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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环境素养教育：驱动因素、路径及启示∗ ∗

赵安琪　 付少雄

摘　 要　 绿色图书馆运动的兴起使环境素养教育成为图书馆绿色信息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图书馆作

为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在环境素养教育方面承担着重要责任。 本文系统阐明了环境素养的基本内涵和

图书馆环境素养教育的基本目标，从本质属性、社会需求、政策规划和实践探索四个方面论述了图书馆

开展环境素养教育的驱动因素，并立足于图书馆事业的五个构成要素（领导和干部、图书、工作方法、读
者、建筑和设备），从环境素养教育计划、环境素养教育基础、环境素养教育活动三个方面对国外图书馆

环境素养教育实践进行了详细阐述，以期为国内的图书馆环境素养教育提供路径与启示。 图 ２。 表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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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能源短缺与环境污染问题日益加重，环境保

护成为世界各国的重要战略计划［１］ 。 信息技术

和服务领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球总排放量

的 ２％ ［２］ ，其中图书馆作为公共信息服务领域的

主体，其建筑本身、日常使用与管理过程中都存

在严重的能源损耗和环境污染问题［３］ 。 当前“美
丽中国”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国务院发布的《“十
三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着重强调要加强

公共机构节能［４］ 。 作为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图书

馆应承担起保护环境的重要社会责任［５－６］。 上海

图书馆原馆长吴建中先生指出第三代图书馆应重

视生态环境保护，提出“多元素养”的概念［７］。 多

元素养是指图书情报领域涉及的部门、机构、用户、
职业所需要的素养，而环境素养（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Ｌｉｔ⁃
ｅｒａｃｙ）是多元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８－９］。 图书馆作

为多元素养教育的重要主体，应重视用户环境素

养的培养。
国外图书馆界参与环境素养教育由来已久，

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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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 ＩＦＬＡ）通过设置绿色图书

馆奖项，传达对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重视程度，强
调图书馆应在环境素养教育中承担责任［１０］ ；美
国图 书 馆 协 会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ＡＬＡ）可持续发展圆桌会议的任务便是基于课

程、馆藏、馆员培训等方面的议案支持图书馆绿

色发展［１１］ ；纽约图书馆协会（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ＮＹＬＡ）多次召开环境学术研讨会，
推动图书馆环境素养教育研究的发展［１２］ 。 此

外，国外面向图书馆环境素养教育的研究始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国外学者从图书馆环境素养教

育必要性、教育理念以及教育实践等方面开展研

究，奠定了理论与实践基础［１３－１５］ ：关于环境素养

教育的必要性，美国图书馆界指出环境素养教育

符合美国社会切实需求，普通公众缺乏环境相关

知识和技能训练，将环境素养融入图书馆教育具

备必要性和可行性［１６］ ；关于环境素养教育理念，
大多数图书馆员仅将图书馆定位为公共资源的

管理者，但其职责还应包括环境素养理念培育、
保存和提供共享资源、开展环境素养教育［１７］ ；关
于环境素养教育实践，研究指出全国性公共图书

馆管理机构应该制定详细的指导方针，规范环境

素养教育，促使全国图书馆参与绿色环保实

践［１８］ 。 在国外图书馆界与全体社会的重视下，
国外图书馆环境素养教育相关研究与实践均取

得了较大进展。
国内图书馆环境素养教育研究还处于起步

阶段。 有学者调研指出，在 ２００８—２０１５ 年期间的

环境保护日进行环境保护宣传的图书馆仅占

１％ ［１９］ 。 同时，国内面向图书馆环境素养教育的

专门研究较少，但重视程度在不断提高［７］ 。 关于

研究对象，国内学者大多将环境素养教育作为图

书馆绿色信息服务或多元素养教育的组成部分

进行研究［８，２０］ 。 关于研究内容，国内相关研究主

要对国外图书馆的环境素养教育实践进行总结，
如介绍俄罗斯图书馆通过建立环保教育组织、举
办环境知识论坛，以及面向官员开展环境素养基

本技能培训等，构建了完整的环境素养教育体

系［２１］ 。 同时，国内研究强调国内高校图书馆已具

备开展环境素养教育的资源和人才优势，应基于

馆员和用户分别开展有针对性的环境素养教

育［２２］ 。 但是国内相关研究并未系统地探讨环境

素养的基本内涵，而且国内图书馆界尚未建立起

完整的环境素养教育体系。
针对图书馆环境素养教育展开专门研究，有

助于扩展图书馆服务领域，推动国内图书馆发展

转型。 为此，本文对图书馆环境素养的基本内涵

进行界定，系统阐述环境素养教育的基本目标，从
本质属性、社会需求、政策规划、实践探索角度论

述图书馆环境素养教育开展的必要性。 在总结国

外图书馆环境素养教育实践路径的基础上，为我

国图书馆环境素养教育给予建议，以期完善国内

图书馆环境素养教育体系，助力 “美丽中国”
建设。

２　 环境素养教育的基本内涵

环境素养是指用户具备感知环境系统健康

状况的敏感性，解释环境系统健康状况的理论和

知识，以及利用环保理念和知识维持、恢复或者提

高环境系统健康状况的基本技能，且能促进图书

馆等信息机构绿色信息服务的开展［２３］ 。 环境素

养由 Ｒｏｔｈ 于 １９６８ 年首次提出［２４］ 。 环境素养教

育的基本内涵随着环境问题的变化以及理论研

究的深入不断丰富和完善，北美环境教育协会

（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ｄｕ⁃
ｃａｔｉｏｎ，ＮＡＡＥＥ）认为环境素养教育应包含关注环

