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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校图书馆的心理健康服务对满足读者心理需求至关重要。 研究运用文献调研法、网络调查法,系
统对比美国“常春藤”高校和中国“双一流”高校图书馆心理健康服务现状,发现二者在建设心理健康信息资

源、建立疗愈空间、开展休闲阅读活动等方面存在共性,但在服务规划、内容侧重、实施方式和保障机制等方

面存在差异。 基于内容分析,研究提出强化定位、培养专业馆员、建设专题馆藏、建立疗愈空间、开展特定服

务、加强协同合作、构建服务支撑和评估体系等策略,以期为我国的相关服务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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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心理健康是个体认知合理、情绪稳定、行为适当

的完好状态[1] ,关系着人的成长与发展。 然而,研
究表明,高校师生的心理健康需求在增加,但相关技

能有待加强[2-3] 。 为促进师生心理健康,英国大学

图书馆讨论列表( UK
 

university
 

libraries
 

discussion
 

list,
 

LIS-SCONUL) 总结了图书馆可开展的服务范

围,包括创建休闲放松空间、提供数字健康支持、创
建休闲阅读馆藏以及开展其他休闲放松活动[4] ;美
国高校图书馆创建休闲放松空间和服务项目已成为

一大发展趋势[5] ;中国的山东第一医科大学图书

馆[6]率先开展阅读疗法服务。 高校图书馆的心理

健康服务早已不是新话题,如何提高服务水平值得

思考。
国外研究建议图书馆根据心理健康的不同维度

设计日常服务[7] ,采取积极措施[8] ,增加健康馆藏

和信息服务[9] ,设置健康科学馆员[10] 、积极学习空

间[11] ,推广减压互动活动[12-13] 。 研究发现,自新冠

疫情后,高校图书馆加强了心理健康服务的战略目

标[14] 。 此外,Bladek
 

M[15] 结合美国的服务案例,总
结了近十年来高校图书馆支持学生心理健康的服务

趋势和建议。 在中国,研究聚焦高校图书馆应用阅

读疗法促进心理健康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健康中

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背景下的心理健康服务

受到关注。 王春迎等[16] 、 李嘉超等[17] 、 黄红华

等[18]结合部分美国高校图书馆的心理健康实践分

析,提出了对我国高校开展心理健康服务的启示。
综上所述,高校图书馆支持读者心理健康的服

务功能已得到广泛认可,国外研究关注全方位、多维

度的支持性服务,国内研究聚焦阅读疗法服务,缺乏

对服务规划、服务细节、服务保障等整体视角的探

讨。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相关理论研究滞后

和实践发展不足的现状。 因此,本文拟通过对比中

美高校图书馆心理健康服务发展现状,分析各自特

色,总结优秀经验和不足,为我国相关服务提供启示。
1　 研究设计

基于高校的学术声誉、教育资源的综合性、图书

馆的投入与发展水平以及提供健康服务的成熟经

验,本文拟选取美国 33 所“常春藤”高校和中国 42
所“双一流”建设高校图书馆作为调研对象,通过对

二者进行调查分析,识别最佳实践经验,从而为中国

的相关服务提供借鉴。
本文采用文献调研法、网络调查法,通过系统检

索学术期刊、专业报告和高校图书馆官方网站等权

威资源,全面调研中美高校图书馆心理健康服务的

总体情况。 在此基础上,比较分析服务的共性与差

异;同时运用案例分析法,总结特色案例的成功经验

和不足,进而提炼服务启示。 调研时间截至 202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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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 日。
2　 中美高校图书馆心理健康服务现状调查

2. 1　 美国高校图书馆心理健康服务实践调查

经调查,现有 24 所“常春藤”高校图书馆开展

了以下心理健康服务,如表 1 所示(A1:宾夕法尼亚

大学图书馆;A2:哈佛大学图书馆;A3:耶鲁大学图

书馆;A4: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A5:康奈尔大学图

书馆;A6:波士顿学院图书馆;A7:弗吉尼亚大学图

书馆;A8: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图书馆;A9:

北卡罗来纳大学图书馆;A10:密歇根大学图书馆;
A11:纽约大学图书馆;A12:圣母大学图书馆;A13:
范德比尔特大学图书馆;A14:埃默里大学图书馆;
A15:莱斯大学图书馆;A16:斯基德莫尔学院图书

