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4期

引言
图书馆工作相对繁复，难免会有馆员觉得单调

和枯燥，从而觉得没有意思，觉得工作没有幸福感

可言。那么，馆员职业幸福感会对图书馆服务带来

什么影响呢？现状下图书馆员职业幸福感的缺失

原因又是什么呢？如何让图书馆员体会到职业幸

福感，从而拥有良好的服务心理，也是现如今图书

馆工作需重视的一项任务。

1 图书馆员职业幸福感与图书馆服务心理的
关联
1.1 图书馆员职业幸福感的意义

职业幸福感是指主体在认知和情感上对现在

的自我职业状态和周围环境的内在认可。需要在

工作中基于对幸福的正确认识，通过不懈的努力去

实现自身和谐发展和职业理想而产生的一种自我

愉悦和满足的生存状态。

图书馆员的职业幸福感是指馆员在工作过程

中产生的对图书馆环境是否满意和觉得舒适，觉得

馆内气氛是否融洽和谐等，也包括馆员是否认为在

图书馆工作能够实现自我价值，由此产生的心情愉

悦感。有职业幸福感的人会在工作中保持好的心

情状态，从而无形中提高工作效率。而感受到职业

幸福感的程度也有着很多差别，因为幸福感是一种

心理感受，常会因人而异，能否有职业幸福感也与

职员的心理状态有着直接的关系。

1.2 图书馆员职业幸福感对服务心理的影响

图书馆员若没有职业幸福感，就会在多方面表

现出对工作的倦怠性。而图书馆的工作以服务为

主，若情绪难以调节和控制，就没法正常与读者沟

通，在说、听、写的交流过程中就会产生一系列的冲

突和缺憾。

图书馆员没有职业幸福感，就没法在平时的工

作中保持恬静、开朗和乐观的心境，没有自控性和

反应性，会把工作当成机械化程序式进行，也可能

把不良情绪带到工作中随意发泄。比如馆员会在

工作中遇到读者违反借阅规则，在需要进行罚款的

情况下，常会有不服气的读者，若馆员本身就对这

个职业存在一定成见，就很容易引发正面冲突。这

样的馆员在服务心理上无法做到情绪的自控，就会

引发读者的不满，从而改变对整个图书馆的好感

度。

图书馆员没有职业幸福感，就会下意识觉得自

己没有社会地位，只是做一种服务工作，因而缺少

自信心。在工作中就会无精打采，没有职业积极精

神面貌，长期以往，就会对这份工作产生厌倦心理，

在工作中自然就会产生敷衍了事，得过且过的服务

心态。

2 图书馆员职业幸福感缺失的原因现状
2.1 自我效能感较低导致了图书馆员的职业倦怠心

许多人认为图书馆的工作很轻松，没压力。其

实随着图书馆的网络化、数字化和自动化后，对图

书馆员的综合素质和知识结构都提出了更高要

求。这样就需要馆员不但有图书馆情报专业知识，

还要了解更多学识。因为图书馆的服务不再是简

单的借还书本，而是需要多层次来满足信息时代的

知识服务。

但图书馆员长期在馆内这样的封闭状态下工

作，对于飞速发展的现代化会感受到力不从心。这

样便会产生大的工作压力，觉得自身适应不了快速

发展的现状，就会产生紧张焦虑情绪，从而对这份

工作的前景失望，也没有自身价值的成就感。长此

以往，馆员就会失去工作热情和动力，产生消极的

得过且过心态。这样的自我效能感降低后，伴着对

这份职业的失望，馆员自然无法产生职业幸福感。

2.2 社会地位的不被认可导致图书馆员敬业精神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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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之一，起着信息导航、知识服务和文献检索的重

