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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图书馆玩具服务对儿童阅读推广的影
响研究∗

　 ———来自广州图书馆的证据

宗何婵瑞　 曹文振

摘　 要　 近年来，以玩具服务为代表的图书馆细分群体服务受到业界重视，但玩具服务对阅读推广等

图书馆核心业务的影响尚缺乏足够探讨。 本研究考察了玩具服务对儿童阅读推广服务的影响，发现读

者在认知层面的态度和现实层面的参与存在明显的矛盾：绝大多数读者认为玩具服务能够增进对其他

阅读推广服务的了解，并促进儿童阅读行为的发展；但频繁参加玩具服务的读者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

对其他阅读推广服务的更多了解和实际参与。 研究分析了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并采用“认知—情

感—意动”理论对该现象进行解释，从增进服务认知、触发情感体验、引导意动发生三个方面为图书馆

细分服务与核心业务的联动发展提出了建议。 图 ２。 表 １０。 参考文献 ２１。
关键词　 玩具服务　 阅读推广　 细分服务　 儿童阅读　 广州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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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问题源起
《公共图书馆宣言》指出，公共图书馆应不分

年龄、种族、性别、宗教、国籍、语言或社会地位，向

所有人提供平等的服务［１］ 。 公共图书馆作为社

会教育机构，正努力朝着对象化、专业化方向发展

面向各类人群的细分服务。 设置玩具图书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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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具为切入点向广大儿童读者及其监护人（家

