除了“评估 ４”
“调研 ３”和“评估 ３”（参见附录）。

表 ２ 是删除了上述 ４ 个问项后再次运行

ＥＦＡ 的结果，仍然萃取 ５ 个公共因素，但因子结

构非常清晰，每个问项只在其中一个公共因子

上负荷值超过了 ０ ４。 值得注意的是，“策划 ３”
（由我来撰写活动策划文案）脱离了原先设计的

几个问项，与测量宣传和评估的几个问项聚在

了一个公共因子上。 尽管撰写策划文案从字面

上隶属于策划工作，但从内涵上看，与宣传工作

也有较大的关联。 因此，基于概念的可解释性

原则， 我们分别将这六个公共因素重新命名为

表 ２　 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

组织联络 宣传评估 调研策划 现场主导 内部辅导 共同性

联络 １ ０ ８３９ ０ １９５ ０ ２６３ ０ ０７８ ０ １６２ ０ ８４３
联络 ２ ０ ７９７ ０ ２５１ ０ ２７６ ０ ０６４ ０ １２８ ０ ７９６
组织 ２ ０ ７８４ ０ １８９ ０ ２９９ ０ １２９ ０ ２２４ ０ ８０６
组织 １ ０ ７３９ ０ ０８９ ０ ２３５ ０ ２２４ ０ ２４８ ０ ７２２
组织 ３ ０ ７３０ ０ ２７１ ０ ２２１ ０ １６０ ０ ２０９ ０ ７２４
宣传 ２ ０ ００１ ０ ８２７ －０ ００６ ０ １６２ ０ １７７ ０ ７４１
宣传 ３ ０ １４８ ０ ８０９ ０ １８１ ０ ０９６ ０ １１３ ０ ７３１
评估 １ ０ ２８６ ０ ７９４ ０ １５６ ０ １１３ －０ ０５３ ０ ７５２
宣传 １ ０ １７９ ０ ７３３ ０ １６４ ０ １３９ ０ ２１０ ０ ６６０
评估 ２ ０ ２７７ ０ ７２５ ０ ３０６ ０ １２４ －０ ０１３ ０ ７１１
策划 ３ ０ ３６３ ０ ４６４ ０ ３４４ ０ ２６８ ０ １６６ ０ ５６５
调研 ２ ０ ２７５ ０ １９１ ０ ７９３ ０ ０８１ ０ １４２ ０ ７６８
调研 １ ０ ２６４ ０ ２１１ ０ ７６３ ０ ０４０ ０ １９２ ０ ７３５
策划 ２ ０ ２８８ ０ ２４３ ０ ７３６ ０ １９４ ０ １８９ ０ ７５８
策划 １ ０ ３８４ ０ １１０ ０ ６７４ ０ １５５ ０ ２５５ ０ ７０２

现场主导 ２ ０ １６１ ０ １３２ ０ １１２ ０ ９３０ ０ １３１ ０ ９３７
现场主导 ３ ０ ０５５ ０ ２１４ ０ ０７３ ０ ８７５ ０ １９６ ０ ８５７
现场主导 １ ０ ２１６ ０ １８４ ０ １５２ ０ ８４７ ０ １２０ ０ ８３５
内部辅导 ２ ０ ２８４ ０ １０６ ０ ２３９ ０ １５９ ０ ８５７ ０ ９０９
内部辅导 １ ０ ２５９ ０ ０５９ ０ １８４ ０ ２００ ０ ８４８ ０ ８６５
内部辅导 ３ ０ ２３１ ０ ３５２ ０ ２８８ ０ １８８ ０ ６７１ ０ ７４５

（按解释方差变异量的大小排序）：组织联络

（１９ １９８％）、宣传评估 （ １８ ３４７％）、 调研策划

（１４ ５５５％）、现场主导（ １３ ２１０％） 和内部辅导

（１１ ６６７％）。 这些公共因子累计解释的方差变

异量达到 ７６ ９６８％。

３ ２　 关于角色的 ＣＦＡ 分析

为了验证基于上述 ＥＦＡ 所萃取的五种类型

的阅读推广人角色，本研究对随机分配的第二个

子样本（ｎ ＝ ２８０）开展 ＣＦＡ 分析。 由于卡方值对

样本容量比较敏感，本研究用卡方值与自由度的

０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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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值取代卡方值作为其中的评估指标之一。 根