境问题的意识、解决当前和预防新的环境问题的

知识、技能和动机［１４］ 。 环境素养教育涵盖心理、
认知和行为多个层面，其中心理层面主要塑造环

境理念，积极的环境态度和正确的环境价值观是

环境问题认知的必备要素；认知层面主要掌握基

本环境知识，丰富的生态、环境和社会知识是开展

环境保护实践的重要前提；行为层面主要掌握认

知、操作等基本技能，在实践中改善和提高环境系

统健康状况是环境素养教育的最终目的。 环境素

养教育框架如图 １ 所示。
（１）基本理念。 环境素养教育基本理念包含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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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环境素养教育框架

环境价值和环境态度。 环境价值指对环境问题的

基本价值取向，渴望实现自我价值并能够根据个

人道德感对环境问题做出决定和判断；环境态度

指对环境问题和环境系统的心理倾向，即对环境

问题的敏感度、关注度和责任意识，拥有积极参与

环保活动的动机。
（２）基本知识和技能。 环境素养的教育与培

养涉及到生态知识、社会知识、环境问题知识等多

方面的基本知识，需要具备认知技能和行为技能，
具体内容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环境素养教育基本知识与技能

基本知识与技能 解释

生态知识

掌握与物种和生态系统等相关的基本生态概念，例如生态位、适应性、自然演替、稳态、限制因

素、生态变量、生态入侵等；
了解自然系统运作流程以及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的相互作用

环境知识

了解对人类生活和社会发展产生影响的多种环境因素，掌握自然因素被政治、经济和文化影响

的方式及规律；
掌握空气、水、土壤等的数量和质量状况，野生动物栖息地的土地使用和管理现状，以及人类健

康和能源浪费等问题

社会知识
清楚认识城市和农村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生态中的相互依存关系；
了解不同文化之间政治结构、经济发展等和环境价值观的关系

认知技能

能够利用信息源和个人价值观识别、定义、分析和评估环境问题；
拥有选择行动策略，制定、评估和执行行动计划的能力；
能够通过科学查询和风险分析，系统思考、预测以及制定计划

行为技能
掌握解决不同环境问题的方法与技能；
在日常生活中选择绿色环保的出行、购物方式，支持环境无害政策，践行绿色理念

　 　 环境素养教育目标依托于环境素养需求。 社

会角色不同，环境素养需求也会有所变化，图书馆

员和用户是图书馆开展环境素养教育的主要对

象，图书馆应该分层开展环境素养教育。 对于图

书馆用户，其教育目标应包含：环境意识的构建，
以及环境素养构成要素的认知；生态知识、环境知

识和社会知识的掌握；认知技能和操作技能的强

化以及环保知识的实践应用。 对于图书馆员，其
是知识宣传者、素养教育者和环保实践者，除了普

通用户所需的知识和技能之外，图书馆员还需具

备环境素养教育的知识储备和培养能力，具体包

括：环境价值观的树立和环保态度的端正，能够支

持绿色图书馆运动；环保知识的掌握，能够知晓如

何将环保知识熟练运用于图书馆绿色信息服务和

绿色业务流程中；节能减排技能的应用，能够在图

书馆日常工作中使用绿色管理模式；环境素养学术

研究的开展，能够顺利进行环境素养教育和培训。

３　 图书馆环境素养教育的驱动因素

环境问题已受到社会关注，但公众的环境知

识与技能仍比较匮乏。 图书馆等公共文化机构具

备环境素养教育的责任和优势，为应对环境问题

和满足公众需求，各国在政策规划中也强调了图

书馆等公共文化机构的环境责任。 在宏观的政策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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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向下，国内外图书馆已经开展的环境素养教育

实践，为构建体系化的环境素养教育奠定了基础。

３ １　 本质属性

图书馆作为公共文化机构，具有社会性、全
民性以及公益性等本质特点，契合环境素养教育

开展的基本条件，促使其在环境素养教育中发挥

重要功能。 关于社会性，图书馆具有公众素质教

育的功能与职责，开展环境素养教育是环境教育

社会化的必然要求与选择；关于全民性，图书馆

的服务对象除一般性的社会民众外，还包括工

人、农民、儿童等特定读者人群，因此可针对社会

各种文化层次的读者开展环境素养教育，提供针

对性的环境教育资源及服务，是环保部门和教育

部门开展环境素养教育的有益补充；关于公益

性，相关法律如 ２０１８ 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图书馆法》表明了政府对图书馆提供公益性免费

服务的态度，实现信息资源共享是图书馆界长期

的奋斗目标。 依托于国家强有力的经济支持、自
身的环境素养宣传和教育网络，图书馆能充分利

用包括空间场所、环境信息和教育工作人员等在

内的丰富资源。 因此，图书馆具备开展环境素养

教育的显著优势，其公益资源和服务可为环境素

养教育的长期性和稳定性提供保障。 此外，作为

社会文化机构和公共服务机构，图书馆能够组织

和吸引环保部门、教育部门以及其他社会力量共

同参与环境素养教育，整合社会资源以推动环境

素养教育的多层次开展［２５］ 。

３ ２　 社会需求

社会需求是推动图书馆转型发展、提升服务

质量的重要驱动力，而驱动图书馆环境素养教育

的社会需求因素主要包含社会生态需求与社会

公众需求。
（１）社会生态需求。 图书馆绿色发展契合社

会生态文明建设的需求，环境素养教育也可满足

图书馆自身可持续发展的需求。 绿色图书馆运

动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兴起， ２１ 世纪初得到普

及［２６］ 。 绿色图书馆的构建和管理围绕“绿色”展
开，传达绿色理念，提供绿色服务，工作中追求低

消耗和零污染。 而图书馆员环境素养的高低很大

程度上影响了水、电、原材料等资源的节约和循环

利用，且图书馆员自身的绿色行为方式对用户有

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无论是基于法律还是道德，
图书馆都有责任助力环境素养教育，图书馆员应

