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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高校图书馆服务中小学生研究
∗

□徐文静

　　摘要　对美国高校图书馆服务中小学生概况的调研显示,６０％以上的州都有高校图书馆提

供此类服务,其中多数隶属于位于城市的公立高校,服务对象以当地高中生为主.通过分别梳理

美国高校图书馆服务中学生和小学生的发展历程,发现两者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前者经历了半

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主要服务内容包括:参观、信息素养教育、查阅馆藏、借书等;后者起步于２０
世纪９０年代,其具体实践主要围绕阅读活动展开.此外,还分析了美国高校图书馆服务中小学

生活动得以持续发展的深层原因,以及我国高校图书馆服务中小学生活动遇冷的根本原因.最

后,探讨了我国高校图书馆对中小学生开放活动与中学研究性学习课程结合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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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教育部印发的«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第三

十七条规定,图书馆应在保证校内服务和正常工作

秩序的前提下,发挥资源和专业服务的优势,开展面

向社会用户的服务[１].中小学生是高校图书馆社会

化服务的一个重要群体.２０１５年４月２３日“世界

读书日”,５２所北京高校图书馆正式面向全市中小

学设立开放日[２].但是,一年以后,这项活动被发现

“叫好不叫座”.其中,２０多家高校图书馆接待量为

零[３].此前的２０１２年６月,辽宁省教育厅公布了

«辽宁省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向中小学生开放部分设

施实施方案»,包括辽宁大学、沈阳师范大学、沈阳工

业大学、沈阳理工大学等高校在内的首批１７所高校

图书馆面向中小学生开放[４].２０１３年８月,辽宁省

第二批又增加了８所对中小学生开放的高校图书

馆[５].但活动效果也不理想,来馆的中小学生人数

非常少[６].为什么北京和辽宁两地高校图书馆面向

中小学生的开放活动会遇冷? 国内高校图书馆应该

怎样为中小学生服务? 国外高校图书馆又是如何服

务中小学生的呢? ２０１７年４月,笔者带着这样的疑

问,在EBSCO、JSTOR、EMERALD、ProQuest数据

库和百度学术,以ab(“academiclibrary”OR“uniＧ
versitylibrary”OR “collegelibrary”)ANDab
(“highschool”OR“secondaryschool”OR“middle
school”OR“elementaryschool”)为检索式,经过去

重和筛选,得到３２篇相关文献.此外,还根据部分

论文的参考文献,补充了１３篇未检索出的文献.在

这４５篇文献中,有关于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家的

高校图书馆和中小学合作开展服务的案例,其中美

国的案例居多.除了文献调研,笔者还登录多所美

国高校图书馆网站进行了网络调研.文章将两种调

研方法相结合,深入研究美国高校图书馆服务中小

学生的案例,并探讨其给予我国高校图书馆和中小

学教育界的启示.

２　美国高校图书馆服务中小学生概况

通过文献梳理,筛选出２１篇涉及美国高校图书

馆服务中小学生具体案例的论文,共包括３８个具体

案例.此外,通过网络调研的方式,检索到１４个具

体案例,两者相加共计５２个案例(见表１).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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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美国高校图书馆服务中小学生概况