馆;A17:塔夫茨大学图书馆;A18:鲍登学院图书馆;
A19:卡内基梅隆大学图书馆;A20:里德学院图书

馆;A21: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联盟图书馆;A22:
戴维森学院图书馆; A23: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
A24:科尔比学院图书馆)。

表 1　 美国 24 所“常春藤”高校图书馆心理健康服务概况

机构

代码
服务类型 服务形式

机构

代码
服务类型 服务形式

A1 建立信息导航 建立日常休闲放松、认知重构专题

信息资源导航

创建健康休闲馆藏 建立并推荐日常放松、认知重构馆藏

建立疗愈空间 健康室,休闲室,冥想室

开展心理健康素养教育 设置健康科学馆员和课程,设立健康素

养俱乐部、健康素养月、心理健康月

提供休闲放松服务 “宾大健康行” “学习周” “健康星期

三和正念工作坊”

A2 提供休闲放松服务 租借游戏工具、户外运动装备,租
借 VR 设备和视频拍摄设备,组

织冥想活动、短篇故事创作

开展心理健康素养教育 研究人员自我关怀讲座,心理健康月

建立信息导航 编制有色人种心理健康信息资源

指南、休闲放松服务指南,建立黑

人和新冠疫情专题导航、鼓舞人

心和自我管理信息资源导航

创建健康休闲馆藏 编制并推荐休闲阅读书目

建立疗愈空间 休闲阅览室

A3 提供休闲放松服务 “学习周”“阅读周”服务

建立信息导航 减压资源指南

建立疗愈空间 健康室

创建健康休闲馆藏 建立并推荐休闲阅读书目

A4 提供休闲放松服务 “学习周”服务

A5 建立疗愈空间 休闲阅读空间,休息室

创建健康休闲馆藏 在休闲阅读空间摆放休闲阅读馆藏

开展心理健康素养教育 设置健康科学馆员

A6 提供休闲放松服务 “期末周”服务

建立疗愈空间 休闲阅读室

A7 创建健康休闲馆藏 推荐图画书

建立疗愈空间 艺术画廊,呼吸室,冥想和反思

室,植物餐厅

提供休闲放松服务 支持治疗犬拜访

A8 开展心理健康素养教育 开设学术课程,举办研讨会

提供休闲放松服务 “学习周”“毕设学习夜”“压力克星”服务

建立信息导航 设置健康校园资源导航

A9 提供休闲放松服务 “平衡周”“压力克星”服务

A10 建立疗愈空间 反思室,休息室,午睡区

建立信息导航 建立心理健康实用资源导航

提供休闲放松服务 开设正念冥想课,支持治疗犬拜访

A11 建立信息导航 新冠疫情心理健康支持导航,健康

科学馆员

A12 创建健康休闲馆藏 休闲阅读馆藏建设与推荐

建立信息导航 心理健康在线和馆藏资源导航,学
习压力管理指南

A13 建立信息导航 数字减压资源指南

A14 建立疗愈空间 祈祷室,冥想室

建立信息导航 性少数群体心理健康资源推荐

提供休闲放松服务 “学习周”“期末周”服务

A15 提供休闲放松服务 “学习周”服务

建立信息导航 发布气候变化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及应对建议和信息资源手册

A16 建立信息导航 健康与保健资源导航

A17 提供休闲放松服务 “减压周”“减压月”

开展心理健康素养教育 减压管理技巧科普

A18 建立疗愈空间 休息室(无障碍),女性休息室

提供休闲放松服务 “学习周” 服务, “ 诗歌月” “ 诗歌

周”“洞穴日”系列活动

A19 开展心理健康素养教育 心理健康月

提供休闲放松服务 “学习周”服务

A20 提供休闲放松服务 “学习周”服务

A21 建立疗愈空间 休息室

提供休闲放松服务 “夜猫子”活动

A22 建立信息导航 心理健康资源指南

建立疗愈空间 非学术性放松空间

提供休闲放松服务 创意游戏

A23 提供休闲放松服务 “学习周”服务

建立信息导航 心理健康政策研究指南

建立疗愈空间 反思室

A24 建立信息导航 自我保健专题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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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1　 创建健康休闲馆藏