该成为环境素养教育的领导者［１１］ 。
（２）社会公众需求。 环境素养教育契合社会

发展趋势和公众需求。 中国政府在联合国大会上

表示，到 ２０２０ 年将实现 ４０％—５０％的节能减排目

标［２７］ 。 ２０１７ 年《中国城市居民环保意识调查》显
示，城市居民的环境素养与之前两轮调查相比虽

然有所提高，但仅有 ４０ ４％的被调查者认为个人

日常行为与全球变暖相关，５４ ２％的受访者表示

对 ＰＭ２ ５ 有所了解［２８］ 。 据统计，我国仅有不足

９％的居民（１５—６９ 岁）具备环境保护理念，并掌

握基本的环保知识与技能［２９］ 。 图书馆作为社会

文化机构，提供教育资源和开展教育活动是其重

要职能，图书馆需要主动参与到环境素养教育中。

３ ３　 政策规划

国内外各级政府和相关机构都发布了一系

列政策，以充分发挥图书馆的宣传教育职能，全方

位推动环境素养教育工作的开展。 就国外而言，
政府机构以及相关协会多方面促进相关政策的

发布与实施，例如俄罗斯联邦政府于 ２００２ 年发布

《俄罗斯联邦环境保护法》，明确了图书馆平等参

与环境素养教育的权利［３０］ ；北美环境教育协会于

２０１１ 年发布《环境素养评估框架》，明确环境素养

的定义和内容，为图书馆评估公众以及图书馆员

的环境素养水平提供参考［３１］ 。 就国内而言，２０１０
年中国图书馆学会在《珍惜环境资源，建设节约

型图书馆》倡议书中号召建设节约型图书馆，推
动图书馆绿色信息服务建设和绿色图书馆运

动［３２］ ；我国政府机构日益加强环境素养教育相关

政策的制定，例如 ２０１３ 年环境保护部在《中国公

民环境与健康素养》中介绍我国环境与健康素养

的基本理念、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为评价公众环

境与健康素养现状提供基本参照［３３］ ；２０１５ 年《中
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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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明确生态文明建设总体要求，强调创建节约

型公共机构并开展示范创建活动［３４］；环境保护

部、中宣部、中央文明办等六个部门于 ２０１６ 年制定

了《全国环境宣传教育工作纲要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全面部署环境宣传教育工作，注重生态文化

公共服务体系的建立，充分利用各类图书馆、博物

馆等公共文化服务机构，传播生态和环保知识［３５］；
２０１７ 年，环境保护部发布《国家环境保护“十三五”
环境与健康工作规划》，制定环境保护标准，加强

公共机构职能，开发环境与健康知识科普读物，制
作环保视频等［３６］。 国内相关政策的实施宣示了国

家对环境素养教育的明确态度，在提升图书馆等

对环境素养教育重视程度的同时，也指明了图书

馆界进行环境素养教育的方向。

３ ４　 实践探索

国内图书馆已逐步开展环境素养教育实践，
但仍处于探索阶段，并未形成系统的环境素养教

育体系。 高校图书馆的环境素养教育主要通过

环保讲座、投稿征文、绿色展览、学术交流等形式

提升师生的环境素养。 如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

通过举办“帕客之风、吹绿交大” “绿色经典主题

展览”等活动，营造良好的环保知识传播环境；同
时，每年制定绿色节能任务，助力资源节约型和

环境保护型校园的建设，多措并举以提升师生的

环境素养［３７］ 。 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举办主题为

“应对气候变化的 ６０ 种解决方案”的中法环境月

展览，以图片形式宣传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１９］ 。

关于公共图书馆的环境素养教育，大连开发区图

书馆举办节能减排宣传周，宣传绿色环保知

识［３８］ ；郑州市图书馆开展绿色环保展览、骑行、
ＤＩＹ 手工制作等活动，传播绿色环保理念［３９］ ；广
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在官网主页上设置环境素养

教育专栏，并且举办了一系列宣传教育活动，其
中“中图生态电影”通过播放环保影片宣传环保

知识［４０］ ；杭州市图书馆举办“绿廊”环创手工系

列活动，通过废旧物品的二次利用，培养青少年

的环保敏感度以提升其环境素养［４１］ ；山东省图书

馆举办的换书活动吸引了 １０００ 多人，累计交换的

图书达 ４０００ 册，让休眠的馆藏资源发挥有用价值

的同时，促进了公众绿色阅读意识的提高［４２］ 。

４　 国外图书馆环境素养教育实践路径

我国著名图书馆学家刘国钧先生将图书馆

事业组成要素划分为领导和干部、图书、工作方

法、读者、建筑与设备五个部分［４３］ ，按照上述框

架，本文对国外图书馆环境素养教育实践路径进

行解析，如图 ２ 所示。 领导和干部是环境素养教

育工作的规划者和指导者，负责制定环境素养教

育计划，明确教育方向和教育目标；图书是环境素

养知识的载体，馆藏文献的内容和排列方式具有

潜在的环境素养教育价值；建筑与设备是环境素

养教育必备的物质基础，绿色建筑和节能设备是

绿色图书馆的重要标识，具有隐性教育价值；工作

方法是图书馆开展环境素养教育活动的具体方式；

图 ２　 图书馆环境素养教育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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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和图书馆员则是图书馆环境素养教育的重