长）提供社会教育，不仅是公共图书馆多样化服

务背景下的儿童细分服务模式创新，也是践行上

述宣言内容的一种典型的普遍均等服务实践。
但是，对玩具图书馆也存在一些批评之声。 一方

面，玩具服务在受到广大读者欢迎的同时，因其

“玩具”之名及和玩具共生的娱乐功能而受到质

疑。 如有研究人员提到“玩具图书馆会让家长

对其功用的认知产生偏差。 有家长认为，在孩子

智力启蒙阶段更应该将精力花费在知识灌输和

技能培养上，玩具图书馆的功能与其他游乐场并

无多大差异” ［２］ 。 另一方面，有人担心玩具服务

如果仅因为休憩娱乐功能受到公众欢迎，会与普

及知识文化、构建阅读社会的图书馆核心理念相

悖，甚至可能引发公共图书馆建设的导向性误

区［３］ 。 虽然图书馆倡导的玩具服务并非仅仅作

为游戏的消遣形态存在，而是往往将其作为儿童

阅读推广综合服务中的一个项目加以设计，但玩

具服务等细分服务能否成为推动阅读推广等图

书馆核心业务的新阵地，目前仍然是一个未予以

充分探讨和研究的问题。
更进一步而言，“互联网＋”在图书馆界如今

已渐成风气，通过以移动互联网、智能终端为代

表的信息技术提供没有“围墙”的泛在信息服务

已成为图书馆新的着力点，对此部分研究人员担

心图书馆的作用，特别是部分到馆服务可能被弱

化［４］ 。 图书馆最为核心的业务始终是围绕信息

资源展开，但由于技术条件和版权限制，图书馆

无法将所有信息资源服务均以泛在形式提供，如
何吸引读者到馆并提高馆内资源的利用率成为

新时期图书馆服务与业务转型的难题。 因而，对
细分群体服务的期待不止于细分服务本身得到

读者的认可，还被赋予了能够成为图书馆整体业

务“入口”的期望。 借探求玩具服务是否能够对

儿童阅读推广产生影响之机，本研究也希望对这

种期待如何得以实现做出一定的探讨。

２　 核心概念阐释

图书馆玩具服务研究在我国才刚刚起步，对

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玩具图书馆建设经验进行推

介［５］ 是学界研究的起始点，紧随其后，对国内玩

具图 书 馆 建 设 现 状［６］ 、 困 境 对 策［７］ ， 玩 具 资

源［８］ 、服务模式［９］ 、读者满意度［１０］ 等的研究也

逐渐走进学者视野。 目前，学界对图书馆玩具服

务尚无统一且明确的定义，结合我国图书馆玩具

服务的实际形态和业务特点，笔者认为图书馆玩

具服务是一项以儿童及其家长为主要服务对象，
以提供玩具与相应设备为具体服务形式，嵌入图

书馆整体资源与服务之中的细分读者服务。 就

我国公共图书馆的行业实践而言，玩具服务的发

展存在明显的地域不平衡性，经济发达城市和省

会城市设立玩具服务的公共图书馆明显多于其

他地域［４］ 。 整体上来看，我国公共图书馆玩具

服务 因 其 发 展 时 间 较 短， 仍 处 于 学 习 摸 索

阶段［２］ 。
所谓儿童阅读推广，笔者采用这样的一个概

念：基于阅读对儿童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在儿童

阅读的正确理念和科学规律指导下，通过各种方

法向儿童和有引导能力的成年人介绍优秀阅读

素材、阅读指导方法和阅读理念，带动儿童阅读，
逐步引导儿童爱上阅读，提升儿童的阅读能力，
帮助儿童成为“自觉的、独立的、热忱的终身阅

读者” ，并改善儿童阅读环境的过程［１１］ 。 虽然谓

之为儿童阅读推广，但由于儿童尚处于认知能力

发展阶段及习惯养成阶段，在操作层面事实上是

一种儿童与其家长伴生的阅读推广。 正如张艳

运用钱伯斯的阅读循环圈理论进行分析所指出

的，为儿童选择适宜的阅读材料，创设良好的读

书环境，培养良好的阅读习惯，正确指导儿童读

书离不开成人的参与［１２］ 。 因此，家长在儿童阅

读推广中的作用在本研究中得到进一步重视，并
以此作为考察阅读推广效果的切入点。

３　 研究方法

３ １　 样本选择

广州图书馆是国内最早开设玩具图书馆服

务的公共图书馆之一［５］ ，自其内部“馆中馆”———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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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河马玩具馆”于 ２０１４ 年开馆以来，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累计举办活动 ３６６７ 场，服务读者 ５５ １４０

人次［１３］ 。 目前，该玩具图书馆将服务对象的年龄

划分为 １＋、２＋、３＋、４＋、５＋、６—８ 岁 ６ 个年龄段，活

动类型包括主题活动、亲子活动和竞赛活动三大

部分，在玩具资源采访、玩具分类、玩具著录及数

据库建设等方面为我国玩具图书馆的资源建设

和服务开展提供了良好的范例［６］ 。 同时，该馆在

开展儿童阅读推广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例如依

托馆员制作“推荐书目”，向参与玩具活动的儿童

及家长推荐适宜的儿童读物；借时令节气、节假

日公休的契机，围绕绘本故事展开主题活动，辅

之教师讲解、角色扮演、音乐伴奏等方式，引导儿

童阅读绘本内容。 因而，经过比较之后，笔者选择

广州图书馆“小河马玩具馆”作为研究样本。

３ ２　 问卷设计

根据研究需要，笔者设计了一份由三部分组

成的调查问卷：第一部分是对读者基本信息的调

查，第二部分是对馆内玩具服务的调查，第三部

分是对馆内儿童阅读推广服务的调查。 通过问

卷采集读者对广州图书馆玩具服务的信息获取

渠道、认知程度、参与频率、参与目的、读者评价，

整体把握广州图书馆玩具服务现状；并从读者认

知、读者参与、读者阅读行为的角度出发，分析玩

具服务成效。

３ ３　 数据收集

“小河马玩具馆” 以 １—８ 岁儿童为服务对

象，所有活动均由家长陪同儿童参与。 为保障问

卷回收质量，面向儿童家长派发问卷，请家长根

据自身及其监护儿童的情况自主作答。 本次调

查全部采用电子问卷形式，以问卷星网络平台为

依托，由参加活动的读者扫描二维码进行填答。

调查期间，派发问卷 １４９ 份，由于采用馆员一对一

现场邀请形式，问卷回收率 １００％；其中有效问卷

１４１ 份，无效问卷 ８ 份，问卷有效率 ９４ ６３％。

４　 问卷分析

研究采用数据分析软件 ＳＰＳＳ２４ ０ 中的描述

性分析、相关分析对回收的数据进行处理。 对于

问卷调查数据的分析，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系数是最为

常见的统计指标，以显著性说明两变量之间存在

相关关系，否则认为相关关系并非真实存在。 根

据前人的研究经验和一般的统计结论，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系数绝对值大于 ０ ６ 时可认为存在强相关

