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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校协同儿童阅读推广模式研究

　 ———以深圳“常青藤”为例

孙　 蕊　 吴松桦

摘　 要　 馆校协同是儿童阅读推广的创新型模式，国内图书馆界已经开始进行积极的探索与尝试。 以

深圳阅读推广品牌“常青藤”为例，详细分析“常青藤”的协同要素、保障机制以及该模式下的儿童阅读

推广效果，以期为我国图书馆界与中小学合作开展儿童阅读推广活动提供可借鉴的行动指南。 图 ３。
表 ４。 参考文献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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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馆校协同儿童阅读推广作为一种以儿童阅

读需求为中心的阅读推广模式，有效缓解了儿童

阅读需求与儿童到馆阅读之间的矛盾，是公共图

书馆提高资源利用率、学校提升儿童阅读率的有

效途径。 深圳少年儿童图书馆（以下简称“深圳

少儿馆”）拥有先进的儿童阅读推广理念，不仅很

好地开展了图书馆儿童阅读推广阵地服务，还与

中小学校密切合作，协同推广儿童阅读，取得了

良好的效果， 并迅速创建出儿童阅读推广品

牌———“常青藤”，在全国范围内具有较强的代表

性。 “常青藤”这一馆校协同儿童阅读推广模式

为公共图书馆与中小学校合作开展儿童阅读推

广活动提供了新思路。 笔者于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对深

圳少儿馆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实地观摩、深度访

谈，对“常青藤”进行了重点调研，下文详细分析

“常青藤”的创立、发展及推广模式，以期为公共

图书馆与中小学的儿童阅读推广活动协同提供

有益的参考与借鉴。

１　 馆校协同的概念界定

关于“协同”的概念，学界尚未形成共识，国
内外学者分别从组织形式、研究对象、构成要素等

视角对“协同”进行了相关界定。 １９６５ 年，安道夫

在《公司战略》中首次提出了协同的概念，认为协

同使企业的整体价值有可能大于各部分价值的

总和［１］ 。 Ｃｏｒｎｉｎｇ 认为协同是“自然或社会系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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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子系统、要素或者人之间通过

相互依赖形成的联合效应” ［２］ 。 １９８６ 年，娄策群、
卢绍君探讨了图书馆系统的协同与竞争关系，将
协同思想引入图书馆学领域［３］ 。 之后，王怀诗、
李慧佳分析了图书馆学引入协同管理的必要性

与可行性，指出图书馆的协同要素包括理念、技
术、资源三个方面［４］ 。 胡昌平等认为在创新型国

家的信息服务体制与信息保障体系构建过程中，
知识创新中的跨系统协同要素不应局限于信息

资源，而是要将资源、机构、人员、技术、基础设施

等要素聚合为一体［５］ 。 李杨、陆和建提出了协同

创新背景下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联盟建设，建
设方式包含资源协同、信息协同、利益协同、文化

协同［６］ 。 荆玲玲等从协同论视角提出了数字图

书馆多元主体动态协同发展模型，以及四大协同

主体———用户（读者）、政府、组织管理者和服务

要素提供者，服务要素主要体现为技术要素［７］ 。
借鉴以上学者的观点，本文认为馆校协同是

指公共图书馆、学校等主体之间打破文化系统与

教育系统之间的界限以及传统的阅读理念束缚，
在自愿、平等、相互信任的基础上，为实现共同的

目标按照一定的方式相互协调、相互作用，在共

同的演化中从紊乱无序达到和谐有序的状态，进
而使馆校系统整体功能最大化，实现 １＋１＞２ 的协

同效应。

２　 馆校协同儿童阅读推广模式的整体

架构
　 　 本文采取三个步骤对馆校协同儿童阅读推

广模式的整体框架进行构建：（ １）检索与查阅文

献，归纳总结协同要素；（２）设计馆校协同要素调

查问卷并进行专家调研，对调査结果进行数据统

计分析，提取馆校协同的构成要素；（３）分析专家

问卷调研的结果，确定主体协同、观念协同、资源

协同、技术协同四大要素，最终构建馆校协同儿

童阅读推广模式的整体构架。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以“协同”为关键词，并与“图书

