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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焦虑及其研究述评

□王细荣

　　摘要 　许多学生在使用图书馆时会有焦虑的体验。国外对此现象的研究已有近 20 年的历

史 ,我国还没有相关研究的介绍及报告。该文在介绍概念的基础上 ,分析了图书馆焦虑的研究方

法并综述其研究成果 ,最后探讨了研究的局限性和进一步研究所要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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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学生都有这样的经历 ,即在进入图书馆后

不知道想要的书在哪层楼 ,不知道图书馆为他准备

了哪些东西 ,不知道如何获得图书馆员的帮助 ,不知

道是否有信心使用图书馆某些设备 ,不知道是否能

查找到所需要的信息等等。有了这样的体验后 ,他

们就会产生焦虑现象 ,回避甚至厌恶图书馆。读者

的这种情绪体验和心理反应日益引起研究者们的密

切关注 ,在最近 20 年左右的时间里 ,国外学者对图

书馆焦虑现象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都取得了实质

性成果 ,但国内鲜有这方面的研究报道。本文主要

目的是向读者介绍国外图书馆焦虑理论的研究方法

和研究成果 ,以期引起国内图书馆界对图书馆焦虑

现象的关注。

1 　图书馆焦虑的界定与影响

1986 年 ,美国学者 Constance A1 Mellon 首先提

出了图书馆焦虑 (library anxiety) 概念。她指出 ,初

次使用图书馆的大学生有 75 %～85 %在搜集信息

时会出现迷失、恐惧、压迫、无助、迷惑 ,甚至害怕等

焦虑症状。这些焦虑症状 ,与学生们的考试焦虑或

数学焦虑相仿 , 是一种复杂的情感状态和心理

障碍[ 1 ] 。

Mellon 的图书馆焦虑理论发表后 ,关于图书馆

焦虑 现 象 的 讨 论 和 研 究 如 雨 后 春 笋 一 般。

T1Bungard 与 Mellon 等导入了性别、个性等人格差

异进行探讨 ,并加入了情境因素作为参量 ,范围也不

限定在初次使用者的层面 ,凡是利用图书馆所衍生

的不安、恐惧、逃避、紧张等综合的情绪均包含在内。

焦虑产生的原因一方面是读者对于信息利用的不确

定感 , 一方面也可能是他们的期望值过高[2 ] 。

S1L1Bostick 将图书馆焦虑定义为读者使用图书馆

而产生的消极情绪和不舒服的感觉[3 ] ; Mech 和

Brooks 将图书馆焦虑描述为信息查找和使用图书

馆时的不愉快遭 遇[4 ] 。1996 年 , 美 国 的 Qun

G1J iao、Ant hony J1 Onwuegbuzie 和 Art Lichten2