要对象。 下文从环境素养教育计划、环境素养教

育基础、环境素养教育活动三个方面介绍国外图

书馆环境素养教育的实践路径。

４ １　 环境素养教育计划的制定

国外图书馆协会、高等院校、环保机构以及

其负责人在环境素养教育计划制定中，充分发挥

了协调和指导作用，加速了环境素养教育进程。
全球 ２２ 所高校的校长于 １９９０ 年签署了《塔乐礼

宣言》，创建了可持续发展大学领导者协会（Ａｓｓｏ⁃
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ｅａｄｅｒｓ ｆｏｒ ａ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Ｆｕｔｕｒｅ，ＵＬＳＦ），将可持续发展与环境素养融入高

校以及高校图书馆的研究、教学之中，目前已有

５０ 多个国家的 ５００ 多名大学领导参与宣言联

署［４４］ ；ＡＬＡ 下设环境工作小组（Ｔａｓｋ Ｆｏｒ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ＴＦＯＥ），致力于倡导图书馆事业发展

中的绿色理念，探究图书馆开展绿色实践的路

径，以提升图书馆员和公众的环境素养，如 ＴＦＯＥ
号召图书馆员在 ２００８ 年 ＡＬＡ 会议上自带杯具参

会［４５］ ；第十四届大学及研究图书馆联合会（Ａｓｓｏ⁃
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ｇｅ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ＡＣＲＬ）会议

将“绿色”作为重要议题，共商图书馆绿色发展之

路［４６］；纽约图书馆协会（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

ｔｉｏｎ，ＮＹＬＡ）多次组织召开环保素养相关会议，围
绕“图书馆如何做到节能环保” 等问题展开讨

论［１２］。 此外，１９８９—２０１１ 年期间，图书馆领导与管

理协会（Ｌｉｂｒａｒｙ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ｓｓｏｃｉａ⁃
ｔｉｏｎ，ＬＬＡＭＡ）、商业参考服务教育委员会（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ＢＲＡＳＳ）、美国公共图书

馆协会（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ＰＬＡ）等多个机构

联合，共同致力于在出版和通讯行业、绿色会议、
环境倡议活动中推广无氯纸张［４７］ 。

与此同时，国外图书馆通过制定详细的环境

素养教育计划，促进教育流程和教育内容的规范

化和标准化。 如美国旧金山公共图书馆推行“图
书馆绿色环保计划”，以年度为周期制定公众环

境素养教育计划，内容包括专题阅读、绿色生活

方式推广等活动，同时注重与旧金山环保部门加

强合作，在社区开展环境素养教育宣传活动［４８］ 。
俄罗斯国立青少年图书馆为促进环境素养教育

工作，２００２ 年专门设立图书馆生态文化研究中

心，负责制定环境素养教育计划，整体规划环境素

养教育工作；同年，建设环保和实验中心开展馆员

培训活动，研究用户环境素养教育需求，建设专门

的“生态与现代化”数据库，通过发行环境素养教

育相关图书等一系列活动推动环境素养教育［２５］ 。

４ ２　 环境素养教育基础的奠定

馆藏文献、建筑与设备是图书馆进行环境素

养教育的基础，国外图书馆通过调整馆藏文献的

采编内容和排架方式促进环境素养教育的开展。
如澳大利亚东墨尔本图书馆设立环境文献专藏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内容涉及世界

可持续发展、社区节能方法等多个方面［４９］ ；澳大

利亚维多利亚州立图书馆的官网上设置有专门

的环境法律收藏链接，并通过改变传统分类排架

方式，将不同类目下的书籍与生态环境保护书籍

混排，促进环保书籍阅读，提升用户环境素养［４９］ 。
此外，国外许多国家要求在图书的版权页上标明

该书是否使用无酸纸或再生纸，此举有助于环境

素养理念的培育。
同时，美国绿色建筑委员会制定了一系列绿

色建筑评价标准，最新的资料显示，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６２２ 个图书馆在美国绿色建筑委员会官网进行了

注册，共有 ３３５ 个图书馆通过了“能源与环境设计

先锋”（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ｎｄ 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Ｄｅｓｉｇｎ， ＬＥＥＤ）认证［５０］ ；澳大利亚的墨

尔本图书馆利用能耗测试仪器（Ｐｏｗｅｒ－ｍａｔｅ）监

控、降低信息服务中的能耗，芬兰多数图书馆将打

印机的默认设置修改为双面打印，以此提醒用户

节约纸张［５１］ ；新加坡国家图书馆在进行空间再造

时注重环保理念的贯彻，设置空中绿色庭院以降

低图书馆建筑的温度，并给用户营造了一种绿色

环保的氛围［５２］ 。

４ ３　 环境素养教育活动的开展

图书馆员和图书馆用户是图书馆环境素养

教育的对象。 基于不同的需求和环境素养教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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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国外图书馆针对性地开展了一系列环境素养

教育活动。
（１）图书馆员环境素养教育。 在绿色图书馆

的构建过程中，培育图书馆员的环境素养尤为重

要。 国外为环境素养教育从业者制定了系列标

准，如美国、瑞典、日本、英国等国家已明确制定环

境素养教育人员认证制度，相关人员需要通过资

格考试等方式获得环境素养教育的资格证书［５３］ ；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要求环境素养教育基地和人

员必须进行环境素养教育认证，以此规范教育内

容和教育过程［５４］ 。 在此基础上，国外部分图书馆

专门设立了生态图书馆员或环境素养教育图书

馆员，如美国格林斯博罗公共图书馆的凯萨琳·
克莱·爱德华分馆专门设立了环境素养教育岗

位，其工作人员必须获得“环境素养教育图书馆

员”资格认证［１２］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在网上开设

“生态馆员：逐步改变我们的社区”课程，为全世

界图书馆员提供了一个围绕绿色图书馆运动、图
书馆绿色实践等主题进行讨论的场所［５５］ 。 此外，
图书馆亦重视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培育图书馆