馆”“学校”等组配进行资料收集，不进行时间范

围的限定，在 Ｊｓｔｏｒ、ＥＲＩＣ、ＥＢＳＣＯ、知网等常用数

据库中进行检索，共检索出 ２６１ 条相关文献。 对

这些文献进行梳理、分类并归纳相关词汇，得到

１２ 种协同要素（见表 １）。

表 １　 协同要素一览

序号 协同要素 序号 协同要素 序号 协同要素

１ 资源协同 ５ 观念协同 ９ 业务协同

２ 人员协同 ６ 主体协同 １０ 信息协同

３ 文化协同 ７ 利益协同 １１ 制度协同

４ 目标协同 ８ 技术协同 １２ 组织协同

根据这 １２ 种协同要素设计《儿童阅读推广

馆校协同要素提取调查问卷》，并走访了 １５ 名儿

童阅读推广相关人员，其中，公共图书馆管理层 ８
名、学校管理层 ４ 名以及儿童阅读推广专家 ３ 名。
问卷将每个协同要素分为非常重要、重要、一般、
不重要和非常不重要五个等级，分别记为 ５、４、３、
２、１ 分。 被调查者需根据其对馆校协同儿童阅读

推广模式的认知和看法，结合自身实践经验和儿

童阅读推广的现状，对每一个协同要素的相对重

要性进行评分。
本文使用 ＳＰＳＳ 软件对专家的评分情况进行

统计，计算出每个协同要素的平均值、方差以及变

异系数，具体结果如表 ２ 所示。

表 ２　 各协同要素描述性统计一览

样本数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方差 变异系数

资源协同 １５ １ ５ ４ ３７４２ ０ ８４３２７４ １２ ５４％

人员协同 １５ １ ５ ４ ４８３３ ０ ５６７６４６ １１ ５２％

４５



２ ０ ２ ０  ３

总第１２９期

续表

样本数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方差 变异系数

文化协同 １５ １ ５ ２ ５４１２ ０ ８１６４９７ ３０ １４％

目标协同 １５ １ ５ ２ ５８４１ ０ ８４９８３７ ５５ ６２％

观念协同 １５ １ ５ ４ ８９５２ ０ ５６７６４６ １３ １６％

主体协同 １５ １ ５ ２ ５６８４ ０ ８１６４９７ ４０ ８２％

利益协同 １５ １ ５ ２ １５４６ １ ２８６６８４ ６７ ７２％

技术协同 １５ １ ５ ４ ９５１４ ０ ３１６２２８ ６ ４５％

业务协同 １５ １ ５ ２ ６５１７ ０ ４２１６３７ ８ ２４％

信息协同 １５ １ ５ ２ ５８１４ ０ ７０７１０７ ２８ ５１％

制度协同 １５ １ ５ ２ ６４１２ １ ２６４９１１ ５２ ４５％

组织协同 １５ １ ５ ２ ６１４８ １ ０３２７９６ ２７ ５２％

　 　 Ｍａｒｋｏｗｉｔｚ 提出用均值方差模型计量投资组

合，用资产组合的均值表示收益，用资产组合的

方差表示风险，在均值方差模型中，高收益伴随

着高风险，投资者总是根据自己的风险偏好水平

在最大化收益和最小化风险两个目标之间进行

均衡选择［８］ 。 由此推断，均值越大的要素对馆校

协同效应产生的影响越强，均值越小的要素对馆

校协同能力的影响越弱。 根据统计结果，去除平

均分数在 ３ 分以下的因素，即专家普遍认为不重

要的因素；去除变异系数在 １５％以上的因素，即

风险程度较高的因素。 由此得到主体协同、观念

协同、资源协同、技术协同这 ４ 个馆校协同的主要

构成因素。 其中，推广主体是馆校协同目标实现

的践行者，起着核心支撑作用；观念是馆校协同

的先决条件；资源是协同关系建立的基础；技术

是馆校协同实现的手段和方法，为推广主体之间

构筑了更多的交流和互动平台， 使得图书馆员、

老师、儿童、家长之间的交流反馈更加及时、快捷，

也使得推广主体、资源等要素之间的紧密程度进

一步加深。 协同过程是馆校协同的动态化运转

过程，是沟通、竞争、合作和协同相互作用的联动

机制。 运行机制是保障馆校协同有效开展的一系

列制度、政策、规则的总和。 馆校协同儿童阅读推

广模式的整体架构见图 １ 所示。

２ １　 主体协同

主体是儿童阅读推广的核心要素，多元主体

间的协同与配合是形成儿童阅读推广合力的关

键因素。 馆校协同是一个涉及众多利益相关者的

合作行为，协同主体有狭义和广义之分。 狭义的

馆校协同主体是指公共图书馆和学校两大主体，
广义上的馆校协同主体不仅包括公共图书馆与

学校，还包括各级政府、家长、出版机构、民间团

体、阅读推广人等推广主体。 其中，图书馆与学校

两大主体占据核心地位，其他阅读推广机构比如

政府、媒体、出版机构、社会组织均属于社会保障

系统，他们在协同推广儿童阅读的过程中也是不

可或缺的。 各推广主体在儿童阅读推广中的职责

和作用不尽相同。 政府要进行国家层面的制度安

排和政策引导，积极发挥组织协调作用，促使合作

项目顺利进行，并给予强有力的财政支持。 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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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作为儿童阅读推广的核心主体和重要实

