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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背景下公共图书馆建设少儿
阅读服务品牌的探索与实践 *

戴 丽

（南京图书馆，南京 210018）

摘 要：［目的 / 意义］ 依托公共图书馆的文化资源优势，探索中国特色的少儿阅读服务品牌建设，

助推“双减”政策有效实施。［方法 / 过程］采用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法等，梳理从 WOS 数据库和

CNKI 数据库中搜索到的相关文献资源，并结合实践案例，分析国内外少儿阅读服务品牌建设现状，探索

公共图书馆建设少儿阅读服务品牌的优化路径。［结果 / 结论］通过借鉴国内外公共图书馆少儿阅读服务

品牌的成功经验， 从政策法规、阅读空间、服务效能、阅读群体、阅读模式、职业培训、社会参与七个

层面提出了建设少儿阅读服务品牌优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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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2021 年 7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联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

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双减”政策）［1］，意见要求引导学生积极开展

阅读等课余活动，同时也提倡拓展课后有关阅读的服务渠道，充分发挥社会资源在学生课后服

务中的作用。少儿阅读服务是公共图书馆重要服务内容，伴随“双减”政策的深入实施与扎实

推进，公共图书馆在拓展少儿课后阅读、丰富学生课余生活等方面的社会教育主阵地作用日渐

显现，政府相关部门不断出台相关系列文件。2022 年 2 月，《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教育部办公

厅、国家文物局办公室关于利用文化和旅游资源、文物资源提升青少年精神素养的通知》［2］发

布，明确要求全国各地公共文化机构通过创新利用阵地服务资源，推动优质服务进校园，推进

“文教”合作机制等方式，充实青少年课后生活，提升青少年精神素养。2023 年 3 月，教育部等

八部门印发了《全国青少年学生读书行动实施方案》［3］，强调有效利用图书馆等社会公共资源引

  * 本文系 2022 年度江苏省图书馆学会一般课题“双减背景下公共图书馆创新少儿阅读品牌服务的实践与研究”（项目编号：

22YB036）的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戴丽，女，副研究馆员，硕士，研究方向为图书馆资源开发与管理，Email：931061417@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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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中小学生加强历史文化、科普知识、法律常识、卫生健康等方面的阅读。

少年儿童是国家和民族的希望，共同经历和交流互动对少儿身体和认知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语言能力和思维能力融合对其学业成功至关重要。少儿读物阅读数量的多寡和质量高低，不仅是

个人修养的体现，家庭教育的写照，更是关乎民族和国家未来发展的大事。跟踪研究证明，十岁

之前是一个人形成阅读习惯的重要时期。对于我国的中小学生来说，较之阅读兴趣和读物，时

间是最大的问题。北京大学汪锋教授发布的《中小学读写现状调研报告（2019）》［4］显示，约

19.6% 中小学生每天的阅读时间不足半小时，50% 中小学生每天阅读时间为 1 小时左右。随着

年龄、年级的增长，课业的增加，中小学生的自主阅读时间越来越少，10 岁左右的三四年级学

生每天自主阅读超过 1 小时的占比 35.5%，到 13 岁初中生就仅有 33%，到 16 岁高中生就剩下

23.6% 了。“双减”政策的及时出台，为少儿阅读活动提供了契机，使得读书成为学生课后的重

要选择，解决了没时间读书的问题。本文关注“双减”政策下中小学生的少儿阅读需求，主要采

用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法、案例分析法等，探讨国内外公共图书馆开展的少儿阅读服务，期望

为公共图书馆在“双减”政策下建设少儿阅读服务品牌提供新思路。

1 公共图书馆少儿阅读服务品牌的概述   

1.1 少儿阅读服务的内涵及意义

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以下简称“国际图联”）将少儿活动定义为涉及少儿权利的展览、