员的环保意识，如德国洪堡大学图书馆员、ＬＩＳ 领

域师生等于 ２０１８ 年共同搭建了德语交流网络

（Ｇｅｒｍａｎ－ｓｐｅａｋｉｎｇ Ｎｅｔｗｏｒｋ），通过交流环境保护

意见支持图书馆绿色建设，促进图书馆环境可持

续发展相关研究［５６］ ；美国明尼苏达州的大河地区

图书馆埃尔克河分馆，支持图书馆员选择绿色出

行方式，培养其节能习惯［５７］ ；巴西里约州立公园

图书馆努力提高图书馆员、实习生等的环保意

识，将其作为环境素养教育的任务之一［１８］ 。
（２）图书馆用户环境素养教育。 国外图书馆

利用多种形式开展环境素养教育活动，包括：采
用专题展览、环境主题讲座等方式传播环境知

识，通过 ＤＩＹ 等手工制作活动开展环保实践等。
具体内容如表 ２ 所示。

表 ２　 国外图书馆用户环境素养教育活动

机构 活动内容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

校图书馆

从 １９９４ 年开始，出版电子绿色期刊（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Ｇｒｅｅ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为社会提供绿色可持续

发展方面的开放存取信息［５８］ 。

美国阿灵顿图书馆
定期举办“星期二阿灵顿自行车讲座”，鼓励绿色出行，传播自行车维护知识；每年举

办艺术品展览活动，艺术品均由废弃材料制作［５９］ 。

美国格林斯博罗公共图

书馆

每年举办环保主题的讲座，参与人数超过 ５０００ 人；２００４ 年，以环境素养教育为主要任

务的凯萨琳·克莱·爱德华分馆建立，其每年制定的书单吸引人数超过 ５０００ 人，每年

举办地球日庆祝活动，吸引人数超过 ２０００ 人；将环境素养教育推广到不同人群，例如

与城市规划和社区发展部门合作，向房主推广风化和节能知识［１２］ 。

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立

图书馆

播放《逐冰之旅》纪录片，让公众感受北极冰层融化的真实场景，培育读者的可持续发

展意识［４９］ 。

新加坡中央公共图书馆

新加坡国家图书馆委员会和城市发展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推出世界上第一座儿童绿色

图书馆，３０％的书都以绿色环保为主题，通过游戏、讲故事、手工制作等方式进行环境

素养教育和知识推广［６０］ 。

芬兰赫尔辛基图书馆
常年举办以“绿色环保”为主题的宣传活动，邀请相关领域专家介绍绿色生活方式的

相关知识［５８］ 。

俄罗斯图书馆 举办环保教育研讨会，开展环保教育工作竞赛，培训图书馆员的环保技能［２１］ 。

５　 对国内图书馆环境素养教育的建议
国内社会经济环境已经改变，社会对图书馆

的需求正发生显著变化，图书馆已从重视硬件设

施向强调服务成效转型，评价指标正从图书馆流

通量转向活动流通量［７，９］ 。 在“美丽中国”的国家

战略背景下，图书馆进行环境素养教育具有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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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既能满足社会与用户的切实需求，也能促

进图书馆服务转型。 依据国外图书馆界环境素

养教育的理念与路径，国内图书馆界环境素养教

育应注意以下几点。
（１）建立图书馆环境素养教育机构及项目。

鉴于国内图书馆环境素养教育活动开展匮乏的

现状，应首先开展环境素养教育的试点工作。 可

由中国图书馆学会牵头，面向图书馆环境素养教

育设立专门机构，对国内图书馆开展环境素养教

育的可能性进行专项调研，可借鉴 ＡＬＡ 下设环境

工作小组 ＴＦＯＥ［１２］ 的做法。 国家图书馆、广东省

立中山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国内大型图书馆可

率先开展环境素养教育的试点工作，探索环境素

养教育的典型案例以形成示范效应，并在全国推

广。 同时，国内图书馆界、图情院校可积极争取社

会支持并申报相关社会科学基金，开展图书馆环

境素养教育相关研究。
（２）制定图书馆环境素养教育计划。 图书馆

的环境素养教育进程应该有计划地推进，中国图

书馆学会等相关组织应充分发挥协调和引导作

用，制定详细的环境素养教育计划，促使教育流

程和教育内容的规范化和标准化。 国内图书馆

可借鉴俄罗斯国立青少年图书馆的经验［２５］ ，设立

图书馆生态文化研究中心，负责制定环境素养教

育计划，基于各地区环境素养教育现状统筹规划

环境素养教育工作，吸引并整合环保机构、高等

院校以及其他相关机构的优势资源，协调推动环

境素养教育的开展。
（３）建设图书馆环境素养教育基础设施。 图

书馆的环境素养教育应在馆藏文献的选择与排

列、建筑设计和设备使用中得到充分体现。 关于

馆藏文献，国内图书馆应根据环境素养教育计划

调整馆藏文献的采编内容，例如尽量采购版权页

上印有无酸纸标识的图书，借鉴国外图书馆的绿

色排架方式提高环境保护相关图书的借阅量，还
可以建设环境资源数据库。 关于建筑设计和设

备使用，国内新建图书馆应从地形、人口、公共交

通等多方面考虑选址的重要性，在图书馆整体的

空间设计方案中充分提高能源效率，根据绿色建

筑评价标准合理规划图书馆布局，使用环保型建

筑材料。 图书馆服务设施要遵循节能管理和低碳

服务的标准，在照明、打印、复印等多种日常服务

中注入绿色保护理念，例如打印机默认设置双面

打印等，潜移默化地培养图书馆员和读者的环境

素养。
（４）推行图书馆环境素养分层教育。 图书馆

的环境素养教育应该基于用户的环境素养水平

分层实施，而对于图书馆员的环境素养教育也应

有所区分。 对于图书馆员，应着力于解决图书馆

员在开展环境素养教育过程中的障碍，以及图书

馆员在进行环境素养教育时责权不明等问题；同
时，图书馆员可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制定环境素养