据相关学者的建议［３７－３８］ ，可接受的测量模型应

该符合下述的指标条件： χ２ ／ ｄｆ＜ ５（若＜ ３，则为

理想） 、 ＲＭＥＳＡ ＜ ０ １ （ 若 ＜ ０ ０８， 则为理想）、
ＳＲＭＲ＜０ ０８（若＜０ ０５，则为理想）、ＣＦＩ ／ ＩＦＩ ／ ＴＬＩ
＞０ ９０ 。

ＣＦＡ 分析结果表明，原始测量模型的拟合

度欠佳， 相关的指标分 别 为： χ２ ／ ｄｆ ＝ ４ ０３５、
ＲＭＥＳＡ ＝ ０ １０４、ＳＲＭＲ ＝ ０ ０６２、ＣＦＩ ＝ ０ ８８６、ＩＦＩ
＝ ０ ８８７、ＴＬＩ ＝ ０ ８６６。 修正指标显示，隶属于宣

传评估因子的“策划 ３（由我来撰写活动策划文

案）”与另外两个因子（调研策划、组织联络）都

具有较强的关联，删除该问项可降低 １３６ ６３６ 卡

方值。 从问项设置来看，该问项原先也是为调

查策划因子所设计的，因此删除了“策划 ３”。 然

后依次为以下几对同一因子内部问项的残差值

建立关联：“评估 １”和“评估 ２”、“联络 １”和“联

络 ２”、“调研 １”和“调研 ２”、“组织 １”和“联络

２”，累计共降低 １６５ ７５７ 卡方值。 尽管对问项的

残差进行共变处理的做法应持谨慎的态度［３９］ ，
但这些问项因其共同的主题和类似的表达确实

会在很大程度上提供潜在的共变源［４０］ 。 修正后

的模型拟合度相当理想，各项指标为： χ２ ／ ｄｆ ＝
２ ６２２、 ＲＭＥＳＡ ＝ ０ ０７６、 ＳＲＭＲ ＝ ０ ０５９、 ＣＦＩ ＝
０ ９４３、 ＩＦＩ ＝ ０ ９４４、ＴＬＩ ＝ ０ ９３１。

此外，本研究还检验了该量表的内在一致

性、 聚 合 效 度 和 区 别 效 度。 组 合 信 度

（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ＣＲ） 是模型内在质量的

重要衡量指标之一，如组合信度在 ０ ６ 以上，表
明模型的内在质量较为理想［４１］ 。 平均方差抽

取量（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ＡＶＥ） 是潜在

变量可以解释其指标变量变异量的比值，是聚

合效度的重要指标之一。 ＡＶＥ 值至少要在 ０ ５
以上［４２］ ，数值越大，表示测量指标越能反映潜

在变量的特征。 如表 ３ 所示，５ 个潜在变量的

组合信度均在 ０ ８ 以上，ＡＶＥ 都在 ０ ５ 以上，表
明该量表具有良好的内在信度和聚合效度。
为了符合区别效度的要求，所有变量 ＡＶＥ 的平

方根必须大于该变量与其他变量的相关系

数［４３］ 。 数据分析表明（见表 ４） ，本研究的 ５ 个

潜在变量都满足这样的要求，这也说明了该量

表具有良好的区别效度。

表 ３　 构念、问项、标准化因子负荷量、ｔ 值、ＣＲ 和 ＡＶＥ
构念 问项 因子负荷值 ｔ 值 ＣＲ ＡＶＥ

组织联络

组织 １ ０ ８２４ １６ ４３１ ０ ９１２ ０ ６７５
组织 ２ ０ ８９５ １８ ８５２
组织 ３ ０ ８１８ １６ ３４４
联络 １ ０ ７９４ １５ ５２６
联络 ２ ０ ７７２ １４ ６２８

宣传评估

宣传 １ ０ ８１０ １７ ７４９ ０ ８７９ ０ ５９３
宣传 ２ ０ ８０６ １５ ６１１
宣传 ３ ０ ８１５ １５ ８８０
评估 １ ０ ７４９ １４ ０４５
评估 ２ ０ ６５９ １１ ７５４

