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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垌圻  刘  颖

摘 要：准确把握我国公共图书馆未成年人服务的研究现状与发展态势，梳理与分析现

有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与缺陷，可更好地为未来的研究工作提供借鉴参考。对我国公共图

书馆领域未成年人服务的中英文研究进行文献检索发现，本领域 3 226 篇论文按照研究

方法可分为实证研究类论文、比较研究类论文、综述研究类论文与其他非实证研究类论

文四类。分别对每一类研究进行系统评述后发现，针对未成年人公共图书馆服务的研究

主题多样，内容广泛，契合国家要求与社会需求，既关注特殊群体的利益，又有自己的

研究特色；但同时，其他非实证研究类论文比例过大，有深度和有持续性的研究较少，

国际影响力也非常小。因此，未来应积极借鉴其他社会科学的实证范式，针对本学科的

核心问题进行更多研究，将图书馆未成年人服务研究做得更细致、更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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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公共图书馆都是校外教育的主阵地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

法》明确规定，“政府设立的公共图书馆应当……开展面向少年儿童的阅读指导和社会

教育活动，并为学校开展有关课外活动提供支持”。公共图书馆未成年人服务包含以公

共图书馆为服务主体，面向未满 18 岁的公民提供的所有服务，包括基于资源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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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空间的服务和基于活动的服务三类。在“双减”的时代背景下，公共图书馆无疑

在未成年人公共教育服务的供给上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虽然校外商业教培机构大

幅缩减，但校外教育的需求并没有减少，因此，公共图书馆正利用自己的资源优势和

专业特长，成为未成年人在校外的“聚集地”[1]。随着我国公共图书馆未成年人服务

实践日趋丰富、广泛、深入，相关的研究活动日益活跃。本文试从研究方法的视角对

我国公共图书馆领域未成年人服务的相关研究进行系统评述，以期完整展现该领域的

研究面貌和进展，以及存在的缺陷与不足，为未来进一步深入研究打基础。在方法上，

本研究以“研究方法”为基本经纬，采取文献遍历与扫描的方法，对所有符合条件的

文献逐一阅读和人工编码，形成对领域研究图景的整体认知，并重点评述代表性的研

究工作。

一、公共图书馆未成年人服务研究的检索与分类

（一）文献检索

中文文献检索时间为 2020 年 2 月 23 日，以中国知网数据库为检索平台，采用以

下检索策略与步骤开展目标文献检索。步骤一：检索主题词为“读写”+ 主题词为“图

书馆”，不包含主题词“RFID”，共检出 109 条；步骤二：检索主题词为（公共图书馆

+ 未成年）OR（公共图书馆 + 儿童）OR（公共图书馆 + 幼儿）OR（公共图书馆 + 小

学生）OR（公共图书馆 + 中学生）OR（公共图书馆 + 青少年）OR（公共图书馆 + 少

儿），共检出 4 003 条；步骤三：检索主题词为“儿童服务 OR 青少年服务 OR 儿童教

育 OR 未成年人服务 OR 少年儿童服务 OR 学前服务 OR 绘本馆”，并限定学科领域为

“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共检出 2 001 条。以上步骤中，目标文献的发表时间均未

限定。删除其中的英文论文和重复检出的论文后，剩余 4 493 篇。对 4 493 篇论文再次

进行人工判定，以下四类论文被删除：与公共图书馆服务无关的论文，比如研究高校

图书馆未成年人服务的论文；纯粹教育学、计算机科学的论文；新闻报道或工作总结

类的论文；总论公共图书馆发展与服务，并不具体以未成年人服务为主的论文。最终，

纳入分析的中文文献总量为 3 223 篇。

外文文献的检索采用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作为代表性平台，检索时间为 2022 年

4 月 6 日，检索主题词为“Public Librar*” AND “Chinese”和“Public Librar*” AND 

“China”，合并结果，共检出 75 篇论文。其中，仅 3 篇论文与我国公共图书馆未成年

人服务有关。

因此，最终的总体文献量为 3 226 篇。文献获取步骤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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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分类与标注