序

号
图书馆名称

高校

性质

高校所在地

州 市/地区
服务对象 服务内容

信息源

发表时间 获取方式

１ 莱斯大学方德伦图书馆[７] 私立 德克萨斯州 休斯敦市 高中生① 查阅馆藏 １９６２ 文献调研

２ 休斯敦大学安德森图书馆[８] 公立 德克萨斯州 休斯敦市 高中生 查阅馆藏 １９６２ 文献调研

３ 圣托马斯大学图书馆[９] 私立 德克萨斯州 休斯敦市 高中生 查阅馆藏 １９６２ 文献调研

４ 德克萨斯南方大学图书馆[１０] 公立 德克萨斯州 休斯敦市 高中生 查阅馆藏 １９６２ 文献调研

５ 贝洛伊特学院图书馆[１１] 私立 威斯康星州 贝洛伊特市 高中生 查阅馆藏 １９６４ 文献调研

６ 厄勒姆学院图书馆[１２] 私立 印第安纳州 里士满市 高中生 查阅馆藏 １９６４ 文献调研

７ 皮吉声大学图书馆[１３] 私立 华盛顿州 塔科马市 高中生 查阅馆藏 １９７０ 文献调研

８ 波特兰大学图书馆[１４] 私立 俄勒冈州 波特兰市 高中生 查阅馆藏 １９７２ 文献调研

９ 波特兰州立大学图书馆[１５] 公立 俄勒冈州 波特兰市 高中生 查阅馆藏 １９７２ 文献调研

１０ 太平洋大学图书馆[１６] 私立 俄勒冈州
福里 斯 特 格 罗

夫市
高中生 借书 １９７２ 文献调研

１１ 佛蒙特大学图书馆[１７] 公立 佛蒙特州 伯灵顿市
１２年级的高

中生
书目指导 １９７７ 文献调研

１２ 新墨西哥州立大学图书馆[１８] 公立 新墨西哥州
拉 斯 克 鲁 塞

斯市

１２年级的高

中生
查阅馆藏 １９８１ 文献调研

１３ 温斯洛普学院图书馆[１９] 公立 南卡罗莱纳州 洛克希尔市
学 习 AP 课

程②的高中生

参观、书目指

导、借书
１９８２ 文献调研

１４ 奥古斯塔纳学院图书馆[２０] 私立 伊利诺伊州 罗克艾兰市 高中生
参 观、书 目

指导
１９８６ 文献调研

１５
南卡 罗 莱 纳 大 学 艾 肯 分 校 图

书馆[２１]
公立 南卡罗莱纳州 艾肯市

当 地 优 秀 中

学生

参观、书目指

导、借书
１９７９ 文献调研

１６ 俄克拉荷马文理大学图书馆[２２] 公立 俄克拉荷马州 奇克谢市 高中生 书目指导 １９８１ 文献调研

１７ 华盛顿州立大学图书馆[２３] 公立 华盛顿州 普尔曼市 高中生 书目指导 １９８５ 文献调研

１８
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图

书馆[２４]
公立 纽约州 奥尔巴尼市 高中生

参 观、书 目

指导
１９８５ 文献调研

１９ 田纳西大学图书馆[２５] 公立 田纳西州 诺克斯维尔市
当地１５所高

中的学生

借 书(AP 课

程 学 生)、参

观、书目指导

１９８５ 文献调研

２０
里 士 满 大 学 博 特 莱 特

(Boatwright)图书馆[２６]
私立 弗吉尼亚州 里士满市

高中生(以学
习 AP 和

Honors 课 程
的学生为主)

书 目 指 导、

借书
１９９２ 文献调研

２１
威斯 康 星 大 学 麦 迪 逊 分 校 图

书馆[２７]
公立 威斯康星州 麦迪逊市

６至１２年级
参加 Upward
Bound 等 项
目的中学生

参 观、书 目

指导
１９９３ 文献调研

２２
西北密苏里州立大学欧文斯图

书馆[２８]
公立 密苏里州

玛丽 维 尔 乡 村

地区
高中生 书目指导 １９９６ 文献调研

５９

美国高校图书馆服务中小学生研究/徐文静

ResearchonAmericanAcademicLibrariesServicesforKＧ１２Students/XuWenjing

①

②

高中生:根据美国的学制,９－１２年级为高中阶段.

AP课程:全称为AdvancedPlacement,大学预修课程.这是高中阶段开设的具有大学一年级水平的课程,专门为特别优秀的学生而设立.如果高中生

选修一门AP课程,并通过AP水平考试,那么这门课程的学分就能带入大学.AP成绩成为美国大学重要录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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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纽约城市大学布鲁克林学院图

书馆[２９]
公立 纽约州 纽约市

当 地 两 所 公
立 高 中 学 习

Honors 课
程①的学生

查阅馆藏、书

目指导
１９９７ 文献调研

２４ 托莱多大学卡尔森图书馆[３０] 公立 俄亥俄州 托莱多市

参加 Upward

Bound 项 目

的高中生

书目指导 １９９７ 文献调研

２５ 春田学院巴布森图书馆[３１] 私立 马萨诸塞州 春田市 社区青少年
参 观、电 脑

培训
２０００ 文献调研

２６
科罗 拉 多 大 学 波 尔 得 分 校 图

书馆[３２]
公立 科罗拉多州 波尔得市

常青高中９０
名 学 习 AP
课程的１２年
级高中生

信 息 素 养

教育
２０００ 文献调研

２７
内布 拉 斯 加 大 学 林 肯 分 校 图

书馆[３３]
公立 内布拉斯加州 林肯市 高中生

参观、信息素

养教育、借书
２００２ 文献调研

２８ 肯特州立大学图书馆[３４] 公立 俄亥俄州 肯特市 高中生
参观、信息素

养教育、借书
２００６ 文献调研

２９
凯斯 西 储 大 学 凯 文 史 密 斯 图

书馆[３５]
私立 俄亥俄州 克利夫兰市 中小学生

信息素养和数

字素养教育
２００９ 文献调研

３０
阿拉巴马大学伯明翰分校斯特

恩图书馆[３６]
公立 阿拉巴马州 伯明翰市

当 地 中 学 生

(多为学习AP、

IB、Honors 课

程的高中生)