关系；若该值在 ０ ４ 与 ０ ６ 之间，则表示存在中

等强度的相关关系；当绝对值低于 ０ ４ 时存在一

定程度但较弱的相关关系［１４］ 。

４ １　 样本情况

４ １ １　 读者基本信息

读者基本情况主要涉及儿童年龄、家长性别、

家长年龄、家长学历、家长和儿童的关系等（见表

１）。 在儿童年龄上，３—４ 岁儿童是参与玩具馆活

动的主力，占所有年龄段儿童的 ５２ ４８％。 就家长

性别而言，女性家长占绝大多数，占全部人数的

７７ ３０％，说明母亲主要承担了儿童参与玩具馆活

动的陪伴责任。 参与问卷调查的家长普遍比较年

轻，与儿童的年龄阶段特点相符，９０ ０７％的家长

集中在 ２１—４０ 岁之间；其中，年龄段为 ３１—４０ 岁

的家长最多，占全部人数的 ６８ ７９％；其次是 ２１—

３０ 岁的家长，占全部人数的 ２１ ２８％。 家长学历

普遍较高，７５ ８９％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其中，本

科人数最多（８４ 人），占全部家长的 ５９ ５７％，博士

研究生人数最少（ ３ 人），占全部家长的 ２ １３％。

在被调查家长中，９６ ４５％的儿童由父母陪同参与

玩具馆活动。

４ １ ２　 玩具服务信息获取渠道

对玩具服务的信息获取渠道进行统计（见图

１），发现图书馆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新浪微博

等新媒体是读者获取玩具服务信息的首要渠道

（占比 ７８ ０１％），其次为朋友介绍、老师推荐等人

际传播渠道（占比 ２９ ７９％），再次为广播、电视、

报纸等大众传播渠道（占比 １０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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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调查样本分布情况

特征变量 类型 频数 百分比（％）

儿童年龄

１—２ 岁 ２７ １９ １５

３—４ 岁 ７４ ５２ ４８

５—６ 岁 ２８ １９ ８６

７—８ 岁 １２ ８ ５１

家长性别

男 ３２ ２２ ７０

女 １０９ ７７ ３０

家长年龄

２１—３０ ３０ ２１ ２８

３１—４０ ９７ ６８ ７９

４１—５０ １３ ９ ２２

其他 １ ０ ７１

家长学历

博士研究生 ３ ２ １３

硕士研究生 ２０ １４ １８

大学本科 ８４ ５９ ５７

大专 ２５ １７ ７３

中专、高中及以下 ９ ６ ３８

家长和儿

童的关系

父亲或母亲 １３６ ９６ ４５

外公或外婆 １ ０ ７１

哥哥或姐姐 ２ １ ４２

其他 ２ １ ４２

４ １ ３　 玩具服务活动参与目的

对儿童参加玩具馆活动的主要目的进行分

析，由图 ２ 可 见， 学 习、 娱 乐、 社 交 分 别 占 比

８２ ３％、７９ ４％、６０ １％。 学习超过了娱乐，成为参

与玩具服务最重要的目的。 这在一定程度上可

以体现出读者对于玩具服务活动的态度，折射出

家长对于玩具服务活动的期待，即玩具服务应当

能够为儿童提供学习上的帮助。

４ ２　 读者态度的认知考察

４ ２ １　 阅读推广服务的自评了解程度

读者对图书馆服务的了解程度可以反映读

者对该项服务的认知情况。 研究调查了广州图书

馆内的玩具服务和多项阅读推广服务，发现读者

对各项服务的自评了解程度普遍较高（见表 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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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由于问卷调查是在玩具服务区域得以开展，

玩具服务的了解情况得分最高（单项平均分 ３ ８５

分），６８ ７９％的读者表示“非常了解” “比较了解”

玩具服务。 从描述统计上来看，参与玩具服务活

动的读者不仅对玩具服务本身的了解程度较高，

而且对其余各项阅读推广业务的自评了解程度

得分也较高，均值都超过了 ３ 分。 即使是面向青

少年且不在同一实体楼层的创客空间，也得到了

３ ２９ 分。 这或许可以初步说明参与玩具服务对

读者了解图书馆的其他阅读推广服务是有帮

助的。

图 １　 读者对玩具服务的信息获取渠道

图 ２　 参加玩具馆活动的主要目的

４ ２ ２　 儿童阅读行为的自评促进效果

本研究从阅读兴趣、阅读时长、借阅册次、阅
读能力、阅读习惯 ５ 个方面开展玩具服务对儿童

阅读行为促进程度的调查。 表 ４ 的描述性统计结

果显示，从总体上看，读者认为参与玩具馆活动

对儿童的阅读行为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均值

４ ３４ 分），且对每一个细项均能起到促进作用，例
如能够提升儿童的阅读兴趣（均值 ４ ３６ 分），培
养儿童的阅读习惯（均值 ４ ２１ 分），增加儿童的

阅读时长（均值 ４ １９ 分）等。 这说明就认知层面

而言，绝大多数家长认为玩具服务对儿童的阅读

促进有着积极的作用。

表 ２　 玩具服务的读者自评了解程度分布

选项 非常了解 比较了解 一般 不太了解 很不了解 标准差

玩具服务 ２７ ６６％ ４１ １３％ ２１ ９９％ ７ ０９％ ２ １３％ ０ ９７８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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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阅读推广服务的读者自评了解程度得分