根据不同方法，可将 3 226 篇论文分为两大类，实证研究类论文和非实证研究类

论文。非实证研究类论文又进一步分为比较研究、综述研究与其他非实证研究类论文。

对每篇论文进行标注归类后，对每一类论文进行评述。一篇论文只属于一个分类。

实证研究类论文主要涵盖采用较为科学、严谨的质性与量化研究方法开展的研究，

如问卷调查法、访谈法、网站调研法。如果某一实证研究的样本来自国外某一家图书

馆或某个国家，则归入比较研究。实证研究一共 248 项，占比 7.5%。

比较研究类论文的侧重点在于介绍国外或境外某个国家 / 地区，或者多个国家 / 地 

区的具体服务实践，并与我国大陆的情况进行比较，这类研究共 371 项，占比 11.5%。

比较研究类论文可能同样采用了综述研究方法或者实证调研的研究方法，但是因为未

成年人图书馆服务起源于国外，并且直到现在，国外未成年人服务依旧领先于我国，

所以比较研究类论文的比例在本领域中相对较高，介绍国外未成年人服务发展的论文

很多，作为单独的一类。

综述研究类论文主要通过查阅文献、分析比较各类法规政策开展。如果综述内容

涉及国外图书馆服务实践或研究工作，则归类为“比较研究”。综述研究共 52 项，占

比 1.5%。

共检出文献 3 226 篇

剩余文献

3 223 篇

剩余文献

4 493 篇

共获得文献

6 113 篇

剩余文献 3 篇

剩余文献 37 篇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检出文献 75篇

英文文献检索

删除与我国公共图书

馆无关文献 38 篇

删除与未成年人无关

文献 34 篇

步骤一：

检出文献

109 篇

步骤二：

检出文献

4 003 篇

步骤三：

检出文献

2 001 篇

中文文献检索

删除英文论文和重复

检出文献 1 620 篇

人工判定，以下四类论文共计 1 270
篇被删除：

1. 与公共图书馆服务无关的论文
2. 纯粹教育学、计算机科学的论文
3. 新闻报道或工作总结类的论文
4. 总论公共图书馆发展与服务，并
不具体以未成年人服务为主的论文

图 1 文献获取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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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非实证研究类论文包括经验分享类、理论类、案例报告类等，主要内容通常

为倡导理念，发出呼吁，提出建议，引发思考，或者介绍一家或少数几家公共图书馆

服务经验等。这类论文基本上没有采用任何一种专门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其他非实

证研究类论文共 2 555 项，占比 79.5%。其他非实证研究类论文占比较高，说明这一研

究领域与成为基于证据的社会科学间尚存在距离。

二、实证研究类论文量少质高

实证研究类论文的总数虽不多，但有许多出色的研究。按照研究内容分类，大体

可划分为：阅读现状调查研究、阅读推广服务研究、少数群体阅读服务研究、空间服

务研究等。

（一）阅读现状调查研究

最常开展的一类实证类研究是阅读现状调查，几乎涵盖来自各个省的未成年人阅

读现状调查报告，以及针对不同儿童群体的阅读现状调查。这类研究通过实地调查了

解读者构成，图书馆所服务群体的阅读时间、阅读品种、阅读来源，对阅读的态度和

认知等，形成对全民阅读状况的全景描绘，对了解图书馆现状有很大帮助。多数阅读

现状调查研究的结构比较相似，采用问卷方式调查某一图书馆或者地区阅读情况，并

进行简单的数量勾勒。但 2011 年以广州 14 家公共图书馆、9 所小学和 3 所幼儿园为调

查对象的一项研究稍显不同 [2]。一方面，在同一个研究中涉及图书馆、幼儿园、小学 3

个群体，覆盖群体多元；另一方面，采用标准的统计检验。该研究检验了阅读时长的

性别差异和年龄差异，发现在年龄上不存在阅读习惯的差异，而性别上，女生比男生

更喜欢阅读。更重要的是，该研究的结果和讨论部分与调查数据相关联，结论紧扣调

查结果得出，没有做过度延伸。不少这类调查研究在讨论中常常抛开调查结果，为图

书馆应采取的行动提建议，却没有意识到图书馆应采取的行动策略能否契合公众的阅

读状况，需要大量实证研究阐释，而不能仅从公众阅读调研结果中直接得出。胡亚玲

以长沙市 181 名幼儿园儿童和 191 名小学生为样本调研了课外阅读的开展情况 [3]。该研

究除调研阅读时间、地点和阅读来源等常规变量外，还关注课外阅读的个体因素，如

儿童对阅读的态度和认知、儿童感受到的父母支持、阅读的动机等。只有这样的影响

因素研究才能摆脱简单重复性的数量描述，对背后的机制机理进行探讨，从而给出切

实、客观的行动建议。然而，目前由于缺乏规范化、标准化的阅读现状和读者需求调

查问卷供图书馆员和研究人员使用，调查结果的客观性受研究者学术能力的影响，导

致不同调查研究之间无法进行比较和数据汇集，无法形成知识的积累和演进，阻碍了

对更大、更深层次图景的认知。

（二）阅读推广服务研究

另一组数量众多的研究主题为阅读推广。几乎每 4 篇图书馆未成年人服务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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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就有 1 篇论述阅读推广。安徽大学的一篇硕士论文以位于同一座城市的三家公共

