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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虑是指一种缺乏明显客观原因的内心不安或无

根据的恐惧，是人们遇到某些事情如挑战、困难或危险

时出现的一种正常的情绪反应［1］。20 世纪 70 年代初，

斯沃普( M． J． Swope) 和卡泽尔( J． Katzer) 关注到图

书馆焦虑现象: 美国雪城大学卡耐基图书馆不少用户

存在失 望、担 心 等 心 理 而 不 愿 向 馆 员 求 助［2］。1982

年，科萨( G． Kosa) 对澳大利亚大学生的调查也得出类

似的结果［3］。1986 年，美国学者梅隆( C． A． Mellon)

创设“图书馆焦虑”( library anxiety) 术语［4］，从而使有

关图书馆焦虑现象的讨论和研究普遍流行起来。1992

年，博斯蒂克( S． L． Bostick) 开发出图书馆焦虑的测

量工具———博 氏 图 书 馆 焦 虑 量 表 ( Bostick’s Library
Anxiety Scale，简称“LAS”) ，图书馆焦虑研究随即进入

科学化的时代。在随后的 10 余年里，此研究领域备受

美国等一些国家的图书馆员、教育者、研究者、管理者

和研究生的青睐。然而，这种研究者的多元化也引起

了图书馆焦虑研究的混乱。2004 年，为了概述当时图

书馆焦虑研究的现状，消除图书馆焦虑研究中出现的

一些混乱和错误，促使全世界更多的人加入此主题研

究的行列，美国的奥韦格布兹( A． J． Onwuegbuzie) 、焦
群( Q． G． Jiao) 和博斯蒂克通过收集和分析他们或其

他学者当时已发表或即将发表的图书馆焦虑研究成

果，撰著并出版了《图书馆焦虑: 理论、研究和应用》

( Library Anxiety: Theory，Ｒesearch，and Applications，以

下简称“本书”) 一书。本书问世近 10 年来，基本上达

到作者预期的目的: 检索“Google 学术搜索”数据库，显

示本书至少在 139 种文献中被引用过( 截至 2014 年 1

月 20 日) ; 检索图书馆与信息科学数据库，显示过去

10 年中所发表的图书馆焦虑研究文献的数量，是之前

20 年发表总数的两倍多 ( 数据源于《图书馆焦虑: 理

论、研究和应用》作者应笔者之邀为本书中文版撰写的

序言) 。尤其令人欣慰的是，最近这些图书馆焦虑研究

者中，不仅有美国、加拿大、伊朗、马来西亚、波兰、土耳

其等国家的人士，而且也有中国人。2013 年初，中国

图书馆学会编译出版委员会国外文献翻译专业委员会

与海洋出版社将本书列入其联袂推出的“国外图书馆

学情报学译丛”，并指定笔者为本书的主译者。2014

年 6 月，本书中译本即将面世，这或许能推动国人基于

中国学生和图书馆用户群体，将图书馆焦虑研究深入

下去，从而使图书馆焦虑研究的中国化进入更广泛、更
深入、更科学的阶段。

1 《图书馆焦虑: 理论、研究和应用》
的基本内容

《图书馆焦虑: 理论、研究和应用》一书系图书馆

与信息科学领域中评述图书馆焦虑研究现状的第一本

著作［5］( xi)。全书正文共 8 章，分 4 个部分，即背景、理

论、研究( 方法) 和应用。另外，正文后附有博氏图书

馆焦虑量表 LAS 和 LAS 的计分规则。
1． 1 图书馆焦虑研究的背景

第一部分背景，包括第 1 章，介绍广泛使用的图书

馆焦虑测量工具———博斯蒂克的图书馆焦虑量表 LAS

严格的开发过程，同时也总体性地描述 LAS 的心理测

量学特性。第 1 章首先评述了量表 LAS 的开发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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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述其原始的研究设计、母体及样本，并对各测量的题