相关培训教程［６１］ 。 对于环境素养水平较低的公

众，可培训公众如何搜寻优质的环境素养网站，向
公众普及基础性的环境素养知识与技能，提升公

众的环保意识；对于环境素养水平较高的公众，可
制定个性化的环境素养技能课程，培养其环境技

能的综合运用能力。
（５）延伸图书馆环境素养教育范畴。 图书馆

作为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包括环境素养在内的多

元素养教育是其应该承担的重要社会责任［７－８］ 。

首先，图书馆可在官方网站上设置环境专题，提供

环境素养相关理念、技能与知识。 同时，线上提

供环境素养教育相关视频与讲座，通过线上累积

用户，然后将服务延伸到线下。 其次，可对当前

已有图书馆环境素养教育项目进行整合，打造环

境素养教育品牌，如设立图书馆环境素养教育

周、开展图书馆环境素养教育系列讲座等。 再

者，图书馆可积极开展环境素养相关外展服务，
即在图书馆以外的场地举办有关活动［６２］ 。 如图

书馆可深入社区开展环境素养教育，向公众宣传

环境保护常识，拓展图书馆的服务范围；或与环

保部门进行合作，邀请环保专家对环境素养相关

知识与技能进行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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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启示［Ｊ］ ．图书馆研究，２０１３（２）：１２４－１２８．
２２ 亢琦．大学图书馆开展环境素养教育的思考

［Ｊ］ ．图书馆杂志，２０１６（１１）：５６－６１．
２３ Ｒｏｔｈ Ｃ 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Ｉｔｓ Ｒｏｏｔｓ，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１９９０ｓ［Ｍ］ ． Ｃｏ⁃
ｌｕｍｂｕｓ： ＥＲＩＣ ／ ＣＳＭＥＥ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１９９２：
１－９．

２４ Ｒｏｔｈ Ｃ Ｅ． Ｏｎ ｔｈｅ ｒｏａｄ ｔｏ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Ｊ］ ． Ｍａｓ⁃
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 Ａｕｄｕｂｏｎ，１９６８，４（５２）：３８－４１．

２５ 贺延辉．公共图书馆开展环境教育的思考

［Ｊ］ ．国家图书馆学刊，２０１１（４）：５７－６１．
２６ Ａｎｔｏｎｅｌｌｉ Ｍ． Ｔｈｅ ｇｒｅｅ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ａｎ ｏ⁃

ｖｅｒ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ｂｅｙｏｎｄ［Ｊ］ ．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Ｇｒｅｅｎ Ｊｏｕ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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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ａｌ， ２００８，２７（１）：１－１１．
２７ 央广网．２０２０ 年实现碳强度降低 ４０％－４５％

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９－ ０４－

２２］ ．ｈｔｔｐ： ／ ／ ｆｉｎａｎｃｅ．ｃｎｒ．ｃｎ ／ ｊｊｐｌ ／ ２０１５０９２９ ／ ｔ２０⁃
１５０９２９＿５２００１１１９０．ｓｈｔｍｌ．

２８ 中国社会科学网．上海交大发布 ２０１７ 年《中

国城市居民环保意识调查》报告［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８ － ０９ － １２］ ． ｈｔｔｐ： ／ ／ ｅｘ． ｃｓｓｎ． ｃｎ ／ ｇｄ ／ ｇｄ ＿
ｒｗｈｄ ／ ｇｄ＿ｚｘｊｌ＿１６５０ ／ ２０１７０９ ／ ｔ２０１７０９２１＿３６４８０⁃
３８．ｓｈｔｍｌ．

２９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环境保护部

印发《国家环境保护“十三五”环境与健康工

作规划》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８ － ０９ － １２］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１７ － ０３ ／ ０２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５１７２５３０．ｈｔｍ．

３０ 王玮，等．绿色图书馆研究与实践进展［ Ｊ］ ．图
书与情报，２０１５（２）：２４－２９．

３１ 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９－０５－０８］ ．ｈｔｔｐｓ： ／ ／ ｎａａｅｅ．ｏｒｇ ／
ｏｕｒ⁃ｗｏｒｋ ／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ｌｉｔｅｒａｃｙ⁃ｆｒａｍ⁃
ｅｗｏｒｋ．

３２ 中国图书馆学会．珍惜环境资源 建设节约型

图书馆［Ｊ］ ．图书馆建设，２０１０（１２）：２．
３３ 新华社．环境保护部发布《中国公民环境与

健康素养（试行）》［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８－０９－０６］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ｏｖ．ｃｎ ／ ｊｒｚｇ ／ ２０１３－１０ ／ １１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２５０４６５１．ｈｔｍ．

３４ 国务院．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的意见［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８－ ０９－ ０６］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２０１５－ ０５ ／
０５ ／ ｃ＿１１１５１８７５１８．ｈｔｍ．

３５ 环境保护部．环境保护部等六部委联合发布

《全国环境宣传教育工作纲要（２０１６ － ２０２０
年）》［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８－０９－０６］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ｃｎ ／ 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１６－０４ ／ １９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０６５６５８．
ｈｔｍ．