图书馆为研究对象开展阅读推广研究 [4]。该研究实际测量并比较了三年级和四年级参加

活动的 97 名学生和未参加活动的 98 名学生，分别测量了他们的阅读量、阅读技能和

阅读习惯。结果显示，参加活动的学生各方面的表现都较不参加活动的学生更好。以

往实证类研究更多针对图书馆员、监护人或教师进行测量，很少直接测量未成年读者。

因此，该研究在国内图书馆学领域较为少见。还有一些研究专注数字阅读推广。南京

农业大学的一篇硕士论文研究了一所省级数字图书馆的推广情况 [5]，采用问卷调查的方

式了解少儿对数字阅读的需求和满意度，勾勒出儿童读者对数字产品的主观需求，如

儿童更愿意选择 PC 端阅读，而非通过移动端。不过，在儿童数字阅读产品异常丰富的

当下，数字阅读推广不能局限于一家物理图书馆，也不能局限于图书馆提供的数字阅

读产品，而应更多了解和研究数字阅读推广中更为基础性的问题。

阅读推广中的一些研究可以作为未来深入研究的基础或样板。南开大学陆晓红博

士的研究在儿童阅读推广研究方面做得非常扎实，研究既采用了网站调研法，也采用

了全国范围的问卷调查法；既调查了儿童及家长，也调查走访了作为服务主体的图书

馆，访谈了行业专家。在扎实工作的基础上，陆晓红提出的我国公共图书馆的推广模

式更为系统而可信 [6]。但由于研究问题宏大，在实践活动中能否应用这样的模式，并

检验模式的效果，有待进一步探讨。图书馆未成年人服务研究领域并不缺少宏观研究，

不缺少优秀的策略研究、政策研究、综述研究，而缺少针对具体服务活动或关键要素

深入挖掘与分析的研究。

在阅读推广评估研究中，王素芳等人构建的评估指标体系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7]。该

体系采用德尔菲法，通过两轮专家评价，构建了包含 3 个一级指标、13 个二级指标和

50 个三级指标的评价体系，用于评价儿童的阅读推广活动。这套多维度指标体系，既

考虑了对阅读推广活动的影响评估，也考虑了引导图书馆在阅读推广工作中整合政府、

社会组织和家长群体的支持与参与，还设置了公平度指标。以往这些指标都被图书馆

开展阅读推广活动所忽视。采用这套体系对图书馆阅读推广实践有非常重要的导向和

指示价值。后续的研究工作应以这套体系为指导，通过实践证据评估和修正评价体系。

然而，目前尚没有后续的研究跟进。

一些研究采用网络调研的方法关注公共图书馆未成年人阅读推广的服务措施，统

计少儿图书馆开展了哪些阅读推广活动，从而了解与分析阅读推广的内容与策略。谢

玉安在硕士论文中，通过对 36 家省级公共图书馆网站所列阅读推广活动进行整理，勾

勒出我国儿童阅读推广采取的主要形式、数量趋势以及经典案例 [8]。2016 年以后，出

现了一拨研究公共图书馆微信平台阅读推广的论文 [9-10]，研究对象从网站换成了微信平

台，对微信平台的传播内容和效果进行量化分析。网站调研法有助于勾勒描述国内外

图书馆实践现状，形成对图书馆某一方面实践活动的全景性认知。但是，网站调研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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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浮光掠影，很多更深层次的内容无法通过网站了解。如果一项研究只有网站调研的

结果，则如同隔靴搔痒。网站调研作为一种手段，应与其他调研方法综合使用，这样

才能把研究工作开展得更透彻。同时，网络调研只能显示一般性的整体景观，作者无

法仅根据网络调研结果提出有逻辑、有证据的建议和策略。

（三）少数群体阅读服务研究

公共图书馆领域较多关注弱势群体。许多针对特殊群体、少数族裔和贫困地区的

实证类研究体现出图书馆人一直秉持的人文关怀与平权立场。这些研究没有亦步亦趋

地追随国外，而是根植本土，解决我国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具体问题，更多关注当

下社会现实中的弱势群体。位于城市的公共图书馆有不少关于流动儿童的研究，而位

于乡镇的公共图书馆则关注本地的留守儿童。这些研究实践以真正解决国内关切的重

要实际问题为要旨。杨翠萍以青海省的初、高中生为样本，选取了 8 所少数民族学校

的 1 500 名学生开展调查 [11]，充分揭示出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阅读问题。该研究取样