践者，主要负责组织与策划儿童阅读推广活动、
宣传儿童阅读理念，做好对家长、学校的专业引

导。 中小学校承担主要行动者的角色，教师应发

挥示范、引领和专业的指导作用，积极组织学生

进行阅读交流，与学生分享阅读心得。

图 １　 馆校协同儿童阅读推广模式的整体架构

２．２　 观念协同
观念是行动的先导，没有深思熟虑、统一的

观念，行动就难免出现不顺利的局面。 馆校协同

儿童阅读推广应该充分考虑到各方面的因素，例
如活动经费、图书来源、学校态度、阅读推广计划

等，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各方面的困

难，尤其可能要面对家长配合度低、学校领导不

支持等现象。 从某种程度上，儿童阅读推广实质

上是对儿童阅读观念的推广，因此，馆校协同儿童

阅读推广活动的开展应以科学的阅读观念为指

导，公共图书馆应对“什么是儿童阅读” “为什么

要进行儿童阅读”“如何推广儿童阅读”等基本问

题进行有针对性的宣传，要让家长和学校充分认

识到儿童阅读的重要性。

６５



２ ０ ２ ０  ３

总第１２９期

２ ３ 资源协同
阅读资源是儿童阅读推广中的重要因素，也

是馆校协同实现的核心载体和基础。 资源协同

强调的是资源共享与数据交互，即在资源互补的

基础上对资源进行重新配置、优化，从而形成合

理的资源组合，达到最优的资源配置，提高阅读

资源的利用效率。 具体来讲，资源协同可以通过

数据共享、统一标准、活动互动等途径来实现。
（１）数据共享。 数据共享是采用先进的科学技

术，有组织、有系统地对资源进行整合，最大限度

地为儿童读者使用。 通过数据共享，各个机构可

以将资源接入统一的平台，平台对资源进行一致

化封装并对外提供统一的访问接口，实现平台内

资源的开放获取。 （２）统一标准。 为避免资源的

重复建设与数据冗余录入，需结合现有的数字图

书馆标准、互联网和移动终端相关标准，关注资

源整合与系统集成的相关标准规范，制定统一的

数据表示标准，以便于不同机构之间各种资源和

应用的对接。 （３）活动互动。 活动互动是指平台

内的各类活动能够实现线上线下的互动，各个活

动之间可以进行数据和接口的交互和共享，实现

儿童阅读推广活动的一致化管理。

２ ４　 技术协同

要在不同系统之间实现“整体发展”的馆校

协同效应，需要整合人、财、物等不同子系统的资

源、服务等要素，尤其是对于资源协同而言，技术

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一方面，技术的应用使

得图书馆儿童阅读推广成本低、受众面广、不受

人财物局限、活动组织便捷、互动性强。 尤其是进

入信息社会以来，以网络为基础的现代信息技术

更是降低了信息获取的成本。 另一方面，技术的

进步也提高了阅读服务的效率，优化了馆校协同

流程，通讯、网络技术使得公共图书馆与学校之

间的信息交流更加方便、快捷，也使得阅读推广

的范围可以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不同系统

间的技术融合是馆校协同实现的难点，技术协同

的主要手段有协同过滤推荐、社会化标注、个性

化检索、大数据处理等。

３　 典型案例：深圳“常青藤”

３ １　 “常青藤”项目简介

深圳少儿馆“常青藤”是由深圳少年儿童图

书馆联合深圳市各中小学图书馆共同建设的公

益性项目，该项目打破行政归属限制，实现了深圳

少年儿童图书馆和全市各中小学图书馆文献资

源共建共享、图书通借通还，构建了深圳市少年儿

童文献保障体系，开展了深圳市中小学生阅读推

广活动，方便了深圳中小学生读者就近多途径借

阅文献，培养并提高了中小学图书馆员阅读推广

技能。 该项目自 ２００９ 年提出设想到 ２０１４ 年付诸

实践，经过几年的发展，品牌建设不断发展、壮大，
截至 ２０１８ 年底共有 １３２ 所学校加盟，这说明该模

式符合儿童的阅读需求，具有强大的影响力与生

命力。

３ ２　 协同要素

３ ２ １　 主体要素

在儿童阅读推广活动中，政府、公共图书馆、
学校等各推广主体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见图 ２）。
其中，深圳市政府的政策保障以及深圳市教育局、
深圳市文体旅游局的宏观指导与组织协调是“常

