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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学生成绩与借阅行为关系的初步研究

——以重庆大学为例*

摘要：文章通过对重庆大学2008级的4个专业的借阅行为进行分析，揭示其与成绩的相关性，认为借阅

行为与成绩等级有较高相关性，成绩较好学生所借的图书种类广泛，但总体上与本专业的相关度较高，有效

支撑教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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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教育部2002年2
月21日颁发）第一章第一条规定：“高等学校图书馆是

学校的文献信息中心，是为教学和科学研究服务的学

术性机构，是学校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

分。”如何主动为教学和科研服务，并真正成为教学和

科研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一直以来都是大学图书馆

思考和实践的重点。

学生成绩是教学效果的最直接反映，图书馆是否

在其中起到积极作用？如果能用数据证明这一点，那么

一方面能够指导大学图书馆有针对性地开展支撑教学

的文献服务，另一方面可以通过预警机制，提醒学生尤

其是差生在学习过程中注意学习方式、方法。

本文仅通过读者借阅行为的数据分析，来证明与

学生成绩的关系。图书馆的借阅服务对学生学习有着

不可忽视的影响，国内已有学者对学生借阅数据进行了

研究[1-3]，其主要研究内容为读者的阅读倾向，而较少有

论文对学生成绩与借阅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笔

者以重庆大学为数据源，通过对重庆大学2008级的4个
本科专业的在校4年期间借阅行为进行分析，探究学生

借阅行为与其学业之间的相关性。

1 抽样方法与数据来源

根据重庆大学的专业建设情况和图书馆馆藏建

设实际，本文选择重庆大学各专业中具有一定存在历

史的专业学科，其中人文社科类专业和理工类专业各2
个。这四个专业分别是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简称“国

贸”）、工程管理专业（简称“工管”）；机械电子工程

专业（简称“机械”）、通信工程专业（简称“通信”）。

按学生成绩分为三个组别，组别的分类以成绩的优（A
组）、中（B组）、劣（C组）为依据，学生成绩分类以毕业

时评定的综合成绩评定为依据。参考教学评定标准，将

全体成绩从到低排序，成绩位于总体前10%的学生为A
组，成绩位于总体后10%的学生为C组，成绩位于总体

45%~54%的为B组。每个专业人数均超过100人，按比

例所取人数均按四舍五入取整，当组内人数大于10人
时，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确定10名学生参与统计。

本研究选取上述四个专业的样本学生，通过重庆

大学图书馆借阅系统进行数据采集。所采集包括：本科

四年期间的图书借阅总量；所借阅图书的类别。

2 数据分析与讨论

2.1 借阅量与学生学习成绩相关分析

为进一步分析高校学生成绩等级与借阅量的相关

关系，本研究提出两个研究假设，分别通过数据分析进

行检验：

假设I：对全体样本，不同成绩等级的学生的借阅

量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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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II：不同专业学生的借阅量之间的存在差异。

对于假设I，将上述数据通过SPSS软件进行统计分

析。根据布莱洛克等人的研究[4,5]，分类变量和正态分

布的连续变量可采用析因方差分析。本文中，不同专

业、不同成绩等级均为分类变量，学生借阅量为正态分

布的连续变量，因此适用上述分析方法。

不同成绩等级学生的借阅量数据描述与单因素方

差分析结果分别见表1和表2。

表1 不同成绩等级学生借阅数据描述

11.00

5.00

14.00

5.00

202.00

155.00

169.00

202.00

79.5344

66.3537

58.0485

72.2296

5.05048

4.81847

5.21657

2.98996

40

40

40

120

A

B

C

总数

成绩组别 N 均值 标准差 标准误
下限

极小值 极大值
上限

均值的95%置信区间

99.9656

85.8463

79.1515

84.0704

89.7500

76.1000

68.6000

78.1500

31.94205

30.47471

32.99246

32.75338

表2 成绩等级与借阅量的单因素方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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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1可知，A组学生的平均借阅量为89.75本，B组
学生平均借阅量为76.10本，C组学生的平均借阅量为