３６ 环境保护部．关于印发《国家环境保护“十三

五”环境与健康工作规划》的通知［ＥＢ ／ ＯＬ］ ．

［ ２０１８－ ０９－ ０６］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ｍｅｅ． ｇｏｖ． ｃｎ ／
ｇｋｍｌ ／ ｈｂｂ ／ ｂｗｊ ／ ２０１７０２ ／ ｔ２０１７０２２８＿３９７９０９．ｈｔｍ．

３７ 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帕客之风 吹绿交大—
环境学院学生会、绿色之友在图书馆共同举

办环保手帕活动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８－０９－１３］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ｌｉｂ．ｓｊｔｕ．ｅｄｕ．ｃｎ ／ ｉｎｄｅｘ．ｐｈｐ？ｍ＝ｃｏｎ⁃
ｔｅｎｔ＆ｃ＝ ｉｎｄｅｘ＆ａ＝ｓｈｏｗ＆ｃａｔｉｄ＝ ２１１＆ｉｄ＝ ２２５．

３８ 大连开发区图书馆．２０１７ 年图书馆节能减排

宣传周［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８－０９－１３］ ． ｈｔｔｐ： ／ ／ ｌｉｂ．
ｄｄａ．ｇｏｖ．ｃｎ ／ ｎｅｗｓ ／ ５０６．ｈｔｍｌ．

３９ 李红岩．建设绿色图书馆与创建国家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示范区［ Ｊ］ ．图书馆，２０１４（２）：３１
－３３．

４０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读者活动推介［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８－

０９－１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ｚｓｌｉｂ．ｃｏｍ．ｃｎ ／ ＴｅｍｐｌｅｔＰａｇｅ ／
Ｄｅｔａｉｌ．ａｓｐｘ？ｄｂｉｄ＝ １＆ｉｄ＝ ２５３１．

４１ 杭州图书馆．“绿廊”环创手工：一次性纸杯

制作小房子活动报道［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８－ ０９－

１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ｈｚｌｉｂ．ｎｅｔ ／ ｈｄｂｄ ／ ３４４１．ｈｔｍ．
４２ 山东省图书馆．山东省图书馆第八届换书大

集活动圆满结束［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９－ ０２－ ２２］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ｄｌｉｂ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ｃｈ０００８６ ／
２０１８１２ ／ ７ｄ２ｂａ７３４－ ３７ｂ６－ ４０５６－ａ９３ａ－ａｂ⁃
５４ｅ６７７ｆｂ５７． ｓｈｔｍｌ．

４３ 刘国钧．什么是图书馆学［ Ｊ］ ．中国科学院图

书馆通讯，１９５７（１）：１－５．
４４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ｅａｄｅｒｓ ｆｏｒ ａ Ｓｕｓｔａｉｎ⁃

ａｂｌ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Ｂｒｉｅ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Ｔａｌｌｏｉｒｅｓ Ｄｅｃｌａ⁃
ｒａｔｉｏｎ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９－ ０２－ ２２］ ． ｈｔｔｐ： ／ ／ ｕｌｓｆ．
ｏｒｇ ／ ｂｒｉｅ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 ｏｆ － ｔｈｅ － ｔａｌｌｏｉｒｅｓ － ｄｅｃｌａｒａ⁃
ｔｉｏｎ ／ ．

４５ Ｍｏｎｉｋａ Ａ， ｅｔ ａｌ． Ｃｕｐ ｂｙ ｃｕｐ：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 ｒａｉｓｅ
ｔｈｅｉｒ ｃｕｐｓ ｆｏｒ ｐｌａｎｅｔ ｅａｒｔｈ［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９－０２
－２２］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ｉｋｉｓ． ａｌａ． ｏｒｇ ／ ｍｉｄｗｉｎｔｅｒ２００８ ／ ｉｎ⁃
ｄｅｘ．ｐｈｐ ／ Ｃｕｐ＿ｂｙ＿Ｃｕｐ．

４６ Ｊａｎｋｏｗｓｋａ Ｍ Ａ， Ｍａｒｃｕｍ Ｊ Ｗ．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ｆｏｒ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Ｊ］ ． Ｃｏｌｌｅｇｅ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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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７１（２）：１６０－１７０．
４７ Ｊａｎｋｏｗｓｋａ Ｍ Ａ． Ｇｏｉｎｇ ｂｅｙｏ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ａｎｄ Ｇｒｅｅ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ａｔ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Ｊ］ ．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Ｇｒｅｅｎ Ｊｏｕｒ⁃
ｎａｌ， ２０１１，１（３２）：１－１７．

４８ Ｓａｎ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ｗａｒｄ⁃Ｗｉｎｎｉｎｇ
Ｓａｎ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ｄ 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ｆｏｒ ｉｔｓ Ｇｒｅｅｎ Ｓｔａｃｋｓ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Ｆｉｎｅ
Ａｍｎｅｓｔｙ Ｐｒｏｇｒａｍ［ＥＢ ／ ＯＬ］ ． ［ ２０１８ － ０９ － ０９］ ．
ｈｔｔｐｓ： ／ ／ ｓｆｐｌ．ｏｒｇ ／ ｉｎｄｅｘ．ｐｈｐ？ ｐｇ＝ ２０００２７３６０１．

４９ 张涛．墨尔本城市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环保

建设初探［Ｊ］ ．图书与情报，２０１３（３）：１４－１８．
５０ 石乃月．浅谈 ＬＥＥＤ 标准下绿色图书馆的建

设［ Ｊ］ ．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 ２０１５ （ ９）： １０９
－１１２．