信 息 素 养

教育
２００９ 文献调研

３１
蒙 大 拿 大 学 曼 斯 菲 尔 德 图

书馆[３７]
公立 蒙大拿州 米苏拉市 高中生

查阅馆藏、信

息素养教育
２０１０ 文献调研

３２
加州州立大学北岭分校奥维亚

特(Oviatt)图书馆[３８]
公立 加利福尼亚州 北岭市

北 岭 学 院 高

中 ９、１０、１１
年级学生

参观、信息素

养教育、借书
２０１２ 文献调研

３３ 沙拉劳伦斯学院图书馆[３９] 私立 纽约州 杨克思市

杨克思高中学

习IB课 程②

的高中生

信 息 素 养

教育
２０１３ 文献调研

３４
内华达大学拉斯维加斯分校图

书馆[４０]
公立 内华达州 拉斯维加斯市

２００ 名 参 加

GEAR UP 项

目的初中生

参观 ２０１５ 文献调研

３５ 北德克萨斯大学图书馆[４１] 公立 德克萨斯州 丹顿市
５０多个８－１２
岁的小学生

阅读活动 １９９７ 文献调研

３６
佛罗里达大学盖恩斯维尔分校

图书馆[４２]
公立 佛罗里达州 盖恩斯维尔

小 学 ６年 级

的学生
阅读活动 ２００５ 文献调研

３７
威斯康星大学奥克莱尔分校麦

金泰尔图书馆[４３]
公立 威斯康星州

奥克 莱 尔 佩 瓦

山谷

幼儿园儿童、

中小学生

阅读活动、文

化派对
２００９ 文献调研

６９

美国高校图书馆服务中小学生研究/徐文静

ResearchonAmericanAcademicLibrariesServicesforKＧ１２Students/XuWenjing

①

②

Honors课程:指美国高中的荣誉课程.美国高中将英语、数学、科学、外语等主要课程划分成几个难易不同的水平供学生选择.常见的划

分方法为:基本水平、正常水平、荣誉水平、AP水平.荣誉课程在难度上高于前两种水平的课程,但是低于AP课程.

IB课程:全称为InternationalBaccalaureate,国际文凭课程.这类课程起源于欧洲,在授课、考试和学分的计算上与AP课程基本相同,许多美国高中生也

在选修这类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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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 哥伦布州立社区学院图书馆[４４] 公立 俄亥俄州 哥伦布市
７０名四年级

小学生

参观、信息素

养教育
２０１２ 文献调研

３９ 康奈尔大学鸟类学图书馆[４５] 私立 纽约州 伊萨卡市
幼儿园儿童、

小学生

参 观、阅 读

活动
２０１７ 网络调研

４０
普 林 斯 顿 大 学 寇 岑 儿 童 图

书馆[４６]
私立 新泽西州 普林斯顿市

幼儿园儿童、

中小学生

参 观、阅 读

活动
２０１７ 网络调研

４１ 达特茅斯学院贝克图书馆[４７] 私立 新罕布什尔州 汉诺佛小镇 高中生

参 观、借 书、

参考咨询、查

阅馆藏

２０１７ 网络调研

４２ 杜克大学图书馆[４８] 私立 北卡罗莱纳州 达勒姆市
当 地 公 立 中

小学的学生

信 息 素 养

教育
２０１７ 网络调研

４３ 华盛顿大学图书馆[４９] 公立 华盛顿州 西雅图市 中小学生

借书(针对高

中生)、参观、

查阅馆藏

２０１７ 网络调研

４４ 阿肯色大学图书馆[５０－５１] 公立 阿肯色州 费耶特维尔市
中学生(高中

生为主)

参观、借书、信

息素养教育
２０１７ 网络调研

４５ 特拉华大学图书馆[５２] 公立 特拉华州 纽瓦克市
该 州 公 立 中

小学的学生

查阅电子资源、

信息素养教育
２０１７ 网络调研

４６
明尼苏达大学双城分校威尔逊

图书馆[５３]
公立 明尼苏达州

明尼 阿 波 利 斯

市与圣保罗市

６－１２ 年 级

的中学生

参观、查阅馆

藏、信息素养

教育

２０１７ 网络调研

４７ 索诺玛州立大学图书馆[５４] 公立 加利福尼亚州 索诺玛山谷 中小学生

参 观、借 书、

信 息 素 养 教

育、查阅馆藏

２０１７ 网络调研

４８
德克 萨 斯 大 学 阿 灵 顿 分 校 图

书馆[５５]
公立 德克萨斯州 阿灵顿市 中小学生

参观、借书、信

息素养教育
２０１７ 网络调研

４９
威斯康星大学白水分校安德森

图书馆[５６]
公立 威斯康星州 白水市 高中生

参观、借书、信

息素养教育
２０１７ 网络调研

５０ 路易斯维尔大学图书馆[５７] 公立 肯塔基州 路易斯维尔市 高中生 借书 ２０１７ 网络调研

５１ 西北州立大学图书馆[５８] 公立 路易斯安那州 纳基托什
一 所 寄 宿 制

高中的学生
参观 不详 网络调研

５２ 杜肯大学图书馆[５９] 私立 宾夕法尼亚州 匹兹堡市 高中生 信息素养教育 不详 网络调研

　　在表１中,有５２所高校图书馆为中小学生提供

服务,其中公立高校３５所,占６７３％,其余为私立

高校.这些高校分布在３２个州,例如:德克萨斯州、
威斯康星州、华盛顿州、加利福尼亚州等,占美国５０
个州的６４％.此外,通过统计这些高校所在地,可
以看出其主要分布在这些州的城市地区.由此可

见,美国６０％以上的州都有高校图书馆开展了服务

中小学生活动,而且这些图书馆主要隶属于位于城

市地区的公立高校.
就服务对象而言,分为三种情况:(１)专为中学

生服务:４０个案例;(２)专为小学生服务:４个案例;
(３)同时服务中学生和小学生:８个案例.通过进一

步分析这４０个服务中学生的案例,发现美国高校图

书馆侧重于为中学生群体中的高中生服务,并且较

为关注两种类型的高中生.一类是学习 AP、IB、

Honors课程的成绩优异的高中生,另一类是参加

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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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wardBound①、GEARUP② 等项目的来自低收入

家庭、少数族裔的高中生.
在服务内容方面,美国高校图书馆为中学生开

展参观、信息素养教育、查阅馆藏、借书等服务,为小

学生开展的服务主要是阅读活动.