青藤”得以顺利进行的纽带。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深圳

市教育局印发全国首个中学生综合素养培养文

件———《关于进一步提升中小学生综合素养的指

导意见》，指出要“着力培养学生主动预习复习、
专心听课、积极思考、独立钻研、认真完成作业、开
展课外阅读的良好习惯” ［９］ 。 在政策的支持与保

障下，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深圳市文体旅游局和深圳市

教育局签订《深圳市中小学图书馆“常青藤”建设

行动计划（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共建“深圳市中小学

图书馆常青藤联盟”，标志着“常青藤”项目正式

启动。 为推进“常青藤”的顺利实施，各区教育、
文体旅游部门及中小学校按照深圳市教育局、文
体旅游局的要求，成立了“常青藤项目管理委员

会”（以下简称“管委会”），努力实现行动计划建

设目标。 政府还加大了资金投入力度，推动图书

编目中心、信息中心及资源中心的建设。
在合作过程中，深圳少儿馆负责制订相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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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规章，探讨项目合作方式；组织、实施深圳少

儿馆与学校图书馆数字资源的共建共享；策划面

向学生的阅读推广活动，丰富学生文化生活，提
高学生阅读能力；针对学校图书馆员开展培训工

作，促进学校图书馆建设；加强与加盟学校之间

的沟通、合作；吸纳新成员。 中小学校负责以张贴

公告等形式宣传儿童阅读活动，提供资源的物流

支持，改善学校阅读环境，积极组织学生参加各

类型的阅读推广活动。

图 ２　 深圳“常青藤”馆校协同主体

３ ２ ２　 观念要素

“我们（深圳少儿馆）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开馆，
２００９ 年开始有馆校合作的设想，当时考虑到学生

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学校上课，５ 点钟放学之后学

生又要写作业，很少有时间到图书馆来阅读。 这

种情况下，我们就想把图书馆的资源主动推送到

学校去。 在建立合作关系之前，馆领导与学校领

导多次沟通，了解学校阅读推广情况及学校图书

馆建设情况，根据学校的需求拟定合作方案。 合

作之初，由于双方的信任关系还没有建立起来，双
方沟通不是特别顺利，合作也比较谨慎。 馆校合

作其实是摸着石头过河，初次合作以后，我们后续

开始根据学生的阅读需求购建资源。”（深圳少儿

馆“常青藤”负责人）
虽然在沟通过程中出现了不同的意见，但推

广主体之间经过不断地沟通、磨合，最终在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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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达成了共识，并确定了该计划的指导思想为

“通过整合教育系统和公共文化资源实现优势

互补、共建共享，加强中小学图书馆建设和管理，
引导学生好读书、多读书、读好书，促进学生学习

素养提升” 。 根据这一思想，该计划确立了“快

乐阅读、自然生活、健康成长”的阅读推广理念，
这与深圳市教育局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提升中

