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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民国时期囿于经济条件，儿童图书馆设立者尚少。 有鉴于此，中华图书馆协会在 １９３３ 年第二

次年会上提出了“各图书馆附设儿童阅览室”的补救方案。 民众图书馆积极响应，通过添设儿童阅览

室、采选儿童适宜图书、设立小学巡回文库、制定儿童阅读规程等措施关怀儿童阅读。 民众图书馆此举

在儿童阅读习惯的养成、弥补学校教育不足、培养儿童良好品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表 ２。 参考文

献 ３０。
关键词　 民众图书馆　 儿童阅读　 阅读关怀　 民国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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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历史上曾有很长一段时间，儿童是处

于边缘状态的。 他们人微言轻，不被社会所重视，
其境遇正如杜定友先生所述：“从前的图书馆馆

员和阅者，以及社会上一般人，总以为儿童是最

可恶、最讨厌的东西；所以无论什么地方，尤其是

图书馆，都挂了‘儿童免进’‘孩童恕不接待’的牌

子，只有街头巷尾是儿童立足之地” ［１］ 。 我国儿

童的边缘化处境，直至 １９—２０ 世纪之交美国教育

家杜威来华讲学方现转机。 杜威宣传的儿童本

位主义扭转了我国社会各界对儿童的偏见，各界

人士为儿童谋福利之声日渐高涨，儿童教育亦受

到社会前所未有的关注。 儿童图书馆在儿童教

育中的意义至为重大，被时人誉为“儿童的甘蜜

之露，光明之灯；是儿童惟一的乐园，惟一的良伴；
是新生命之发源地” ［２］ 。 但当时囿于经济条件，
儿童图书馆设立者尚少。 有鉴于此，中华图书馆

协会在 １９３３ 年第二次年会上提出了“各图书馆附

设儿童阅览室”的补救方案，以增加儿童课余假

期的阅读机会，推动儿童教育发展。 民众图书馆

的儿童阅读关怀即是在此社会背景下展开。 另，
本文所指民众图书馆是沿用陈训慈之说，“是指

一切通俗性的县市区立或私立图书馆以及民众

教育馆的图书部，也可以包括民众俱乐部之图书

部及通俗书报处等在内” ［３］ 。 据此，虽有部分图书

馆没有冠以“民众”二字，但其本质也属于通俗

性、民众性、公益性的民众图书馆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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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江西师范大学中国社会转型研究协同创新中心 ２０１６ 年度研究项目“民众图书馆与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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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民众图书馆关怀儿童阅读的动因