５１ Ｂｅｎｖｅｎｕｔｉ Ｓ． Ｗｉｌｄｆｌｏｗｅｒ ｇｒｅｅｎ ｒｏｏｆｓ ｆｏｒ ｕｒｂａｎ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ｉｎｇ，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ｂｉｏｄ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 ［ Ｊ ］ ．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２０１４，１２４：１５１－１６１．

５２ 许桂菊．新加坡图书馆空间再造的启示［ Ｊ］ ．
大学图书馆学报，２０１６（３）：６９－７４，１５．

５３ Ｎ． Ｃ． ＤＥＮＲ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ＵＢＩＣ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Ａｔ ａ Ｇｌａｎｃｅ ［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８ － ０９ － １６］ ． ｈｔｔｐｓ： ／ ／ ｆｉｌｅｓ． ｎｃ． ｇｏｖ ／ ｄｅｑｅｅ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ｆｉｌｅｓ ／ 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ｔ⁃ａ⁃ｇｌａｎｃｅ．ｐｄｆ．

５４ 才惠莲．我国环境教育认证制度的构想［ Ｊ］ ．
中国高教研究，２０１５（７）：８４－８７．

５５ Ａｌｌｅｎ Ｆ． Ｉｔｓ ｎｏｔ ｅａｓｙ ｂｅｉｎｇ ｇｒｅｅｎ ｏｒ ｉｓ ｉｔ？ ［Ｊ］ ．
Ｃｏｌｌｅｇｅ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Ｎｅｗｓ， ２００８，６９
（１１）：６９２－６９４．

５６ Ｂｉｂｌｉｏｔｈｅｋ Ｎ Ｇ． Ｄｉｅｓｅ Ｓｅｉｔｅ ｂｅｆｉｎｄｅｔ ｓｉｃｈ ｎｏｃｈ
ｉｍ Ａｕｆｂａｕ［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８－ ０９－ １６］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ｎｅｔｚｗｅｒｋ⁃ｇｒｕｅｎｅ⁃ｂｉｂｌｉｏｔｈｅｋ．ｄｅ ／ ．
５７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Ｎ Ｅ Ｒ Ｐ． Ｎｅｗ Ｅｌｋ Ｒｉｖｅｒ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Ｍａｋｅｓ Ｈｉｓｔｏｒｙ［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８ － ０９ － １０］ ． ｈｔ⁃
ｔｐｓ： ／ ／ ｇｒｉｖｅｒ ｏｒｇ ／ ｌｉｂｒａｒｙ⁃ｎｅｗｓ ／ ｎｅｗ⁃ｅｌｋ⁃ｒｉｖｅｒ⁃
ｐｕｂｌｉｃ⁃ｌｉｂｒａｒｙ⁃ｍａｋｅｓ⁃ｈｉｓｔｏｒｙ．

５８ 王晴，徐建华．国外绿色图书馆理论研究与

实践进展［ Ｊ］ ．图书情报工作，２０１７（１９）：１２２
－１３４．

５９ Ａｒｌｉｎｇｔｏ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Ｂｉｋｅｓ，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 ａｎｄ
Ｂｒｏｃｃｏｌｉ：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 Ａｒｌｉｎｇｔｏｎ Ｃｏｕｎｔｙｓ Ｓｍａｒｔ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Ｆｒｅｓｈ ＡＩＲ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ｉｎｔｏ Ｗｈｏ Ｗｅ
Ａｒｅ ａｎｄ Ａｌｌ Ｗｅ Ｄｏ［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８－０９－０９］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ｕｒｂａｎ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ｏｒｇ ／ ｉｎｎｏｖａ ｔｉｏｎｓ ／
ｂｉｋｅｓ⁃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ａｎｄ⁃ｂｒｏｃｃｏｌｉ⁃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ａｒｌｉｎｇｔｏｎ⁃
ｃｏｕｎｔｙｓ⁃ｓｍａｒｔ⁃ｇｒｏｗｔｈ⁃ａｎｄ⁃ｆｒｅｓｈ⁃ａｉｒ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ｉｎｔｏ⁃ｗｈｏ⁃ｗｅ⁃ａｒｅ⁃ａｎｄ⁃ａｌｌ⁃ｗｅ⁃ｄｏ．

６０ Ｌｉ⁃Ｓｏｈ Ｌ， Ｎｉ⁃Ｌｏ Ｗ． Ｍｙ Ｔｒｅｅ Ｈｏｕｓｅ⁃Ｗｏｒｌｄｓ １ｓｔ
Ｇｒｅｅ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ｆｏｒ Ｋｉｄｓ［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８ － ０９ －

１０］ ． ｈｔｔｐ： ／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ｉｆｌａ． ｏｒｇ ／ １２２ ／ １ ／ １１５ｂ⁃ｓｏｈ⁃
ｅｎ．ｐｄｆ．

６１ 邓胜利，付少雄．公众健康信息素养促进中

的图书馆参与：驱动因素、国外实践及思考

［Ｊ］ ．图书情报知识，２０１８（２）：５－１３．
６２ 付少雄， 陈晓宇． 全民阅读语境下新加坡公

共图书馆社区分馆的规划与建设［ Ｊ］ ． 图书

馆论坛， ２０１８ （９）： １６３－１６０， ５９．

（赵安琪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情报学专业

２０１７ 级硕士研究生， 付少雄 　 武汉大学信息管

理学院与丹麦哥本哈根商学院联合培养情报学

专业 ２０１７ 级博士研究生 　 通讯作者： 付少雄，
Ｅ⁃ｍａｉｌ： ｆｕ＿ｓｈａｏｘｉｏｎｇ＠ １６３ ｃｏｍ）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１１－２２

５３

２ ０ １ ９  ３

总第１２３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