小学生综合素养的指导意见》中倡导的“快乐阅

读”理念是协同一致的。
３ ２ ３　 资源要素

２０１５ 年，深圳市光明新区凤凰小学成为首个

加盟“常青藤”的学校，实现了文献资源的共建共

享、图书通借通还。 在馆校协同计划框架下，加盟

学校的读者可以在其中任一个加盟学校内借阅

其他加盟学校图书馆的图书，也可以在任一加盟

学校归还其他加盟学校的图书。 在馆校协同的

初级阶段，资源协同仅限于少儿馆与中小学、各
中小学校之间阅读资源的整合与共建共享，并没

有将人员、设备、数字资源、网络条件、管理体制等

加以统筹考虑。 ２０１６ 年，管委会建立了图书资源

调配中心、图书编目中心、信息中心及资源中心，
用于资源的采购、加工、存储、调剂、配置、流通。
加盟学校还可以利用图书馆统一的自动化系统

平台、书目数据、电子资源参加联盟组织的各类

型读书活动，学校师生也可以随时随地获得海量

的阅读资源。
通过资源协同，在图书资源上，深圳少儿馆

与加盟学校面向全校师生实现通借通还的文献

流通服务；在设备资源上，深圳少儿馆开发的服

务器与存储设备等可供加盟学校使用；在人力资

源上，深圳少儿馆定期对学校图书馆人员进行业

务培训；在管理资源上，深圳少儿馆与加盟学校

在管理策略、规章制度、业务规范等方面达成

一致。
３ ２ ４　 技术要素

随着加盟学校的不断增加，深圳少儿馆原有

的信息化平台无力支撑该计划的发展，信息化系

统的升级和扩容迫在眉睫。 ２０１５ 年，项目组着手

建设文献资料管理系统和电子资源服务系统，以

满足加盟学校对阅读资源的查询、借阅及电子资

源使用等服务。 这些系统在实现深圳少儿馆与学

校资源通借通还的基础上，以目录数据管理为核

心，将纸质图书报刊、电子文献等不同载体的阅读

资源整合起来予以揭示，解决了馆校之间联合目

录、资源整合等业务问题。
为了更好地体现深圳市中小学阅读情况，配

合全市的阅读指数发布，“常青藤”项目组经过为

期一年的设计论证，在 ２０１５ 年开发了全国首个青

少年阅读指数统计发布系统，建立了全市中小学

网上阅读平台———“阅读榜”。 利用“阅读榜”平

台，项目组可便捷地收集青少年阅读大数据，建立

数据分析模型，分析并掌握青少年的阅读现状、阅
读兴趣和阅读能力，以深入分析深圳阅读指数。

３ ３　 保障机制

为了保证“常青藤”规范、高效运行，该项目

组从制度建设和组织结构入手，专门建立了相应

的项目负责机构，出台了一系列管理制度和业务

规范。
３ ３ １　 加强制度建设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 日，《深圳经济特区全民阅读促

进条例》正式实施［１０］ ，该条例第 ８ 条明确规定“未

成年人阅读推广计划”应列在全市全民阅读发展

纲要中，这表明了深圳市政府对儿童阅读的重视

程度。 在该《条例》的指导下，“常青藤”项目组进

行了多项规范化管理。 项目组邀请相关专家、学
者和部分深圳市中小学图书馆负责人共同制定了

“常青藤”中小学图书馆服务标准和评估标准。 通

过以标准促提高的方式，不断提升中小学图书馆

服务能力，更好地保障中小学生阅读权益，提升中

小学生阅读和自主学习素养，充分发挥学校图书

馆引导学生阅读、促进学生阅读的作用。 服务标

准的内容包括组织和人员建设，馆舍、设备和藏书

建设，科学管理，读者服务，档案管理五部分。 根据

服务标准，项目组制订了相应的评估标准。
为了保障“常青藤”规范、高效运行，项目组

还出台了一系列管理制度和业务规范。 项目组制

定《关于加强中小学校图书馆管理工作指导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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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通过地方制度性安排解决图书资源配置不