书籍和其他媒体宣传、研讨会、阅读和识字课程或计划，以及其他休闲活动［5］。范并思将儿童和

青少年图书馆项目定义为阅读推广活动和与阅读不直接相关的活动，前者包括亲子阅读、绘本书

阅读、户外阅读、新媒体阅读，后者包括志愿者活动、夏令营、娱乐节目、知识竞赛［6］。公共图

书馆在支持少儿发展方面具有巨大的潜力，并正将其角色扩展到传统的图书借阅服务之外［7］，其

中一个重点增长领域是为少儿提供阅读服务。一些公共图书馆认识到传统的阅读服务尚未开发

的潜力，着眼促进少儿知识、态度和行为能力全方位的提升，开始提供少儿阅读服务及亲子共

学［8］，这不仅是丰富青少年文化生活，提升青少年文化素养的要求，也是响应国家“双减”政

策，让教育回归本真的需要，更是促进公共图书馆事业创新发展，提升社会影响力的重要举措。

1.2 少儿阅读服务品牌的作用及特点

少儿阅读服务是公共图书馆服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少儿的阅读行为在形成过程中具有不

稳定性，也同样具有很强的可塑性，需要公共图书馆营造和谐浓厚的阅读氛围，提供少儿阅读服

务。以下将对公共图书馆少儿阅读服务品牌的作用和特点进行阐述。

1.2.1 创建少儿阅读服务品牌的作用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增长，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大幅提高，文化需求呈现出多层次、多

方面、个性化、多元化等特点。公共图书馆的少儿阅读服务品牌致力于“大手牵小手”带动家庭投

入终身学习。少儿读者一般进入公共图书馆，需要由父母或其他监护人陪同，家长支持孩子选择并

参与文化活动的行为，显示了公共图书馆泛在文化服务的特色，呈现出了服务品牌化的特征。

公共图书馆提供的信息服务是一种特殊的产品服务，要想让更多读者满意，在诸多竞争者中

1 公共图书馆少儿阅读服务品牌的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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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颖而出，需要运用品牌经营战略。 对于公共图书馆来说，品牌是读者对一项服务的总体体验；

服务品牌是“一个图书馆能够通过自己的某种特性，或一定的规模和馆藏，或某一信息产品，或

某一特色服务在本行中形成的差别优势”［9］。创建少儿阅读服务品牌，有助于公共图书馆形成 少

儿阅读服务的核心竞争力，促进少儿阅读服务的特色化和品牌化的发展。

1.2.2 少儿阅读服务品牌的特点

公共图书馆少儿阅读服务品牌与一般企业品牌不同，具有独特性、可变性、社会性、传承性及

时代性的文化特点。首先，每个公共图书馆都有自己的历史、类型、性质、规模、心理背景、人员素

质等，且每个地域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土人情和社会品质，因此，每个地方的公共图书馆少儿阅读服

务都 具备其自身地域文化不可替代的独特性。其次，公共图书馆少儿阅读服务必然与时俱进，随着

生活的不断变化和人们精神追求的不同而对服务内容和服务方式做出相应的调整和改变。再次，公

共图书馆少儿阅读服务的本质在于培养少儿的早期社会情感，不同的社会制度其社会情感也不尽相

同 ，公共图书馆少儿阅读服务必须贴合社会制度。继次，公共图书馆少儿阅读服务品牌也需对传统

文化有序传承。最后，公共图书馆少儿阅读服务品牌必须与时俱进，与时代发展变化保持有效同步。

2 国外公共图书馆在创建少儿阅读服务品牌中的经验启示   

少儿阅读服务是公共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中重要且极具特殊性的领域。笔者在 Web of Science

（WOS）数据库中以“Public library or library”“Children’s reading or reading”“Brand”为主题词进行检

索，在中国知网数据库中以“公共图书馆或图书馆”“少儿阅读或阅读”“品牌”为主题词进行检

索，检索了近 16 年的文献（2008 —2023 年），通过初步检索共获得 102 篇文献，包括 WOS 数据

库的 58 篇相关文献及 CNKI 数据库的 44 篇相关文献，对检索到的中外文文献的标题、摘要、关键

词、正文等进行阅读分析，排除不符合要求的文献 11 篇，最终获得研究文献 91 篇，其中英文文献

48 篇，中文文献 43 篇。为了解目前国内外公共图书馆少儿阅读服务的相关情况，优选其中有代表

性的文献进行深度阅读分析及分类梳理，发现大多数文献是从服务模式、服务路径等方面进行公

共图书馆少儿阅读服务品牌的研究，与国内相比，美国、日本、俄罗斯等国家的公共图书馆少儿

阅读服务品牌研究起步早，经验比较丰富，理论比较先进。以下从四方面进行分析。

2.1 有法可依，有矩可循

世界上很多国家十分重视发展少儿阅读事业，相继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政策，为阅读活动推广