服务类型
玩具

服务

阅读攀登

计划

书目

推荐
读书会

手工

制作

讲座、
展览

创客

空间

平均值 ３ ８５ ３ ４１ ３ ３７ ３ ３５ ３ ３７ ３ ３６ ３ ２９

注：选项重编码方式为“非常了解”５ 分，“比较了解”４ 分，“一般”３ 分，“不太了解”２ 分，“很不了解”１ 分；“阅读攀登

计划”是一项通过参与图书馆各项阅读推广服务积累积分并兑换礼物的儿童阅读行为促进项目。

表 ４　 玩具服务对儿童阅读行为的促进程度分布

阅读行为

指标

非常大

（５ 分）
比较大

（４ 分）
一般

（３ 分）
比较小

（２ 分）
非常小

（１ 分）
平均值

（分）
标准差

阅读兴趣 ４５ ３９％ ４５ ３９％ ９ ２２％ ０ ０ ４ ３６ ０ ６４７

阅读时长 ３８ ３０％ ４２ ５５％ １９ １５％ ０ ０ ４ １９ ０ ７３６

借阅册次 ３７ ５９％ ３９ ０１％ ２１ ２８％ １ ４２％ ０ ７１％ ４ １４ ０ ７９８

阅读能力 ３９ ０１％ ４０ ４３％ ２０ ５７％ ０ ０ ４ １８ ０ ７５２

阅读习惯 ３８ ３０％ ４３ ９７％ １７ ７３％ ０ ０ ４ ２１ ０ ７２２

总体评价 ４２ ５５％ ４８ ９４％ ８ ５１％ ０ ０ ４ ３４ ０ ６３１

４ ２ ３　 相关性分析

除了上述结论，参与本次调查的绝大多数读

者认为玩具服务和其他阅读推广服务之间存在相

互增进了解的作用：９６ ４５％的读者同意“参加玩具

服务能促进读者对馆内其他儿童阅读推广服务的

了解”这一说法。 为进一步考察图书馆玩具服务

与其他阅读推广服务之间的认知关系，本研究对

二者进行了相关性检验。 结果表明（见表 ５），读

者对玩具服务的了解程度与对其他各项阅读推

广服务的了解程度之间均呈现出统计学上的显

著性（ｐ＜０ ０１），且相关系数均大于 ０ ５，存在着比

较强的正相关关系。 这说明对图书馆玩具服务

越了解的读者，对其他阅读推广服务也越了解，
参与玩具服务有利于在认知层面上加深读者对

图书馆其他业务的了解。

表 ５　 玩具服务与其他阅读推广服务认知程度的相关分析

服务类型 阅读攀登计划 书目推荐 读书会 手工制作 讲座、展览 创客空间

玩具服务 ０ ６５３∗∗ ０ ６６１∗∗ ０ ５６２∗∗ ０ ５９６∗∗ ０ ６３０∗∗ ０ ５５３∗∗

注：∗代表 ｐ＜０ ０５，∗∗代表 ｐ＜０ ０１。 下同。

　 　 通过进一步对读者的玩具服务熟知程度与

儿童阅读行为的各项指标进行相关性分析（见表

６），结果发现对玩具服务熟悉的被调查者，在儿

童阅读行为指标的所有维度上都呈现出显著的

正相关关系（ ｐ＜０ ０１）。 这说明玩具服务在一定

程度上带动了儿童阅读行为的发生与发展，可能

是玩具服务本身包含的绘本阅读等内容发挥的

作用，也可能是由于处在图书馆的大环境中，读者

在参与玩具活动的同时也会接触到其他的阅读

推广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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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玩具服务认知程度与儿童阅读行为的相关分析