１ １　 内在驱动———平等特性使然

兴起于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末的民众图书馆坚持

服务的平等性，其在服务对象的选择上，并无性

别、年龄、知识程度、职业、贫富等的限制。 关于民

众图书馆的平等特性，民众图书馆学家们都各有

表述。 如谢春满认为，“民众图书馆的对象是全

社会的民众，它的使命是使全社会各阶层的民众

都得到求知的机会而获得他们生活上所需要的

知能。 所以不论老少，不论男女，不论贫富贵贱，
都平等地享有教育均等的机会。 它是一律平等

看待，并不使某种人多得知识而限制某种人少得

知识，它使有知识与没有知识的人们依着各人的

需求 与 欲 望 一 律 平 等 的 任 凭 他 们 ‘ 各 取 所

需’” ［４］ 。 徐旭先生也认为，民众图书馆“是全体

人民的图书馆，凡属圆颅方趾，不论其智、愚、贫、
富、老、幼、男、女均可进馆享受服务” ［５］ 。 李小缘

先生则认为民众图书馆是“民享、民智、民助”的

民众教育机关［６］ 。 民享，意为全民共享，“无论士

农工商、男女老少、贫贱富贵的人，都很欢迎去看

书，没有阶级的区别” ［６］ 。 林宗礼在《图书馆的新

倾向》一文中也认为，“不论儿童、青年、成人、老
年，都能享用图书馆” ［７］ 。

关于民众图书馆平等性的揭示，虽然上述几

位学者表述不同，但要旨相似，即无区别对待所

有读者。 回望民国时期各地的民众图书馆，在服

务中采取种种措施关怀儿童阅读，根本原因可以

说是其与生俱来的平等特性使然。

１ ２　 行业要求———中华图书馆协会积极

倡议
杨鼎鸿在《儿童图书馆在教育上之价值》一

文中指出［２］ ，“儿童不是成人的缩形，儿童自有自

身的价值，所以教育应以儿童做中心。” “在这知

识天天进步时代里面，当以灌输儿童新知识为第

一要务。 怎样使他们接收新知识？ 那么，非使他

们多看新出版的书籍和杂志不可。 图书馆就是

供给新书籍和杂志的地方，就是儿童求新知识的

场所。 可是我们中国有许多小学，到现在还没有

图书馆的设立，以为无关重要，殊不知儿童图书馆

在教育上的价值很大。”
虽然儿童图书馆对于儿童的教育至关重要，

但民国初期的儿童图书馆寥若星辰，儿童课余假

期颇乏阅书之机会。 在此背景下，中华图书馆协

会从推动儿童阅读的高度出发，认为儿童图书馆

“似有亟待提倡之必要” ［８］ ，于 １９３３ 年第二次年

会上议决通过“各县市应设立儿童图书馆，并规

定各图书馆附设儿童阅览室”案。 此案由中华图

书馆协会会员余超提出，经大会修正议决后通过。

提案理由如下［８］ ：“儿童课余应有正当有趣的读

物，以引起儿童读书兴味，且可避免趋入不正当娱

乐，而日流邪僻。 查我国各图书馆，多供成人为参

考研究，而非合儿童程度。 且儿童阅览，应立特别

设备指导等，自非可与成人合一阅览，应呈部通令

各县市，另行设立儿童图书馆，并规定各图书馆应

另设儿童阅览室，以端蒙养基础。”该案的执行办

法为，由中华图书馆协会“通函各县市应设立儿童

图书馆，并规定各图书馆应附设儿童阅览室” ［９］。

中华图书馆协会关于该案的通过及提倡，可视为

民众图书馆关怀儿童阅读的行业要求。

１ ３ 　 外在推力———地方行政机关发文

促进
中华图书馆协会关于设立儿童图书馆的呼

吁在全社会引起积极响应，其中包括地方行政机

关的大力支持。 黄洁主编的《民国时期图书馆学

报刊资料分类汇编（儿童图书馆卷）》（上册）中关

于儿童图书馆的法令、提案有 １５ 条之多。 其中，
《转令知应设儿童图书馆并规定各图书馆附设儿

童阅览室》（广东）、《冀教厅令各县设立儿童图书

馆》（河北）、《通令各县设儿童图书馆》 （河南）、
《提倡小图书馆案》（福建）、《沪教局设立儿童图

书馆办法》 （上海）等法令都由地方行政机关发

布，旨在推动当地儿童图书馆事业的发展［１０］ 。 上

述诸多机关中，以广东省教育厅最早响应中华图

书馆协会的号召，发布通告，分令县属各学校、民
众教育馆附设儿童图书馆或儿童阅览室。

广东省教育厅于 １９３３ 年 １２ 月 ２ 日发布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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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３６ 号训令对中华图书馆协会的公函内容予以