美国高校图书馆围绕情绪、智力、身体、社交和

精神健康等维度构建健康休闲馆藏,涵盖压力管理、
大学适应等主题,有效丰富了心理健康服务的信息

资源储备。 通过专业化的馆藏建设,图书馆鼓励读

者通过阅读提升心理认知。 例如,宾夕法尼亚大学

图书馆提供日常压力释放和认知重构的馆藏,帮助

学生管理学业压力。 哈佛大学图书馆推荐阅读小说

和漫画,支持读者寻求情感共鸣与释放。 图书馆试

图为读者创造一个通过阅读实现情感自我调节、提
升心理韧性的文化环境。
2. 1. 2　 提供休闲放松服务

在“学习周” 期间,图书馆提供茶歇、游戏设备

租借服务,鼓励读者练习冥想、与动物互动,延长服

务时间,以及开设手工体验课。 宾夕法尼亚大学图

书馆开展了全校范围内的健康计划———“宾大健康

行”;耶鲁大学图书馆按照多元化发展战略开展健

康和保健服务,在“阅读周”期间开展瑜伽、涂色等

活动。 这些服务体现出图书馆致力于塑造包容和多

元的社区环境。
2. 1. 3　 建立疗愈空间

美国高校图书馆积极建立多功能休闲疗愈空

间。 宾夕法尼亚大学工程图书馆与学校公共卫生倡

议中心合作设置了休息室,配备降噪椅、压力球等设

施;耶鲁大学在 2023 年改造了莫尔斯健康室,提供

着色、光疗仪器等工具,鼓励读者在此冥想;哥伦比

亚大学的巴特勒图书馆在考试期间指定临时放松区

域供读者使用,后将此区域改建为反思室;密歇根大

学图书馆设置了午睡区,提供懒人沙发和半封闭躺

椅供读者休息。 这些空间注重利用环境布局、辅助

设施、移动装饰等营造舒缓的物理环境。
2. 1. 4　 建立信息导航

美国高校图书馆重视提供心理健康信息服务。
哈佛大学图书馆在新冠疫情期间建立了黑人自我关

怀信息资源专题导航;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

图书馆创建了健康校园资源导航,介绍图书馆及校

园内的各类服务资源;耶鲁大学图书馆建立了减压

资源指南;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建立了心理健康政

策专题研究指南。 此外,数字健康服务的兴起使这

些图书馆积极扩展其服务范围,如范德比尔特大学

图书馆成立了数字实验室,创建了数字减压指南,整
合了在线课程与学习资源,馆员还借助应用程序举

办在线互动减压活动,提升读者的数字健康素养,为
心理健康服务增添新维度。

2. 1. 5　 开展心理健康素养教育

美国高校图书馆在心理健康素养教育方面采取

了积极措施。 卡内基梅隆大学图书馆等响应美国精

神疾病联盟 ( National
 

Alliance
 

on
 

Mental
 

Illness,
 

NAMI )、 美 国 心 理 健 康 协 会 ( American
 

Mental
 

Hygiene
 

Association,
 

AMHA) 和国家心理健康研究

所( 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
 

NIMH) 的倡

议,将每年的 5 月定为心理健康月,进行健康科普与

宣传;宾夕法尼亚大学和康奈尔大学图书馆的健康

科学馆员通过与读者互动,提供个性化支持和指导;
哈佛大学图书馆的研究人员自我关怀讲座与加利福

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图书馆的研讨会,均强调在高

压学术环境下,关注研究人员心理健康的必要性。
2. 2　 中国高校图书馆心理健康服务实践调查

经调查,现有 37 所“双一流”建设高校图书馆

开展了以下心理健康服务,如表 2 所示(B1:北京大

学图书馆;B2: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B3:清华大学

图书馆;B4: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图书馆;B5:北京理

工大学图书馆;B6:中国农业大学图书馆;B7:北京

师范大学图书馆;B8: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B9:南
开大学图书馆;B10:天津大学图书馆;B11:大连理

工大学图书馆;B12:吉林大学图书馆;B13:哈尔滨

工业大学图书馆;B14:复旦大学图书馆;B15:同济

大学图书馆;B16: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B17:华东

师范大学图书馆;B18:南京大学图书馆;B19:东南

大学图书馆;B20:浙江大学图书馆;B21:厦门大学

图书馆;B22:山东大学图书馆;B23:武汉大学图书

馆;B24:华中科技大学图书馆;B25:中南大学图书

馆;B26:中山大学图书馆;B27:四川大学图书馆;
B28:重庆大学图书馆;B29: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
B30:兰州大学图书馆;B31:国防科技大学图书馆;
B32:东北大学图书馆;B33:郑州大学图书馆;B34:
湖南大学图书馆;B35:云南大学图书馆;B36:西北