阅读行为指标 阅读兴趣 阅读时长 借阅册次 阅读能力 阅读习惯 总体行为

玩具服务 ０ ２８９∗∗ ０ ２６８∗∗ ０ ３３８∗∗ ０ ３２９∗∗ ０ ３２７∗∗ ０ ３４９∗∗

４ ３　 读者参与的实质考察
４ ３ １　 阅读推广服务的实际参与频率

就玩具服务本身的读者参与情况来看（见表

７、表 ８），读者参与频率普遍较高（平均值为 ３ ８
分），玩具馆对读者的用户粘性较强。 有 ４３ ９７％
的读者每月至少参加 １ 次玩具馆活动，在参与频

率中位列第一。 这也在另一方面说明玩具服务

具有吸引读者反复参与的效果，成人读者有可能

以比较频繁的频率带领儿童参与到玩具服务中，
从而为儿童参与图书馆其他阅读推广活动提供

了可能性。

表 ７　 玩具服务的读者参与频率分布

选项 非常高 比较高 一般 比较低 非常低 标准差

玩具服务 ４３ ９７％ ２０ ５７％ １７ ０２％ ８ ５１％ ９ ９３％ １ ３４８

注：选项重编码方式及其意义为“非常高”（５ 分）代表每月至少 １ 次，“比较高” （４ 分）代表每季度 １—２ 次，“一般” （３

分）代表每半年 １ 次，“比较低”（２ 分）代表每年 １ 次，“非常低”（１ 分）代表从没来过或者基本不来。 下同。

　 　 同时，对图书馆其他阅读推广服务的读者参

与频率进行分析，发现读者对各项服务的参与频

率均有较优的反馈，无论是哪一项阅读推广服务

都有着较高的得分（最低得分均值为 ３ ２０ 分）。

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参与图书馆玩具服务（均值

３ ８０）的读者也较多地加入了“阅读攀登计划”
（均值 ３ ５１），获得了书目推荐（均值 ３ ４５），参加

了读书会和手工制作活动（均值 ３ ４０）。

表 ８　 图书馆阅读推广服务的读者参与频率得分

服务类型 玩具服务 阅读攀登计划 书目推荐 读书会 手工制作 讲座、展览 创客空间

平均值 ３ ８０ ３ ５１ ３ ４５ ３ ４０ ３ ４０ ３ ３５ ３ ２０

４ ３ ２　 相关性分析

在上述结论以外，调查结果还显示，８４ ８％的

读者认为玩具服务能够推动儿童参加馆内的其

他儿童阅读推广活动。 为了研究玩具服务的参

与频率是否能够对读者参与其他阅读推广活动

起作用，利用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系数对玩具服务参与

频率与阅读推广服务读者了解程度进行相关性

分析。 结果发现（见表 ９），只有阅读攀登计划和

讲座、展览的了解程度在 ０ ０５ 的水平上与玩具服

务参与频率呈现相关，其余阅读推广服务的了解

程度与玩具服务参与频率均不相关。 同时，所有

的相关系数均不超过 ０ ２，根据研究设定的标准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系数绝对值大于 ０ ６ 时可认为存在

强相关关系），说明读者参与玩具服务不能明显

导向他们对书目推荐、读书会、手工制作、创客空

间等馆内其他阅读推广服务的了解。

表 ９　 玩具服务参与频率和其他阅读推广服务了解程度的相关分析

服务类型 阅读攀登计划 书目推荐 读书会 手工制作 讲座、展览 创客空间

相关系数 ０ １９７∗ ０ １０４ ０ ０６２ ０ １６３ ０ １７４∗ ０ １１７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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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玩具服务参与频率和其他阅读推广服务

参与频率进行相关性分析，则显示出更加不明显

的关联特征。 表 １０ 显示，玩具服务参与频率仅与

“阅读攀登计划”参与频率之间呈现出 ０ ０５ 水平

上的显著性，但考虑到二者的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系数

为 ０ ２１０，因此只存在微弱的正相关关系，关系并

不密切。 玩具服务参与频率和其他阅读推广服

务参与频率之间均无显著的相关关系（ Ｐ＞０ ０５）。
由此可以看出，就读者参与的实际情形而言，更
多地参与图书馆玩具服务并未明显带动图书馆

其他阅读推广服务的参与频率。

表 １０　 玩具服务参与频率和其他阅读推广服务参与频率的相关分析

服务类型 阅读攀登计划 书目推荐 读书会 手工制作 讲座、展览 创客空间

相关系数 ０ ２１０∗ ０ １４８ ０ ０５４ ０ １０９ ０ １１３ ０ ０４９

５　 作用分化的原因分析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发现，读者在认知层面的

态度和现实层面的参与存在明显的矛盾。 一方

面，绝大多数读者认为参加图书馆玩具服务能够

增进自身对于其他阅读推广服务的了解，并促进

儿童阅读行为的发展。 另一方面，更多参加图书

馆玩具服务的读者，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对其他

阅读推广服务的更多了解和实际参与。 这种认

知和现实层面存在的矛盾，或许有着多方面的

原因。

５ １　 细分服务群体固化，对多元服务缺少

认知
　 　 第一，较高的用户粘性带来群体固化。 调查

发现，读者参与玩具服务的频率普遍较高，近半数

的被调查者每月至少参加 １ 次玩具馆活动。 在调

查问卷发放期间，研究者多次遇到重复参加活动

的读者，这说明玩具服务等细分服务具有较强的

用户粘性。 这种用户粘性使读者对此前参与过的

服务有更大的机会再次参与，并对该服务具有更

强烈的依恋（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和投入（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 ［１５］ 。
由于玩具服务本身就是一种分众化服务，主要面