项类型进行介绍。其次，描述由常模组产生的量表心

理测量学属性 ( 即信度和效度得分) 。最后，总结焦

群、奥韦格布兹、耶扎贝克( J． A． Jerabek) 等研究者对

LAS 后续的验证研究，给出他们的研究报告中的信度

和效度得分等信息。
1． 2 图书馆焦虑研究的理论

第二部分理论，包括第 2、3 章。第 2 章描述图书

馆焦虑的特质和病因，包括前因和症状; 第 3 章是第 2

章的延伸，概述图书馆焦虑的 5 个理论模型，以确定图

书馆焦虑与第 2 章中所描述的一些变量之间的因果

关系。

第 2 章通过将图书馆焦虑与研究焦虑、计算机焦

虑、考试焦虑、写作焦虑等学术焦虑进行对比，评述已

发表的有关图书馆焦虑领域，尤其是梅隆的图书馆焦

虑扎根理论( grounded theory) 的文献，讨论图书馆焦虑

的特性和成因。具体来说，首先，讨论一般焦虑的构成

要素; 其次，描述图书馆焦虑的特质，包括像确定患病

率那样去鉴定那些有此体验而深受其害的人群; 第三，

描述图书馆焦虑的一些主要表征; 第四，讨论已通过定

性与定量研究方法所确定的图书馆焦虑构成要素。最

后，总结当时文献中可找到的 32 种图书馆焦虑前因

( 变量) ，并将它们整理为性格( 包括 8 种前因) 、情境

( 包括 17 种前因) 和环境( 包括 7 种前因) 三大类型。

第 3 章介绍了图书馆焦虑的 5 个模型，以便能用

定性和定量的方法对图书馆焦虑的因果性质进行检

验。第一个模型是库尔梭( C． C． Kuhlthau) 的信息检索

过程模型( 简称“ISP 模型”) 。随后的 4 个模型是: 认

知 － 情感阶段模型( 简称“CAS 模型”) 、信息素养过程

模型( 简称“ILP 模型”) 、性格 － 情境 － 环境模型( 简

称“DSE 模型”) 、焦虑 － 期望中介模型( 简称“AEM 模

型”) 。ISP 模型是作者根据库尔梭之前的系列研究而

总结出来的，在本书出版之前就已有相关记载; 后面的

4 个模型则是作者基于他们自己或其他人的研究概念

化而成的，之前从未介绍过。此外，DSE 模型和 AEM

模型，是图书馆与信息科学研究领域中使用结构方程

建模技术的第一次尝试。
1． 3 图书馆焦虑的研究

第三部分研究( 方法) ，包括第 4、5、6 章，主要介绍

图书馆焦虑的研究方法，以为研究程序的 3 个主要阶

段( 研究设计 /数据收集阶段、数据分析阶段和数据阐

释阶段) 提供一个定量、定性和混合方法 3 种研究范式

的综合框架，并定义和描述定量、定性和混合方法研究

的目标，概述定量、定性和混合方法研究过程中所涉及

的主要方法。

第 4 章主要讨论有关定量研究、定性研究和混合

方法研究的研究设计和数据收集的若干问题。具体来

讲，分别介绍了定量、定性和混合方法 3 种研究范式下

的不同类型研究设计，确定和讨论研究设计的主要组

成部分，特别是取样和量表测量的数据采集方法。在

所介绍的此阶段各具体研究设计和数据采集方法中，

有的已有图书馆焦虑研究实践的案例( 如相关性研究，

第 2 章和第 3 章所描述的大多数定量研究都属于此研

究法) ，有的在此领域还没有开展任何的实验( 如实验

性研究) 。

第 5 章似乎是首次在同一框架内提供关于定量、

定性和 混 合 方 法 研 究 数 据 分 析 技 术 指 导 方 针 的 文

献［5］( 154)。具体来讲，概述在定量研究、定性研究和混

合方法 3 种研究范式下出现的最主要和最普遍的数据

分析方法，并总结其中可能出现的最主要和最普遍的

分析性错误，推广源于现存文献中的最佳的数据分析

实践或一些对未来研究可行的案例。

第 6 章讨论定量、定性和混合方法 3 种研究范式

下的数据解释问题以及那些对效度与合理性有威胁的

因素。具体来讲，讨论了已发表的研究成果中存在的

主要解释性错误，介绍了定量、定性和混合方法研究范

式的效度概念，并给出了一种评估各范式研究结果信

度的模型。
1． 4 图书馆焦虑研究的应用

第四部分应用，包括第 7、8 章，是本书的落脚点。

第 7 章从图书馆物理环境 ( 即图书馆设备和资

源) 、图书馆用户教育水平和中介信息服务 3 个方面介

绍、总结当时出现的图书馆焦虑预防、缓解和干预的方

法与策略。图书馆物理环境方面方法与策略包括: 有

效的标识符号和指示图形、逻辑合理的空间和家具摆

设、有效的文献传递系统; 图书馆用户教育方面的方法

和策略包括: 信息检索技巧的教育、陌生的检索界面的

教育、远程获取程序方法的教育、研究程序的教育、处
理情感反应的前期准备; 中介信息服务方面的方法与

策略包括: 中介参考辅助、主动的巡回参考咨询、个性

化的信息咨询。

第 8 章详细讨论未来有关图书馆焦虑研究的潜在

领域，如不同图书馆环境下的研究、图书馆焦虑过程的

探索、图书馆焦虑干预程序的研究等，同 时 讨 论 这 种

研究路径在实践、方法和伦理方面的所存在的问题

和挑战，如图书馆焦虑研究的资金和支持、图书馆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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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研究的伦理考量、图书馆焦虑研究成果的传播和