68.6本。借阅量的极大值出现在成绩评定为优的A组，

极小值出现在成绩评定为中的B组。从表2可知，不同

成绩等级组别的学生，他们在借阅量的均值上存在显

著统计差异，F=4.543，p=0.013（<0.05）。
对于假设II，不同专业学生的借阅量数据经过SPSS

软件分析后，其描述和方差分析结果见表3和表4。

表4 不同专业借阅量的单因素方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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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不同专业学生借阅数据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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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3可以看出，机械专业的平均借阅量为77.83
本，工管专业的平均借阅量为67.60本，国经专业的平均

借阅量为89.50本，通信专业的平均借阅量为77.66本。从

表2可知，基于单因素方差分析的结果，当取p<0.05时，

F=2.136，p=0.079，就借阅量的均值而论，不同专业学生间

不存在显著的统计差异；但如果取p<0.10，则存在显著的

统计差异。说明不同专业学生借阅量之间的差异可能存

在，但是需要进一步的研究，采集更多的样本才能确认。

为进一步考察专业和成绩等级对学生借阅量的影

响，本论文对上述数据进行方差的变量分析，分析结果

见表5和表6。
表6是以“专业”和“成绩等级”为因素进行双因素

方差分析的结果。该结果表明，不同专业和成绩等级之

间对于学生图书借阅量而言，不存在显著的统计交互

性。同时，就学生的图书借阅量的均值而论，不同专业

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取p<0.05）。然而，不同成绩等级

学生的图书借阅量均值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取p<0.05，
F=4.507，p=0.013）。

2.2 借阅图书的种类与学生成绩等级的关

系分析

对于不同专业而言，专业书籍的界定存在一定困难，

因此本论文采用按大类划分的原则，在中图分类法基础

上，对所有学生借阅图书的分类进行界定。其结果见表7。
从表7可以看出，从总体上看，文、理科学生，专业类

或与专业相关类图书借阅较多。但在文学及其他类书籍

（含历史、地理等）方面，理工科类专业学生所借阅图书

表6 主体间效应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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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主体间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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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量上反而较文科类专业学生多。外语类书籍（以应

试为主）在各类别学生的图书借阅类别中，均占有一定

比重。

从表7的数据可知，文学类书籍是受学生喜爱的图

书种类。不管是文科类专业还是理工类专业，学生借阅

总量最大的是“经济与管理”类图书，理工类专业学生借

阅量最大的是“自然科学与工程”类图书，从大的图书

种类来看，均可划为专业类图书。

就A组学生借阅图书种类而言，虽然A组学生人数占

总样本的33.33%，但除文学类书籍外，其余各类图书借

阅量占比均超过33.33%，表明A组学生的阅读兴趣较为

广泛。

3 结论与展望

从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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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文理科学生图书借阅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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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成绩等级较好学生的图书借阅量普遍较高而

且种类广泛，大量的阅读可能是他们取得好成绩的原

因。

（2）在借阅种类上，学生除了专业图书的借阅外，

还比较喜欢文学类图书和外语（以应试为主）类图书。

图书馆馆藏的丰富程度，对学生学习成绩有较为明显的

影响。图书馆在馆藏图书的配置上，应多配置专业类书

籍，以便有效地支撑教学工作。

对大学图书馆而言，就这个方向还有更多值得研究

和实践的必要性。一是可以利用学生借阅数据为学校的

教学改革和课程建设提供支撑，在统计分析的基础上，

研究相关性分析模型（“学情预警”），并将该模型集成

到图书馆业务管理系统中，每学期（或学年）对所有学生

的借阅行为进行统计分析，并将结果通报学院，以便对

一些学生有针对地教育和培训，提高其学习能力。二是

深入研究这些数据，按照不同的读者群分析对各类图书

的需求，构建指标体系，提供给资源建设部门参考，提高

图书采访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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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udents' Grades and Borrowing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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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analyzing the borrowing behaviors of four groups of students selected from different majors, the study revealed the results that students' borrowing 
behaviors and their grades were related: students with better grades borrowed more books at a wider range. The books they borrowed had a higher correlation with their 
majors. The results could provide effective supports for the teaching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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