３　美国高校图书馆服务中学生发展历程

美国高校图书馆服务中学生(尤其是高中生)的
发展历程跨越了半个多世纪,这项服务具有多重意

义.第一,可以被视为高校维护公共关系的有力工

具[６０].第二,有助于培养中学生利用高校图书馆开

展研究 的 能 力,实 现 中 学 和 大 学 学 业 的 顺 利 衔

接[６１].第三,帮助学生熟悉高校图书馆的资源和服

务,从而减轻利用图书馆的焦虑[６２].

３．１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由于受婴儿潮③的影响,学龄

人口大幅增加,很多美国中学图书馆陷入无法保证

充足馆藏的窘境.此外,美国中学课程改革要求学

生使用更为多样化的图书馆资源,而政府尚未下拨

用于增加中学图书馆馆藏的款项.这两个因素导致

美国中学生开始进入高校图书馆从事查阅资料等活

动,并为后者造成一些困扰[６３].例如:１９６２年,休斯

敦市４所高校(莱斯大学、休斯敦大学、圣托马斯大

学、德克萨斯南方大学)的图书馆员发现高中生来馆

带来以下问题:阅览室拥挤、咨询量增大、污损馆藏

等[６４].为 此,很 多 高 校 图 书 馆 采 用 推 荐 制 度

(ReferralSystem)来应对这些问题.例如:休斯敦

大学图书馆与休斯敦地区的中学图书馆员合作,实
行推荐制度.具体做法如下:该馆为休斯敦地区的

中学发放推荐表格,如果中学图书馆员确认本校没

有学生所需的资源,会为学生填写推荐表格,学生携

带表格到该馆寻求帮助.没有携带表格的中学生无

权向高校图书馆员咨询问题或请求协助.推荐制度

可以减轻高校图书馆员服务中学生的工作量,但是

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中学生导致的阅览室拥挤、污损

书刊等问题[６５].此外,这一时期,美国高校图书馆

围绕是否给予中学生借阅权的问题陷入进退两难的

境地.例如:贝洛伊特学院、厄勒姆学院、皮吉声大

学三所高校的图书馆都在纠结是仅仅为缴纳学费的

大学生群体服务,还是也为社区的中学生服务.与

休斯敦大学图书馆一样,这三所高校也通过中学图

书馆员建立了推荐制度,但都没有给予中学生借

阅权[６６].

３．２　２０世纪７０—８０年代

这一时期美国高校图书馆服务中学生呈现出松

散合作的状态,主要有以下三种形式:(１)中学生参

观高校图书馆并接受书目指导(BibliographicInＧ
struction);(２)高校图书馆为学业优异的中学生提

供书目指导和借阅权;(３)高校图书馆、中学图书馆、
公共图书馆三方合作.

３．２．１　中学生参观高校图书馆并接受书目指导

美国高校图书馆服务中学生最常见的形式就是

中学教师或图书馆员组织本校学生去高校图书馆参

观,并由高校馆员对学生进行书目指导.例如:纽约

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制定了鼓励高中生去该校图

书馆参观的政策.中学教师带学生去参观前,先布

置研究任务.学生到馆后先观看介绍图书馆的幻灯

片,然后负责书目指导的馆员教学生如何获取馆藏

资源.接下来学生被分成小组由馆员带领实地参观

图书馆.师生在熟悉图书馆布局和馆藏之后,开始

查阅与研究任务相关的馆藏.这种合作方式不仅有

助于培养高中生利用高校图书馆馆藏开展研究的能

力,也能 增 进 中 学 教 师 与 高 校 图 书 馆 员 之 间 的

联系[６７].

３．２．２　高校图书馆为学业优异的中学生提供书目指

导和借阅权

１９７９年,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分校的图书馆员

与该地区公立中小学的图书馆员、教师等进行了半

天的座谈,集中讨论了中小学和高校之间的合作.
这次座谈会直接促成了一项天才儿童项目,即艾肯

地区的每个中学可以选拔１２名优秀学生参加一年

一度的图书馆项目.这些学生可以参观高校图书

馆,学习如何查找高校图书馆的馆藏资源,并获得借

阅权[６８].

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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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UpwardBound:“攀登跃进项目”.该项目由美国联邦资助,主
要帮助特定群体接受高等教育.特定群体包括:低收入家庭的

高中生、父母没有上过大学的高中生、出生在美国并且想上大学

的低收入退伍军人.

GEARUP:全称为 GainingEarlyAwarenessandReadinessfor
UndergraduatePrograms,“快速启动规划项目”.该项目由美国

教育部拨款,为低收入家庭的中学生提供教育支持和引导,以增

加其被大学录取的几率.
婴儿潮:二战结束后,大批美国军人回国,从１９４６－１９６４年,这

１８年间婴儿潮人口高达７６００万人,这一人群被通称为“婴儿潮

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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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田纳西大学图书馆与诺

克斯维尔地区１５所高中开展了合作项目.该馆鼓

励教师带领高中生来馆接受常规的书目指导.此

外,该馆还允许中学教师和学习AP课程(大学预修

课程)的高中生免费办理借阅证.虽然高中生的借

阅量比较大,但其所借图书并不一定与大学生所需

图书相重合.但高中生来馆借书也造成一些问题,
例如:不能准时归还图书、来馆导致交通拥挤.为了

解决这些问题,该馆通过与中学图书馆员合作,利用

文献传递系统将学生所需图书送到其所在中学的图

书馆[６９].