有特点，样本量足够大，调查内容包括阅读环境、阅读特征、阅读水平、阅读活动等

比较丰富的面向，但存在调研结果与讨论脱节，“思考与建议”部分没有结合调研结

果展开等问题。2017 年湘潭大学的一篇硕士论文少见地将“阅读”看作一种个体“行

为”，而非集体“活动”，对行为的动机、兴趣、自我效能等较深层次的心理变量进行

了测查 [12]。虽然该研究总体而言比较单薄，没有与对照群体进行比较，但显示出少数

民族学生面临的一些值得重视的阅读问题。比如，民族学生在阅读效能感上总体不强。

这为破解民族学生的阅读困境提供了一条新的线索。

（四）空间服务研究

图书馆的未成年人阅览空间研究也是重要的主题之一。以南京图书馆未成年人公

共空间为例的实证研究 [13]，不仅重点阐述了南京图书馆的具体实践，还开展了深入的

实证检验，力图在语言理解、语言表达、自主学习和人际交往方面找到公共阅读空间

对未成年人的影响。研究采用未成年人自评、家长和教师他评的综合评价作为衡量方

案，区分了实验组和对照组。研究结果令人振奋，实验组在 4 个评价维度上都好于对

照组。虽然研究报告比较模糊，结果呈现不规范，但这样的准实验研究设计比较难得。

还有一项阅读环境研究区分了自变量和因变量，进行了变量关系的探索 [14]。作者

通过 200 份问卷，研究了公共图书馆的区域环境、设施环境、资源环境、阅读环境、

服务环境与儿童到馆阅读行为之间的关系。以儿童到馆行为作为因变量，其余作为自

变量，探讨了各种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在众多描述性调查研究中，看到一篇试图厘

清变量之间关系的研究，让人眼前一亮。

（五）其他研究

除以上较为集中的研究主题外，还有一些零散的主题，几乎遍及公共图书馆未成

年人服务的方方面面和各类群体。比如，国内玩具图书馆的数量不多，但仍有不少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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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研究的论文。其中，以广州图书馆为例的一项研究比较独特 [15]。研究者想了解“玩

具图书馆是否促进了儿童多元智能的发展”，于是通过自行编写的包含 18 道题的问卷，

调查了 91 名参加过玩具馆活动的读者，结果发现，大多数家长认为参加玩具馆活动对

孩子的多元智能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且参加活动时间越多的家长，对此越满意。该

研究为以实证的方法验证图书馆未成年人活动的效用做了有益尝试。

还有一些研究的主题为馆藏建设，但数量不多。以广州少年儿童图书馆为例，戚敏

仪提出一整套少儿文献评价指标体系 [16]，并基于这套体系，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研究读