stein 为图书馆焦虑概念增加了更多的实质性内容 ,

即图书馆焦虑是一种心理障碍 ,是读者在使用图书

馆时由认知、情感、生理和行为衍生出来的不舒服的

情绪或情感意向 ,包括沉思、紧张、害怕、不确定和无

助感、弄巧成拙的消极思想、精神崩溃等[5 ] 。这些情

绪或情感意向在一定程度上会妨碍读者使用图书馆

各种技能的发挥。

在心理学中 ,焦虑是指由紧张、不安、焦急、忧

虑、担心等感受交织而成的复杂情绪状态。截至目

前 ,学界还没有一个很准确的定义 ,仅能说焦虑发生

时 ,会伴随着沉思、紧张、害怕、精神混乱等。焦虑虽

然是一种消极的情绪状态 ,但焦虑作为一种多变的

情绪变量 ,具有正反两种性质的作用。实验表明 ,在

焦虑情况下 ,人们的交感神经处于兴奋状态 ,心率加

快 ,生理系统处于一种状态 ,随时准备应付即将出现

的刺激或即将出现的问题。因此 ,在某种条件下焦

虑可能具有积极的驱力作用 ,促使人们做出一定的

努力去解决问题 ,激发、维持、加强智力活动的进行 ,

这是焦虑的正效应。在另一些条件下则可能产生消

极的妨碍作用 ,影响人们的学习、生活以及人格特征

的发展 ,阻碍、中断、削弱智力活动的进行 ,这是焦虑

的负效应。目前的研究者一般都认为图书馆焦虑对

读者的信息检索行为会产生负面影响 ,如果短期内

焦虑得不到消除 ,焦虑的负面影响可能就长期广泛

存在 ,从而导致无法有效且合乎逻辑地进行信息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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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随着图书馆日益自动化 ,常见的读者焦虑问题

更为复杂 ,其中包括读者在面对计算机设备操作时

所产生的障碍、使用者无法利用各种途径找到信息

的不确定感 ,以及对图书馆馆藏不足所造成的无

助感[ 6 ] 。

2 　图书馆焦虑的研究方法

图书馆焦虑的研究经历了从定性研究到实证研

究两个阶段。定性研究主要运用了科学抽象法 ,实

证研究主要在问卷调查基础上运用了统计学分析和

科学模型两种研究方法。

211 　科学抽象法

科学抽象法是建立科学理论的一个重要思维法

则和方法论原理 ,是指在思想中把个别的东西从个

别性提高到特殊性 ,然后再从特殊性提高到普遍性

的过程。在图书馆焦虑理论研究的初期 ,Mellon 等

研究者成功运用了科学抽象法 ,对读者使用图书馆

表现的焦虑现象进行了定性研究 ,为后来的实证研

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1986 年 ,Mellon 通过对学生在信息寻求过程中

所经历的情绪变化与认知过程的焦虑反应进行定性

研究后 ,建立了图书馆焦虑的奠基性理论。在两年

多时间中 ,她研究了 6000 名上作文课的大学一年级

学生日记 (要求记述他们为撰写学期论文到图书馆

查阅资料时的心境) ,发现大多都有“害怕”和“迷失”