转发， “案查国内各地图书馆年来推广设立极形

踊跃，一般人士均觉便利，惟儿童图书馆设立者

尚不甚多，于儿童课余假期颇乏阅书之机会。 似

有亟待提倡之必要。 顷本会举行第二次年会于

北平，对于‘各县市应设立儿童图书馆，并规定各

图书馆附设儿童阅览室’一案，业经议决通过。
查上项议决办法于辅助学校教育，养成儿童阅书

之习惯，兼以促进义务教育之推行，最关重要。 相

应检同原案，函请贵厅查照，转令所属照办，并希

将办理情形随时见复” ［８］ 。 对于中华图书馆协会

的倡议，广东省教育厅积极响应，发文要求省内

各县属学校及民众教育馆附设儿童阅读设施。
“抄发原案一份奉此。 自应遵办。 合就令仰属内

各校长馆长等一体遵照，如从前已设有图书馆

者，务宜添购儿童图书，增设儿童阅览室，以便儿

童观览。 其并未设置者，即应量为添设儿童图书

馆或阅览室，所备图书，取合儿童兴趣，不必与成

人合一阅览，仍将遵办情形，具报来府，以凭汇报，
勿延！ 此令。” ［１１］

中华图书馆协会是图书馆界的行业协会，其
议决案并不具备法律效力。 因此，中华图书馆协

会关于“各县市应设立儿童图书馆，并规定各图

书馆附设儿童阅览室”一案，虽然有着极为重要

的现实意义，但并不具备强制作用。 而广东省教

育厅于 １９３３ 年发布的第 ５０３６ 号训令，则具有强

制效力，其执行效果是中华图书馆协会的倡议所

不可比肩的。 地方行政机关发文推进，无疑是民

众图书馆关怀儿童阅读的外在推力。

２　 民众图书馆关怀儿童阅读的表现

２ １　 添设儿童阅览室

民国时期的儿童图书馆可分为两种：一是独

立的，设在都市里洁净适中、往来便利的地方；二
是附属的，为经济上或办理上的节省和便利起

见，附设于成人图书馆［１２］ 。 由于经济原因，民国

时期独立建制的儿童图书馆极少，绝大多数属于

附设类型。 但是，儿童和成人志趣行为不同，以天

真烂漫、自由活泼的儿童夹在静默自守、专心一意

的成人队里，两者都感不便。 民众图书馆为了儿

童和成人阅读两相便利，在兼顾儿童阅读需求和

生理特点的基础上，积极谋求儿童阅览室的单独

设立。 此举意义重大，因为关系着儿童阅读习惯

的养成问题。 儿童天性活泼，如果没有经过读书

的训练和读书兴趣的激发，他们对于阅读书籍并

不是十分欢喜的。 而“要使儿童有读书的训练，
非多接触书籍不可；要使儿童有读书的兴味，非多

阅读书籍不可” ［２］ 。 民众图书馆通过设置独立的

儿童阅览室，采选笑话、童话、戏剧等儿童喜爱的

图书，让他们自由择书而读，以引起儿童看书的兴

味，于无形中养成儿童的阅读习惯。
抗战时期处于西南边陲的北碚民众图书馆

在 １９３６ 年 ４ 月改组之际，一面感到纪念儿童节的

重要，另一面感到对于北碚的儿童教育亦负有相

当的责任，遂特辟儿童阅览室一间及儿童教育参

考室一间。 到了儿童节开放当日，该馆出现了熙

熙攘攘的盛况，“阅览室里竟拥挤着一大批天真

活泼的大儿童小儿童们，笑眯眯的翻看各种画报，
儿童教育参考室里面也有好些儿童的父母和热

心教育的先生都在那书架上求解决他们教养儿

童的问题” ［１３］ 。 北碚民众图书馆儿童阅览室不仅

取得了良好开端，而且后续发展日渐繁荣，“儿童

阅览的人数一天多似一天” ［１３］ 。
福建西湖民众图书馆 １９２９ 年在筹划馆舍扩

张时，也将添设儿童阅览室列入计划范畴。 “按
儿童之所需宜另设一室者，其原因有二：一是儿童

程度幼稚，多视找书及誊写借书券，甚为烦杂。 故

宜采用开架式，将书籍排列四周，任其选择，以引

其兴趣。 二宜另置专员，随时指导讲解，以增其知

识，以较普通阅览室之鸦雀无声，禁止朗诵，书籍

深存书库者，不无区别” ［１４］ 。
国立中央图书馆白沙民众阅览室也设置有

可容纳五十余人的儿童阅览室，其书架桌椅俱按

儿童标准尺寸制备，庋藏儿童书籍 １５００ 余册，实
行开架制，儿童亦可借书回家阅读［１５］ 。

２ ２　 采选儿童适宜图书

民众图书馆对于儿童阅读的关怀，不仅体现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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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添设儿童阅览室上，还表现为积极采选儿童图