利用等。

2 译读中的思考

《图书馆焦虑: 理论、研究和应用》是一部系统、科
学的图书馆焦虑研究力作，总体上按照历史与逻辑相

统一的原则为读者深度地展示了图书馆焦虑这个饶有

趣味的研究课题的起源、发展和未来的趋势，也为图书

馆管理者和工作人员预防、缓解和干预图书馆焦虑提

供了基于研究的基础和建设性的策略。通过译读可

知，本书是一部图书馆与信息科学研究方法论的迷你

型教科书，具有内容跨学科性、科学性与开放性相统

一、理论性与实践性兼具等特点。
2． 1 本书的主要价值

本书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它是一部图书馆与信息科

学研究的迷你型方法论教科书［5］( xii)。其第 4、5、6 章介

绍了图书馆焦虑研究的研究设计 /数据采集、数据分析

以及数据阐释 3 个阶段都可能用到的 3 种研究范式:

定量研究、定性研究及混合方法。在每个阶段的每一

种范式中，都描述了研究中所涉及的主要方法( 见表

1) ，有的还概括出其利弊、优劣和可能出现的错误。其

目的是让图书馆焦虑研究者能设计出最适合问题的研

究方法，解决科研中的问题，并在此知识范畴的基础上

使已经明了的知识最大化，并确定最有利的实践和策

略［5］( 85)。本部分对定性研究效度的讨论( 第 6 章阐述

数据解释的方法类型学时，不仅给出了综合的定量研

究效度来源模型［5］( 196) ，也给出了全面的定性效度来源

模型［5］( 216) ) ，这尤具启发性，因为效度的重要性一直被

定量研究者所承认和接受，但在定性研究者中却是一

个被争论的话题。这个定性效度模型由内部信度的威

胁和外部信度的威胁组成，整合了由定性研究者已确

定的不同类型的效度，从而为图书馆焦虑的定性研究

提供了一个类似定量研究的标准。

表 1 图书馆焦虑研究各阶段研究范式下的研究方法一览

研究阶段
研究范式

研究设计 数据采集 数据分析 数据解释

定量研究 历史研究、描述性研究、相关性

研究、准 实 验 性 研 究、实 验 性

研究

抽样法( 包括 5 种概率抽样、4
种非概率抽样) 、研究数据收集

法( 包括认知测试、情感测量等

7 种方法)

描述性统计( 包括集中趋势测

量、离散 /变异程度测量、位置测

量、分布形状测量) 、推断性统计

( 如方差分析检验、结构方程建

模、主成分分析和因子分析等)

综合的定量效度来源模型 ( 见

原书图 6． 1，含 50 个独特的内

部效度威胁和外部效度威胁元

素，其中一些元素含有子元素)

定性研究 历史研究、案例研究、现象学研

究、人种学研究、扎根理论研究

抽样法( 包括最大变异抽样、同

质抽样等 16 种) 、研究数据收

集法( 观察、访谈等 4 种)

描述数据分析技术、样本外的结

果推广……
定性效度来源模型 ( 见原书图

6． 2) 、评估定性研究真值的方

法( 包括负面案例分析、验证性

数据分析等 24 种方法)

混合方法研究 奥韦格布兹及其他研究者提出

的多种混合法( 如对等设计、三

角校正设计、部分混合并发对等

状态设计等)