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持。日本 2001 年颁布《儿童读书活动推进法》，将每年的“4·23

世界读书日”定为日本的“儿童读书日”［10］。借助世界读书日的契机，从社会各方面来做好少

儿阅读的准备和支持，以此激发全社会对少儿阅读的重视。

俄罗斯在少儿阅读方面也制定了相对完备的法律和政策，陆续颁布了《俄罗斯图书馆事业

联邦法》《儿童图书馆示范标准》《国家支持与发展阅读纲要》《儿童与青少年阅读支持纲要》《地

区儿童与青少年阅读支持方案的制定指南》《在俄罗斯联邦支持和促进儿童、青少年阅读的构想》

等。这些保障贯穿品牌生成、发展、壮大的整个过程，体现了俄罗斯对少儿阅读的重视程度，并

且从法律层面和政策层面规范了少儿阅读。

2 国外公共图书馆在创建少儿阅读服务品牌中的经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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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是世界上较早成立儿童图书馆的国家，且服务成效较好。1969 年美国图书馆协会最早

颁布了《公共图书馆儿童服务标准》，并将少儿阅读服务作为其国内公共图书馆服务中最重要的

内容。他们强调软硬件资源的标准化服务。硬件资源的标准化包括经费资源、硬件资源、人力资

源和馆藏资源等。软件资源以不同年龄层为依据，有针对性地进行阅读活动的规范，包括分级书

目、阅读指导和阅读活动等。图书馆通过标准化服务和读书会项目对少儿阅读服务进行推广，形

成固定服务品牌，并通过深入社区的图书馆系统将最新的研究成果和服务经验传递到公众中。

2.2 定位准确鲜明，细分服务类别

发达国家的少儿阅读活动目标定位准确鲜明，并且会根据本国国情细化服务类别。如 2007

年起，日本就推行了“课后儿童综合计划”、“周六教育活动推进项目”以及“新课后儿童综合计

划”等，通过与图书馆、儿童馆等机构合作，设置了安全、便捷的课后服务场所，在课后服务实

践中逐步形成了联动各类主体、开展多样活动、明确人群细分、注重服务效果的特点。英国针

对学龄儿童的“夏季阅读挑战”活动，将活动定位为促进儿童暑期阅读，鼓励儿童读者在暑假

能到图书馆阅读 6 本或以上图书，且每年根据读者阅读需求的变化而推出不同主题活动，活动自

1998 年举办至今，在小读者心中树立起了清晰的品牌形象［11］。美国公共图书馆除做好日常的少

儿阅读服务外，各州的公立图书馆每年还会推出学生暑期阅读品牌项目，尤为注重不同年龄段青

少年阅读的差异，通过提供多样化的阅读资源和活动，满足不同少儿在暑期持续阅读的需要。针

对弱势家庭学生群体，美国 2015 年还专门颁布了《每一个学生成功法》保障其受教育公平，鼓

励个性化学习和混合学习。

通过细化服务类别，国外公共图书馆不仅帮助孩子们在阅读中成长，还促进他们的社交能力

和创造力的发展。此外，国外大部分公共图书馆都设有专门的少儿阅读区域，为少儿阅读提供空

间、资源和服务，针对课后服务的措施起步也较国内更早更完善。

2.3 重视少儿阅读，注重家长培训

一些国家图书馆除了开展丰富多彩的少儿阅读活动外，还普遍重视对少儿家长进行培训。如

美国公共图书馆不仅提供传统少儿阅读服务，在一定程度上还为家长提供家庭教育指导、周边适

合儿童的活动地点与日程信息、公益教育项目介绍等。俄罗斯的公共图书馆和少儿馆虽然设有家

庭阅读研究机构，但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起俄罗斯文化大学就专门开设了“家庭阅读课程”独立

