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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移动终端和移动网络的不断发展，高校师生越来越多地通过移动终端查找、获取、浏览和分享文献，

基于移动终端的文献应用技术已成为未来的发展趋势。通过问卷调查，阐述了通过移动终端进行文献应用的现

状；分析了基于移动终端的文献应用的优势及问题，如可充分利用碎片化的时间、便于分享交流，但应用程度有

待提升、程序种类不够多样化等；论述了通过移动终端查找、获取、浏览和分享各类文献的技术，旨在为基于移动

终端的文献应用技术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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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指的是记录在一定载体的有历史价值和研究价值的知识，它是人们获取知识的重要媒介，其载

体主要包括期刊、报纸、图书、硕博论文、会议录、专利、标准等［１］。２０１８年，我国高校师生约４０００万人
［２］，

其对文献的需求量和应用量十分大。高校师生通常通过图书馆或电脑来获取和使用文献，但会受到场所

或环境的限制。随着移动终端及移动网络的不断发展（２０１８年我国通过移动终端上网的用户已达１２．９

亿户［３］），移动终端也可以实现电脑和图书馆的很多文献应用功能，比如查找、获取、浏览和分享文献等；同

时，移动终端具有便携、操作即时、不受场所和固定网络限制、便于分享和交流等优势［４］。本文调查了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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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终端的文献应用现状，分析了基于移动终端的文献应用的优势和问题，论述了基于移动终端的文献应