调研策划

调研 １ ０ ６６３ １１ ９０５ ０ ８５７ ０ ６０６
调研 ２ ０ ６４３ １１ ５３５
策划 １ ０ ９１７ １９ ２１２
策划 ２ ０ ８５５ １７ ２３５

现场主导

现场主导 １ ０ ８２９ １６ ６８４ ０ ９１９ ０ ７９２
现场主导 ２ ０ ９３５ ２０ ２５０
现场主导 ３ ０ ９０３ １９ １３４

内部辅导

内部辅导 １ ０ ９０３ １９ １６４ ０ ９１４ ０ ７８１
内部辅导 ２ ０ ９３９ ２０ ４３８
内部辅导 ３ ０ ８０３ １５ ８９７

０７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总第四十六卷　 第二四七期　 Ｖｏｌ ４６ Ｎｏ ２４７

表 ４　 变量的 ＡＶＥ 平方根及与其他变量的相关系数

调研策划 组织联络 宣传评估 现场主导 内部辅导

调研策划 ０ ７７８

组织联络 ０ ６９７∗∗ ０ ８２１

宣传评估 ０ ５６５∗∗ ０ ６０６∗∗ ０ ７７０

现场主导 ０ ４３９∗∗ ０ ４７８∗∗ ０ ５４９∗∗ ０ ８８９

内部辅导 ０ ５８５∗∗ ０ ６６８∗∗ ０ ５９８∗∗ ０ ５３２∗∗ ０ ８８４

３ ３　 影响角色类型的前置因素

Ｓｔｅｗａｒｔ 等人认为，作为一套行为表征的角

色与特定的组织环境和个体特征相互关联［４４］ 。
因此，本研究的第二个研究目标是基于馆员的

个人特征和所在机构特征探索影响阅读推广人

角色类型的相关前置因素。 其中，岗位性质兼

具个人特征和机构特征的特点。
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见表 ５），在个人特征变

量方面，性别和学科背景对馆员所有角色分工

都没有显著影响，职称变量对其中的两个角色

类型有显著影响。 具体而言，拥有越高职称的

馆员，在组织联络上所承担的工作量越大，而在

宣传评估上所承担的工作量越小。 在机构特征

方面，就图书馆类型而言，与公共图书馆相比，
来自中小学馆的阅读推广人在内部辅导方面所

承担的工作量更大，来自高校馆的阅读推广人

在组织联络、调研策划和内部辅导这几个角色

上所承担的工作量都较少；就图书馆所在地域

而言，与来自非一线城市的图书馆相比，一线城

市图书馆的阅读推广人在宣传评估和内部辅导

这两个角色上所承担的工作量都较少；在岗位

性质方面，从事专职阅读推广的图书馆员比从

事兼职阅读推广的图书馆员，在所有的角色分

工方面所承担的工作量都显著增多。

表 ５　 影响馆员角色类型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结果

组织联络 宣传评估 调研策划 现场主导 内部辅导

个人特征

性别ａ －０ ００８ ０ ０４１ ０ ０７０ －０ ０３１ －０ ０７７

职称 ０ １３０∗∗ －０ １４６∗ ０ ０８４ －０ ０１４ ０ ０５６

学科背景ｂ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６１ －０ ０５０ ０ ０１０

机构特征

图书馆类型＿高校馆ｃ －０ ０９１∗ －０ ０４８ －０ １１１∗ －０ ０８７ －０ １２５∗∗

图书馆类型＿中小学馆ｃ －０ ００６ －０ ０１７ ０ ００２ ０ ０４１ ０ １１９∗∗

图书馆所在地域ｄ －０ ０６４ －０ １０９∗ －０ ０５８ －０ ０２４ －０ １６７∗∗∗

岗位性质 ｅ ０ １６１∗∗∗ ０ １７７∗∗∗ ０ ２０８∗∗∗ ０ ０８８∗ ０ １６２∗∗∗

Ｒ２ ０ ０５５ ０ ０６２ ０ ０６９ ０ ０２４ ０ ０８４

　 　 备注：ａ 性别（０ ＝男性，１ ＝女性） ；ｂ 学科背景（０ ＝图书情报学，１ ＝其他学科） ；ｃ 图书馆类型（基准组 ＝公共

馆） ；ｄ 图书馆所在地域（０ ＝非一线城市，１ ＝北上广深） ； ｅ 岗位性质（０ ＝兼职阅读推广，１ ＝专职阅读推广） 。

３ ４　 不同角色类型的后续影响

除了考察影响阅读推广人角色类型的前置

因素之外，本研究的第三个目标是探索不同角色

类型的后续影响，即对角色重要性认知和工作满

意度评价的影响。 参考 Ｄｏｚｉｅｒ 等人［４５］ 和 Ｆｉｅｓｅｌｅｒ

等人［２４］ 的文献，本研究利用两个问项测量角色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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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认知（“我认为自己在活动中的作用是重要