课程。新西兰公共图书馆在开展少儿阅读教育活动中强调阅读活动的娱乐性和互动性，通过故

事、歌曲和互动来提高阅读技能，努力的目标是“每个孩子都是图书馆会员”［12］。针对学龄儿

童阅读，澳大利亚图书馆通过和地方政府的项目合作，支持公共图书馆的专业人员向学生家长提

供适配学龄儿童阅读的资源和策略。图书馆员在项目的交付、实施和可持续发展方面作用举足轻

重。 北美图书馆则广泛实施“Mother Goose on the Loose”（寻找孩子的鹅妈妈）计划，以少儿为中

心，融合了基于研究的学习理论、音乐、木偶、绘本、童谣、艺术、数学、游戏和语言活动，帮

助儿童的行为发展符合学校学习的要求［13］。

教育家鲍里斯·塞德兹认为，人类早期的阅读教育对一个人未来的社会认知、学习能力和终身

幸福都会有显著的影响。父母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承担着孩子早期阅读启蒙者的角色。父母的

示范作用能帮助儿童养成良好阅读习惯。父母通过涵盖家庭教育理念和方法的专题读书会能够学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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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孩子心理、促进孩子健康成长的知识，帮助他们更好地处理亲子关系，从而有利于家庭和睦。

2.4 强化品牌运营，多学科人才支撑

发达国家图书馆致力于少儿阅读服务品牌建设，同时也非常关注品牌的运营和影响力的拓展。

为了达到这一点，他们对馆员的专业性要求都很高，作为图书馆员除要具备图书馆学领域的专业知

识，还要有各自擅长的专属领域。如日本图书馆员大多具有教育学、心理学的专业知识背景［14］，对

于开展青少年阅读服务有很大助益。互联网时代，新媒体运营成为树立图书馆阅读服务品牌、拓展

阅读范围的重点。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的公共图书馆积极开展新媒体运营课程，帮助馆员掌握

计算机基础和网络运营能力，用新媒体手段与读者交互，增强公共图书馆在公众生活中的影响力。

发达国家图书馆在法律法规制定、服务类别细化、少儿家庭联动、品牌运营意识方面都体现

出了一定的优势，在世界范围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力，也影响了我国的少儿阅读服务品牌的建设。

然而，由于各国国情的差异，我们需要建设中国特色的少儿阅读服务品牌。为此，还需对国内少

儿阅读服务品牌开展调研工作。

3 国内公共图书馆少儿阅读服务品牌的案例分析   

在我国，随着“双减”政策的逐步推进，教育模式发生了质的变革，少儿阅读需求呈上升

趋势，家长越来越重视孩子阅读素养的培养。据 2023 年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的全国国民阅

读调查，2022 年中国未成年人阅读能力平稳提升，阅读率为 84.2%，人均图书阅读量为 11.14

本［15］。可见，公共图书馆在服务少儿阅读方面，潜力巨大。很多公共图书馆也开始尝试打造具

有自身特色的少儿阅读品牌，如天津市滨海新区图书馆面向低龄儿童创建了“SUNDAY”品牌，

陆续推出了“SUNDAY 绘讲故事屋”和“SUNDAY 云上故事屋”等品牌活动［16］；深圳图书馆根

据少儿心理发展特征，举办了“图书馆之城”少儿科普月活动，满足了不同年龄段少儿读者的需

求；南京图书馆（以下简称“南图”）开展的“文化走读”“国学小讲堂”“科学公开课”等系列

品牌活动也深受小读者喜爱和家长欢迎。

笔者通过使用网络调研法和文献调研法，考察国内公共图书馆开展少儿阅读服务品牌的成功

案例，分析国内公共图书馆少儿阅读服务品牌的建设情况。

3.1 依托地方历史文化底蕴，打造特色品牌

在打造少儿阅读服务品牌的服务过程中，公共图书馆需要具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只有挖掘出

与其他品牌的不同着眼点，才能在众多的品牌中脱颖而出，打出自己的知名度，也更有利于自有品

牌的可持续发展。中华文化上下五千年，各个地方都有属于自己的历史文化底蕴，将创建少儿阅读

服务品牌和弘扬当地历史文化结合起来，无疑是一条可取的路径。淄博市作为齐文化的发源地，更

是有世界上最早的官办高等学府 “稷下学宫”，作为当时“百家争鸣”的中心园地，有力地促成了天

下学术争鸣局面的形成。淄博市图书馆立足齐文化，开创了“齐风”少儿阅读服务品牌，一方面弘

扬了历史文化，另一方面也宣传了淄博市的人文魅力［17］。长春市少年儿童图书馆在创建“少年阅

读”大讲台活动时就邀请了建筑大师结合长春市的历史演变向孩子们介绍了自己家乡的沧桑历程，

加深了他们对家乡的热爱和学成归来建设家乡的强烈意愿［18］。南图也结合江苏省非遗传承，建立

3 国内公共图书馆少儿阅读服务品牌的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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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书海识·遗”品牌，立足馆藏资源，邀请专家、文化志愿者加盟，推广非遗研学游、非遗进校

