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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双减”背景下，公共图书馆少儿阅读推广服务工

作的开展受到多方因素制约，存在少儿阅读推广对象细分

不足以及馆校合作模式不完善等问题，严重影响少儿阅读

推广服务质量。因此，公共图书馆应当以现阶段少儿阅读

推广服务问题为抓手，积极探索少儿阅读推广服务转型策

略，为少儿阅读推广服务的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1]。

一、“双减”背景下少儿阅读推广服务新趋势

（一）少儿阅读需求增加

近年来，随着“双减”政策的出台，少儿阅读成为新

时期教育重点。“双减”背景下，少儿阅读推广工作的开展

应当立足于新时期实际需要，明确少儿阅读推广服务新趋

势。目前，少儿阅读需求不断增加，对少儿阅读推广服务

提出了更高要求。随着“双减”政策的深入落实，学生课

外培训时间和作业量大大缩减，在一定程度上为少儿阅读

学习的开展提供了时间保障。根据部分公共图书馆图书借

阅情况来看，少儿类图书借出率与“双减”政策出台前的借

书率相比提升了10%左右。特别是在周末和节假日期间，公

共图书馆少儿类图书借阅量大幅提升，入馆阅读的少儿人

数与以往相比实现了“量”的突破，少儿阅读需求的增加为

“双减”背景下公共图书馆少儿阅读服务推广工作提供了新

的契机[2]。

（二）“陪伴式阅读”增加

在“双减”政策的影响下，少儿阅读需求日益增加，

公共图书馆少儿阅读推广服务也面临着更多新的挑战，其

中陪伴式阅读的增加成为现阶段公共图书馆少儿阅读推广

服务重点。对于陪伴式阅读而言，其主要指的是少儿在家

长引导下开展阅读的过程，这一方式能够有效激发少儿图

书阅读兴趣，有利于引导少儿形成正确的阅读习惯。受到

传统教育模式的约束，少儿课外阅读时间较少，其精力更

多地放在完成教师布置的作业方面，家长参与、陪伴少儿

学习的机会相对较少。而随着“双减”政策的推出，少儿

课后作业压力进一步减少，能够抽出更多时间开展课外阅

读，有效拓展了少儿眼界和知识储备。同时，少儿课外阅

读活动频次的增多，也进一步增加了家长陪伴少儿阅读的

机会，陪伴少儿进入公共图书馆借阅图书和参加阅读活动

的频次大幅提升，“陪伴式阅读”成为新时期少儿重要阅读

方式[3]。

（三）“馆校合作”机会增加

随着“双减”政策的出台，公共图书馆少儿阅读推广服

务也面临着更多新要求。就现阶段公共图书馆少儿阅读推

广服务工作来看，“馆校合作”的机会大大增加，为后续阅

读推广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新的方向。不管是法律法规还是

教育教学发展新要求，都提到了学校与图书馆合作的重要

性。特别是“双减”背景下少儿阅读推广服务，更是明确了

图书馆与学校合作开展服务的要求。为此，国家出台了一

系列政策，为馆校合作提供了必要的保障，“馆校合作”的

机会大大增加，公共图书馆少儿阅读推广服务重点也发生

了相应的改变。通过“馆校合作”模式的推进，少儿课外活

动内容能够得到有效拓展，同时也为公共图书馆少儿阅读

推广服务的完善指明了方向[4]。

二、“双减”背景下公共图书馆少儿阅读推广服务转型

面临的困境

（一）阅读推广对象缺乏细化分级

随着“双减”政策的出台，少儿课后作业压力得到有效

缓解，课外阅读活动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公共图书馆作为

图书借阅和文化宣传的重点场所，为少儿知识储备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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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课外阅读活动的开展提供了诸多便利，如何进一步提