的感觉[7 ] 。这些感觉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 (1) 认为

自己没有适当的图书馆使用技能 ,而其他学生却具

备 ; (2)认为缺乏图书馆使用技能是不光彩的 ,不应

该暴露出来 ; (3)问问题就会暴露自己缺乏图书馆使

用技能。同时她又归纳出图书馆焦虑来源的四个层

面 : (1)图书馆的规模 ; (2)缺乏馆藏安置在何处的知

识 ; (3 ) 不了解如何开始找 ; ( 4 ) 不知道该做些

什么[ 8 ] 。

根据研究得出的结果 ,Mellon 指出 ,如果学生

上了由图书馆工作人员讲授的文献检索指导课 ,他

们在使用图书馆时会有更舒适的感觉 ,其主要原因

是他们与图书馆员有了相互的接触[9 ] 。后来 Anna

M1 Van Scoyoc 的实证研究也支持了这种观点[10 ] 。

为了消除图书馆焦虑问题 ,Mellon 进一步建议 ,在

文献检索指导的过程中 ,参考馆员应承认图书馆焦

虑的存在 ,加强与学生在认知上的沟通 ,多尊重读者

的感受 ,强调他们的成功 ,并给予他们心理上的建设

性指导而不是一味地以传统式灌输教育的方式来提

供图书馆使用的知识[11 ] 。

Mellon 的图书馆焦虑理论一创立就得到了一

些学者的认可[12 ] ,他们认为她的方法和发现是科学

的和可以接受的理论 ,因为它不是源于臆测 ,而是源

于对几千名学生图书馆体验的归纳。一些研究者还

开始把她的理论与实际应用结合起来。1987 年 ,

J1 Kuppersmith 指出 ,图书馆指南应进行改进 ,图书

馆员应该变得更容易接近些 ;另外 ,图书馆使用指示

图可以减少图书馆焦虑。如果学生通过每一楼层的

平面图和整个大楼分布指示图能够确定图书馆服务

项目的地点 ,那么这种具有亲和力的环境就会减少

图书馆焦虑[13 ] 。1991 年 , Miriam E1Josep h 提出 ,

克服图书馆焦虑要采取另类的图书馆使用教育 ,让

学生认为图书馆是令人兴奋、充满激情和具有服务

意识的机构 ;学生以积极的态度看待图书馆和图书

馆员比他们掌握图书馆使用技能更重要[14 ] 。

图书馆焦虑理论的另一应用主要集中在读者信

息查找行为上。C1 C1 Kulthau 也以定性分析方式探

索了读者在图书馆资料查询过程中认知与情感层面

的反应 ,指出图书馆信息查询过程涉及 6 个阶段 :任

务开始、主题选择、预查、重点记述、信息收集、查询

终止[15 ] 。在信息查询过程的每一个阶段 ,焦虑都有

可能产生 ,而产生图书馆焦虑的学生会在精神和肉

体上遭受更大的干扰 ,从而导致他们不能集中精力

完成查询任务[16 ] 。

另外 , C1 A1Lee 在研究中指出 ,面对不同人格

与文化特质的读者 ,图书馆应该提供何种相应的参

考服务[17 ] ; T1 A1Burdick 就性别的差异探讨了读者

信息搜寻模式的差异 ,并提出辅导服务的建议[18 ] 。

这些研究的目的主要在于就读者各种心理、文化或

个人特质所表现的认知行为、思考模式与情感方面

的反应进行深入的分析 ,以便于图书馆能通过各种

设施、服务与培训的改善而降低读者使用图书馆可

能产生的焦虑程度。

212 　统计学分析法

统计学分析法是许多学科实证研究的重要方

法。1992 年 ,S1L1Bostick 在她的博士论文《图书馆

焦虑量表的开发和验证》( The Develop ment and

Validation of t he Library Anxiety Scale) 中设计了

一种调查问卷形式 ———图书馆焦虑量表 L AS ,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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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焦虑问题的实证研究奠定了基础。LAS 是“李

克特式五点量表”(Likert2type five point s scale) ,可

以测量图书馆焦虑。她根据 Mellon 所观察的焦虑

层面 ,首先列出 274 项可能造成读者焦虑的相关因

素 ,再通过因素分析逐步将调查项目筛减为 43 个李

克特式项 (Likert2type item) ,而这些焦虑项又分别

从属于 5 个层面 :

(1)馆员障碍 :学生具有认为图书馆工作人员可

怕 ,不易接近 ,或者太忙而不能提供帮助的感觉 ;

(2)情感障碍 :学生认为自己没有应有的图书馆

使用技能的感觉 ;

(3)图书馆舒适障碍 :学生对图书馆周围环境的

感觉 ,如果他们不能感觉到图书馆是安全的和欢迎

他们的话 ,他们就不能轻松有效地利用图书馆 ;

(4)图书馆知识障碍 :学生感觉他们对图书馆知

识是多么的不熟悉 ,对图书馆知识了解得越少 ,在使

用图书馆时就越灰心、焦虑 ;