园、非遗公开课、非遗展览、非遗线上教学视频推送等活动，力求以文化人、以艺通心。

3.2 寓教于乐，寓教于行

依据少儿的身心特点，如果单纯进行室内阅读，难免会显得枯燥乏味，而且少儿接受程度会

比较低，易造成品牌服务效果大打折扣，如果通过设计一些活动，在玩乐的过程中传授知识，便

可达到润物于无声、育人于无形的效果。上海少年儿童图书馆采用“绘本遇上即兴戏剧”的形

式，通过让少儿参与故事表演，并且是即兴演出，还结合角色互换，锻炼了儿童的应变能力和理

解能力，取得了社会的一致好评［19］。南图建立了“文化走读”品牌，邀请书本作者和走读领队

担任解读，通过阅读 + 行走的方式推荐优秀书目。以 2021 年为例，南图文化走读策划团队以季

节变换为切入点，结合南京城的历史文化属性，设计了框架为“岁时金陵”、蕴含“山、水、城、

林”要素的走读路线，按照一个季节一个主题内容的频率，先后开展了“春牛首”“夏钟山”“秋

栖霞”“冬石城”等主题走读活动，读者参与的热情空前高涨。

3.3 书香飘万家，助力家庭亲子阅读

家庭是少儿阅读的基础社会机构，亲子阅读是最好的家庭教育。我国积极倡导全民阅读，家

庭亲子阅读日益受到重视。2017 年，国务院法制办审议通过了《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提出“未

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在保障未成年人基本阅读权利方面发挥重要和积极作用，保证

其获得必要的阅读资源和指导。”［20］2023 年《关于开展“书香飘万家”全国家庭亲子阅读行动

的实施意见》及时出台，为公共图书馆助力全民阅读从家庭做起提供了政策支持。

较多公共图书馆借助场地、资源和专业人才的优势，在当地创建了具有一定知名度和影响力的

家庭阅读推广品牌。如，国家图书馆少年儿童馆推广的“童书新悦荟”，将最新的图书寄到参加活动

的家庭，让家长和孩子第一时间阅读新版图书，汲取最新知识和资讯；杭州图书馆少儿分馆的“太

阳风文学社”“阅读派”持续举办讲座培训、体验图书馆的最新展览以及亲子活动，吸引了越来越多

的家庭参与，很多家庭从图书馆组织的活动中获取了知识，并营造了和睦的家庭氛围；福建省三明

市图书馆开展以父母成长带动孩子成长的家庭共享阅读活动，不仅提升了父母的阅读水平，增强了

父母阅读的主动性和持久性，也让父母成为家庭阅读中孩子信赖的、有经验的指导者［21］；苏州图书

馆启动的“悦读妈妈”志愿者培训项目，目的是培养家长良好的阅读能力，从而影响和指导孩子的

阅读，悦读妈妈们也壮大了公共图书馆志愿者团队，助力于图书馆各项活动的顺利举办。构建良好

的家庭阅读服务体系，可以帮助整个家庭建立起一种长期稳定的阅读习惯和平等温暖的亲子关系。

3.4 融合多种技术手段，线上看世界

科学技术的进步，也赋予了传统阅读新的内涵和生命。通过多种科技手段的呈现，可以在线

上进行实景展示，不出家门，不赴异地，不到现场，就可以“阅读”到各地的风土人情。为了更

好地利用数字资源，推动数字阅读，大连市少年儿童图书馆开展了以数字资源为主的彩虹主题阅

读活动，并且针对偏远地区进行了数字阅读资源的输送，利用数字化技术实现了少儿阅读品牌服

务向偏远地区的辐射［22］，使图书馆读者人群增长数倍，也解决了实际场馆空间不足的难题。安

徽省图书馆通过官网平台、微信公众号、微博平台和抖音平台作为有声服务的主要平台［23］，让

社会上视障儿童也能成为图书馆的读者。南图建立了“南图带你看世界”品牌，通过精炼的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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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知识讲解、身临其境的地方文化体验，帮助 12 岁以下的小读者拓宽眼界，增长见识，了解