农林科技大学图书馆;B37:新疆大学图书馆)。
2. 2. 1　 开展阅读疗法服务

阅读疗法是以文献为媒介,将阅读作为手段,使
读者通过对文献内容的学习、讨论和领悟,养护或恢

复身心健康的一种方法[19] 。 北京大学图书馆等依据

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工作委员会阅读与心理健

康分委员会研制、推荐的《面向大学生的常见心理困

扰对症书目》开展讲座、导读服务等系列活动,普及阅

读疗法知识,阐明疗愈原理,指导读者选择和阅读书

籍,以此缓解读者心理困扰,彰显图书馆开发、利用疗

愈系列资源,支持心理健康发展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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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中国 37 所“双一流”建设高校图书馆的心理健康服务概况

机构

代码
服务类型 服务形式

机构

代码
服务类型 服务形式

B1 开展阅读疗法服务 对症书目推荐及系列活动

B2 揭示疗愈专题馆藏 主题书目推荐

B3 举办主题阅读推广活动 毕业季心理健康专题书展,专家讲座

揭示疗愈专题馆藏 新冠疫情心理适应主题书目推荐和移

动阅读服务、心理学数据库使用指南

B4 举办主题阅读推广活动 新生心理健康、学业规划主题书展

B5 开展阅读疗法服务 对症书目推荐及系列活动

举办主题阅读推广活动 读书分享会,心理健康讲座

揭示疗愈专题馆藏 主题书目推荐

B6 举办主题阅读推广活动 心理健康宣传体验活动

B7 揭示疗愈专题馆藏 主题书目、心理学数据库推荐

举办主题阅读推广活动 主题书展,讲座

建立疗愈空间 103 疗愈空间

B8 揭示疗愈专题馆藏 新冠疫情期间心理建设书目、新生心

理健康书目、考试周减压书目推荐

B9 揭示疗愈专题馆藏 主题书目推荐

建立疗愈空间 音乐小站

B10

揭示疗愈专题馆藏 主题书目推荐

举办主题阅读推广活动 心理文化产品创意设计大赛,减压疗

愈物艺术品设计活动,绘 “ 声” 绘

“色”插画活动,漫画创作,拼贴画艺

术沙龙,绘本阅读,心理电影放映,微
电影放映,心理学纪录片展播,心理

学教育体验活动,主题书展

开展阅读疗法服务 对症书目推荐及系列活动

B11 举办主题阅读推广活动 线上书展

揭示疗愈专题馆藏 主题书目推荐

B12 揭示疗愈专题馆藏 主题书目推荐

举办主题阅读推广活动 主题书展

B13 揭示疗愈专题馆藏 新冠疫情心理适应主题书目推荐和

移动阅读服务

建立疗愈空间 解压体验室

B14 举办主题阅读推广活动 共读活动和读书分享会,专家讲座

揭示疗愈专题馆藏 主题书目推荐,心理健康信息检索竞赛

特色减压服务 期末季减压放松服务

建立疗愈空间 医科馆体感游戏空间

B15 揭示疗愈专题馆藏 主题书目推荐

举办主题阅读推广活动 情绪健康讲座,读书分享会,心理健

康书目导读

B16 举办主题阅读推广活动 荐书视频与书评征集

揭示疗愈专题馆藏 主题书目推荐

开展阅读疗法服务 对症书目推荐及系列活动

建立疗愈空间 划分休闲阅读区域

B17 揭示疗愈专题馆藏 新冠疫情心理适应主题书目推荐和

移动阅读服务

建立疗愈空间 划分休闲区和阅读区

开展阅读疗法服务 表达性艺术疗法主题书展

举办主题阅读推广活动 书评征文,读书分享会,共读活动,
专家讲座,主题书展

B18 揭示疗愈专题馆藏 新生心理健康和大学规划书目推荐

建立疗愈空间 划分休闲区和阅读区

B19 揭示疗愈专题馆藏 主题书目推荐

举办主题阅读推广活动 读书分享会,专家讲座,主题书展

B20 揭示疗愈专题馆藏 主题书目推荐

B21 建立疗愈空间 休闲阅读区

揭示疗愈专题馆藏 主题书目推荐,专题书架

开展阅读疗法服务 对症书目推荐及系列活动