(5)设备障碍 :学生使用图书馆设备 ,如复印机、

打印机的信心不足。

其中馆员障碍是最大的焦虑层面 ,包括 15 个李

克特式项[19 ] 。

LAS 按照 5 个层面 43 个项 ,以 1～5 分态度计

分方式测试读者焦虑程度 (1 分表示非常不赞成 ,2

分表示有些不赞成 ,3 分表示不能确定 ,4 分表示有

些赞成 ,5 分表示非常赞成 ;而逢反面性的问题 ,则

计分方式颠倒计算) 。LAS 在开发阶段 ,就已接受

了信度与效度考验。

Bostick 开发的图书馆焦虑测量工具 L AS ,是对

图书馆焦虑进行统计学分析的基础。她认为 ,L AS

可用于测量干预前和干预后的图书馆焦虑 ,这些干

预包括对学生进行图书馆使用方法和利用图书馆提

高研究技巧的教育 ,而且能够使图书馆焦虑程度

降低[ 20 ] 。

1996 年 ,Qun G1Jiao 和 Anthony J1Onwuegbuzie

利用Bostick 开发的 LAS量表 ,对 493 名大学生进行

了图书馆焦虑问卷调查 ,然后对所测量的数据进行

逐步多元回归分析后发现 ,年龄、性别、学历、母语、

总平均成绩、职业、造访图书馆的频率和使用图书馆

的原因等 8 个变量对预测图书馆焦虑有重要意

义[21 ] 。1997 年 ,他们又利用 L AS 量表和人口学信

息表 DIF 作为工具 ,进行“人口学因素与图书馆焦虑

层面相关性”研究 ,在对数据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和一

系列变量分析后发现 ,使用计算机索引和在线设备、

性别、学习年限、母语、造访图书馆频率、上图书馆技

能培训课数量和使用图书馆的原因等 7 个变量与图

书馆焦虑 5 个层面中的 3 个或者更多存在关联[22 ] 。

1999 年 ,他们利用 L AS 量表和 R1Dunn、K1Dunn

和 G1 Price 开发的“生产环境偏好量表”( PEPS) 研

究学生学习方式偏好 ( learning2modality p refer2
ence)与图书馆焦虑之间的相关性 ,通过分析发现 ,

研究生的学习方式偏好是图书馆焦虑来源之一[23 ] 。

在另一研究 (1999 年) 中 ,他们提出 ,具有较低自我

领悟能力的学生有更大的图书馆焦虑[24 ] 。

1997 年 ,Onwuegbuzie 又提出了图书馆焦虑的

第 6 个层面 :资源障碍 ,指学生感觉图书馆缺乏他们

所需要的资料[25 ] 。但大多数学者在对图书馆焦虑

现象进行实证研究时还是沿袭 Bostick 的图书馆焦

虑 5 层面说。

1998 年 ,J iao 和 Onwuegbuzie 以图书馆焦虑量

表 LAS 和多维完美主义量表 MPS ( Multidimen2
sional Perfectionism Scale)为测量工具 ,运用统计学

分析方法 ,研究了完美主义和图书馆焦虑之间的关

系。根据测量得到的数据 ,他们试图用统计学方法

中的典型相关分析法确定完美主义的三种类型 (要

求自我型、要求他人型、被人要求型) 与图书馆焦虑

5 层面具有关联。结果表明 ,在完美主义的三种类

型中只有被人要求型表现出图书馆焦虑 ,特别是那

些具有较强烈的被人要求型完美主义倾向的研究生

表现出更强的图书馆焦虑 ,这种焦虑与情感障碍、图

书馆舒适障碍、设备障碍三个层面具有极强的关联

性。该发现也证明了那些对图书馆员或图书馆老师

等抱有不切实际想法 (认为他们有足够高的水平能

指导自己利用图书馆) 的学生会产生更强的图书馆

焦虑[26 ] 。

D1 Mizrachi (2000 年)和 S1 Shoham (2001 年) 在

各自的研究中都指出 ,大学生的图书馆焦虑与他们

的计算机态度存在相关性[ 27 ] 。2001 年 ,他们在研究

母语不是英语的以色列学生的图书馆焦虑现象时 ,

对 Bostick 的图书馆焦虑测量工具 L AS 进行了希伯

莱化的改造 ,称为 H2LAS ,并提出了产生图书馆焦

虑的 7 个因素 :图书馆员、图书馆知识、语言、图书馆

物理设备舒适度、图书馆计算机舒适度、图书馆规则

和开放时间、图书馆资源。

图书馆员因素指学生对图书馆管理人员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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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是否容易接近的感觉 ;图书馆知识因素指学生对