者对馆藏的满意度。结果发现，资源获取的问题较突出，保障能力则较令人满意。整个

研究逻辑较清晰，不失为未来开展公共图书馆馆藏建设与评价的重要基础。多数对未

成年人电子资源馆藏的研究采用网络调研方法。陶丽珍在 2019 年完成的一项未成年人

数字资源现状调查是非常典型的网站调研 [17]。通过访问国内 50 家少儿图书馆的网站，

研究者将其网站上揭示的数字资源进行归纳、分类与统计，从中找出存在的问题。类

似的研究很多，比如《我国少儿图书馆数字资源建设现状调查分析》[18]《省级少年儿

童图书馆数字资源服务调查与分析》[19] 等，方法类似，研究结论也十分相近。

未成年人服务研究同样强调信息素养教育。曹福勇等人以广州 8 家公共图书馆开

展的青少年信息素养提升活动为主要研究对象，对其实践效果进行了评估 [20]。该论文

首先较详细地综述了国内信息素养研究的进展和论文发表情况，随后报告了开展青少

年信息素养活动的实践经验，并从六方面评估参加者对活动的满意度，是以实证方式

研究信息素养教育开展的重要研究之一。

西南大学的一篇硕士论文也不同寻常 [21]。首先，该论文提出一个本领域学者应重点

关注但常常被忽视的问题：从读者能力提高的角度看，图书馆的服务效果到底如何？

最合适的做法是通过直接测量读者能力的客观改变进行效果评估。这样的工作不仅在

国内缺乏，在国际上也不多见 [22]。其次，听书这一形式是以前图书馆较少专门关注的

类型。最后，作者采用三组实验组—对照组的研究设计，探究了听书对不同年级儿童

的阅读理解、想象力、阅读兴趣和认可度的影响。准实验设计的方案在未成年人图书

馆研究中比较少见。沿着这样的研究思路，继续深入可以开展较多有价值的研究工作。

另有一些量化研究的思路很独特。在国家图书馆馆员解荣的一项阅读分级研究中 [23]，

研究者让孩子在没有家长陪同的前提下，在图书馆里挑选自己喜欢的书，然后研究孩

子的人口学变量与阅读水平等因素对儿童书籍偏好的影响。这种以儿童为被试，在自

然状态下开展的实证研究同样非常难得，研究的结果很有指导意义。例如，6 岁儿童喜

好的科普类图书平均总字数为 5.1 万，页数为 76 页，平均 22 个知识点，图片比例达

72.6%；15 岁儿童偏好的科普图书一般总字数为 15 万，总页数为 188 页，平均 67 个知

识点，图片比例达 44.9%。这些信息对开展阅读服务实践的图书馆员及童书出版从业人

员非常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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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比较研究类论文范围广泛、主题丰富

自改革开放伊始的 1980 年，国内就有论文介绍国外图书馆对未成年人提供的优秀

服务案例 [24]。随着我国日趋与国际接轨，对国外研究与实践的介绍越来越多，也越来

越系统与扎实。我国研究者逐步放眼世界，对比国内服务现状，追趋势、找差距，探

索更受读者欢迎的未成年人服务。通过对相关国家及地区比较研究类论文的数量进行

统计，结果见表 1。从表 1 可以看出，比较研究涉及较广泛的国家和我国港澳台地区，

从全世界范围吸纳优秀的服务经验和研究成果，特别是未成年人服务实践较为出色的

美国，相关的比较研究类论文达 172 篇。比较研究类论文的主题也日益丰富，包括专

门比较介绍国外家庭作业服务辅导的研究 [25]，关注阅读障碍群体的研究 [26]，从体制

机制上介绍国外阅读推广工作的研究 [27]，以及一些关注前沿主题的研究，如少儿创客

空间 [28]、代际沟通 [29] 等。

表 1 比较研究类论文国家及地区统计表

国家及地区 研究数量（项） 占比 国家及地区 研究数量（项） 占比

美国 172 46.22% 新加坡 4 1.08%

多国 a 56 15.14% 韩国 3 0.81%

中国港澳台地区 34 9.19% 法国 2 0.54%

日本 23 6.22% 意大利 2 0.54%

英国 22 5.95% 新西兰 2 0.54%

德国 15 4.05% 奥地利 2 0.54%

加拿大 9 2.43% 丹麦 1 0.27%

俄罗斯（含苏联） 9 2.43% 瑞典 1 0.27%

国际图联 b 6 1.62% 南非 1 0.27%

澳大利亚 6 1.62% 芬兰 1 0.27%

总计 371 100%

大部分比较研究类论文主要通过二手资料完成对国外服务的介绍，通常采用网络

调研和文献综述的方法。郑州大学学者王平通过网络调研 [30]，比较了中国和美国各 7

家图书馆的网站内容，通过梳理服务对象和服务特色，发现两国公共图书馆在少年儿

童服务上的诸多差异。由此，作者提出许多尖锐的观点，以及有待关注与解决的重大

问题。一篇出色调研报告的关键在于，不止步于简单地呈现差异，而且能更进一步阐

发，切中要害。另外一篇关于美国公共图书馆数字阅读推广的研究调查的图书馆更多，

a 指进行比较的国家或地区超过 1 个。
b 指所涉内容主要为国际图联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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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样也更规范 [31]。主要调查内容为数字资源建设与推广的情况，对美国公共图书馆为