均衡、文献采购专业性不强、图书资料更新不及

时、使用借阅效率不高等问题；编制《深圳市中小

学图书馆藏推荐目录》，以加强学校图书馆阅读

资源建设；草拟《深圳市中小学图书馆“常青藤”
项目管理委员会建设方案（征求意见稿）》 《２０１５
年深圳市中小学图书馆“常青藤”项目管理委员

会工作会议方案》 《 ２０１６ 年“常青藤” 项目预算

表》，以保证“常青藤”计划的规范、持续性发展。
３ ３ ２　 提升技术保障

由于馆校协同涉及两个不同的系统，其整个

业务流程、业务范围、业务功能和数据处理都区

别于各自原有的运作形式，各要素的协同需要统

一的图书馆自动化管理系统软件来支撑。 深圳

少儿馆依托本馆现有的管理和资源平台，使用

ＩＬＡＳ 云终端图书管理系统，并对加盟学校的图书

管理系统统一进行安装升级。 ＩＬＡＳ 系统以图书

为中心，在实现图书馆管理自动化的基础上，解
决了图书馆与学校之间图书资源通借通还的问

题；以目录管理为核心，有效揭示、整合了图书馆

与学校的图书报刊、电子文献、音视频等多种资

源，使相互关联的图书馆与加盟学校之间形成了

一个布局合理、协调有序、运作规范的有机整体。
３ ３ ３　 加强组织建设

为了更好地发挥“常青藤”项目在促进图书

馆建设与发展以及提升中小学生阅读素养中的

作用，该项目成立“常青藤管委会” （如图 ３ 所

示）。 管委会采用理事长轮值制，设理事长两名，
副理事长三名，理事若干名，秘书长一名。 理事长

分别由深圳市教育局、文体旅游局副局长担任；
副理事长由市教育局德育处、市文化局公共文化

服务处、市少儿馆的相关领导组成；理事由各区

教育局副局长、公共事业管理局副局长及部分

“常青藤”加盟学校领导担任；秘书长由深圳少儿

馆馆长担任。 管委会定期召开工作会议，研究、协
商及审议合作建设合同或协议，审议项目建设发

展规划及年度计划，听取各加盟学校的工作汇

报，协调参加资源共享、通借通还项目的合作单

位之间的关系。

管委会下设项目建设与发展委员会、文献资

源建设与应用委员会、专业指导委员会、阅读推

广服务委员会与办公室五个分支机构。 项目建

设与发展委员会具体负责制定“常青藤”项目发

展规划和年度计划，以及与项目相关的管理规范

和技术指标；定期组织“常青藤” 中小学图书馆

评估；加强交流沟通，积极促进各加盟学校之间

的合作，吸纳新成员。 文献资源建设与应用委员

会主要负责推进“常青藤”项目的文献资源建设

工作，包括制定文献资源的完善、补充、整合、新
增等工作计划；了解深圳市中小学生阅读需求，
制定中小学图书馆必备书目清单，制定文献资源

类别购置比例及相关规范；了解加盟学校文献资

源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建议、意见及改进

措施。 专业指导委员会负责制定“常青藤”中小

学图书馆队伍建设计划，提出有关队伍培养目标

及培养模式的建议、意见和规划；定期组织开展

业务培训工作，并承担对中小学图书馆从业人员

的考核任务。 阅读推广服务委员会负责协助加

强学校图书馆阅读服务建设，指导加盟学校阅读

推广活动的开展。 办公室挂靠在深圳少儿馆，负
责组织“常青藤”的日常工作。

３ ４　 儿童阅读推广效果
经过几年的发展，“常青藤” 的组织机构与

运行机制逐步进入正轨并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完

善，馆校协同儿童阅读推广也进入到综合统筹阶

段。 深圳少儿馆和学校图书馆以资源协同为突

破点，最终实现了人员、观念、资源、技术的全面

协同发展。
３ ４ １　 扩大了服务半径

深圳少儿馆每年面向儿童开展形式各样的

阅读活动，这些阅读活动除了重视培养儿童的阅

读兴趣、提高儿童的阅读能力外，还特别关注儿

童身心的健康发展。 但是，由于信息渠道、交通、
时间等方面的原因，许多儿童无法获取图书馆的

阅读服务。 深圳少儿馆联合深圳市教育系统在

全市范围内合理规划加盟学校的网点布局，对有

加盟意愿的学校按照项目的各项制度进行考察，
对达标的学校及时予以吸纳，对未达到标准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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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则进行指导整改，直至符合项目要求标准后吸

纳加盟。 自 ２０１４ 年“常青藤”实施以来，不断吸

纳新成员（加盟学校数量详见表 ３） ，２０１５ 年共

８４ 所学校加盟，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共 １２８ 所学

校加盟“常青藤” 。 通过积极发展加盟学校，“常

青藤”打破了深圳少儿馆和各中小学图书馆行

政归属的限制，扩大了图书馆儿童阅读服务半

径，使阅读资源稀缺地区的儿童也能获得与发达

地区儿童同等的阅读服务，促进了城乡阅读资源

的均衡化。

图 ３　 “常青藤”组织结构

表 ３　 ２０１５—２０１８ 年深圳“常青藤”加盟学校数量

新增加盟学校（所） 加盟学校总数（所）

２０１５ 年 ８４ ８４

２０１６ 年 ９ ９３

２０１７ 年 ９ １０２

２０１８ 年 ２６ １２８

注：文中统计数据来源于对深圳少儿馆“常青藤”负责人

的访谈，下同。

３ ４ ２　 促进了阅读资源的高效利用

在馆校协同儿童阅读推广模式的推动下，学
校图书馆可通过办理集体借阅证、通借通还、数
字资源共享等方式无偿获取深圳少儿馆的馆藏

文献，实现学校图书馆与深圳少儿馆之间文献资

源的无缝连接。 儿童阅读资源得到充分有效利

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持证学生数量有了较大增幅。 “常青

藤”学校加盟前后的读者卡数量变化表明，随着

中小学校图书馆的不断加盟，深圳少儿馆和大多

数加盟馆的有效持证数量都出现了大幅增长。 由

表 ４ 可以看出，２０１４ 年，深圳少儿馆办理各类读

者证共计 １０ ５２６ 张，其中儿童读者证 ５７７６ 张。
２０１５ 年，深圳少儿馆办理各类读者证共计 １３ １５１
张，其中儿童读者证 ７４９５ 张，比 ２０１４ 年增加 １７１９
张。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年，每年新办理儿童读者证分别