抽样法( 包括 5 种概率抽样和

17 种非概率抽样) 、( 第 2、5、8、
11、14、17 型) 数据采集法

数据转换、类型学开发、极端案

例分析、数据整 合 或 数 据 合 并

……; 12 种事前分析策略

定量与定性方法的结合，评估定

量和定性效度来源模型中所介

绍的效度和合法化概念

另外，本书第 1 － 3 章中涉及的梅隆图书馆焦虑扎

根理论和第 3 章介绍的 5 种图书馆焦虑模型，分别为

定性研究的扎根理论法和多方法综合的科学模型法提

供了鲜活的案例。扎根理论法是研究设计阶段的一种

定性研究方法，专指“用来形成理论的一个系统性的定

性程序，而所形成的理论能从广义的概念层次上解释

关于一个实质性主题的过程、行为或相互作用”［6］。梅

隆 1986 年发表的关于图书馆焦虑扎根理论的研究成

果，很好地诠释了扎根理论研究的主要特点和扎根理

论设计的基本步骤。模型是“对一种……理论的示意

性描述……它能说明该理论的属性，并可用来进一步

研究该理论的特性”［7］。科学模型法是现代科学研究

常用的一种方法，指用物质形式或思维形式对原型客

体本质关系的再现，通过对模型的研究获得关于原型

客体的知识［8］。作者在本书中概括的理解图书馆焦虑

环境的 5 种模型，尤其是图书馆焦虑的 DSE 模型、图书

馆焦虑的 AEM 模型这两个使用结构方程建模技术的

模型，为图书馆与信息科学研究者提供了科学模型法

的范例。

不过，读者也可将上述的方法推广到一切图书馆

与信息科学的研究领域，正所谓: “与所有社会和行为

科学问题一样，我们使用定量、定性或混合方法的研究

方法来解决图书馆与信息科学领域中所有的研究问

题”［5］( 83)。其实，这也正是本书作者们的写作目的之

一，即弥补大多数图书馆学培养计划中研究方法论课

程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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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本书的主要特点

2． 2． 1 内容的跨学科性 《图书馆焦虑: 理论、研究和

应用》是一部系统、跨学科的图书馆焦虑研究专著，内

容涉及图书馆与信息科学、心理学、统计学、教育学等

多个学科。

图书馆焦虑研究是图书馆与信息科学研究的新兴

领域，作为其研究对象的图书馆用户焦虑现象，具有一

般焦虑的特征，自然也是心理学研究的组成部分。另

外，在本书中，心理学理论移植到图书馆焦虑研究的例

子不胜枚举。如，作者根据一些心理学家的观点———
“人们可以允许两边和后面的人比前面的人更接近自

己，而焦虑似乎会增加人们之间的这种距离”，指出:

“图书馆员可以应用个人空间心理学原理重新布置图

书馆家具，从而为用户提供一个更加舒适、少有压力的

图书馆环境。”［5］( 243)