举办主题阅读推广活动 读书分享会,禅绕画体验课

B22 揭示疗愈专题馆藏 主题书目推荐,新冠疫情心理适应

书目推荐

建立疗愈空间 “减压角”
B23 开展阅读疗法服务 对症书目推荐及系列活动

举办主题阅读推广活动 主题书展

B24 揭示疗愈专题馆藏 主题书目推荐

B25 揭示疗愈专题馆藏 主题书目推荐

开展阅读疗法服务 音乐疗法介绍

B26 开展心理健康素养教育 知识论坛

揭示疗愈专题馆藏 主题书目推荐

举办主题阅读推广活动 主题书展,专家讲座

开展阅读疗法服务 对症书目推荐及系列活动

B27 开展阅读疗法服务 对症书目推荐及系列活动

建立疗愈空间 沐心小屋

开展心理健康素养教育 心理健康培训

B28 揭示疗愈专题馆藏 主题书目推荐

开展心理健康素养教育 压力管理课程

B29 举办主题阅读推广活动 主题书展,影展读书分享会,书评征文

揭示疗愈专题馆藏 主题书目推荐

B30 举办主题阅读推广活动 读书分享会,专家讲座

揭示疗愈专题馆藏 主题书目推荐

B31 举办主题阅读推广活动 专家讲座,主题书展

揭示疗愈专题馆藏 主题书目推荐

B32 揭示疗愈专题馆藏 缓解考试压力书目推荐

开展阅读疗法服务 音乐疗法推荐

B33 举办主题阅读推广活动 书评征文,专家讲座

揭示疗愈专题馆藏 缓解考试压力书目推荐

建立疗愈空间 太空休息舱

B34 举办主题阅读推广活动 主题书展

揭示疗愈专题馆藏 缓解考试压力书目推荐

举办主题阅读推广活动 专家讲座

B35 揭示疗愈专题馆藏 新冠疫情心理适应主题书目推荐

开展心理健康素养教育 心理健康知识论坛

B36 举办主题阅读推广活动 主题书展,读书沙龙,读书会,专家讲座

开展阅读疗法服务 对症书目推荐及系列活动

B37 特色减压服务 瑜伽、冥想、普拉提、舞蹈、手工编

制课

揭示疗愈专题馆藏 缓解考试压力书目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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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2　 揭示疗愈专题馆藏

除了日常推荐“自我与成长” “情绪情感”等主

题书目,厦门大学图书馆设立心灵书目专架,由馆员

采选疗愈系书目,创建专题馆藏资源。 东南大学图

书馆也组建专题书架,集中陈列心理健康馆藏。 复

旦大学图书馆的检索竞赛指引读者获取有价值的心

理健康资源。 值得一提的是,在新冠疫情期间,清华

大学等图书馆积极推荐心理适应主题书目并提供移

动阅读服务。
2. 2. 3　 建立疗愈空间

调查发现,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在教育学分馆

建立减压空间;哈尔滨工业大学设有解压体验室,摆
放减压玩具和舒适座椅供读者使用;南开大学图书

馆打造了音乐小站;复旦大学图书馆的医科馆开辟

体感游戏空间;山东大学图书馆的“减压角”摆放绿

植和温馨装饰品;四川大学图书馆的沐心小屋陈列

疗愈书籍,支持开展读书分享会等活动。 同时,华东

师范大学和南京大学图书馆重新划分阅读区和休闲

区,并在不同区域分别配置座椅、沙发,鼓励读者在

学习间隙休闲放松。
2. 2. 4　 举办主题阅读推广活动

围绕心理健康主题,北京理工大学图书馆举办

线下和线上相结合的阅读分享活动;北京航空航天

大学举办新生心理健康书展;天津大学图书馆举办

心理文化产品创意设计和积极心理体验活动。 阅读

分享会、主题书展不仅引导读者利用心理健康资源,
还应用“分众阅读” “分时阅读”理念传递“阅读有

益”的价值观,促进泛阅读疗愈文化的形成。 创意

疗愈体验活动通过创新服务形式吸引读者参与,积
极营销图书馆支持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良好服务