书。 众所周知，书籍的优劣能对儿童的品格产生

深远影响，所以选择适宜的儿童图书就显得格外

重要。 但对于如何选择儿童图书，图书馆界并没

有固定要求与统一标准，各馆需考虑种种实际，
可谓是“一件最费研究的事” ［１］ 。 在杜定友先生

看来，采访儿童图书时，需综合考虑社会、儿童、书

本三方面的因素［１］ 。 苏耀祖则提出，采选儿童图

书时不仅要根据儿童心理，还要注意性别差

异［１６］ 。 徐旭也提出了要从书的外表、书的内容、
图画、文艺四个方面选择儿童图书，并提供了具

体各类图书采购经费比例的参考 （如表 １ 所

示） ［１７］ 。

表 １　 儿童图书经费百分比

类
别

故
事

童
话

诗
歌

笑
话

剧
本

图
画

游
戏

小
说

游
记

谜
语

神
话

尺
牍

寓
言

童
谣

识
字

常
识

手
工

公
民

理
科

传
记

作
文

演
说

日
记

其
他

比率

（％）
４ ４ ２ ２ ２ ６ ２ １０ １０ ２ ２ ４ ２ ２ ２ ４ ５ ５ ５ １０ ３ ２ ２ ８

　 　 江苏省宜兴县立图书馆在选择儿童图书时，
就注意到儿童与成人因心理与生理不同，致需要

迥异，故办法亦随之而不同，特在兴趣方面、卫生

方面、学识方面制定相应标准：（１）兴趣方面，选

择迎合儿童心理、适合时代趋势、易引起儿童感

情的；（２）卫生方面，选择字体大小与行列适合、

印刷清楚、纸质精细不反光，以及装订坚实、艺术

的；（３）学识方面，选择适合儿童程度、年龄，与各

科参考有联络、有文艺价值，可养成儿童的想象、

推理、建设的［１８］ 。 宜兴县立图书馆儿童阅览室依

之采选的图书可分为 ６ 类：社会类 （党义、公民、

史地）；常识类（自然、卫生） ；康乐类（体育、音
乐）；文学类（小说、童话、诗歌、故事）；杂志类（小

朋友、少年、儿童世界、学生杂志）；非文学类（儿

童画报、故事图、其他图报） ［１８］ 。 这些图书趣味性

强、知识面广，对于儿童性情陶冶、素养提升有着

春风化雨之效。

浙江省玉环县立民众教育馆在馆务中也非

常注意采选儿童图书。 据该馆 １９３４ 年统计，馆藏

图书分为 １６ 大类，其中万有文库、小学生文库、儿
童丛书、儿童史地丛书、小说世界丛书、常识丛书、

百科小丛书等都是面向儿童的读物，充分体现了

玉环县立民众教育馆对儿童读物的重视，以及对

儿童阅读的关怀［１９］ 。 平阳县第五区区立北港民

众教育馆，１９３５ 年共有藏书 ８３３ 本，其中儿童读

物就有 ２０６ 本，占比 ２４ ７％ ［１９］ 。

２ ３　 设立小学巡回文库

有些民众图书馆因馆舍狭小，不能单独开辟

儿童阅览室，便于附近小学内设立小学巡回文库，
以图补救。 民众图书馆设立小学巡回文库的目的

有二：一为养成儿童利用图书的习惯；二为培养儿

童守约、爱护公物、为公服务的良好品性［２０］ 。 基

于此，大江南北各地的民众图书馆纷纷对小学巡

回文库的设立与运行，积极探索与实践。 如山东

历城县民教馆，自奉令改为民众图书馆后，对于一

切进行事宜，莫不极求改善，筹划经营不遗余力，
“闻现已大致整顿就绪，计分馆内阅览，及馆外巡

回两种办法，……至于巡回部分，则划分全县为十

区共装巡回书箱十个，周转巡回，而以各区小学为

中心，巡回路线约定为北至窿赵店，南至终宫，东
至龙山等处，现该书箱已酌置妥当，并于 １１ 月 １８
日以前分发完毕，以备各区小学及附近民众之参

考阅览” ［２１］ 。 又如北京市立第一普通图书馆于

１９３５ 年在兰靛厂南门小学附设约书报处；江苏省

立镇江图书馆曾在县、区的学校试设儿童流通文

库的流通点，送书阅览；上海市立图书馆 １９３６ 年

在闸北宝山小学设图书流通站，为小学生提供阅

览服务；安徽省立图书馆 １９３６ 年在八座小学设立

图书流通处，每月更换一次［２２］ 。
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江阴巷实验民众图书馆

在陶氏、振秀、崇实、维德、隣志五所小学设立巡回

文库，在 １９３０ 年 ９—１２ 月间，阅读人数总计达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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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００ 人左右（详见表 ２） ［２３］ 。 在民国小学缺乏图