要作用，为提高教育质量和科研水平有着不可磨灭

的贡献。可图书馆在校类的部门划分却成了辅助

类，相对来说，图书馆员待遇便列入了低端，成了高

校内部的低收入者。

且很多读者也对馆员存在偏见，认为是一种

简单又低层次的借阅纪录工作。但真相却是因为

图书馆藏书多，工作跟科学科研有关，有着技术性

和繁复性。这些后台的工作读者看不见，所以使

得对馆员的认可不大。使得很多图书馆员得不到

尊重，从而精神状态处于没有自信和自暴自弃的

状态，自然会影响敬业精神，也自然没有职业幸福

感可言。

2.3 工作环境影响了图书馆员的身心幸福感

图书馆大多是人员流动性比较大的空间，但相

对又是封闭的场所，很容易受空气污染。而馆内因

为收藏太多，普遍都带有细菌、葡萄菌、寄生虫和蜡

虫。而印刷有油墨的资料含有苯和铅之类的有毒

成份，会散发着有毒气味。而电子化和数字化加多

了计算机的使用，这就带来了电子辐射。这些环境

影响和室内工作一般都会无规律，导致很多馆员患

上种种职业病，严重影响馆员的身心健康和职业幸

福感。

2.4 价值观和重复的工作状态导致馆员没有了职业

激情

图书馆的地位日趋重要，它的服力性主导地位

一直未变，且一直还在加强。图书馆服务项目越来

越复杂，馆员要抢演的角色就越来越多样化，比如

“信息导航员”、“信息顾问”、“系统管理员”等，在技

术专业和价值性质方面也在要求不断提升。但在

市场经济的冲击下，部份馆员也无法抵抗物质金

钱、名利权力等方面的诱惑，因而不能好好把握人

生价值观，因为潜意识偏重强调个人的价值，心理

上就严重失衡了，从而产生强烈的不满和愤世的情

绪。

也有一些馆员会拿自己的现有地位和收入去

跟亲朋好友比较，从而觉得低人一等，这就产生了

角色价值观与图书馆员个人价值观的冲突，最终让

他们对自己的所处地位和职位失望。且图书馆的

工作年复一年的重复借阅、归还、整理、采购、验收、

分类和编目等工作。这让好多馆员因此麻木不堪，

从而失去职业激情，更无幸福感可言。

3 图书馆员提升职业幸福感的途径
幸福感更多地表现为价值感，是需要得到满

足，潜力需要得到发挥等。而图书馆员的职业幸福

感决定了他们的服务心态，如果总是缺失职业幸福

感，会导致馆员的情绪出现诸多问题。严重的甚至

会引起抑郁焦虑、自悲等不良状态。所以，提升图

书馆员的职业幸福感是一项需要重视的任务。

3.1 认可图书馆员的职业价值

无论哪一个岗位，都有着他独特的重要性只是

分工不同而已，所以知道自己的社会角色重要性是

有必要的，也是提升馆员幸福感的前提。

图书馆员应该了解自己岗位的真正价值，对读

者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对社会有着什么样的意义。

图书馆的存在，是对人类精神生活和教育事业起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的，有着它独特的现实价仠。因此

图书馆员职业不但有重要的社会价值，也表示馆员

会具有一定的高深学问，否则是无法胜任馆内那些

庞大繁复的工作的。这是一个有尊严的职业，他们

对社会承担了提供资料和知识的义务和职责，是一

种传播和支持知识文明的有意义行为。

而幸福感是一个追求状态，是心灵的不断成长

和汲取周围的美好事物的过程。面对社会里种种

诱惑时，图书馆员应该高扬起心中的那个风帆，坚

信自己的工作重要性和职位责任感。从而改变心

态和价值观，这样无论在哪个岗位，都可以创造并

拥有职业幸福感。

3.2 发展专业素养实现自我价值

这是个不停发展的知识经济时代，图书馆则是

一个巨大的知识宝库，而图书馆员在工作之余可以

充分利用馆内有利资料文献自主学习，在提升了专

业知识的基础上全面发展，促进馆内工作的熟练性

和专业性。只有自身的不断发展，才能为社会创造

更多精神和物质财富。馆员的专业知识和自身素

质日渐加强后，就会增加在工作中的自豪感和幸福

感。在平时工作时遇到任何问题，馆员都会因为自

身素养过硬，所以能全局掌控和运转，也会将平时

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工作实践中去。工作一旦得心

应手，馆员的心情自然会相对愉悦轻松起来。

而知识的消化和学习也跟道德行为有着关联，

道德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幸福感的体验和感

知。如果馆员缺乏道德范导，就会导致情绪和行为

的放纵，容易在形形色色的社会里迷失掉自我。图

书馆收入相对微薄，这需要馆员能从工作里体会到

欢乐，心系读者和知识的传递职责，心无杂念的立

于浮世之上，有着崇高的奉献精神。如果馆员热爱

馆内事业，忠于这个职责，就会产生更多职业幸福

感。

当馆员能在工作中找到乐趣和自我时，就会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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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完善地系统地去学习专业知识，努力充实自身。

而人本主义认为，自我实现是人的最高精神需要，

做为图书馆员，他们也会有很强烈的需求，如果他

们能通过知识的不断增长，素养的不断提高，就能

在发挥自身优势和专业服务过程中找到自信心，从

而去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有了精神上的追求和自

信，就能从这份职业里体验到幸福和美好的并存。

3.3 为图书馆员营造和谐的工作环境

图书馆内工作大多是重复性质的劳动模式，相

对比较琐碎。正因为是琐事，就会让很多馆员产生

疏忽感和不重视感，觉得自己的工作无足轻重。但

事情的完美，正是从做好琐碎小事来体现的。如果

每个馆员都能做好自己的那件小事，就可以成就图

书馆的辉煌事业。

因此，图书馆负责方应该考虑到馆内的工作环

境，好的环境下，人的心情相对会愉悦起来。当全

社会都在寄厚望于图书馆员的服务心理和行为时，

更应该给予馆员关心、理解和关注。让馆内环境保

持和谐和温暖，让馆员们有打理自家书房一样的亲

切感和归属感，从而感受到重视和幸福。

同时，相关部门也应重视图书馆事业，积极了

解和重视图书馆员的工作环境和工作中遇到的问

题。有效改善办馆条件，提高馆员的经济地位和社

会地位，让馆员们感受到自己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地

位的认可。

4 结语
图书馆员的职业幸福感和服务心态是紧密相

关的，只有提高馆员的各方面素养和心态，找到职

业幸福感的途经和感知，才能在服务心理上处于积

极状态，从而为图书馆发挥最大潜力的能量。而职

业幸福感也不只是按条条框框去学习来的，靠的是

馆员们在提高自身价值的同时，找到职业中有意义

的存在，认可自己的岗位，从而在工作中体味职业

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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