形象。
 

3　 中美高校图书馆心理健康服务比较分析

调研发现,中美高校图书馆均建设心理健康信

息资源、创设疗愈空间、开展休闲阅读活动,但在服

务规划、内容侧重、实施方式和保障机制等方面存在

差异。 为深入理解这些差异及其背后的服务理念与

模式,参考高校图书馆心理健康服务研究领域代表

性学者 Cox
 

A 与 Brewster
 

L[20] 提出的有效服务模

型,结合图书馆“要素说”理论,从以下几方面展开

分析。
3. 1　 服务规划与定位比较

在哈佛大学[21] 、耶鲁大学[22] 图书馆的战略规

划中,营造归属感、提升包容性以及关注少数群体发

展成为重要目标。 宾夕法尼亚大学图书馆成立了多

样性工作小组,负责领导健康服务[23] 。 美国高校图

书馆以提供心理支持为起点,通过有意识地制定健

康休闲计划、改造健康空间、为弱势群体提供健康信

息服务和设置心理健康宣传月,重构服务定位。
相比之下,中国高校图书馆在心理健康服务规

划方面存在不足。 尽管近年来,提供心理健康服务

的图书馆逐渐增多,心理健康成为文献资源推介的

一大主题和阅读推广活动的创新方向,图书馆支持

相关资源的获取与利用,并改造体验空间,但心理健

康服务尚未纳入服务规划,其重要性未得到充分

体现。
3. 2　 服务资源与推广比较

以哈佛大学为代表,图书馆尝试推荐休闲阅读

馆藏,设置休闲阅览室,编制休闲阅读书目,以便读

者获取更多馆藏资源。 以耶鲁大学为代表,图书馆

建立专题导航,整合与推荐不同类型和来源的健康

信息资源,同时尝试编制心理健康研究指南,以支持

深度的定题研究。 这些服务以传统与创新相结合的

方式,为读者提供全面的健康信息支持。
相较之下,中国高校图书馆更加倾向于为读者

推荐多主题、普适性的心理健康主题书目,并策划阅

读推广活动,引导读者利用馆藏资源。 这些举措虽

有助于读者获取文献信息,但未能有意识地拓展资

源覆盖范围,也未能充分利用现有的数字资源和技

术手段,提供便捷获取途径和定题研究服务,难以保

障读者获取信息的全面性和准确性。
3. 3　 服务内容与特色比较

“学习周”期间的特殊服务是美国高校最常见

的心理健康干预措施,休闲放松活动与专业的心理

健康知识和技能教育的结合表明图书馆渴望解决学

习和科研压力对读者造成的困扰,并将其视为所有

健康计划的优先事项,使图书馆成为既能满足高强

度学习需求,又能提供放松环境的综合性场所。 表

面上,图书馆将很多看似与学习不相关的体验活动

纳入日常服务,实际上,这些体验提供了情感连接和

社会支持,满足了读者的社交和娱乐需求。
在中国,图书馆的心理健康服务主要体现在阅

读疗法服务、一般性心理健康书目推荐和主题活动

的策划上。 虽然一些高校图书馆通过书展和读书会

等吸引读者参与活动,但其服务目的以揭示并推荐

馆藏资源为核心,未涉及深度的心理健康素养教育;
而且服务形式缺乏创新,只有个别图书馆提供互动

放松和减压的娱乐活动,放松、社交、娱乐支持类的

服务相对匮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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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服务空间与功能比较

美国高校图书馆建设休闲空间的举措包括:在
现有空间举办与心理健康相关的活动;临时分配空

间用于与健康相关的服务;重新划分和设计休闲区

域和阅读区域,更换设施,实现改善空间体验的目

标。 通过利用和改造休闲空间,图书馆空间不再局

限于传统的阅读和学习功能,其休闲放松功能得到

了拓展。
与之对应,中国高校图书馆也开始进行空间改

造。 一方面,划分休闲功能区,为师生提供休憩场

所;另一方面,在专门的疗愈空间内,增添绿植、艺术

装饰、舒适家具及疗愈书目等元素。 这些举措表明

图书馆对读者放松需求的重视与回应。
由此可见,中美高校图书馆都认识到创建舒适

物理环境的重要性,但相较于多数中国高校对舒适

阅读空间的追求,美国高校更注重探索空间娱乐放

松、休息和社交功能的融合。
3. 5　 服务人员与合作比较

美国高校图书馆积极寻求合作开展专业服务。
北卡罗来纳大学图书馆的“平衡周”服务与校园健

康服务组织进行合作[24]
 