升公共图书馆少儿阅读推广服务质量成为新时期研究的重

点。在“双减”视域下，传统公共图书馆少儿阅读推广模式

显然难以满足当下发展需要，推动公共图书馆少儿阅读推

广服务转型的重要性愈发凸显。但是，就目前公共图书馆

少儿阅读推广服务来看，阅读推广对象缺乏细化分级，将

会导致图书馆阅读推广质量受到影响。具体而言，公共图

书馆阅读推广的人群主要集中在18岁以下的人群，缺乏细

致分类，初中、小学、高中的学生都在公共图书馆阅读推

广对象之内，但是各年龄段的少儿阅读喜好和需求存在一

定的区别，因此对图书馆组织的各类阅读活动兴趣也不尽

相同。要想实现图书馆少儿阅读的精准化推广，应当对于

阅读人群进行细化分析。

然而，结合各地公共图书馆少儿阅读推广服务的实际

情况来看，绝大多数图书馆并未形成细化分级的意识，以

至于在少儿阅读服务中出现服务针对性不高、服务范围偏

大等问题。例如，部分省份为增强少儿阅读意识，组织开

展了一系列“故事会”活动，但是由于活动内容缺乏细

分，加上宣传工作中表示参与对象为0～18岁少儿，以至于

活动参加对象年龄跨度过大，部分低年级少儿对故事会内

容难以理解，高年级少儿参与兴趣不高，致使图书馆少儿

阅读推广活动开展受到影响。另外，部分公共图书馆在少

儿阅读推广服务中缺乏统筹规划，过于注重对某一个年龄

段少儿的服务，以至于阅读服务活动设置不够科学，导致

读者阅读兴趣降低，进而使图书馆阅读活动开展质量大打 

折扣[5-6]。

（二）少儿阅读推广未能突出“家庭”作用

在“双减”背景下，公共图书馆传统少儿阅读推广服务

模式难以满足新时期教育需要，推动公共图书馆少儿阅读

推广服务转型成为当下研究重点。但是，就目前图书馆少

儿阅读推广服务转型来看，“家庭”在少儿阅读推广中的地

位缺失导致服务转型受到影响。对于少儿来讲，家庭是教

育的起点，关乎着少儿未来的发展以及阅读习惯的养成。

所以，家长在少儿阅读过程中的重要性不可小觑，其一言

一行对少儿阅读有着直接的影响，家长愈发明确阅读的关

键作用，但是受到个人文化程度等因素的约束，难以形成

良好的家庭阅读环境。

（三）“馆校合作”模式缺乏长效合作机制

受到多方因素的束缚，图书馆少儿阅读服务推广转型

并未取得预期目标。其中缺乏“馆校合作”模式的长效合

作机制，是导致图书馆阅读推广受限的重要因素之一。具

体而言，“馆校合作”模式的不足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首先，双方合作力度不强。尽管图书馆与学校建立合作机

制，但是二者在阅读推广方面各成体系，协作能力不强。

其次，缺乏系统性合作。图书馆与学校在少儿阅读推广服

务方面，仍然存在“选择性”组织，过于注重在重大节假

日期间的阅读活动组织，以至于常规性阅读推广合作力不

强，不能形成一套长效、系统的合作推广机制。

三、“双减”背景下公共图书馆少儿阅读推广服务转型

策略

（一）开展少儿阅读推广精准化分级服务

在“双减”背景下，公共图书馆传统少儿推广服务模

式难以满足新时期教育需要，结合少儿身心年龄、成长规

律等，开展精准化分级服务成为新时期公共图书馆少儿阅

读推广重点。“双减”政策有效降低了少儿课后作业压力，

为少儿课后多样化活动的开展提供了有利条件。目前，少

儿课外阅读需求不断增加，如何为幼儿提供高质量的阅读

服务成为图书馆研究重点。结合图书馆和少儿阅读特点来

看，细分服务类别是提高阅读推广质量的有效举措。为

此，公共图书馆应当进一步明确自身优势，结合少儿身心

特点和成长规律，提供更加符合少儿阅读需求的资源，为

幼儿课外阅读兴趣的培养打下良好的基础。具体而言，公

共图书馆工作人员可以根据少儿年龄进行分类，比如将

3～6岁、7～9岁、10～15岁等年龄段进行细分，结合少儿

在图书馆的图书借阅历史进行全面分析，进一步把握不同

年龄段的阅读需求，之后根据年龄段特点集中摆放图书，

为少儿提供更加精准的阅读服务。

与此同时，共同图书馆也可以根据不同年龄段的少儿

阅读喜好，有针对性地采购各类图书，以便满足少儿多样

化阅读需求。另外，公共图书馆也可以将馆内阅览室进行

细分，根据少儿阅读需求和年龄段，设置趣味阅览室，引

导少儿在阅览室开展阅读。在图书馆阅览室内，工作人员

分级举办阅读推广活动，从少儿兴趣特点出发推出不同主

题的活动。活动结束后，组织少儿填写活动反馈表，对图

书馆举办的阅读推广服务活动提出相应的建议，以便后期

针对性地完善图书馆，进而为少儿提供更加多样化的阅读

主题活动。

（二）推出亲子阅读，探索多样化活动

随着“双减”政策的出台，少儿课后作业量得到有效缩

减，自主活动空间进一步增大，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少儿

课外阅读的需求。从公共图书馆的角度出发，为了做好少

儿阅读推广服务，应当突破传统阅读推广形式的约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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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少儿身心特点组织开展亲子阅读活动，为图书馆阅读推