自己使用图书馆技能的评价 ;语言因素指图书馆使

用英文资料和英文查询界面导致学生不舒服的程

度 ;图书馆物理设备舒适度指图书馆的物理设备导

致学生的舒适程度 ;图书馆计算机舒适度指学生对

图书馆计算机设备及其使用说明可靠性的感觉 ;图

书馆规则和开放时间因素指学生对图书馆规则和开

放时间的态度 ;图书馆资源因素指学生对图书馆馆

藏中含有自己需要信息的信心。

在 H2LAS 中 ,他们根据这 7 个因素列出了 35

个李克特式项 ,同时还包含人口统计学信息 (性别、

年龄、母语、学习年限) 和计算机使用信息。在 H2
L AS 所测数据的基础上 ,他们用多变量分析 (multi2
variate analysis) 法分析了性别、年龄、母语、学习年

限和计算机使用等几个独立变量与图书馆焦虑的关

系。其结果为 :女性在图书馆员、语言 (英语) 和图书

馆资源三方面有较多的焦虑 ;年龄在 18～24 岁的学

生在图书馆知识、语言 (英语) 和图书馆规则三方面

表现较明显的焦虑症状 ;在图书馆员和图书馆知识

两方面 ,学习年限对减轻图书馆焦虑的影响存在巨

大的差别 ,在语言 (英语)方面 ,二年级和三年级的学

生有更强的焦虑 ;母语为阿拉伯语的学生在图书馆

知识方面表现较多的焦虑 ,母语为希伯莱语的学生

在语言 (英语)方面表现更多的焦虑 ;除资源因素外 ,

较多使用计算机的学生在其他 6 个因素方面表现出

较少的计算机焦虑 ,尤其在图书馆知识、语言 (英

语) 、图书馆员和图书馆计算机舒适度方面焦虑度

低。该结果表明 ,不论年龄、性别、学习年限 ,母语不

是英语的学生在需要用英语查找信息和查找英文文

献时都有较高的图书馆焦虑。为了减少图书馆焦

虑 ,非英语国家应特别注重学生英语技能的提高 ,或

者将英文检索界面翻译成母语[28 ] 。

2003 年 ,Anna M1 Van Scoyoc 对传统的文献检

索课和基于计算机的文献检索指南对图书馆焦虑的

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她以 238 名大学一年级学生

为研究对象 ,利用 Bostick 的 LAS 量表测量图书馆

焦虑 ,然后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显示 ,上过

由图书馆员开设的文献检索指导课的大一学生比那

些没有接受培训的图书馆焦虑程度要小些 ,但通过

浏览在线指南就会减小这样的差别[29 ] 。

Ann J1J erabek、Linda S1 Meyer 和 Thomas

S1 Kordinak 的研究 (2001 年)则指出 ,大学生的图书

馆焦虑与计算机焦虑存在一定的相关性 ,而且没有

性别差异[30 ] 。2004 年 ,J iao 和 Onwuegbuzie 发表题

为《信息技术对图书馆焦虑的影响 :计算机态度的作

用》( The Impac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on Li2
brary Anxiety : The Role of Comp uter Attit udes)的