书之际，民众图书馆举办小学巡回文库，实足以

养成儿童利用图书习惯，严守公约及为公服务等

美德，更可解决小学因经费支绌而不能多购图书

的困难。 而在民众图书馆方面，确可达到“以少

数经费，购少量图书，而办较大事业” ［２０］之目的。

表 ２　 江阴巷实验民众图书馆小学巡回文库阅读人数统计（１９３０ 年 ９—１２ 月）

校名 九月人数 十月人数 十一月人数 十二月人数 总计（人）

陶氏 １０７ １５５ １０２ １４３ ５０７

振秀 ９２ １２５ １３２ １５０ ４９９

崇实 １４０ ２６６ １４５ １４５ ６９６

维德 １３７ １５２ １２７ １５６ ５７２

隣志 — ２３３ ２０１ ２１０ ６４４

总计 ４７６ ９３１ ７０７ ８０４ ２９１８

注：—表示数据缺失。

２ ４　 制定儿童阅读规程

民众图书馆除了从添设儿童阅览室、采选儿

童适宜图书、设立小学巡回文库等方面关怀儿童

阅读外，还注意制定儿童阅读规程，规范儿童阅

读秩序。

一是制定儿童阅览室规约。 为规范儿童阅

读行为，民众图书馆特制定儿童阅览室条例多

条。 如铜山县《公共图书馆儿童阅览室规约》规

定，“（１）欲读阅览室内所陈列图书先向指导员说

明种类，然后取阅。 （２）阅书时不可多取，阅完一

种存放原处后再说明取第二种。 （３）欲阅览橱中

之书籍，须向指导员索取，不得自行取书。 （４）每

次借阅橱中之书籍，至多不得过三本。 （５）阅书

应在室内，不得携出室外。 （６）书籍阅毕后交还

指导员，凭签出馆。 （７）阅览室内勿携带物件，勿

喧哗谈笑，勿随意吐痰。 （８）阅览图书应当爱护，

倘有损坏，照价赔偿。 （９）阅览完毕，请出阅览

室。 （１０）逐日阅览时间上午八时半至十一时半，

下午一时半至四时半，但规定闭馆时间前三十分

钟停止发书。 （１１）振铃闭馆时停止阅览。” ［２４］

二是制定儿童读书会规章。 民众图书馆为

推进儿童阅读，特成立儿童读书会，并制定儿童

读书会简章予以保障。 如《湖南省立第二民众教

育馆民众图书馆儿童读书会简章》规定：本会宗

旨“以增加儿童读书之兴趣，并指导阅读方法”；

本会运行方法是“设会长一人，由本图书馆馆员

兼任之，干事四人，由会员轮值之”“本会分常会、
临时会、会员大会三种，常会每周开会一次，临时

会遇必要时召集之会员大会，每半年开一次，但均

须报请馆长派员莅会指导或演讲”；本会会员定

为“以年在十岁以上十五岁以下之男女儿童，有
自动阅读能力，经本馆职员之介绍或中学图书馆

各读书会会员介绍者为准” ［２５］ 。 另，本会会员有

介绍自家兄弟姐妹及朋友亲邻入会之义务。
此外，民众图书馆为了吸引儿童阅览，还在阅

览室内外张贴标语，营造阅读氛围。 如，宜兴县立

图书馆悬挂的“小朋友！ 来！ 来！ 不要错过你们

读书时期” ［１８］ ；重庆北碚民众图书馆张贴的“纪

念儿童节”“欢迎儿童到馆阅览” ［１３］ 等标语，都在

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宣传儿童阅读的作用。