向年龄在 １—８ 岁的儿童及其监护人群体，因此容

易造成服务群体在一定程度上的固化现象。
第二，细分读者群体不甚了解多元服务。 以

玩具服务为例，细分服务的时间、场次、人次都相

对固定，参与细分服务的读者缺少对其他阅读推

广服务的有效认知。 这部分固化读者参与活动

的目的性强，参与活动的形式窄化，往往仅冲着具

体细分服务而来，而并未注意到或有意识地去了

解图书馆内同时开展的其他阅读推广服务。

５ ２　 读者服务定位各异，情感趋向难以

产生
　 　 第一，读者对不同细分服务的内在体验差异

较大。 某一细分服务的读者，尤其是参与频率较

高的读者，往往对该服务具有强烈的情感认同以

及参与的情感趋向。 而相比之下，其他儿童阅读

推广服务对这一细分领域的读者而言，则具有一

种新生事物的陌生感，更多的是一种存在于认识

层面的知晓或简单了解，甚至仅仅只是听说过服

务项目的名字，而对具体的服务内容、服务形式、
可能带来的效果和对儿童成长的作用都缺少充

分的内在体验，情感趋向未能进一步唤起，自然也

就难以形成向其他活动转化的内部动机。
第二，不同服务面向的读者群体存在内在愿

望差异。 由于各项儿童阅读推广服务面向的是不

同年龄段的读者群体，可能存在一部分读者更加

适合某一项细分服务的情况。 儿童阅读推广服务

由玩具服务、读书会、手工制作、讲座、展览、创客

空间等多种服务组成，这些服务在功能定位、内容

特点、服务对象、服务时间等方面均有差异，所面

向的读者群体与儿童的发展阶段也存在一定关

联，因而家长即使了解多元化的阅读推广服务，也
可能认为不适合或没必要参加其他阅读推广服

务，难以产生参与其他活动的内在情感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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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３　 各项服务联动不足，参与契机有待

增加
　 　 第一，图书馆不够重视服务联动的整体设计。

客观而言，无论是在我国图书馆的管理制度还是

工作方式上，当前都存在着打通不同阅读推广服

务的障碍，特别是在图书馆战略层面上对于儿童

阅读推广的整体构思和服务组合缺少通盘考虑，
造成了不同阅读推广服务之间的配合不够默契，

甚至彼此各自为阵造成联动性的脱节。 就广州

图书馆玩具服务而言，出于儿童安全和服务效果

的考虑，广州图书馆将玩具馆开辟为单独的服务

区域，这给各项儿童阅读推广服务的联动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需要更全面地思考不同阅读推广服