的”“我认为自己应该对活动的成败负责”，α ＝
０ ７７２），利用三个问项测量工作满意度评价（“我
对自己所从事的阅读推广工作表示满意” “我享

受自己在图书馆从事的阅读推广工作” “我会自

豪地告诉别人我在图书馆从事阅读推广工作”，α

＝ ０ ９１３）。 为了更好地得到角色类型对这两个变

量的“净效应”，采用阶层回归分析方法。 具体而

言，分别将重要性认知和满意度评价作为因变

量，将馆员的基本信息作为控制变量纳入第一阶

层，将不同的角色类型纳入第二阶层，开展两个

回归分析（见表 ６）。

表 ６　 影响馆员对阅读推广工作重要性认知和满意度评价的阶层回归分析结果

角色重要性认知 工作满意度评价

阶层 １ 阶层 ２ 阶层 １ 阶层 ２

基本信息

性别ａ ０ ０１２ ０ ００７ ０ ０２３ ０ ０１６

职称 ０ １２４∗∗ ０ ０６２∗ ０ １０９∗ ０ ０８６∗

学科背景ｂ ０ ０１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２７ －０ ０４４

图书馆类型＿高校馆ｃ －０ ０１４ ０ ０７４∗ －０ １２７∗∗ －０ ０５３

图书馆类型＿中小学馆ｃ －０ ０２０ －０ ０３５ －０ ０７８ －０ １００∗∗

图书馆所在地域ｄ ０ ０９５∗ －０ ０２３ －０ ０７９ －０ ００５

岗位性质ｅ ０ １８４∗∗∗ ０ ０２８ ０ １９１∗∗∗ ０ ０５６

角色分工

组织联络 ０ ３８２∗∗∗ ０ １１５∗∗

宣传评估 ０ ０９５∗∗ ０ １６４∗∗∗

调研策划 ０ ２４３∗∗∗ ０ ２５４∗∗∗

现场主导 ０ ０７０∗ ０ ０２０

内部辅导 ０ １３０∗∗ ０ ２０６∗∗∗

模型摘要

Ｒ２ ０ ０６６ ０ ６２２ ０ ０８０ ０ ４４３

△Ｒ２ ０ ５５５ ０ ３６３

△Ｆ １５８ ９０４∗∗∗ ７０ ５５８∗∗∗

　 　 备注：ａ 性别（０ ＝ 男性，１ ＝ 女性）；ｂ 学科背景（０ ＝ 图书情报学，１ ＝ 其他学科）；ｃ 图书馆类型（基准组 ＝ 公共

馆）；ｄ 图书馆所在地域（０ ＝非一线城市，１ ＝北上广深）； ｅ 岗位性质（０ ＝兼职阅读推广，１ ＝专职阅读推广）。

　 　 第一个回归结果显示，在控制馆员基本信息

的前提下，五个角色类型均显著影响馆员对角色

重要性认知的评价。 按其重要性排序分别为：组
织联络（β ＝ ０ ３８２，ｐ ＜ ０ ００１）、调研策划（ β ＝
０ ２４３，ｐ ＜ ０ ００１）、内部辅导 （ β ＝ ０ １３０， ｐ ＜
０ ０１）、宣传评估（β ＝ ０ ０９５，ｐ ＜ ０ ０１）、现场主