儿童配备的数字阅读资源的类型和揭示方式、采取的推广形式培训与协作方案进行介

绍，并提出一些对我国开展儿童数字阅读的启迪思路。文献综述类的研究中，张文彦

与王丽在 2014 年完成一篇出色的文献综述 [32]。作者将发达国家图书馆未成年人服务

分为 8 个主题，并分别展开论述。该论文对主题的区分十分细致，不仅介绍了国外的

文献，还对比了我国的研究现状，提出当前国内图书馆未成年人服务的研究主题需要

扩展，增加“未成年人个体的阅读认知规律研究”和“图书馆对学生整体性影响研究”

两个方向。同时提倡更多地采用定性定量方法，提高研究的科学性与创新性。这样的

主张切中国内未成年人服务研究的要害。此外，还有不少专门论述某个具体服务项目

的优秀综述论文，例如，《美国公共图书馆夏季阅读项目：动因、实践及启示》[33]，《家

庭参与的公共图书馆儿童早期读写服务研究——以美国 ECRR 项目为例》[34]《美国青

少年和老年人志愿者参与的儿童阅读项目实证研究》[35] 等。

一些研究者不满足于只凭借二手资料获取国外资讯，而是开展实地探访与调查。

在一项以美国纽约汤普金斯郡公共图书馆为例的儿童阅读服务研究中 [36]，作者实地观

察美国公共图书馆服务的开展情况，详细介绍了美国同行如何展示馆藏、如何组织阅

读活动、如何营造空间、如何宣传等内容，细节丰富，内容直观，说服力强。这对国

内图书馆在具体实践中进行借鉴极有帮助。

比较研究中的实证调查研究非常少。北京大学学者苗美娟开展了一项针对美国公

共图书馆代际项目的实地调查研究 [37]。采用邮件访谈、电话访谈和当面访谈等方法，

对美国伊利诺伊州的公共图书馆（无论是否开展了代际项目）馆员做了访谈，还访谈

了图书馆行业组织人员和代际项目相关专家。访谈对象全面，访谈报告完整而具体。

对代际项目的实施效果、各方的利弊与图书馆的主体责任、可以开展的代际项目类型、

图书馆未开展代际项目的原因与困难、实施代际项目的必要性等多个议题，有非常充

分的讨论，把不同观点和各类主张密集而有结构地呈现出来，形成碰撞，令人印象深

刻。不过，目前没有在两国或两地采用同样设计方案收集实证数据进行直接分析对比

的研究案例。这是目前比较研究的空白点。

四、综述研究类论文中文献计量类扁平粗糙、文献综述类全面具体、

法律法规类条理清晰

综述研究类论文大体可进一步分为文献计量、文献综述和法律法规三类。文献计

量研究通过文献检索，获取未成年人服务相关文献，结合定量描述和内容分析勾勒研

究主题特征和发展趋势。近年出现了一些以阅读推广为主题的文献计量研究 [38-41]，

大部分以中国知网上的论文为分析对象，显示出阅读推广相关论文发表呈上升趋势，

且主要在图书馆学领域的期刊上发表，不存在多学科交叉，不存在核心作者群等。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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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通过关键词的主题分析，勾勒领域主题。王丽的研究中，通过聚类形成了 6 个主

题：面向全民的图书馆阅读推广研究、面向大学生的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研究、面向