本书主要讨论高校图书馆用户的图书馆焦虑现

象，因而不可避免地要涉及教育学的内容。例如，第 3

章中，根据外语成绩的焦虑 － 期望中介( AEM) 模型，

建构了一个他们称之为图书馆焦虑 AEM 模型的概念

模型; 第 5 章中，将奥韦格布兹等总结的“教育领域研

究的分析性错误和解释性错误”拓展到图书馆焦虑领

域研究。另外，第 2 章中，作者在讨论图书馆焦虑的前

因时，借用了不少自我认知与考试焦虑、外语焦虑、数
学焦虑和统计焦虑相关的内容。

至于本书涉及的统计学知识，更是明显。图书馆

焦虑量表的开发、验证，图书馆焦虑程度的测量，图书

馆焦虑研究数据的采集、分析、解释，都离不开统计学

相关知识。
2． 2． 2 科学性与开放性相统一 本书的科学性首先

表现在其介绍的图书馆焦虑理论不是凭空臆造，而是

建立在调查和经验基础之上的。例如: 梅隆的图书馆

焦虑扎根理论，就是经过长达两年、涉及 6 000 名学生

的调查分析后而得出的; 图书馆焦虑的 5 个模型，则是

基于库尔梭和本书作者们的实证研究概念化而成的。

其次，科学性表现在其对数学方法和工具的利用上。

例如: LAS 量表的开发、验证，图书馆焦虑的调查和测

量，图书馆焦虑研究的设计，数据采集、分析、解释等都

是运用数学方法或工具的结果，正所谓: “一种科学只

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 真 正 完 善 的 地

步［9］。”再次，科学性表现在 LAS 的应用上。LAS 的问

世使图书馆焦虑不再仅仅是可察觉到的，而且也是可

测量的，从而开启了图书馆焦虑研究科学化的新时代。

本书涉及的图书馆焦虑的定量研究，实际上每一个都

应用了 LAS。

本书的开放性表现为其所介绍的图书馆焦虑测量

工具、图书馆焦虑模型和研究方法需进一步发展、完善

或验证。LAS 总量表的得分具有出色的信度系数，5

个分量表的得分信度估计也十分令人鼓舞，尤其是博

斯蒂克以及后来的研究者所提出的内容效度、效标效

度、构想效度等多重判据，很好地解释了其他研究中

LAS 的信度估计值如此之高。不过，作者也指出，研究

者们还应继续评估 LAS 的心理测量学属性。只有通过

不断地审查 LAS，才能确保它会继续促进这个图书馆

学研究领域的发展［5］( 24)。第 3 章介绍的 5 个模型为图

书馆焦虑环境提供了 5 种可能的理解模式。作者对这

些模型的解读暗示了图书馆焦虑是一个及其复杂的现

象，因而希望未来的研究能使用定性和定量方法对这

些模型进行进一步的检验。在第 6 章阐述定性效度模

型时，作者也指出，尽管该模型是相当全面和非常灵活

的，但绝不是详尽无遗的。事实上，正如本书作者所

言:“随着定性研究中其他效度的威胁被理解和认识，

这些都可以添加到定性效度模型中”［5］( 233)。

实际上，本书的开放性正是其科学性的必然要求，

因为科学的理论体系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需要不断

完善和发展的。
2． 2． 3 理论性与实践性兼具 图书馆焦虑研究从一

开始便遵循一个承诺，即“扩大图书馆焦虑理论的范

围”，并且为图书馆员、教育工作者和管理者的日常工

作提供有用的研究成果，以帮助有焦虑的用户适应信

息丰富的图书馆环境［5］( 275)。这就决定了本书是一部

关于图书馆焦虑研究的理论和图书馆焦虑预防、缓解

和干预的实践应用的著作。图书馆焦虑研究的理论包

括梅隆的图书馆焦虑扎根理论，图书馆焦虑特质和病

因、图书馆焦虑模型等。而这些有关图书馆焦虑的理

论，其实践的应用都是为了防止、缓解和干预图书馆用

户的焦虑，即本书第 6 章概括的定量研究效度来源模

型和第 7 章所阐述的内容。定量研究效度来源模型不

仅给出了定量研究范式下 3 个阶段的内部效度和外部

效度的 50 个威胁，也概括了图书馆焦虑的主要干预措

施和策略。第 7 章也许是本书最有意义的一部分，因

为那些没有时间、金钱或物力在其自己的图书馆内从

事图书馆焦虑研究的图书馆员，可以通过阅读本章有

效地识别患有图书馆焦虑的用户，并确定对他们所采

取的应对措施［10］。

另外，本书的实践性还表现在未来对图书馆焦虑

研究本身上面，即作者在第 8 章中指出图书馆焦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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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应用进展相对缓慢，从而给出了未来研究的一些

潜在领域，并讨论未来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挑战。这

种理论性与实践性兼具的特点，也反映在本书作者的

撰著目的上: 将图书馆焦虑本质概念化和开发有效的、

可推广的干预方法程序，以帮助图书馆用户实现终身

的目标。诚如本书作者所言: “我们特别希望，我们的

这一努力，能像启发图书馆学研究者那样，卓有成效地

启发研究生和图书馆员［5］( viii)。”

3 结 语

《图书馆焦虑: 理论、研究和应用》是一部全面汇

集和介绍图书馆焦虑各种研究证据的专著，也是关于

图书馆焦虑主题的系统的文献综述( 原书所附参考文

献达 606 条) 。它可适合多种兴趣和不同研究背景的

读者，即第 1、3、8 章主要是为研究者准备的，第 2、7 章

主要对图书馆员和其他高校的管理人员有吸引力，第

4、5、6 章主要是为那些图书馆与信息科学研究入门者

( 如研究生) 准备的。不过，由于第 4、5、6 章所介绍的

研究方法论与本书其他部分的内容比较起来，具有相

对的独立性，故放在书的中间部分，似乎有点突兀，如

能放在最后，也许能使本书更浑然一体，更符合逻辑与

历史相统一的原则。总之，瑕不掩瑜，《图书馆焦虑: 理

论、研究和应用》对图书馆焦虑研究有继往开来之功，

不仅系统、全面地总结了此前图书馆焦虑的研究状况，

而且指明了未来图书馆焦虑研究的取向，并为其理论

研究与实践应用之间架设了一座沟通的桥梁。随着该

书中文版的问世，图书馆焦虑研究的传播和中国化会

更广泛、更深入、更科学，尤其是其对中国图书馆实践

的指导，可望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这也是本书作者所

期盼的“中国图书馆从业者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时

刻”( 出自《图书馆焦虑: 理论、研究和应用》的作者为

本书中文版所撰写的序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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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 Thoughts after Translating Library Anxiety: Theory，Ｒesearch，and Applications
Wang Xir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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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article introduces the sketch of Library Anxiety: Theory，Ｒesearch，and Applications; analyses the

major value of the book: serving as mini research methodology textbook for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and its chief
characteristics: content across disciplines，unity of science and open，both theory and practice; and presents that the pub-
lication of the book’s Chinese edition can make the sinicization of library anxiety research more extensive，more thorough
and more scienti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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