３．２．３　高校图书馆、中学图书馆、公共图书馆三方

合作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俄勒冈州波特兰市附近高校

社区内的太平洋大学、中学图书馆、公共图书馆三方

合作为用户提供馆际互借服务.这三方的图书馆员

交换采购清单,并协调某些学科的馆藏资源建设.
这种合作方式不仅使高中生能够借阅高校图书馆的

馆藏,也方便高校儿童文学专业的学生从中学图书

馆和公共图书馆获取儿童文学类图书[７０].此外,三
方还合作为高中生开展书目指导.例如:俄克拉荷

马州奇克谢公共图书馆、奇克谢高中图书馆、俄克拉

荷马文理大学图书馆三方合作开展“奇克谢书目指

导合作项目”.该项目的图书馆员通过播放幻灯片

和发放手册,为高中生和社区居民开展书目指导,帮
助他们了解奇克谢地区不同类型图书馆的馆藏资

源,使他们更有效地使用图书馆[７１].

３．３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至今

１９９８年,美国国家信息素养论坛提出,信息素

养可以被简单定义为有效确定、查找、评价和使用信

息的能力,信息素养已经成为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

图书馆员、教师、管理者、政策制定者的职业生涯中

所关注的问题[７２].２００２年,美国２１世纪技能合作

组织(Partnershipfor２１stCenturySkills)成立,并开

发了 “２１ 世 纪 学 习 框 架”(Frameworkfor２１st

CenturyLearning),将学习与创新素养,信息、媒介

与技术素养,生活与职业素养列为“２１世纪学生培

养目标”[７３].
在这种背景之下,美国高校图书馆和中学的合

作呈现出一些具有时代性的特点:(１)传统的书目指

导向信息素养教育过渡;(２)开展数字素养教育;(３)
探索在线信息素养教育和在线信息素养能力测评;

(４)有限制地给予高中生借阅权.

３．３．１　传统的书目指导向信息素养教育过渡

随着互联网和其它电脑网络融入到不同教育层

次学习者的日常生活中,信息素养标准和指南被制

定出来.图书馆员和教师按照这些标准和指南修改

课程内容,培养学生的信息检索技能,帮助学生理解

信息的本质、角色、用途.从１９９４年起,科罗拉多大

学波尔得分校图书馆开始一项名为“中学延伸服务”
的信息素养教育项目.到１９９７年,该馆已经为来自

大约２５所合作中学的３５００多名师生和图书馆员开

展了立足于研究过程并能亲自动手实践的信息素养

教育培训.１９９８年春天,该馆馆员被邀请到常青高

中,为１２年级的高中生进行信息素养教育.这些学

生在AP文学课上学习了很多英美文学作品,需要

完成一篇正式的研究论文.为了满足这一需求,波
尔得分校馆员设计了时长９５分钟的信息素养教育

课程,将信息素养的概念和现有的信息技术融入到

学生的主动学习中[７４].

３．３．２　开展数字素养教育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利用互联网合作开展项目、
写博客、分享文件、玩互动游戏、听音乐、看视频、建
立网站等.然而,由于技术有限和培训缺失,并不是

所有的年轻人都有便利的途径参与其中.因此,高
校图书馆有必要开展延伸服务项目,帮助那些边缘

化的年轻人掌握相关技能.例如:凯斯西储大学图

书馆开展“合作跨越数字鸿沟项目”(Partneringto
BridgetheDigitalDivide),为初中生进行信息素养

以及数字素养技能培训.从２００１年起,该项目邀请

克利夫兰艺术学校７年级初中生来馆学习.课程包

括:网络文化及习俗、网络用语、信息评价、信息分

享、网络安全、多媒体基本技能、网页设计等内容.
“连接未来项目”(FutureConnections＠KSL)是帮

助高中生迈向大学或职场的培训项目.该馆馆员和

该校教工志愿者指导高中生学习多种技术,如:数字

故事、写剧本、访谈、视频创作、DVD制作等.２００７
年,学生们利用所学技能制作了关于摇滚乐名人堂、

１９９５年亚特兰大勇士队夺冠、克利夫兰动物园、克
利夫兰民权骚乱的视频[７５].

３．３．３　探索在线信息素养教育和在线信息素养能力

测评

美国一些中学由于预算经费有限或者地处乡村

不靠近大学,很难实现学生到大学图书馆参观并接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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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信息素养教育这一目标.肯特州立大学的图书馆

员尝试使用在线信息素养教育的方式来解决这一问

题.２００５年,他们建立名为“过渡到大学:帮助学生

成功”(TransitioningtoCollege:HelpingStudents
Succeed)的网站,旨在帮助学生了解大学图书馆的

特点,并减轻学生初到大学校园的焦虑感.该馆馆

员和一些中学图书馆员共同合作,制作在线视频课

程.课程分为五部分:(１)欢迎来到大学图书馆;(２)
谈论数据库;(３)成功开展研究的点点滴滴;(４)获取

帮助;(５)大学:该期待什么.而且,肯特州立大学的

馆员还开发了测量中学生信息素养能力的在线评价

工具 TRAILS(ToolforRealＧtimeAssessmentof
InformationLiteracySkills).中学图书馆员可以在

TRAILS网站注册测试账号,然后选择测试年级和

类型等进行测试和评价,获取学生的信息素养能力

测试报告[７６].