少儿读者的公共图书馆阅读推广研究、图书馆经典阅读推广研究、数字环境下的图书

馆阅读推广研究、图书馆阅读推广的保障机制研究 [38]。胡一樱的研究归纳总结出阅读

服务完善化、推广主体多元化、地区差异缩小化、阅读方式多样化的四个趋势 [39]。

相比计量研究的扁平粗糙，一般的文献综述因作者阅读大量文献、穿针引线、归

纳总结，可读性更强。例如，束漫的有关公共图书馆阅读障碍服务的文献综述研究 [42]，

从问题提出的背景，谈到图书馆学以及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再到图书馆开展阅读障

碍人员服务的方法和对策，全面地介绍了图书馆的阅读障碍人群服务，可作为该领域

研究的纲领性指南。与此类似的还有束漫等人的《图书馆自闭症儿童服务研究》[43]。

在对图书馆未成年人服务的法律法规、政策文件等进行综述、分析、比较的研究

中，比较典型的是范并思教授的论文《现有法律框架下的儿童阅读立法研究》[44]。论

文分三部分，分别阐述国内现状、国内外立法研究以及作者对阅读立法的思考。作者

没有像通常的法规政策综述一样罗列各种法规政策，而是进行了更具层次性的组织，

将国内外儿童阅读立法的来龙去脉论述得非常有条理。作者列举政策作为证据说明自

己的观点，而不是从政策文本中做引申总结。全文贯穿一条逻辑脉络，十分流畅。作

者对当前立法的思考也切中要害，提及阅读服务专业性、服务资源和安全三项关键要

素。在论述服务专业性的时候，将图书馆阅读服务与学校教育进行比较分析，更凸显

图书馆系统在规范性、专业性、科学性上的巨大漏洞，极具说服力。

五、其他非实证研究类论文量有余而质不足

非实证研究类论文在所有论文中占比较大，近 80%。但在此类论文中，大部分内

容比较简单，许多论文没有具体展开详细介绍工作的关键细节，论述较空洞，观点和

结论也缺乏数据支持。有些论文即便有，也多为馆藏数据和到馆读者人数等一般性质

的统计数据，缺乏细致的数据分析，数据的呈现与报告也较粗糙。不少论文的行文框

架雷同，大体先论述某项儿童服务工作的重要性和关键意义，然后描述本馆服务的开

展情况，最后针对目前服务中的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或者由现有工作得出的启示、

引发的思考。偶有研究论及其他图书馆的情况，但多限于从网络资源获取信息，一般

以简述为主。这类论文更像新闻报道或某些图书馆的工作总结，从工作实践出发衍生

的建议、启示和思考，并非基于数据的论证，个案的代表性以及由个案得出普遍规律

的关键价值，都缺乏坚实的科学证据。

尽管如此，仍有优秀的研究者可以驾驭较宏大的题目，并提出新的服务思路，揭

示当前工作中的关键问题。比如《加强图书馆未成年人服务的合理性论证》一文 [45]，

作者对合理性的论证逻辑清晰、考证充分，从国际上图书馆未成年人服务发展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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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内事业的起源与态势谈起，特别强调我国未成年人群体的需求与公共图书馆的任

务与使命，最后总结我国未成年人图书馆事业面临的问题。言之有物、言之有据，深

刻阐明当前我国加强图书馆未成年人服务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非实证研究类论文中有不少理论性的论文。这类论文容易理论脱离实际，或者理

论过于缥缈，变成陈词滥调；或者移植其他学科的理论，南橘北枳，不伦不类。但有

一些非常出色的论文将理论与具体服务实践结合得非常贴切，具有启发性。郝天晓介

绍了一种原本用于教学设计的 ARCS 动机模型 [46]，强调在利用动机达成服务目标的实

践中，重点关注“注意”“相关性”“自信心” 和“满足感”四个要素，并联系特殊群体

的服务实践，论述了图书馆的具体做法。 

非实证研究类论文中还有一些经验之谈。经验之谈容易被认为层次较低，也容易

写得比较空泛，无法在水平较高的杂志上发表。但只要言之有物，把一个小问题谈深、

谈透，仍可以带来不少启发。例如，论述“图书馆故事会活动如何遴选图书”这一问

题非常实际且必要，深入探索的空间也很大。但是认真研究这一主题的学者与馆员却

不多。除王岩的一篇会议论文外，几乎没有看到该主题的其他研究 [47]。王岩主要关注

集体低龄故事会的图书遴选，论述了三个关键的问题：遴选的基本原则，集体故事会

与亲子共读的遴选差别，以及合适的图书类型。每个问题论述得非常细致，并列举了

相应的例子。可以看出作者在这个研究主题上经验丰富、功底深厚。

与此类似的还有儿童图书馆规模研究。1988 年的一篇论文关注城市中的儿童图书

馆如何选址以及应设计多大规模 [48]，内容涉及潜在基本读者数量如何计算、地级市

图书馆规模的主要基准指标等。作者通过经验调查，认为低幼读者的覆盖面只限于

半径 300 米以内，小学高年级读者可以扩大到半径 800 米左右，初中学生扩大到半径

1 000 ～ 1 500 米。随后参照国内外公共图书馆标准与实例，结合考察与实践，提出大、

中、小型图书馆的阅览室面积标准、藏书标准、人员规模和经费体量指标数值。尽管

这些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制定的标准已不适用于当前国内环境，但这样的研究主题非常