广服务水平的提升打下坚实的基础。就现阶段部分公共图

书馆亲子阅读活动举办的情况来看，并未达到预期效果，

活动的开展仍然停留在表面，图书馆的馆藏资源和特点

不够突出，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图书馆亲子阅读活动千篇一

律，难以形成品牌力量，致使读者参与兴趣大大降低。为

此，公共图书馆有必要推动阅读推广服务转型，探索多样

化亲子阅读活动形式，打造亲子阅读特色品牌，形成持久

吸引力。

具体而言，公共图书馆亲子阅读品牌的构建可以从以

下几方面入手。首先，明确活动主题。公共图书馆打造特

色亲子阅读品牌，应当立足于图书馆自身特点，走访调研

少儿群体阅读喜好，精准把握亲子阅读活动主题，以此激

发读者参与兴趣，树立特色品牌，确保图书馆亲子阅读活

动有序开展，进而为图书馆阅读推广服务转型打下基础。

其次，突出品牌形象。图书馆亲子阅读活动的开展，应当

突出品牌形象，结合新媒体平台等，创新亲子阅读活动推

广渠道，提升图书馆亲子阅读活动知名度，进而为图书馆

阅读推广服务的高质量开展提供有力的保障。

（三）创建馆校联盟，优化“馆校合作”机制

近年来，随着“双减”政策的出台，公共图书馆少儿

阅读推广服务转型升级成为新时期研究重点。受到传统阅

读推广服务模式的约束，图书馆少儿阅读活动组织效率较

低，与新时期发展要求不相符合。为了提升图书馆少儿阅

读推广服务质量，可以创建馆校联盟，优化“馆校合作”

机制，为少儿阅读推广服务的精准开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一般来讲，学校和图书馆是少儿阅读活动的主要场所，加

强二者联合能够为少儿提供更高质量的阅读资源和阅读服

务，从而提升少儿的阅读能力。所以从这一角度出发，公

共图书馆应当进一步突出自身优势作用，联合社会机构与

中小学等开展合作，建立馆校联盟，充分发挥图书馆巨大

的馆藏资源优势，结合学校育人经验探索“馆校合作”新 

模式。

具体来讲，“馆校合作”模式的优化可以从以下几方面

入手推进。首先，做好校外服务。馆校联盟可以利用图书

馆资源打造阅读平台，根据少儿在校内的阅读喜好和身心

特点，推出适合少儿的阅读活动，吸引更多少儿参加，突

出馆校联盟合作优势，为“馆校合作”机制的优化升级打下

基础。另外，馆校联盟也可以定期推出志愿活动，以学校

为主导进行宣传，吸引更多少儿进入图书馆担任志愿者，

了解图书馆日常活动，提升馆校联盟合作效率。其次，强

化校内服务。学校可以联合图书馆根据少儿阅读需求整合

各类图书资源，为学校提供多样化的借阅服务，提高馆校

联盟合作效率，为“馆校合作”机制的创新优化提供必要的

支持。同时，学校也可以定期组织开展阅读讲座，邀请图

书馆工作人员前来校内传授图书借阅相关知识，以此加深

学生对图书馆借阅流程的印象，为后续学生进入图书馆阅

读打下良好的基础。

四、结语

随着“双减”政策的出台，公共图书馆传统少儿阅读推

广服务模式显然无法满足新时期发展需要。为了提升公共

图书馆少儿阅读推广服务水平，应当突破传统阅读推广模

式的约束，结合新时期少儿阅读推广新趋势，探索适合公

共图书馆少儿阅读推广服务的有效路径。一方面，公共图

书馆应当以“双减”政策的出台为契机，综合少儿各年龄段

身心特点推出更加精准的阅读服务；另一方面，公共图书

馆需要进一步明确家庭在少儿阅读中的重要性，以此为基

础推出多样化亲子阅读活动。除此之外，还应进一步强化

与学校联合，打造馆校联盟，为“双减”背景下少儿阅读推

广服务的高质量开展提供必要的保障。

参考文献

[1]冯志会.公共图书馆少儿阅读推广服务转型创新探讨

[J].文化产业,2023(06):93-95.

[2]沈嵘,卢河梅.“双减”政策背景下公共图书馆少儿阅

读服务提升策略[J].图书馆学刊,2022,44(10):72-76.

[3]张丽敏.“双减”背景下公共图书馆中小学生阅读推

广服务研究[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22(S1):114-118.

[4]王雅祺.“双减”背景下公共图书馆少儿阅读推广服

务路径探析[J].河北科技图苑,2022,35(05):54-58.

[5]侯习哲.教育“双减”政策下公共图书馆少儿阅读推

广服务转型研究[J].大学图书情报学刊,2022,40(05):48-53.

[6]侯习哲.“双减”政策下公共图书馆少儿阅读推广服

务转型研究[J].河北科技图苑,2022,35(03):75-80,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