用技术。

１　基于移动终端的文献应用的现状

为了弄清基于移动终端的文献应用的现状，本研究向金陵科技学院、南京林业大学、淮阴师范学院的

师生共发放问卷２００份，收回问卷１９１份，有效问卷１８６份，结果如下。

从表１、表２可以看出，９６．８％的师生认为文献内容的可信度和科学性高，远多于选择商业书报刊、网

站等的师生；几乎所有师生都通过移动终端接触过文献。

从表３可以看出，在通过移动终端接触文献的过程中，９４．６％的师生通过移动终端查找过文献，其他

文献应用的行为从多到少依次为浏览、仔细阅读和分享。

从表４可以看出，高校师生通过移动终端查找和获取文献时，主要是通过百度、百度文库、道客巴巴、

知网、万方、维普、超星等搜索类或文献资讯类公司的程序（包含 ＡＰＰ、微信公众号和移动终端上的网页

等），４７．８％的师生通过文献出版单位的移动终端程序查找和获取文献，仅有１２．９％的师生通过其他类型

的移动终端程序查找和获取文献。

表１　内容来源可信度、科学性的调查结果

内容可信度高、科学性高的

来源（多选）
回答数 占比／％

文献 １８０ ９６．８

商业类的书报刊 １００ ５３．８

搜狐网、凤凰网等门户网站 ３１ １６．７

自媒体 ９ ４．８

表２　通过移动终端接触过文献的调查结果

是否通过移动终端

接触过文献（单选）
回答数 占比／％

是 １８４ ９８．９

否 ２ １．１

表３　通过移动终端进行文献应用的行为的调查结果

通过移动终端进行文献

应用的行为（多选）
回答数 占比／％

查找 １７６ ９４．６

浏览 １０４ ５５．９

仔细阅读 ７５ ４０．３

分享 ７１ ３８．２

表４　查找和获取文献时使用的移动终端程序的调查结果

查找和获取文献时使用

的移动终端程序（多选）
回答数 占比／％

知网 １１５ ６１．８

万方、维普、超星 １０１ ５４．３

百度、百度文库、道客巴巴 １２１ ６５．１

出版社、学术期刊（社）等 ８９ ４７．８

微信、ＱＱ ４１ ２２．０

其他 ２４ １２．９

２　基于移动终端的文献应用的优势及问题

２．１　基于移动终端的文献应用的优势

从移动终端的文献应用现状可以看出，目前高校师生对于文献的认可度很高，且通过移动终端接触文

献的情况十分普遍，这与移动终端在文献应用上的优势密不可分，主要有以下几点：１）移动终端便于携带，

使用时不受场地限制；通过移动终端进行文献应用只需少量的网络流量即可进行，不受 Ｗｉｆｉ限制；移动

终端及其程序开启迅速，可以即时地处理工作学习中的疑点和问题。２）可以充分利用碎片化的时间。生

活中碎片化的时间很多，高校师生通过移动终端，可以充分地利用这些碎片化的时间，进行一些查找、获

取、浏览或分享文献的浅阅读行为。３）便于分享和交流文献。移动终端可以十分方便地对文献进行截图、

简单的标注，以及通过微信、ＱＱ等进行分享和交流，更有效地促进了文献的再利用。

２．２　基于移动终端的文献应用的问题

由调查结果可知，移动终端在文献上的应用还存在一些问题，例如：移动终端的文献应用程度还有待

提高，有六成左右的师生没有通过移动终端仔细阅读或分享过文献；师生通过移动终端进行文献应用的程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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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种类还不够丰富，主要集中在一些商业性的移动终端程序上，对于一些开放性或公益性的文献资源平台

如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等的移动终端程序使用较少。究其原因，一是移动终端自身

的限制，其屏幕较小影响了使用者的操作性和阅读感；二是某些开放性或公益性的文献资源平台，在打造

移动终端应用时，注重内容建设而忽略了宣传和推广；三是很多使用者对通过移动终端进行文献应用的认

知度和技术还有待提升。

为了丰富移动终端的文献应用的程序种类，提高基于移动终端的文献应用程度，本研究将基于移动终

端的文献应用技术阐述如下。

３　基于移动终端的文献应用的技术

３．１　通过移动终端查找文献

查找文献是研究者获得、阅读和分享文献的前提，是文献应用的基础。高校师生通过移动终端查找文

献，可以查询与研究相关的文献，获取文献的基本出版信息及摘要信息，查看自己的成果是否已经发表。

而且在查找文献时，人们通常处于浅阅读或者短时间阅读的状态，这十分适宜于利用移动终端在碎片化的

时间进行。因此，查找文献是目前移动终端文献应用的最主要功能。

手机知网ＡＰＰ资源丰富，包含了７９００余种学术期刊、５００多种重要报纸、４００万篇硕博士论文以及

国内外３万多本会议论文集等
［５］，并免费提供大部分文献的目次和摘要信息。另外，知网ＡＰＰ具备了知

网电脑版的主要功能，界面友好，操作便捷，可以根据文献种类及检索条目进行查找，可以根据学科、时间、

研究层次和文献类型等筛选结果，可以按照相关度、下载频次、被引频次、发表时间等进行排序，且查找到

的文献可以显示是否属于中文核心期刊或ＣＳＳＣＩ来源期刊，是目前通过移动终端查找文献的主要途径。

其他的文献数据（资讯）公司也有类似的ＡＰＰ，如维普的“中文期刊手机助手”、超星的“学习通”、万方的

“万方数据”等，使用者可根据不同需求进行选择。

对于一些已经知道出版单位的文献、在知网ＡＰＰ上更新较慢或查找不到的文献，师生可以通过文献

出版单位的ＡＰＰ、微信公众号、手机版网页或者知网的手机自应适应的网页进行查找。例如，目前很多期

刊和报纸都建有微信公众号、手机版自适应的网页，其除了具备一些基本的查找和筛选功能以外，更新自

家出版的文献往往比知网更及时，追溯文献的时间也更早，网页在手机上的自适应显示也较好；一些知网

上不易查找的图书、研究生论文、会议论文、标准、专利等，研究者可以到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中国国家

图书馆、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国家标准文献共享服务平台、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微信公众号或手机版

网页及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Ｌｉｎｋ、ＥＩ数据库、ＰＱＤＴＢ、ＩＥＥＥ标准数据库等一些外文网站进行查找。另外，通过文献

出版单位的移动终端程序来查找文献便于使用者对该文献的载体及其出版情况等进行全面的了解。

３．２　通过移动终端获取和浏览文献

阅读文献是文献使用中最重要的环节。虽然阅读时间和屏幕尺寸对利用移动终端阅读文献产生了一

定的限制，但随着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阅读方式的多样化以及移动设备阅读舒适性的增强，通过移动终