３．３．４　有限制地给予高中生借阅权

北美公立高校图书馆乐于给予社区居民使用图

书馆资源的权利,例如:借阅权,并将此举视为与社

区居民建立友好关系以及为学校募集资金的工

具[７７].而中学生是社区居民的重要构成群体.在

美国,主要是公立高校图书馆给予高中生借阅权,极
少数私立高校图书馆也参与其中.例如:美国常春

藤联盟八所私立高校中仅有达特茅斯学院允许高中

生到馆借书[７８].
目前,美国高校图书馆主要通过两种方式给予

高中生借阅权,但是会对有效期、续借权限、费用等

加以限制.第一种方式是推荐制度.高中生首先要

获得所在学校校长或图书馆员的书面签字许可,然
后去高校图书馆办理借书卡.如果发生图书丢失或

产生逾期罚款,签字者需对此负责.例如:威斯康星

大学(公立)白水分校安德森图书馆规定,高中生借

书需要提供所在中学图书馆员的信件,证明中学图

书馆的资源已经无法满足他们的需求.在这种情况

下,他们享有一次性借书的权利,最多借５本,不能

续借[７９].第二种方式是父母或监护人担保借书.
如果学生的借书行为产生罚金,父母或监护人需对

此负责.例如:阿肯色大学(公立)图书馆为高中生

办理借书卡时,办卡人需要先填写申请表,内容包

括:姓名、家庭电话、住址、电子邮箱、所属中学校名、
父母签名等.每年交费１５美元,每次最多借１０本,
借期４周,最多可续借２次[８０].

４　美国高校图书馆服务小学生发展历程

有关美国高校图书馆服务小学生的文献数量非

常少,其内容侧重于阅读活动.阅读可以促进儿童

八个方面的发育:包括身体、智力、语言、情感、个性、
社交、道德、精神[８１].２００７年,美国中小学图书馆员

协会(AASL)发布“２１世纪学习者标准”(Standards
forthe２１stCenturyLearner).该标准指出,学习者

应利用技能、资源和工具达到五个目的,其中第一个

目的就是“探究、批判性思考并获得知识”,而在具体

细则１．１．６中提到“阅读、观看、聆听以任何载体(例
如:文本、画面、多媒体、数字化)呈现的信息,以做出

推理和获取含义”[８２].换言之,信息素养能力的培

养也需要以阅读能力作为基础,如果一个人因为缺

乏阅读能力而无法获取信息,那么就更谈不上用批

判性思维对信息进行分析.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北德克萨斯大学参考咨询馆

员和公共图书馆负责青少年服务的馆员发起一项读

书活动,５０多个８－１２岁的儿童参加每月一次的读

书讨论聚会.聚会活动包括:讨论图书、现场电话采

访图书作者、社区志愿者演讲等[８３].２００５年,佛罗

里达大学盖恩斯维尔分校图书馆员为小学６年级的

学生组织了阅读俱乐部,每个月举办一次读书活动,
由馆员为学生朗读获奖的儿童文学作品,并开展读

书讨论活动[８４].２００６年以来,威斯康星大学奥克莱

尔分校图书馆为该校幼儿园儿童开展每月一次的讲

故事活动,并且还举办由家庭参加的文化活动.例

如:２００７年春天,为营造整个社区的文化氛围,该校

图书馆员和“阅读伴侣项目”(theReadingPartners
Program)①共同举办了纪念苏斯博士«戴高帽子的

猫»诞辰５０周年派对活动.该派对邀请了参加“阅
读伴侣项目”的幼儿园至小学５年级的学生以及他

们的阅读伴侣.此外,奥克莱尔社区的学生、有孩子

的教职工、公众都可以出席.派对活动包括:放映苏

斯博士动画片、苏斯博士宾果游戏、图书馆寻宝游

戏等[８５].
此外,一些美国高校图书馆利用本馆特色馆藏

为小学生开展形式多样的阅读活动,其中不乏世界

顶级名校的图书馆.例如:康奈尔大学鸟类学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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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阅读伴侣项目:１９８５年,威斯康星大学奥克莱尔校区与奥克莱尔

学区共同创立该项目,旨在帮助来自少数民族家庭的儿童提高

阅读能力及文化素养.参加该项目的大学生志愿者与儿童结对

进行帮扶,在受助儿童家中进行提升阅读能力的一对一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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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在秋季和春季学期每月举办一次儿童读书活动,
由馆员为学龄儿童朗读以鸟类或其它动物为主题的

儿童文学作品[８６].普林斯顿大学寇岑儿童图书馆

开 展 “寇 岑 走 进 课 堂”项 目 (Cotseninthe
Classroom).该项目以本馆特色馆藏为依托,参照

州一级和国家级的课程标准,为幼儿园到小学５年

级的学生按年级设置不同的课程,然后派馆员走进

普林斯顿大学周边小学和家庭学校的课堂授课,提
升学生对特色馆藏和读书的兴趣[８７].