导（β ＝ ０ ０７０，ｐ ＜ ０ ０５）。 这五个变量对角色重

要性认知的解释方差变异量达到 ５５ ５％，连同控

制变量达到 ６２ ２％。 第二个回归结果显示，在控

制馆员基本信息的前提下，现场主导对工作满意

度评价没有影响（β ＝ ０ ０２０，ｐ ＞ ０ ０５），其他四

个角色类型均显著影响馆员对阅读推广工作的

满意度评价。 按其重要性排序分别为：调研策划

（β ＝ ０ ２５４，ｐ ＜ ０ ００１）、内部辅导（β ＝ ０ ２０６，ｐ
＜ ０ ００１）、宣传评估（β ＝ ０ １６４，ｐ ＜ ０ ００１）、联络

组织（β ＝ ０ １１５，ｐ ＜ ０ ０１）。 这四个变量对工作

满意度评价的解释方差变异量达到 ３６ ３％，连同

控制变量达到 ４４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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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论和讨论

基于混合研究方法，本文确定了图书馆阅

读推广人的角色类型，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影响

角色类型的前置因素和后续影响。 下文对研究

结果、研究贡献及未来研究展望展开简要讨论。

４ １　 阅读推广人的角色类型

本研究确定了图书馆阅读推广人五种角色

类型：组织联络、宣传评估、调研策划、现场主导

和内部辅导。 根据以往针对公关人员角色研究

的二分法，组织和评估通常对应于管理者角色，
而联络和宣传则对应于技工角色。 但是，在图

书馆阅读推广人的研究情境下，组织和联络构

成一个共同角色，宣传和评估成为一个共同角

色。 如研究方法部分和附录部分所展示的，在
本研究设计的有关阅读推广人“联络” 的角色

中，所保留的两个问项确实更多地反映了管理

者的角色，而非反映技术型服务提供者的技工

角色。 因此，“联络”和“组织”合在一起成为典

型的管理者角色———组织联络。 至于原先设计

的“评估”角色，同样只保留了偏向于技工角色

的两个问项，这也反映了当前图书馆并没有基

于管理者的立场开展阅读推广活动评估工作，
只是简单地统计参与活动的读者情况，成为了

更偏向于技术型服务提供者的任务。 由此，“评

估”和 “ 宣传” 聚在一起成为典型的技工角

色———宣传评估。
不同于组织联络和宣传评估，调研策划这

一角色类型则具有典型的混合型特点。 在前期

的焦点小组中，大多数访谈者都提到，项目管理

者和普通成员都会同时参与调研和策划活动，
只是发挥的作用不太相同。 也有一些受访者提

到，策划主要是由项目管理者负责的，而调研则

是由普通成员具体开展的。 另外，同样根据前

期的焦点小组和国内图书馆开展阅读推广的实

践来看，作为能够更加彰显阅读推广活动本身

特点的角色类型———现场主导（担任活动的主

持人、主讲人或领读人）———在不同的项目实践

中呈现出不同的倾向或隶属关系。 在有些图书

馆或开展的具体项目中，担任现场主导角色的

成员偏向于管理者类型，但在另外一些图书馆

或项目中，担任该角色的成员偏向于技工类型。
类似地，内部辅导这个角色也是如此。

上述研究结果和讨论较为准确地体现了图

书馆阅读推广角色在当前实践中的现状和特

征，这种角色类型的划分并不能很好地对应于

早期在公关人员角色领域中所提出的二分法，
这也响应了 Ｍｏｓｓ 等人［２３］ 和 Ｆｉｅｓｅｌｅｒ 等人［２４］ 的

观点。 基于这一研究结果，我们认为图书馆阅

读推广人的角色类型更多地表现为从管理者到

混合型再到技工的 ＭＭＴ 连续体（见图 １），不同

的角色类型位于该连续体的不同位置。 具体而

言，组织联络位于该连续体的最左端（管理者），
宣传评估位于最右端（技工），调研策划位于中

间点，而现场主导和内部辅导在该连续体上的

位置是灵活多变的。 应该说，这种看待图书馆

阅读推广人角色类型的连续体视角不仅突破了

对角色二分法的局限，而且也与前人有关团队

成员角色分工的思想不谋而合。 正如前文所

言，对团队成员的角色分工均强调任务型 ／ 行为

型和社会型 ／ 人际型角色。 本研究针对阅读推广

人所提出的组织联络大致对应于团队分工中的

社会型 ／ 人际型角色，宣传评估基本对应任务型 ／
行为型角色，而其他角色类型则分别对应于后续

研究中所提出的第三种角色类型。 比如，调研策

划和内部辅导能够与 Ｂｅｌｂｉｎ 所提出的“劳心费智

型”角色较好地对应起来，而“现场主导”则很好

地反映了 Ｍｕｍｆｏｒｄ 等提出的“跨界型角色”。

图 １　 阅读推广人角色类型的 ＭＭＴ 连续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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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２　 角色类型的前置因素和后续影响