端浏览文献逐渐成为通过纸媒和电脑阅读文献的一种补充和辅助。

在所有的文献类型中，报纸资源的数字化开放程度最高，绝大部分报纸都有移动终端自适应显示的网

页、微信公众号或ＡＰＰ，使用者可以非常方便地进行阅读，并且可以免费下载ＰＤＦ格式，以便存档和

交流。

通过知网ＡＰＰ阅读或下载文献的全文时，除了很少量的资源（如报纸）是免费的，其他极大部分资源

都是收费的，根据不同的页数，每篇文献需要几元甚至几十元，较为昂贵。目前，极大部分高校都购买了知

网的期刊和研究生论文的数据库，师生在使用移动终端时，可以通过自己单位的网页，链接进入知网的手

机版网页，免费下载和阅读文献。如果所在单位未购买知网的期刊和研究生论文资源，高校师生可以通过

期刊（社）、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等的微信公众号或手机版网页免费下载和阅读，而

且这些平台的文献的阅读可适性都较高，每屏显示一页文献，且可以放大或缩小。其中，中国国家图书馆

收录了２５万多篇的博士论文，其ＡＰＰ界面友好、使用便捷，手机版网页可以免费阅读博士论文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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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少部分的高校以外，一般的高校都没有向知网购买图书、会议论文、标准、专利等的数据库，其师

生如要通过移动终端免费获取和阅读这些文献，需要通过其他的路径进行。例如，由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

会主办的中国标准信息服务网公众号，用户可以通过其免费阅读标准，并可以通过标准类型、标准状态、发

布日期、ＩＣＳ分类等进行筛选；国家知识产权局公众号提供了专利方面的类似服务。使用者也可以通过百

度、百度文库、道客巴巴等ＡＰＰ获取和浏览文献，但这些ＡＰＰ应用于文献时存在几个问题：一是同一文献

经常会出现多个版本，使用者需要在不同版本中进行二次筛选；二是文献的格式不统一，ＰＤＦ、ＷＯＲＤ、图

片、ＰＰＴ等格式都会存在，导致文献的阅读自适应性不够、可标注可编辑性较差；三是下载或阅读这些资

源的全文时常是要付费的。

３．３　通过移动终端标注和分享文献

标注、分享、交流文献，也是文献应用的必不可少的环节。移动终端在这些方面，具有一定的特点，比

如，用手指代替鼠标对文献进行勾画更加快捷，分享文献至微信或ＱＱ并进行交流十分方便。因此，标注

和分享文献也是移动终端文献应用的主要功能。

通过移动终端获取的文献，大部分为ＰＤＦ格式。用户通过 ＷＰＳ、ＰＤＦＲｅａｄｅｒ、Ｋｉｎｄｌｅ、ｅｘＰｅｒｔＲｅａｄ

ｅｒ、Ｍｅｎｄｅｌｅｙ等的ＡＰＰ，可以方便快捷地对其进行常规的标注，如画笔、高亮、下划线、删除、裁剪等（另外

一些操作如批注、添加和删除水印等，需要注册或开通权限后才可使用）。用户使用知网ＡＰＰ的文件导入

功能，也能对文献进行一些简单的标注；或是在截图后使用移动终端自带的功能对图片形式的文献进行

标注。

通过移动终端或 ＷＰＳ等 ＡＰＰ的分享功能，用户可以十分快捷地将文献及其标注分享至好友（群）等

并交流相关问题。对于一些只能在线阅读的或只有下载链接而没有下载权限的文献，用户可以将链接或

截图通过移动终端快捷地发送，以此进行文献的分享和获取。另外，使用者可以通过一些自助的或是由数

据公司参与的文献服务微信群来获取、交流、分享文献。例如，金陵科技学院与数据公司共建的 Ｗｏｒｌｄｌｉｂ

文献服务群和盈科外文文献服务群等，可为该校师生提供相关的文献服务。

４　结　语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高校师生需要不断地拓展知识结构、丰富知识储备，发扬欧阳修“所作文

章多在三上”的精神，将碎片化的时间更加有效地利用。随着移动终端和移动网络的不断发展，以及文献

获取程度的更加开放，基于移动终端的文献应用技术，可以让高校师生更加便捷有效地利用碎片化时间查

找、浏览、标注和分享文献，更好地提升理论水平、学习视野及更好地交流、工作和研究［７］。基于移动终端

的文献应用技术已成为未来的发展趋势，本研究为其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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