务之间的联动设计。

第二，引导读者参与不同服务的契机有限。
由于图书馆不是采用市场化模式运营的组织，在
一定程度上缺少对于某一细分服务读者群体向

其他儿童阅读推广服务引导与转化的动力，没有

形成一种以综合性服务进行打包推介的良性机

制，更多地停留在依靠读者个人自行了解、摸索

的层面上，缺少一个面向潜在读者的后续转化契

机或全面计划，因而无法推动读者对馆内其他阅

读推广服务产生有效的参与行为。

６　 作用分化的改进路径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作用产生分化的原因

与认知心理学中的“认知—情感—意动” 理论不

谋而合。 “认知—情感—意动” 是一个被引用上

千次的理论［１６］ ，已被许多涉及用户行为的研究所

采用。 认知是对意识产生或获得知识的过程的

描述，如感知、设想、推理、判断；与认知阶段不同，

在情感阶段个体会有意识地进行信息加工，对已

产生的事件进行判断，进而深入理解事件；意动

指的是与努力和目的性行动有关的心理过程，和

客观世界之间具有行动的关系［１７］ 。 意动既然是

人的意志与行动，就需要一种带有明确意识性的

动机［１８］ ，而读者的认知和情感构成了个体内在的

需要和动机，这就是读者的意动与认知、情感密

不可分的原因。 这意味着读者在三个层面上对

图书馆阅读推广服务产生反应，首先是在认知层

面上注意到阅读推广服务的存在并有一定的了

解，接着是在情感层面上对阅读推广服务产生喜

欢的感觉和倾向，最后是在意动层面上开始尝试

发生参与阅读推广服务的行动。 同时，这三个层

面是具有先后连续性的逐层提升过程，任一层面

存在脱节都有可能造成认知与现实的作用分化。
本研究从读者角度出发，以 “ 认知—情感—意

动”这一理论为视角，讨论促进从主观认知向现

实行为转化、提高阅读推广服务实际效果的相应

对策。

６ １　 弥补认知不足：提升读者对阅读推广

服务的广泛了解
　 　 第一，用好新媒体途径来提高图书馆阅读推

广服务传播效果。 调查结果表明，读者的信息来

源主要是图书馆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微博等新

媒体途径，这与已有研究［１９］ 认为新媒体将成为图

书馆服务的首要传播媒介的结论一致。 结合用户

阅读习惯的移动化转向和实际推广效果来看，微
信公众号更是愈发成为读者的首要信息源。 在面

向读者开展阅读推广服务宣传的过程中，图书馆

应当灵活运用新媒体平台，增加儿童阅读推广服

务的知晓度。 一方面，要提供各项服务信息的查

询与推送功能，包括开放时间、预约规则、活动预

告等，并及时发布服务信息变更通知，为潜在读者

群体提供详细完备的信息；另一方面，可以结合活

动报名、网上预约等带有交互性质的功能，与有意

愿参与活动的读者建立广泛的沟通和联系，进一

步增加新媒体平台的用户粘性。
第二，强化面向到馆读者的服务综合宣传与

推广。 针对已经到馆参与某一项细分服务的读

者，图书馆可以在活动空间中及行动路线上设置

展板、招贴画、电子公告等宣传品，向读者综合推

荐馆内的各项阅读推广服务，为不同项目的读者

群体实现相互转化提供充分信息，使任何一项细

分服务都能成为全馆阅读推广服务的“入口”。
第三，通过“引进来”与“走出去”不断扩大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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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群体。 图书馆应与学校、青少年宫等机构积极