为 ６０９２、６８９５、６４５０ 张。

表 ４ 　 深圳少儿馆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 年办理读者卡数量

表［１１－１３］

年份 各类读者证（张） 儿童读者证（张）

２０１４ １０，５２６ ５７７６

２０１５ １３，１５１ ７４９５

２０１６ １０，８３４ ６０９２

２０１７ １０，９８１ ６８９５

２０１８ ９８２２ ６４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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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图书借阅数量快速增加。 从学校加盟

前后的借阅量统计数字来看，深圳少儿馆与大多

数加盟学校的图书借阅数量都出现了大幅度的

增长。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年深圳少儿馆外借图书总册次

分别为 ６５２ ５２７ 册、７６０ ５７６ 册。 深圳市中澳实验

学校自 ２０１５ 年加盟“常青藤” 后，图书借阅量由

２０１４ 年的 ３ ７５ 万册增加至 ２０１５ 年的 ３ ９５ 万册。
深圳市福田区皇岗中学在 ２０１５ 年加盟“常青藤”
后，学校图书借阅量由 ２０１４ 年的 １０２４ 册次增加

至 ２０１５ 年的 ２９５９ 册。 深圳大学城桃苑实验学校

图书馆于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正式签约成为“常青藤”加

盟馆，该校 ２０１８ 年图书借阅量较 ２０１７ 年增长了

６８００ 册，增长幅度达 ８９％。
第三，到馆读者数量增加。 自 ２０１４ 年深圳少

儿馆实施“常青藤”计划以来，年接待读者人数由

２０１４ 年的 １０１ 万人次增加到 ２０１５ 年 １２０ 万人次，
２０１８ 年接待进馆读者数量为 １３５ 万人次。 深圳

市中澳实验学校图书馆自 ２０１５ 年加盟“常青藤”
后，到馆借阅人次由 ２０１４ 年的 １１ ７ 万增加至

２０１５ 年的 １３ ５ 万。
上述数据充分说明馆校协同阅读推广模式

对于充分发掘儿童阅读资源的价值、提高儿童阅

读资源的利用率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３ ４ ３　 提升了学校图书馆的阅读推广服务水平

学校图书馆阅读推广服务水平的提升主要

通过三个途径实现：
第一，加盟中小学图书馆通过与深圳少儿馆

开展阅读资源的共建共享、通借通还，丰富了学

校图书馆的馆藏文献类型和品种。 另外，深圳少

儿馆还发挥自身专业优势，组织本馆专业人员对

学校图书馆馆藏建设规范进行指导，优化了学校

图书馆的阅读资源配置，提高了学校图书馆阅读

资源的质量。
第二，举办中小学图书馆员业务培训班。 学

校图书馆是丰富学生课余文化生活的重要场所，
是书香校园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馆员的专