研究报告 ,首次公开对研究生这个使用图书馆频率

较高的群体进行图书馆焦虑与计算机态度相关性研

究的结果[ 31 ] 。他们使用的研究工具是 Bostick 的

LAS 量表和 B1 H1Loyd 与 C1 Gressard 开发的计算

机态度量表 CAS(Comp uter Attit ude Scale) [32 ] 。他

们用典型相关分析法研究图书馆焦虑 (包含 5 个变

量 :馆员障碍、情感障碍、图书馆舒适障碍、图书馆知

识障碍、设备障碍)和计算机态度 (包含 4 个变量 :计

算机焦虑、计算机信心、计算机爱好、计算机使用) 两

组变量间的相关性[33 ] 。其结果显示 ,图书馆焦虑和

计算机态度之间存在着很强的多变量关联 ,尤其是

计算机态度中的计算机爱好和计算机使用两个变量

与图书馆焦虑的五个变量都具有关联[34 ] 。J iao 和

Onwuegbuzie 最后指出 ,由于图书馆焦虑与计算机

态度之间存在关联性 ,图书馆焦虑的构成层面应扩

展 ,即应增加计算机态度层面 ;Bostick 的 LAS 量表

也应进行修改 ,即在影响图书馆焦虑的 5 个因素基

础上 ,再把计算机态度的 4 个变量 (计算机焦虑、计

算机信心、计算机爱好、计算机使用)加进去[35 ] 。

在目前图书馆焦虑的实证研究中 ,尽管 Bostick

的 LAS 量表还在被广泛应用 ,但它明显具有时代的

局限性。如图书馆使用的新技术、新设备 ,学生使用

在线目录、电子索引和互联网的体验都没有在量表

中体现 ;只注重学生在实体图书馆的体验 ,而没有考

虑学生在虚拟图书馆远程获得图书馆资源的体验。

为此 ,Van Kampen 在 2004 年开发了另一个图书馆

焦虑量表 ———多维图书馆焦虑量表 ( ML AS) ,将图

书馆用户研究领域的新发展考虑进去了[36 ] 。

213 　科学模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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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模型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物质形式的 ,即实物模

型 ,它成为研究者观察、实验的直接对象 ;另一类是

思维形式的 ,它是客体的一种抽象化、理想化、理论

化的形态 ,成为研究者进行实验、理论分析、推导和

计算的对象。Onwuegbuzie、J iao 和 Bostick 在 200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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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2 月出版的《图书馆焦虑 :理论、研究和应用》(Li2
brary Anxiety : Theory , Research , and Applica2
tions)一书中提出了 5 种图书馆焦虑理论模型 ,其中

的图书馆焦虑 A EM ( Anxiety2Expectation Media2
tion)模型已经实验测试。图书馆焦虑 A EM 模型是

一种结构方程式模型 ( st ruct ural equation model) 。

结构方程式模型也叫协方差结构分析 (covariance

st ruct ure analysis) ,是一种从变量间或变量群间的

协方差结构出发 ,探讨和确认因果关系的分析方法 ,

即研究一组变量对多个结果中的一个的直接和间接

影响 ,在心理学、行为科学、经济学等学科的实证研

究领域内十分流行。图书馆焦虑 A EM 模型属于思

维形式的科学模型 ,也是第一个研究图书馆焦虑的

实验模型。

图书馆焦虑 A EM 模型的目的主要是研究图书

馆焦虑与教育结果的关系 ,即利用结构方程模型技

术研究图书馆焦虑和不同的认知的、情感的、人格

的、人口统计学的变量在预测大学生研究论文质量

时的作用。该模型包含研究成就 (撰写研究论文能

力) 、图书馆焦虑、自我感觉、GPA (总平均成绩) 、年

龄、学习风格、完美主义、学术保守 (academic pro2
crastination) 、愿望等变量 ,它们之间假设关系的直

观表达形式 ———路径图 (pat h diagram)如图 1 [37 ] :

图 1 　图书馆焦虑 AEM 模型

这个模型假设 ,图书馆焦虑和自我感觉两个变

量可以作为桥梁 (中介变量) ,把研究成就 (撰写研究

论文能力)和其他认知的、情感的、人格的、人口统计

学的变量 ( GPA、年龄、学习风格、完美主义、学术保

守、愿望)联系起来 ,尤其还可以作为中介把 GPA、

年龄、学习风格、完美主义、学术保守、愿望 6 个变量

联系起来 ;这 6 个变量对图书馆焦虑有直接影响 ,也

就是说图书馆焦虑可以作为中介把研究成就和这 6

个变量联系起来 ;自我感觉可以作为中介把研究成

就和愿望、学术保守两个变量联系起来 ;完美主义和

学术保守之间存在关联 ,因而完美主义可以通过学

术保守间接地与自我感觉、图书馆焦虑两个变量联

系起来 ;图书馆焦虑和自我感觉之间、图书馆焦虑和

研究成就之间、自我感觉和研究成就之间都具有相

互作用的关系[38 ] 。

Onwuegbuzie 和 J iao 以美国中南部大学的 225

名研究生为实验对象 ,希望证实或者证伪图书馆焦

虑的 A EM 模型 ,最后实验测得的数据基本上支持

该模型的假设。实验后修正的图书馆焦虑 A EM 模

型如图 2 [39 ] :