有价值。在近年来的研究中少有类似的主题出现。2018 年《公共图书馆法》颁布后，

图书馆界应尽快就该法案制定相应的行政法规、政策、行业标准与指南，将《公共图

书馆法》中的“有关规定”“相关规定”细化落实 [22]。《公共图书馆法》规定：“公共

图书馆应当根据其功能，馆藏规模，馆舍面积，服务范围及服务人口等因素配备相应

的工作人员。”儿童图书馆选址和设计规模的研究一定程度上可以辅助制定与《公共图

书馆法》相适应的配套政策，让《公共图书馆法》更具操作性，相关研究极其紧迫且

必要。

服务未成年人的馆藏研究也十分欠缺。图书馆理应把馆藏作为核心对象开展研究，

但是研究阅读推广的论文数量远比研究馆藏的论文多，为阅读推广评估制定指标的研

究比对馆藏进行结构化分析的研究多。即便是馆藏研究，相关论述也是提出原则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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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少，具有可操作性的不多。黄天助在研究中提出一套可操作性强的合理馆藏六要

素结构指标模型 [49]。这是一个有益的尝试，而且该论文对具体实践提出不少有效的

建议。

六、总结与展望

通过回顾，发现图书馆未成年人服务领域研究者的视野逐步扩大，研究主题日趋

广泛，几乎涵盖未成年人服务的方方面面。且本领域研究的重要特质是关注本土问题

和特色群体的服务需求，研究工作贴近实际，与国家现实需求和社会发展紧密契合。

整个领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关心与关注未成年人服务的研究者越来越多，虽观点

有差异，但都在积极地思考与表达，努力推动本领域向前发展。

与此同时，应注意到本领域研究还存在不少问题。首先，公共图书馆研究工作缺

乏国际影响。我国公共图书馆未成年人服务不再是亦步亦趋地跟随欧美发达国家的实

践，而是越来越契合本土国情和本地实情，创造性地开展了较有价值的服务和研究工

作。因此，应将中国图书馆的未成年服务工作介绍到国际上，让世界同行更多地了解

中国图书馆馆员的工作，发出中国声音。其次，本领域的研究主题虽然广泛，但研究

深度不够，研究问题不够具体，缺乏实证类研究。实证类研究中，有不少研究停留在

对现状的描述，不断在不同地区的图书馆进行重复性调研，结论大同小异，缺乏演进，

真正有学术价值的研究还有待进行。最后，迎合潮流的研究比较多，潮水退去后，围

绕同一主题开展持续性的研究不多，表现出一定的跟风态势。如 2004 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发布《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

意见》后，图书馆服务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论文在 2004—2005 年达到高峰，在知

网上可以查到 68 篇，而 2018—2019 年只有 6 篇该主题类论文发表。网瘾问题也曾是

研究热点。2007 年前后，有多篇主题为未成年人网瘾问题的论文，之后类似主题的论

文越来越少。

未来研究应走“里应外合”和“脚踏实地”的路线。“里应外合”的路线是希望整

体增加本领域研究的广度与深度。一方面，鼓励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合作，引入教育学、

社会学、心理学、传播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和工具，开拓思路，从全新的视角开展

研究。比如，通常图书馆学研究将“阅读”视为一种活动，如果将阅读视为一种认知

过程、一种能力、一种手段，会带来视角上的巨大转变。另一方面，抓住图书馆的核

心主题，突出自己的专业性，做深入的持续探索。“脚踏实地”的路线是希望整体增加

本领域研究的普适性、科学性与说服力。应开展严谨、细致的实证研究，在有控制的

条件下，抽丝剥茧印证科学假设，不急于提出各种“因素”“策略”和“方向”，而是

把一种“因素”“策略”“方向”做深、做透；或关注未成年人服务的实际运作，开展

具体而细致的实践研究与行动研究，使结论言之有物、言之有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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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n the Public Library Services to Mino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search Method

WEI Tong-qi 1,  LIU Ying 2

（1. Institute of Psych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2. School of Medical Humanities,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accurately grasp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research on the services for children and young adults in public libraries in China, to 
sort out and analyze the shortcomings and defects of the existing researches, and to provide 
a better reference for future research. Through a literature search of Chinese and English 
studies on this domain, 3,226 papers were classified into four categories according to research 
methods, and each category and its subcategories were systematically reviewed.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research on public library services for children and young adults had a variety 
of topics. It has a wide range of contents and fit the national requirements and social needs. It 
mainly focused on the interests of special groups and had its own research characteristics. At 
the same time, the proportion of non-empirical studies was large, there were fewer studies with 
depth and persistence, and the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was very small. In the future, we should 
actively draw on the empirical paradigms of other social sciences to study the core issues of this 
discipline and make the research on library services to minors more meticulous and in a much 
deeper way.
Keywords: Library Services to Minors; Public Libraries; Reading Promotion; Vulnerable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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