３　 民众图书馆关怀儿童阅读的意义

３ １　 养成儿童阅读图书的习惯

民国时期，我国社会阅读状况令人堪忧。 西

方人多以阅书为无上的快乐，而中国人闲散之时

则多作无意识的消遣。 当时国人烟酒嫖赌等坏嗜

好特别多，社会腐败不堪，推其原因，固很复杂，而
民众多无阅读习惯亦是重要一种。 就是一般学生

对于图书馆的感情，总是冷淡居多，除去教员指令

去参考的以外，大半不愿自由阅览。 时人祝其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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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心疾首地感慨，“有的偶然要去借书，还找不到

目录呢！ 倘若在儿童期内预先养成了在图书馆

里阅书生活的习惯，难道还有这种现象吗？” ［１２］ 民

国时期这种阅读匮乏的社会状况危害深远，发人

深思。 有鉴于此，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二次年会上

议决通过了促进儿童阅读案，目的在于从儿童期

就开始培养国民的阅读习惯。 各地民众图书馆

积极响应中华图书馆协会号召，通过添设儿童阅

览室、采选儿童适宜图书、设立小学巡回文库等

方式，增加儿童课余假期的阅书机会，以便养成

儿童阅读习惯。
虽然读书可以在家读、在校读，学校和家庭

都可以养成儿童的读书习惯，但是图书馆和学

校 ／家庭范围不同、管理不同。 图书馆里的书，有
许多是家庭与学校没有的；图书馆里的事业，也
有许多是家庭与学校所做不到的。 杜定有先生

认为，儿童图书馆（室）有独立的价值，图书馆是

我们求学问的最好的工具，关键在于怎样去利

用［１］ 。 “我们在儿童时代，虽然是不研究什么高

深的学问，但是我们将来要利用图书馆的地方，
真是不少。 要希望将来能利用图书馆以求学问，
就从少非有图书馆的习惯不可。” ［１］ 如南京市立

民众图书馆除设有成人阅书处、阅报室外，还专

设有儿童阅书处［２６］ 。 在 １９４７ 年 １０ 月至 １９４８ 年

６ 月短短 ９ 个月间，南京市立民众图书馆儿童阅

览人数达到 １３，１６６ 人。 其中高年级 ３２５９ 人，中
年级 ４４４３ 人，低年级 ５４６４ 人。 孩子们阅读热情

如此之高，如果有合适的儿童阅读场所，儿童期

的阅读习惯就能养成［２７］ 。

３ ２　 弥补学校教育的不足

民国初期，中国教育界引入了由英国柏克赫

斯特女士创立的教学新法———道尔顿制［２８］ 。 此

法秉承了杜威的“儿童中心说” “从做中学”以及

“学校社会化”等教育思想；主张以学生为本位，
满足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培养学生的合作精