图 2 　实验修正的图书馆焦虑 AEM 模型

该项研究首次试图将结构方程式模型技术应用

于图书馆研究领域 ,也为理解图书馆焦虑在更广的

教育环境 (如教室、图书馆) 中所起的作用提供了一

种全新的研究方法。该模型也间接表明 ,J1 Wine 的

认知注意干扰理论 ( cognitive2at tentional2interfer2

ence theory) ,Onwuegbuzie、J iao 和 Bostick 的图书

馆焦虑 IL P 模型 ,以及 A1Bandura 的自我效能理论

( self2efficacy theory)都可以应用于图书馆和信息研

究领域[40 ] 。

3 　研究的结论、局限性和未来研究取向

当前有关图书馆焦虑的研究表明 ,图书馆焦虑

现象确实存在 ,需要进一步研究 ;母语不是英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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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水平的学术成就、很少到图书馆去的年轻男生有

最高的图书馆焦虑[41 ] 。J iao 等人的这个发现与 J a2
cobson 的男性比女性更容易产生图书馆焦虑的观

点[42 ]是一致的 ,而与 Bo stick 等其他研究者的发现

不相符合 ,这可能是由于他们研究时被试的学生数

量少而不具有统计学上意义的缘故。

根据图书馆焦虑研究取得的理论成果 ,实践中

减少图书馆焦虑的方法有 :应该对图书馆员进行亲

和力培训 ,使学生更容易接近他们 ;图书馆利用的教

育应从中学开始 ,这种教育包括查询策略、目标确

定、信息记录等[43 ] 。图书馆可以将两个学生使用图

书馆的经验改编成电视短片 ,让大学新生观看 ,同时

图书馆员组织他们进行讨论[44 ] 。基于计算机的图

书馆使用指南不能完全取代传统的文献检索指导

课 ,学生要亲身体验图书馆 ,面对面地从图书馆员那

儿获得图书馆使用知识与技能[45 ] 。

目前关于图书馆焦虑的研究也存在一些缺点和

局限性。研究者们进行研究时 ,各自为政 ,交流得不

够多 ,没能将他们的研究结果整合起来 ,结果出现不

一致的观点 ;通常参与图书馆焦虑研究被试的学生

多为女性 ,如果有更多的男生参与 ,图书馆焦虑的研

究结果可能会更具有统计学意义 ;图书馆焦虑 A EM

模型中一些重要的变量很可能被遗漏了 ,如阅读理

解力和词汇量可能会在模型中起重要作用 ,因为这

两个变量已经被证实能够预测图书馆焦虑[46 ] 。

未来关于图书馆焦虑的研究应该集中在 :测验

研究生层次的读者在进行信息查询过程中图书馆焦

虑所起的作用 ;评测图书馆焦虑对教育结果的作用 ;

开展图书馆焦虑的纵向研究 ,即研究人一生当中在

什么时候会开始出现图书馆焦虑现象。如果研究显

示 ,在小学结束或中学时期就开始出现图书馆焦虑

现象 ,我们图书馆的文献检索课或者图书馆焦虑理

论的教学可以提前到这些阶段 ,这样大学新生中出

现图书馆焦虑现象的比例会大大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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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ibrary Anxiety and Review of the Related Re search

Wang Xirong

　　Abstract : Many undergraduate and graduate st udent s experienced anxiety when utilizing library for re2
search. The p henomena have been studied for nearly 20 years in foreign count ry , but not in China so far .

After int roducing the concept of library anxiety , t his article analyses t he research met hod and summarizes

conclusions. It also p resent s t he rest riction of t he related research and gives suggestions on t he f urt her re2
search.

Keywords :Library Anxiety ; Library Anxiety Scale ; Anxiety2expectation Mediation of Library Anxiety

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