不同地域、不同国家的特点和风采，足不出户便可“行万里路”，活动运用 AR、VR 等技术将馆

藏文献中丰富的地理人文知识以图片、短视频等方式立体化呈现给这些义务教育阶段的读者。

纵观国内的一些少儿阅读品牌建设，虽然显露出了一定的品牌意识，但在完善法律法规、打

造专属空间、优化阅读资源、提升服务效能、培养职业能力、提升社会参与度等方面还存在一定

不足，缺乏品牌运作的系统性和持久性，影响力也有待提升。未来，公共图书馆要想不断提高与

少儿读者的黏合度，提升少儿读者的综合素养，真正发挥出“第二课堂”的社会教育职能，还需

继续探索建设优质的少儿阅读服务品牌。

4 公共图书馆建设少儿阅读服务品牌优化策略思考   

通过深入研究国内外公共图书馆少儿阅读服务品牌最有代表性的内容和普遍规律，结合我国

公共图书馆的实际情况进行再创造，提出如下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少儿阅读服务品牌的优化策略。

4.1 健全少儿阅读相关政策法规

我国正处于少儿阅读服务品牌建设发展阶段，应注重品牌运作保障，从多个层面对品牌进行

维系，保持品牌生命力与竞争力。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

化服务保障法》和《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公共图书馆少年儿童服务规范》、《中国儿童发展纲要

（2021 — 2030 年）》等现行政策法规基础上，借鉴国际图联《儿童图书馆服务指南》等少儿馆员

职业素养指导性文件，建立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符合我国少年儿童图书馆

发展需求且保障少儿阅读权力的专项法律法规、政策和标准等，持续推动我国公共图书馆少年儿

童阅读服务的普及化、标准化和规范化。

4.2 积极打造少儿阅读专属空间

国内学者在研究中曾提及  2017 年俄罗斯已拥有 4500 余所专门的儿童图书馆。截至 2020 年

底，我国独立建制少儿馆 146 家，建成分馆 1319 家［24］。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第五

号）》［25］数据显示，2020 年 11 月 1 日零时我国 14 岁及以下人口数量逾 2.5 亿。这一人数是俄罗

斯儿童数量的近 10 倍，但是馆舍建设数量不及对方的三分之一。倡议在少儿阅读专属空间打造方

面，可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两条腿走路的发展路径。一是新馆设计建设尽可能配套建设少儿馆。二

是旧馆改造尽可能设立少儿专属阅读空间。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除拓展少儿馆的物理空间外，

在利用好纸本文献基础上，可通过语言、影像、声音、虚拟现实技术结合，增加少儿读者数字阅

读互动体验，有效调动其自主阅读积极性，助力探索多模态少儿阅读服务品牌。

 4.3 优化少儿阅读资源

公共图书馆应在培养稳定的少儿核心读者阅读群体上下功夫，重视阅读内容。优秀的阅读资源

是品牌化运作着重需要考虑的问题，可以完善少儿阅读书目推荐体系，充分利用图书分类编目知识

和技术进行专业化书目推荐导读，提高图书馆资源利用率［26］ 。一方面探索数字阅读新方式，可以

制作音视频资源来提升少儿读者阅读体验，还可利用微信小程序的打卡、跟读、答题等功能，促进

与少儿读者的良好互动；另一方面强化品牌意识，重视品牌建设，确立文化内涵丰富、亲和力强、

4 公共图书馆建设少儿阅读服务品牌优化策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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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传播的品牌标识，同时可以借助已经享有一定知名度的品牌标识来推广自己的品牌项目，让品