本研究发现，在影响图书馆阅读推广人角

色类型的个人因素中，性别和学科背景对所有

类型都没有作用，只有职称对组织联络和宣传

评估具有显著影响———拥有越高职称的馆员，
在组织联络上所承担的工作量越大，而在宣传

评估上所承担的工作量越小。 正如图 １ 所示，在
当前的图书馆阅读推广情境中，组织联络是典

型的管理者角色，宣传评估是典型的技工角色，
这也从侧面反映了职称是决定图书馆员在阅读

推广活动中从事工作性质（管理人员还是普通

人员）的重要因素。 至于机构因素方面，图书馆

的类型和所在地域对不同的角色类型均有一定

程度的影响。 大体来说，来自公共图书馆和中

小学馆的阅读推广人员的工作内容差别不大，
但来自高校馆的阅读推广人在部分角色上所承

担的工作量都较少，这或许可以解释为高校图

书馆的馆员人才储备高于公共馆和中小学馆，
因此，团队成员能够更多地分工协作，从而避免

特定的个人在某个角色上占据绝对位置。 这一

点尤其体现在非纯粹的技工角色上，包括组织

联络、调研策划和内部辅导。
在图书馆阅读推广人角色类型对角色重要

性认知方面，本研究发现，在控制了个人和机构

信息之后，所有的角色类型都正向预测阅读推

广人对角色重要性的认知，而且参与管理决策

程度体现了其对角色重要性认知的作用大小

（现场主导除外）。 换言之，作为在 ＭＭＴ 连续体

最偏向于管理者一端的角色，组织联络对角色

重要性认知的影响最大；作为最偏向于技工一

端的角色，宣传评估对角色重要性认知的影响

最小。 但与此不同，参与管理决策程度并不能

反映他们对工作满意的程度。 在具有显著作用

的四种角色类型中，作为典型的管理者角色，组
织联络对工作满意度的作用大小反而是最小

的。 颇为有趣的是，调研策划作为混合型角色

对工作满意度的影响最重要。 作为一项活动化

的服务，“创意”和“策划”是图书馆阅读推广的

关键要素［１］ 。 从这个意义上讲，调研策划是阅

读推广区别于其他常规服务（如采访编目）的重

要工作内容。 因此容易理解的是，调研策划角

色的参与程度能够对工作满意度产生最重要的

预测作用。
最后值得讨论的是现场主导对角色重要性

认知和工作满意度评价的影响作用。 在影响角

色重要性认知方面，虽然现场主导具有显著正向

作用，但作用强度不如其他任何一种角色类型。
在影响工作满意度方面，现场主导甚至变得不再

显著。 正如前文所言，虽然阅读推广作为图书馆

的使命由来已久，但阅读推广工作在早期发展阶

段更多地是以书目导读或读者咨询等形式开展，
真正的阅读推广服务只在近些年才发展起来。
由于缺乏具备图书主讲、图书领读、活动主持等

专业技能的图书馆员，大多数图书馆在开展阅读

推广活动的时候都聘请馆外专家或借助社会力

量。 因此，在当前实践工作中，图书馆内部从事

现场主导角色的阅读推广人数量非常少，这恐怕

也是导致现场主导这一角色类型对角色重要性

和工作满意度不如其他角色类型那么重要的主

要原因之一。

４ ３　 研究贡献及未来方向

本研究的贡献体现在学术和实践两个层

面。 在学术层面，丰富和扩展了有关阅读推广

的理论。 阅读推广人是阅读推广研究中一个最

为基本的议题，但相对于其他话题（如读者、阅
读素材或推广本身），学界对阅读推广人的系统

研究并不多见。 本研究从实证的角度探索阅读

推广人的角色类型，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目前

关于该议题研究不够充分的缺陷。 在实践层

面，本研究为培养图书馆阅读推广人提供了一

定的参考。 明确图书馆阅读推广人的角色类型

及其前置因素和后续影响，有助于我们更有针

对性地开展阅读推广人培训工作，提升他们承

担各自角色类型所需要的能力和素养，尤其需

要培养能够胜任“现场主导” 角色的阅读推广

人。 从学科专业教育的角度来看，由于阅读推

广已经成为图书馆的主要服务内容，未来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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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学专业教育也应该参考阅读推广人的角色