开展交流活动，带领儿童参观图书馆并推介本馆

阅读服务，将目标读者“引进来”；同时立足于构

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大背景，研究玩具服

务等细分服务下基层、进社区的方法和途径，打
通服务体系建设的“最后一公里”，探索馆内服务

“走出去” 的新模式，使读者服务群体得以不断

扩大。

６ ２　 增进情感体验：触发读者对阅读推广

服务的积极感受
　 　 第一，开展符合读者内在期望与情感体验的

服务。 与市场商业机构提供的儿童服务相比，免
费服务是公共图书馆的重要特点。 然而，免费服

务并非劣质服务，公共图书馆应当将特色的细分

服务转换为亮点，提高服务质量，积累服务口碑，
才能够以细分服务为契机带动馆内综合性阅读

推广服务的发展。 为了达成这样的目标，图书馆

应当多进行用户研究，增加对目标读者的理解，
以调查、座谈、观察等形式了解读者的真实需求

与内在期望，着力解决读者面临的儿童教育与发

展等方面的困惑和难题，提高读者的用户体验，
做读者满意的阅读推广，而不是图书馆人自身设

想的阅读推广。
第二，促进读者群体之间的口碑传播与情感

联系。 当某一类事件发生在与自己相似的角色

或者群体身上时，读者自身所感受到的情绪就会

更加强烈。 对举办得比较成功的活动进行宣传

报道，以活动回顾、现场传真等形式分享读者参

与活动的实况，强化读者在活动中体会到的正向

体验和获得的实际效用，这能够产生一种类似于

身边人的口碑传播效果，激发同类型读者的情感

体验，进而产生内在参与的愿望和动机。 在这一

点上，以微信公众号为代表的新媒体平台能够发

挥出自己独有的作用，图书馆可有意识地引导读

者通过分享、转发等形式形成熟人之间的信息传

播，有利于唤起信息接收者与相似群体之间的情

感联系，提高活动潜在参与者对图书馆服务的情

感体验。

６ ３　 强化意动发生：引导读者对阅读推广

服务的实质参与
　 　 第一，以促进学习为出发点提高参与服务的

获得感。 笔者在调查中发现，大部分家长认为在

玩具服务中学习仍然是参与图书馆活动的首要

目的。 或者说，儿童能够通过阅读推广服务收获

成长与进步是读者的首要诉求。 对于处在学习习

惯培养、基础知识积累阶段的儿童而言，图书馆阅

读推广服务应当以馆藏纸质和数字信息资源为

载体，开发儿童智力水平和思维能力，加强对儿童

学习能力和综合素质的培养，增加读者参与各项

活动的可能性，提高读者在儿童阅读推广服务中

的获得感。
第二，开展专项计划和系列活动引发读者联

动参与多元活动。 图书馆通过设计合理的专项计

划和系列活动对阅读推广服务进行打包推介，以
类似于商业营销的会员制或俱乐部制形式，鼓励

读者长期、广泛地综合参与馆内的各项阅读推广

服务。 借助专项计划实现的中长期持续性活动形

式，图书馆可以邀请读者参与到多项阅读推广活

动之中，特别是让一些原本只对如玩具服务等个

别项目感兴趣的读者能有机会接触其他类型的

阅读推广活动，实现馆内阅读推广服务的资源整

合。 例如广州图书馆的“阅读攀登计划”以“阅读

星”挑战赛、２１ 天“阅读攀登” 接力赛、“活动达

人”挑战赛、“朗读达人”挑战赛、“阅创达人”挑战

赛、“整本书阅读”挑战赛、“分享达人”挑战赛等

组合活动，激励读者广泛参与多种儿童阅读推广

服务，累积服务积分，兑换奖品。
第三，发挥阅读推广人制度与专业人才优势

实施有效引导。 我国的阅读推广人最早产生于儿

童阅读领域，儿童阅读推广人目前仍然是最为多

见的阅读推广人类型［２０］ 。 配合我国图书馆界正

在探索建立的阅读推广人制度，可以将阅读推广

融入每一项细分服务，策划、组织与实施彼此联动

的阅读推广活动，并以人为联结，通过阅读推广人

的引导，让读者全面参与到馆内其他阅读推广活

动之中，同时发挥出图书馆在儿童教育中的社会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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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结语
公共图书馆作为社会教育的重要机构，理应

为包括儿童在内的所有人提供普遍均等的服务。
以“图书＋玩具”组合形式向广大儿童读者开展服

务，是公共图书馆服务朝对象化、专业化发展，开
展特色化、创新性细分服务的有益实践。 然而，正
如本文的“问题源起”部分所言，图书馆的任何一

项细分服务，都应该建立在图书馆的基本使命和

核心价值的基础上予以开展。 因而，玩具服务不

应当成为以“玩具”这一字面含义为核心的服务，
而应当成为阅读推广等图书馆核心业务综合发

展的带动者之一。 本研究表明，读者从认知层面

并不排斥参与更加全面且丰富的各种类型阅读

推广活动，并且也认为以玩具服务为代表的具体

细分服务和其他阅读推广服务之间存在相互促

进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产生相互带动的效

果。 但是就实际情形来看，图书馆以某类细分服

务为切入点，实现服务全面发展的做法还有待完

善，类似对公共图书馆使用游戏项目作为对到馆

读者的“奖励”的担忧［２１］ 不无道理。 需要指出的

是，图书馆的各类儿童阅读推广服务应当是一个

整体性的读者服务实践，共同为儿童的智力发展

和知识储备服务。 因此，打通各项服务之间的界

限，以玩具服务等某一项细分服务为切入点，实
现对图书馆各类纸质资源和数字资源的综合利

用，是未来图书馆应当选择的发展方向。 本研究

从“认知—情感—意动” 理论出发所进行的思考

与提出的建议，希望能够从增加服务认知、触发

情感体验、引导行为转化三个方面，为图书馆细

分服务与核心业务之间的关系提供一定的发展

思路，并期待着图书馆研究者与实践者对业务联

动发展的不断钻研与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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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　 王知津， 曹文振． 我国图书馆新媒体服务研

究展望———基于高被引论文的分析［ Ｊ］ ． 图

书馆论坛， ２０１７（９）： ６２－６９．

２０　 范并思． 建设全面有效的阅读推广人制度

［Ｎ］ ． 中国文化报， ２０１７－０４－２１（０３） ．

２１　 Ｎｉｃｈｏｌｓｏｎ Ｓ． Ｐｌａｙ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ｇａｍｅｓ ｔｏｙｓ ａｎｄ ｐｕｚｚｌｅｓ ｉｎ 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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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何婵瑞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图书馆学专业

２０１８ 级博士研究生， 曹文振 　 北京大学信息管

理系情报学专业 ２０１８ 级博士研究生）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１０－２６



国家图书馆启动中国战“疫”记忆库项目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２３ 日，国家图书馆正式启动中国战“疫”记忆库建设项目，全方位收集和保存体现广大

人民群众防疫控疫状态下具有历史价值或特殊意义的各类型资料，以及各地区、各机构、各团体所付诸

的行动记录。 项目将以“全面采集”“科学组织” “生动展示” “系统保存”为原则，通过广泛的网络资源

采集、多渠道征集、交换及购买等方式，获取与战“疫”主题相关的著作、文章、图片、音频、视频、多媒体

资源和手稿、书信、照片、书画作品等实物文献，并将有计划地开展对这场战“疫”的亲历者和见证者的

口述采访，通过专业化的组织与整合，形成立体鲜活的中国战“疫”记忆库。

资料来源

１　 国家图书馆启动中国战“疫”记忆库项目［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０－０４－２８］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 ／ ｌｏｃａｌ ／
２０２０－０４ ／ ２２ ／ ｃ＿１２１０５８２０４４．ｈｔｍ．

２　 国家记忆 共同守护：国家图书馆关于启动中国战“疫”记忆库项目暨征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主题资

源的公告［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０－０４－２７］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ｎｌｃ．ｃｎ ／ ｄｓｂ＿ｚｘ ／ ｚｙｊｙｋ ／ ｉｎｄｅｘ．ｈｔｍ．

（国家图书馆研究院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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