业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为了提高学校图书馆员

的阅读推广专业知识和阅读活动组织能力，深圳

市少儿馆定期对中小学图书馆员进行专业知识、

行业进展、阅读推广等方面的一系列培训，并制定

了详细的培训方案。 如 ２０１５ 年深圳少儿馆邀请

专家针对全市中小学图书馆举办了图书馆员业

务培训，共有 １０６ 所学校图书馆的 １３２ 名馆员参

加。 通过专业培训，参训人员基本了解了中小学

图书馆基本操作规范和流程以及图书馆文献采

访、编目、典藏、流通等基本知识，掌握了面向中小

学生开展阅读推广活动的基本流程和具体方法，
提高了其专业知识水平和开展阅读活动的能力，

更好地发挥了学校图书馆支持学校教育、教学活

动开展的辅助作用。
第三，开展阅读推广人培训。 “常青藤”阅读

推广人培训的对象主要为各加盟学校图书馆中

从事阅读推广或读书活动相关工作的专职人员，

幼儿园和中小学相关岗位教师，以及各民间阅读

组织中从事阅读推广的人员。 培训活动一般邀请

我国教育发达省市的重点中学的知名教师、高等

学院知名教授或儿童阅读领域的专家学者，通过

开设理论性课程、技术性课程和实践课程，指导学

员了解如何利用公共阅读资源以及有效地策划

与组织阅读活动，提升阅读推广的专业化水平。
如 ２０１８ 年，深圳少儿馆协助深圳市阅读推广人协

会举办深圳市阅读推广人培训班（罗湖专场），参
训学员多达 １５０ 人。

除了理论知识的培训，深圳少儿馆还特别重

视通过实践提升参训人员的实际操作能力。 比如

组织学员到公共图书馆、学校、社区开展阅读推广

实践，或者以“阅读行走”的形式进行阅读推广实

践。 “理论＋实践”的培训方式切实提高了相关人

员的专业素养，为学校儿童阅读资源建设与管理、

学校阅读推广活动的开展培养了专业人才。

４　 结语

作为一种新兴的儿童阅读推广模式，“馆校

协同”对很多图书馆、学校、家长及学生而言，仍

属于新事物，并未受到广泛关注。 如何落实馆校

协同儿童阅读推广模式，深圳“常青藤”做出了有

益的探索与实践，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这也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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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馆校协同儿童阅读推广模式的可行性与有效

性。 然而，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儿童阅读推广实践

的过程中，由于各地自身条件的差异性，还需要

对馆校协同儿童阅读推广模式进行不断地修正

完善，为全国范围内公共图书馆与中小学协同开

展儿童阅读推广活动提供可参考的指南。

参考文献

１　 罗桢妮．我国公立医疗集团协同能力研究［Ｄ］ ．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２０１４：１３．

２　 Ｃｏｒｎｉｎｇ，Ｐ．Ａ． “Ｔｈｅ ｓｙｎｅｒｇｉｓｍ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ｓｙｎｅｒｇ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ｒｏ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ｓｙｓｔｅｍｓ［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
ｎａｒｙ Ｓｙｓｔｅｍｓ， １９９８，２７（２）：１３３－１７２．

３　 娄策群，卢绍君．论图书馆系统的协同与竞争

［Ｊ］ ．图书馆学研究，１９８６ （４）：１－５．
４　 王怀诗，李慧佳．图书馆协同管理模型构建研究

［Ｊ］．图书与情报，２０１０（４）：１２５－１３１．
５　 胡昌平，等．创新型国家的信息服务体制与信

息保障体系构建———知识创新中的跨系统协

同信息服务组织［Ｊ］ ．图书情报工作，２０１０（６）：
１４－１７．

６　 李杨，陆和建．协同创新视阈下图书馆档案馆

博物馆联盟建设探讨［ Ｊ］ ． 图书馆建设，２０１７
（６）：８２－８６．

７　 荆玲玲，等．我国数字图书馆多元主体动态协

同发展模型研究［ Ｊ］ ． 情报科学，２０１８（１１）：
２９－３４．

８　 Ｍａｒｋｏｗｉｔｚ Ｈ． Ｐｏｒｔｆｏｌｉｏ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Ｊ ．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 １９５２ ７ １  ７７－９１．

９　 关于进一步提升中小学生综合素养的指导意

见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８－ １１－ １５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ｏｈｕ．
ｃｏｍ ／ ａ ／ ２０１００６００７＿３８７０９４．

１０　 深圳经济特区全民阅读促进条例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８ － １２ － １７  ． ｈｔｔｐ ／ ／ ｓｚｔｑｂ． ｓｚｎｅｗｓ． ｃｏｍ ／
ｈｔｍｌ ／ ２０１６－０１ ／ ０３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３４３０９２７．ｈｔｍ

１１　 深圳少年儿童图书馆 ２０１４ 年工作总结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８ － １２ － ２０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ｚｃｌｉｂ． ｏｒｇ．
ｃｎ ／ ｇｙｗｍ ／ ｂｇｋｘ ／ ２０１７０８ ／ ｔ２０１７０８１６＿２０２６８．ｈｔｍ．

１２　 深圳少年儿童图书馆 ２０１５ 年工作总结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８－１２－２２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ｚｃｌｉｂ．ｏｒｇ．ｃｎ ／
ｇｙｗｍ ／ ｂｇｋｘ ／ ２０１７０８ ／ ｔ２０１７０８１６＿２０２７０．ｈｔｍ．

１３　 深圳少年儿童图书馆 ２０１６ 年工作总结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８－１２－２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ｚｃｌｉｂ．ｏｒｇ．ｃｎ ／
ｇｙｗｍ ／ ｂｇｋｘ ／ ２０１７０８ ／ ｔ２０１７０８１６＿２０２７２．ｈｔｍ．

（孙 蕊　 副研究馆员 　 国家图书馆， 吴松桦 　
馆员　 深圳少年儿童图书馆）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６－１４

３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