类型和能力要求调整和完善相关的教学内容。
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以下三个角度。 首

先，本研究所采用的是典型的截面调查策略，其
调查结果更多地只能体现调查之时的静态数

据，无法反映调查数据的动态变化。 而事实上，
图书馆开展阅读推广工作是一项尚未完全成熟

的服务，很多图书馆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并未

形成固定的工作模式和人员分工。 因此，今后

可利用本研究所提出的图书馆阅读推广人测量

量表开展定期或不定期调查，更好地反映阅读

推广人的角色类型随时间变化而呈现的动态变

化。 其次，本研究调查的是图书馆阅读推广人

实际存在的角色行为（ｒｏｌ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反映的

是当前实践中的角色发展现状。 事实上，在研

究角色的文献中，也有学者从角色认知 （ ｒｏｌ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的视角开展调查分析。 与对角色行

为的描述不同，角色认知强调的是规范性视角，
调查从业人员“认为他们应该做什么或者认为

特定的行为或职责对他们来说是否合适” ［４６］ 。
今后研究也可从这个角度入手，综合来自不同

视角的研究结果，无疑对我们更加全面地理解

图书馆阅读推广人的角色大有裨益。 最后，本
研究聚焦于在图书馆工作并参与阅读推广活动

的阅读推广人，既未考察服务于其他社会机构

的阅读推广人和社会个体阅读推广人，也没有

将参与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的志愿者纳入考察

范畴。 然而，促进全民阅读绝非一个部门、一个

行业、一个领域的事情，需要全社会的群策群

力［４７］ 。 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不局限于图书馆这

一特定机构，而应该站在宏观的社会立场综合

考察阅读推广人角色这一议题，帮助我们整合

各种社会个体和机构力量，更好地服务于阅读

推广和全民阅读的实践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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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图书馆阅读推广人角色测量问项

代码 问　 　 项 备注

调研 １ 我听取目标读者对于开展阅读推广活动的意见

调研 ２ 我征求专业人士对于举办阅读推广活动的意见

调研 ３ 由我来调查其他机构开展阅读推广活动的做法 在 ＥＦＡ 中被删除

策划 １ 我在制定策划方案中发挥主要作用

策划 ２ 我在确定阅读推广的内容 ／ 素材方面起决定性作用

策划 ３ 由我来撰写活动策划文案 在 ＣＦＡ 中被删除

组织 １ 我负责统筹和分配活动费用

组织 ２ 我负责人员的组织和安排

组织 ３ 我负责协调安排场地和设备

联络 １ 我承担与图书馆内部工作人员的联络和沟通工作

联络 ２ 我承担与图书馆外部相关人员（如合作方和嘉宾）的联络和沟通工作

联络 ３ 我承担与读者的联络和沟通工作 在 ＥＦＡ 中被删除

现场主导 １ 由我来担任活动的主持人

现场主导 ２ 由我来担任活动的主讲人

现场主导 ３ 由我来担任活动的领读人

宣传 １ 我从事活动的前期宣传工作（如制作和投放宣传材料）
宣传 ２ 我从事活动现场的媒体工作（如拍摄照片 ／ 视频、直播）
宣传 ３ 我从事活动新闻稿或相关材料的撰写或发布工作

评估 １ 我统计参与活动的读者情况（如报名人数、参加人数）
评估 ２ 我收集读者的反馈意见

评估 ３ 我收集其他相关方的反馈意见（如合作者和嘉宾等） 在 ＥＦＡ 中被删除

评估 ４ 我根据收集的材料对活动效果进行统计分析 在 ＥＦＡ 中被删除

内部辅导 １ 我对馆员阅读推广的主要技能（如主讲、领读）进行培训或指导

内部辅导 ２ 我对馆员阅读推广的其他技能（如制作宣传材料、撰写新闻稿）进行培训或指导

内部辅导 ３ 我对志愿者进行岗位培训或指导

李　 武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上海 ２００２４０。
杨　 飞　 上海浦东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上海 ２０１２０４。
毛远逸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上海 ２００２４０。
刘　 宇　 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教授。 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０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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