;“宾大健康行” 由图书馆

和公共卫生倡议中心共同主导,得到教务长办公室、
健康部等的支持[25] ;塔夫茨大学图书馆与学生心理

健康服务部共同举办“减压月” [26] 。 这些合作进一

步凸显图书馆在提供心理健康服务中兼具贡献者和

中介者双重角色。
在中国,复旦大学图书馆邀请心理健康咨询师

开展情绪管理讲座[27] ,四川大学图书馆的沐心小屋

由学科馆员与心理中心合作运营[28] 。 这些合作丰

富了心理健康服务的人员配置,提升了工作人员的

专业性,但也反映出中美高校在心理健康服务上普

遍存在人员匮乏的问题。
3. 6　 服务评估与保障比较

美国高校图书馆的心理健康服务离不开专业的

评估标准和服务保障。 以心理健康月活动为例,在
美国精神疾病联盟等组织的倡议下,多家图书馆规

划开展此类服务。 这些组织提供标准化工具包[29] ,
包括资源目录、活动策划[30] 和专业人员指导[31] ,为
图书馆开展心理健康服务提供专业指导和外部支

持。 与此同时,多个以校园健康为核心的专业组织

和项目共同构成心理健康服务的评估体系,其中包

括“将理论付诸实践” ( Bringing
 

Theory
 

to
 

Practice,
 

BT2P)项目,美国大学健康协会( American
 

College
 

Health
 

Association,
 

ACHA)及其制定的《健康校园框

架》(The
 

Healthy
 

Campus
 

Framework)和实施的国家

大学健康评估调查( ACHA-National
 

College
 

Health
 

Assessment,
 

ACHA-NCHA)等。
此 外, 美 国 图 书 馆 学 会 (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ALA) 设置专栏介绍阅读疗法理论[32]

和心理健康核心资源目录[33] ,其下属部门公共计划

办公室运营的“项目馆员( Programming
 

Librarian)”
网站及时更新图书馆开展相关服务的动态,方便全

国的馆员随时获取服务范例和工具包[34] 。 ALA 参

考和用户服务协会 ( Reference
 

and
 

User
 

Services
 

Association,
 

RUSA) 编制的“健康和医疗参考指南

(Guidelines
 

on
 

Health
 

and
 

Medical
 

Reference)”为馆员

更高效地回应健康或医学相关资讯提供了指导,鼓
励馆员积极推进健康馆藏建设,积极参与继续教育

以获得健康服务知识[35] 。 这些专业建议和参考资

源,为馆员提供了有价值的实用策略。
在中国,国家卫生计生委、中宣部等 22 个部门

共同印发的《关于加强心理健康服务的指导意见》
提出要“重视提升大学生的心理调适能力” [36] ;《国

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的通知》提及高校要

完善学生心理健康服务体系[37] ;教育部等 17 个部

门印发了《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

作专项行动计划(2023—2025 年)》,旨在全面加强

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提升学生心理健

康素养[38] 。 同时,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工作委

员会阅读与心理健康分委员会集中研制的心理健康

对症书目[39]和组织的学术研讨会[40] 为各图书馆的

心理健康服务提供了指导。 尽管这些政策文件为图

书馆开展服务提供了政策框架和需求型工具,有助

于促进服务发展,但未能解答关于心理健康服务策

略、人才支撑、规范标准和监督评价等方面的支持性

问题。 由此可见,相关政策制定比较滞后,相关专业

支撑体系还不完善。
4　 我国高校图书馆心理健康服务的启示

研究发现,美国高校图书馆强调心理健康服务

的综合支持和系统规划,形成了独特的服务模式。
中国高校图书馆的尝试具有积极意义,但仍面临诸

多挑战。 首先,缺乏系统规划,部分图书馆未充分认

识到心理健康服务的重要性,导致主动服务意识淡

薄。 其次,资源建设滞后,心理健康专题馆藏和导航

服务不足。 此外,休闲空间的功能分区和管理标准

尚待探索;专业人员短缺问题普遍存在;当前服务活

动形式单一;缺乏评估支撑体系和合作转介机制,未
能充分整合资源和服务。 笔者认为,我国高校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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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可从以下几方面提升服务水平。
4. 1　 强化心理健康价值定位适应可持续发展目标