牌标识与品牌活动之间建立关联，如以“4·23 世界读书日”为契机开展少儿阅读品牌活动等。

4.4 提升少儿阅读服务效能

俄罗斯《儿童与青少年阅读支持纲要》提出，要关注儿童与青少年的年龄差异、能力差异、

性别差异及社会差异，实施分级阅读服务［27］。国内公共图书馆要正视少儿读者客观上在年龄、

能力、性别及社会等方面存在的差异。比如在性别差异方面，男生逻辑思维见长，女生形象思维

优势突出；在年龄差异方面，《语文课程标准》规定的阅读任务不同，小学生的课外阅读量和初

中生的课外阅读量都有明确规定；在能力差异方面，身体健全与否和心理年龄成熟度等，均对阅

读有一定影响；在社会差异方面，不同地区、不同家庭等，客观上均会影响少儿阅读。图书馆在

提供阅读服务时不能搞一刀切，面对差异化少儿读者对象要探索提供差异化阅读服务。

4.5 加强少儿馆员整体职业能力培训

馆员是少儿阅读推广工作中的重要软实力，其职业素养和个人积淀都会对少儿阅读推广工

作产生重要影响。少儿馆员除具备一定的图书馆专业能力外，能够拥有教育学和心理学的专业能

力，将使其在服务少儿阅读方面更加游刃有余。同时还可成立专门的少儿阅读服务小组，学习品

牌理论课程，掌握品牌化的运作模式和操作流程，增强少儿阅读品牌推广的意识和技能。以俄罗

斯的利哈诺夫儿童图书馆为例，该馆在编人员有 47 人是专业技术人员，其中 44 名有专业技能的

馆员专门指导 532 所学校图书馆的儿童读者服务［28］。据教育部发布的《2020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

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共有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21.08 万所，招生 3440.19 万人，在校生 1.56 亿

人。另据《2021 年中国少儿图书馆行业现状分析（附机构数量、从业人数、总藏量、图书流通

人次及儿童读物出版）》［29］显示，我国 2020 年少儿图书馆机构从业人数为 3965 人，累计发放有

效借书证数为 788 万个。面对现有服务对象和潜在服务对象，虽然少儿阅读推广工作任重道远，

但也表明我国在少儿馆员进行儿童读者服务方面尚存巨大潜力。

4.6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共同参与

公共图书馆的少儿阅读服务是庞大且复杂的系统性、专业性工作，提高服务质量对于实施品牌

战略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关于少儿阅读服务，公共图书馆除积极参与外，应树立多元合作的理念，

吸纳社会各界力量参与其中。笔者提出以下几方面建议：一是与社区进行紧密合作，通过社区调研

各少儿家庭的具体情况，从而制定出相应的品牌活动主题，进行社区推广，让少儿阅读服务真正面

向大众群体；二是建立完善的志愿者管理制度，通过招募不同行业背景的高素质志愿者，拓宽少儿

的知识面，提高少儿综合素质；三是与相关的社会组织进行合作，发挥各自特点和优势，拓展和丰

富品牌内涵，为包括留守儿童在内的少儿群体提供具有公平性、均等性和标准化的阅读服务品牌。

5 结 语   

公共图书馆作为社会教育的重要主阵地，探索如何利用自身优势充分发挥第二课堂的社会

职能，更好地服务“双减”政策背景下的少年儿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作用。本研究分析了

国内外公共图书馆在创建少儿阅读服务品牌中的成功经验，结合实践案例，从政策法规、阅读空

5 结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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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服务效能、阅读群体、阅读模式、职业培训、社会参与七个层面提出了少儿阅读服务品牌优

化策略，以期为“双减”背景下的少儿阅读推广和阅读服务品牌建设提供研究新视角和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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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Building 
Children’s Reading Service Brand in Public 
Librar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ouble 

Reduction”

Dai Li

(Nanjing Library, Nanjing  210018,China)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Relying on the advantages of cultural resources of public libraries, explore 
the construction of children’s reading service brand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promote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Method/Process］ Through literature research method and 
comparative research method.etc, literature resources searched from WOS database and CNKI database were 
sorted out, and combined with practical cas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children’s reading 
service model at home and abroad was analyzed, and the optimization path of the construction of children’s 
reading service brand in public libraries was summarized. ［Result/Conclusion］ Based on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of children’s reading service in public libraries at home and abroad,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optimization strategy of children’s reading service brand from seven aspects: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reading 
space, service efficiency, reading group, reading mode, vocational training and social participation.
Keywords: Double reduction; Public library; Children’s reading; Service br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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