５　美国高校图书馆服务中小学生的深层原因

５．１　美国中小学开展研究性学习

研究性学习源于美国,在近百年的历史中,至少

三次被大规模地倡导过.从广义上讲,研究性学习

泛指学生主动探究的学习活动.它是一种学习的理

念、策略、方法,适用于学生对所有学科的学习.从

狭义上说,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研究性学习指在教

学过程中以问题为载体,创设一种类似科学研究的

情境和途径,让学生通过自己收集、分析和处理信息

来实际感受和体验知识的生产过程,进而了解社会,
学会学习,培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创造能

力[８８].美国中小学研究性学习主要表现为两种方

式:“以 项 目 为 中 心 的 学 习”(ProjectＧbased
Learning)与“以 问 题 为 中 心 的 学 习”(ProblemＧ
basedLearning).其相同之处在于二者都是教学策

略、方法.在这种策略指导下,学生要研究与真实世

界相关的项目或问题,而这些是没有固定答案的.
并且二者都强调以学生为中心,学生以小组形式合

作学习,而教师在扮演促进者和指导者的角色,鼓励

学生寻找多种信息源[８９].研究性学习作为一种类

似科学研究的学习方式,文献资料查阅在其中占有

重要的地位.研究性学习不同于传统的学习方式,
它的自主性、探究性、实践性、过程性在客观上要求

学生必须占有丰富、全面、准确的文献资料[９０].因

此,美国中小学生在日常学习中对文献资源有很强

的依赖性,从而催生出高校图书馆的相关服务.

５．２　美国中学图书馆存在的问题

美国高中生对中学图书馆的不满由来已久.

１９６７年一项对全美４５个州的２３１７名高中生所做

的调查显示,相当多的学生对中学图书馆表示不满,
因此会使用公共图书馆和高校图书馆[９１].这种不

满情绪源于美国中学图书馆存在的一些问题,例如:

馆藏资源内容老旧、深度不够、文献类型单一等.

２００４年一项调查发现,研究样本中美国中学图书馆

纸本图书的平均出版时间为２１年前.截至开展调

查时,样本中只有５．１１％的图书是２０００年以后出版

的[９２].而且中学图书馆购买的电子资源存在深度

不够的问题[９３].此外,美国中学图书馆倾向于购买

图书而不是期刊,造成文献类型单一[９４].美国中学

教师也认为中学图书馆馆藏需要更新[９５].而中学

图书馆无法及时更新馆藏与经费有限有关,美国公

立中小学面临持续削减预算经费的情况.这不仅影

响中小学图书馆馆藏建设,也会削减中小学图书馆

员的职位数量[９６].

５．３　中学课程难度加深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美国学校教育质量下降,公众

普遍对学校教育的失误表示不满.针对这一状况,美
国国家教育优异委员会开展调查并发布题为«国家处

于危机之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的报告.这份报告

评估了美国教育的现状,唤醒了美国人对教育危机的

重视,同时也标志着美国旨在追求教育优异的教育改

革运动的开始[９７].正因为如此,中学生开展研究的能

力被放到了更加显著的位置,越来越多的美国中学在

课程中布置更加有难度的研究任务.美国中学开设

AP、IB、Honors等难度较大的课程,其中AP和IB课

程的难度相当于大学水平.学习这些课程的中学生

需要用到更为广泛的研究资料,而这些往往超过了中

学图书馆或公共图书馆的能力范围.在这种情况下,
中学生越来越依赖于利用高校图书馆的专业性图书

和期刊等馆藏资源进行研究[９８].

６　讨论

６．１　我国高校图书馆服务中小学生遇冷的原因

我国高校图书馆对中小学生开放活动则发展不

顺,频频遇冷.究其原因,北京高校图书馆工作委员

会有关人士分析,一方面有可能因为时间冲突,高校

图书馆开放日是在工作日,中小学生都在校内上课.
另一方面则是由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很多中小学还

不知道高校图书馆对中小学生开放的消息[９９].除

此之外,笔者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是目前在我

国中小学普遍实施研究性学习还困难重重[１００].我

国中小学生长期以来一直恪守被动地接受教师知识

传输的学习方式,即偏重于机械记忆、浅层理解和简

单应用的学习方式.而以研究性学习为代表的基础

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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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改革在帮助学生开展有效的接受性学习的同

时,将学生置于一种主动探究并注重解决实际问题

的学习状态[１０１].研究性学习是一种探究式学习,查
阅资料是整个探究过程的重要环节.正因为我国目

前无法在中小学全面开展研究性学习,所以中小学

生没有查阅资料和开展研究的需求,自然就不会想

到利用高校图书馆的资源.

６．２　我国高校图书馆对中小学生开放活动与研究

性学习课程结合的可能性

６．２．１　我国中小学研究性学习现状

我国研究性学习的探索始于上海.从１９９５起,
上海部分重点中学就意识到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

实践能力是教育的重要任务.因此,在第一期课程

改革中,一些学校引导学生通过课题研究自主探究

学习.１９９８年,华东师范大学霍益萍教授团队应上

海七宝中学校长之邀,在该校进行研究性学习的试

验并取得成功,此后又在深圳、江苏、黑龙江、河南、
天津、成都的一些高中开展研究性学习的试验[１０２].

２１世纪初,教育部在«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课程计

划(试验修订稿)»中增设了包括研究性学习在内的

综合实践活动.此后,教育部印发«普通高中“研究

性学习”实施指南(试行)»,以促进参加普通高中课

程试验的省、市有效地推进研究性学习的开展[１０３].
研究性学习已经成为我国当前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

热点之一.但就目前情况看,普遍在中小学实施研

究性学习还有很大的阻力和困难,需要做大量艰苦

细致的配套工作[１０４].