神。 道尔顿制学习的过程不是教师灌输、学生接

受的过程，而是学生主动去探寻的过程，故学到

的内容和形成的能力切实有用［２８］ 。 我国自从引

入道尔顿制以后，自学辅导新教育思潮兴起。 在

施行道尔顿制的小学，儿童图书馆成为必不可少

的设备，儿童课外阅读成为必不可少的环节。 金

鼎一在《儿童图书馆的调查》中对此现象略有提

及，“现在我们小学里的教学法，不采用自学辅

导，即采用设计法，不采用设计法，就要想采用道

尔顿制，但是这几种教学法，要儿童自由发展，满
足其求智之望，非有丰富的儿童图书馆不行。 然

各小学校，每因经济困乏，或组织无方，终不能积

极进行，至为可虑。” ［２９］

民国时期，由于我国的儿童图书馆还不普遍，
小学的图书馆也是有名无实，二者都根本满足不

了儿童课外阅读的需求。 儿童课外阅读很大程度

上还得依赖附设在民众图书馆中的儿童阅览室，
以及民众图书馆设立的小学巡回文库。 如李靖宇

在谈及办理小学巡回文库缘起时写道：“邹平乡

学高级的学生，在资格是高小生，他们或他们的脑

子，在膨胀着接受新的知识和新的启发。” ［３０］ 但

是，因为乡学大都处于穷乡僻壤，学校根本没有钱

来给这些想上进的学生买些滋养品，所以普遍的

现象是，“在学的一般可爱的小朋友们，多是呆呆

的，无精打采的，守着几本教课书，在那里敷衍时

日” ［３０］ 。 基于对学生课外阅读严重缺乏的认知，
李靖宇等有识之士“也不想把这个机会空空错

过” ［３０］ ，遂积极设立小学巡回文库，将县级民众图

书馆中的图书送到学校阅读，以弥补学校教育不

足之憾。

３ ３　 培养儿童的良好品性

民众图书馆对于儿童阅读的关怀，不仅可以

帮助儿童养成阅读习惯，弥补学校教育不足，还可

以培养儿童良好的品性，包括儿童自治习惯的养

成、办事能力的练习、优美性情的陶冶等等。 儿童

常常任意活动，毫无限制，时有伸张自我、侵犯旁

人的行为。 而在图书馆中受群体生活的陶冶，容
易产生自我控制的观念，各种不应当的举动渐渐

自知抑制了。 于是，保持公共秩序、尊重团体意

志、守时刻、 重公德等种种习惯都可从此养

成了［１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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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图书馆内事务繁杂，规章严格，对于练

习儿童办事能力，确实是个理想之所。 如图书馆

的组织法、图书管理法、分类法、借书规程、新书介

绍、开会讨论等事宜，都能使儿童得到种种真切

的知识，练习种种办事的能力。 此外，儿童图书馆

所购备书籍的内容应皆有益于儿童身心健康，如
诗歌小说、圣贤格言、名人传略等，读之有纯洁的

印象，阅之有审美的观念。 儿童时常接触、观看这

些书籍内容，容易培养起崇拜之心、敬仰之情，在
无形中受到熏陶，好的品性就此养成［２］ 。

４　 结 语

阅读习惯和阅读能力的培养对人生成长起

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儿童时期是培养阅读习惯

和阅读能力的黄金时期，此时养成的阅读习惯具

有延续性，将影响人的一生。 因此，在儿童中推广

阅读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当前，我国大多数儿童

或是因为课业负担重、补习班多而无时间阅读，
或是因为受电子产品诱惑而不愿纸质阅读等原

因，导致儿童整体阅读现状实不容乐观。 特别是

乡村、偏远山区的孩子，大多为留守儿童，既少父

母关爱，更缺少合适图书，阅读现状更令人堪忧。
采取种种措施，在城乡有针对性地开展儿童阅读

推广活动已是时代所亟需。 公共图书馆作为保

证公民阅读权利和阅读公平的社会机构，理应成

为儿童阅读推广的一个重要支点，并在儿童阅读

推广中发挥自己的引领作用。 本文通过介绍民

国时期民众图书馆对儿童阅读关怀的举措及意

义，以期对我国当今基层公共图书馆儿童阅读事

业的发展，提供有益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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