随着全球范围内心理健康问题日益严重,美国

高校图书馆已将心理健康服务融入其核心功能,通
过战略规划满足读者心理需求,明确自身作为心理

健康支持者的角色定位。 而中国高校图书馆由于缺

乏明确的服务目标与统一的价值认同,导致其服务

的实际效果与社会预期存在较大差距。 图书馆作为

不断发展的有机体,理应适应读者需求的变化,发挥

信息服务和知识服务的固有功能,对读者的健康发

展产生积极影响,成为读者自我管理和身份认同的

重要推动者,以及与其他服务机构之间的联系者和

转介者。
4. 2　 培养专业馆员识别读者心理健康需求

在提供心理健康服务时,馆员介入式的互动相

较于单纯的信息服务更能体现图书馆的人文关怀和

情感支持。 在实践中,不论是减压体验还是创意活

动,都能看到健康科学馆员的身影,但不可否认,由
于心理健康支持是一项新兴的、特别的服务,专业服

务人员匮乏的问题普遍存在,与专业组织和人员合

作开展服务依然是现阶段心理健康服务的主要方

式。 因此,图书馆有必要培养专业馆员,识别并满足

读者的心理健康需求。
4. 3　 建设专题馆藏资源和导航形成服务依托

资源是开展服务的基础。 然而,囿于资源数量

和质量、宣传方式和馆员的专业素养,图书馆推介的

心理健康信息资源可能无人问津。 不仅如此,馆员

对读者利用资源的方式和偏好还不甚明晰,读者是

否愿意使用带有心理健康问题标签的资源仍有待进

一步论证。 因此,图书馆应根据读者心理需求的复

杂性以及目标读者阅读基础、阅读习惯的差异性,制
定长期资源建设策略,扩大疗愈类资源的采选范围,
提供便捷的检索途径,提高资源的可利用性和访问

率,并在此基础上,设置资源导航,以方便读者获取

更全面的信息服务。
4. 4　 建立疗愈空间引导读者休闲放松

在空间设计上,美国高校图书馆普遍注重建立

放松的物理空间,以提升读者的心理舒适度。 我国

高校图书馆也逐步推进空间改造,建立疗愈空间,提
供减压工具,陈列疗愈类图书,打破心理健康主题资

源按学科分类的传统框架,并指定休闲区域,鼓励读

者随时放松和休息。 然而,由于起步较晚,目前建立

疗愈放松空间的图书馆还较少,且功能单一,开放管

理还不够细化。 将图书馆定位为与幸福体验和舒缓

放松相关的活动场所,这一点至关重要。
4. 5　 举办特定服务促进休闲疗愈

图书馆开发特色服务改善读者的入馆体验,是
最直接和最主要的服务方式。 我国一些高校图书馆

开展了以心理健康为主题的读书会、书展等阅读推

广活动,但现有服务同质化严重,缺乏创新,活动频

次低,未能形成常态。 而且,一些服务依赖个别图书

馆和馆员的主动尝试,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因此,
图书馆可以尝试创建休闲阅读馆藏,提供信息导航

和专题介绍,帮助读者获取并利用健康信息资源;规
划放松空间,创新减压活动。 每一项服务都旨在提

升读者幸福感,这应成为图书馆开展相关服务的核

心出发点。
4. 6　 通过协同合作提供转介服务

高校图书馆提供心理健康服务并非一蹴而就。
一方面,放松和幸福等主观情绪难以被准确描述;另
一方面,图书馆的服务举措对读者心理状况的影响

难以量化。 此外,图书馆在提供服务时,不可避免地

面临专业人员不足和经验欠缺的问题。 因此,合作

是深化服务最有效的途径。 图书馆与专业团队合

作,将有可能获得经费、管理等方面的支持,深化对

心理健康服务的理解;与学生组织等合作,共享服务

体验,利用反馈来改进服务,能更好地了解学生的需

求,从而为读者推荐更合适的服务。
4. 7　 构建服务支撑和评估体系

长期以来,我国高校倡导心理健康教育和宣传,
偏重心理咨询和技术干预,致使图书馆等非主体责

任单位参与服务意识淡薄,定位模糊。 加之资金、空
间、人力等的不足,图书馆缺乏必要的服务基础,心
理健康服务局限于信息服务层面。 同时,由于政策

导向不足、评估标准不明,图书馆难以把握服务内容

和重点,导致服务难以有效开展。 因此,必须明确图

书馆在心理健康服务中的价值定位,并落实人员配

置等必要保障。 此外,当图书馆试图通过增加服务、
空间和项目来向读者提供心理健康服务时,明确的

服务框架和精心设计的评估标准是确保服务顺利进

行的关键。
5　 结语

总之,读者的心理健康需求日益强烈,高校图书

馆具有资源、空间和服务优势,能够提供开放、包容

的支持服务。 研究通过对中美高校图书馆心理健康

服务的调查和比较,从战略性、适应性、合作和发展

的角度,分析了我国高校图书馆心理健康服务的不

足,并提出了发展启示,可为高校图书馆制定心理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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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服务战略、优化资源配置、建立跨部门合作机制提

供参考。 但囿于样本选择、调查方法和分析维度,文
章仍存在一定局限。 期待未来有更多研究关注这一

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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