６．２．２　我国中小学图书馆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中小学图书馆的建设远远不适应研

究性课程的开设.首先是图书馆的藏书结构.现在

中小学图书馆馆藏以教学参考书和习题集为主,而
开展研究性学习需要的是一些最新的期刊和图书.
其次是图书馆的藏书数量.全年级学生在同一时间

涌入学校图书馆,图书数量太少会供不应求.再次

是图书馆的开放时间.研究性学习需要学生利用大

量课余时间去查阅资料,但现有的中小学图书馆与

学生上下课同时开放和关闭,不方便学生查阅[１０５].
此外,研究性学习课程的开设要求图书馆员主动和

教师建立合作关系,成为教师的协作伙伴,并在研究

性学习的课程实施中互相配合,各展所长.但事实

上我国中小学图书馆员无法胜任这样的工作[１０６].
由此可见,一方面是开展研究性学习的学校受

限于本校有限的图书馆空间、馆藏、馆员水平,另一

方面高校图书馆则苦于对中小学生开放活动遇冷.
如果能把二者结合起来,开展研究性学习的学校就

可以带学生走进高校图书馆查找与所研究主题相关

的材料,并得到高校图书馆员的专业指导.

６．３　我国高校图书馆与开展研究性学习课程的中

学合作的具体建议

６．３．１　将高中生作为主要服务对象

大部分美国高校图书馆服务中小学生的案例都

是以高中生为服务对象.阿肯色大学图书馆网站上

写道:“我们欢迎想使用馆藏资源的人,尤其是开展

某项具体研究任务的高中生以及其他高校的师生.
虽然我们也为有限的初中生提供服务,但经验表明

我们 的 资 源 和 环 境 与 他 们 的 需 求 并 不 十 分 匹

配[１０７].”该图书馆的网上声明反映了大多数美国高

校图书馆的态度,也解释了为什么美国高校图书馆

倾向于为高中生服务.我国开展研究性学习课程的

学校多为高中,例如:霍益萍教授团队主要在各地高

中开展研究性学习试验.因此,建议我国高校图书

馆与开展研究性学习课程的高中建立联系,为高中

生的研究任务提供文献保障.

６．３．２　加强与中学教师的合作与沟通

美国高校图书馆为高中生开展信息素养教育

时,很重视与中学教师和图书馆员进行提前沟通.
例如:纽约城市大学布鲁克林学院图书馆[１０８]、加州

州立大学北岭分校图书馆[１０９]与中学合作时,首先帮

助中学教师和图书馆员熟悉高校图书馆的资源和服

务,了解中学图书馆和高校图书馆的不同之处.然

后中学教师再根据高校图书馆的馆藏资源为学生布

置研究任务,高中生带着研究任务走进高校图书馆

接受信息素养教育.有鉴于此,建议我国高校图书

馆在为高中生开展服务前先与中学教师进行沟通,
帮助中学教师熟悉高校图书馆的资源与服务.中学

教师可以在研究性学习课程中,有针对性地布置与

高校图书馆馆藏相关的研究任务.

６．３．３　变革高校图书馆服务形式

我国高校图书馆服务中小学的实践尚处于起步

阶段,主要是按照“引进来”的思路开展服务,即吸引

中小学生来馆.北京高校图书馆的开放日活动,虽然

安排了参观、展览、讲座等多种活动,但都局限在“引
进来”这一形式里.这次的开放日活动遇冷的一个原

因是:中小学生没有时间来馆[１１０].针对这一问题,国

２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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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高校图书馆可以借鉴美国高校图书馆“走出去”的
服务形式,走进中小学送服务上门.例如:科罗拉多

大学波尔得分校图书馆[１１１]和阿拉巴马大学图书

馆[１１２]馆员都走出大学校门,走进高中生课堂开展信

息素养教育.有鉴于此,笔者建议国内高校图书馆在

为高中的研究性学习课程提供教学支持时,如果高中

生没有时间来馆,高校图书馆可以派馆员去高中进行

信息素养教育,在课堂上通过互联网介绍高校图书馆

馆藏和演示如何在数据库中检索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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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surveyonAmericanacademiclibrariesservicesforKＧ１２studentsshowsthatmorethan
６０％ofAmericanstateshaveacademiclibrariesservingKＧ１２students,mostofthelibrariesareinurban
publicuniversitiesandtheymainlyservehighschoolstudents．BystudyingtheprogressesofAmericanacaＧ
demiclibrariesservicesforsecondaryandelementaryschoolstudentsrespectively,thepaperfinds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Servicesfortheformerwhichstartedhalfacenturyagomainlyincludelibraryvisits,inforＧ
mationliteracyinstruction,accessingthecollections,borrowingprivilegesandsoon．TheServiceforthe
latterwhichstartedin１９９０smainlyfocusesonreadingprograms．Besides,thepaperanalyzesthereasons
whyAmericanacademiclibrariesservicesforKＧ１２studentscanlastforsuchalongtimeandwhythosein
Chinagotfewattentions．Finally,itdiscussesthepossibilityofcombiningChineseacademiclibrariesservＧ
icesforKＧ１２studentswithinquiryＧbasedlearning．

Keywords:AcademicLibraries;SecondarySchoolStudents;ElementarySchoolStudents;High
SchoolStudents;InquiryＧbasedLearning;InformationLite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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