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0 2 1 . 2

总第134期

DOI:10. 13666 / j. cnki. jnlc. 2021. 0206

图书馆未成年人科学素养培育机制研究∗

　 ———基于国内科普阅读推广优秀案例

杨乃一

摘　 要　 科学素养培育是图书馆事业发展中的重要任务。 文章以我国 28 个科普阅读推广优秀案例为

研究对象,从实践组织和科学素养培育要求两个维度构建案例观察与分析框架,对我国图书馆未成年

人科学素养培育机制建设情况进行观察与分析,并对图书馆未成年人科学素养培育机制建设提出如下

建议:发挥图书馆主体优势,关注未成年人科学素养与阅读素养协同发展;提升科学教育内涵,重视科

学能力培养;制定科学素养培育成效评估框架;重视合作,积极融入非正式科学教育体系建设。 图 2。
表 3。 参考文献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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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世界公

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上强调:中国高度重视科

学普及,不断提高广大人民科学文化素质;积极

同世界各国开展科普交流,分享增强人民科学素

质的经验做法[1] 。 2020 年 9 月科学家座谈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又明确指出“对科学兴趣的引导和

培养要从娃娃抓起,使他们更多了解科学知识,
掌握科学方法,形成一大批具备科学家潜质的青

少年群体” [2] 。 公民科学素养与国家创新力发展

密切相关, 是衡量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

指标[3] 。
2002 年 6 月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

术普及法》第十六条规定“图书馆、博物馆、文化

馆等文化场所应当发挥科普教育的作用” [4] 。
2016 年 2 月,国务院发布《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

划纲要实施方案(2016—2020)》要求“加强基层

科普设施建设,实施青少年科学素质行动” [5] 。
2017 年 8 月,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发布 《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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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M 教育白皮书》,倡议科技馆、图书馆、博物馆

等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加入 STEM 教育①,共同搭

建 STEM 教育支持体系[6] 。 2017 年 11 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将“提高公民科学文

化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 [7] 作为立法宗旨之一。
基于此,可以明确未成年人科学素养培育是图书

馆重要的社会责任。

1　 文献综述与问题陈述

本研究以国际重要学术机构发布的科学素

养主题研究报告为参照,对图书馆科学素养培育

中英文研究论文进行检索。 选择“ Web
 

of
 

Sci-
ence”等数据库,以“ scientific

 

literacy” “ sciencelit-
eracy” “ science

 

education”和“ STEM
 

education”为

主题词,分别匹配主题词“ library”进行英文论文

检索;选择“中国知网” ( CNKI) ” 数据库,以“科

学素养” “科学素质” “ 科学教育” 和“ STEM 教

育”为主题词,分别匹配主题词“图书馆”进行中

文论文检索。 根据检索结果可知,目前关于图书

馆科学素养培育的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以下两大

主题。
第一,图书馆科普服务实践案例研究。 研究

者们主要采用案例研究法,研究主题涉及应急科

学传播[8] 、科普文献资源组织[9] 、面向不同群体

的科普阅读推广[10] 、科普阅读推荐书目[11] 以及

科普阅读服务模式建设[12] 等。 整体而言,案例主

体覆盖面较广,涉及多种类型的图书馆。
第二,图书馆 STEM 教育案例研究。 2012

年,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发布研究报告《科学、技术、工程与数学

( STEM) 教育: 入门》 ( Science, Technology, Engi-
neering,and

 

Mathematics
 

(STEM)
 

Education:A
 

Prim-
er),明确指出非正规学习环境对提升未成年人科

学素养有着重要作用[13] 。 此后,图书馆等公共文

化场域中的 STEM 教育成为研究者们日益关注的

重点[14] 。 国外研究者采用案例研究法与社会实

验法,对图书馆开展 STEM 教育的可行性[15] 、图

书馆 STEM 教育项目组织[16] 及影响实践成效的

因素[17] 等进行调查与分析,提出了切实有效的发

展建议。 但是我国在此领域正处于起步阶段[18] ,

研究者们主要通过网络文献调查,介绍美国等国

家的公共图书馆的 STEM 教育案例[19] ,探究我国

图书馆 STEM 教育发展路径。

根据笔者掌握的文献来看,国际图书馆科学

素养培育实践开始于 18 世纪末[20] ,图书馆是科

学素养培育领域的重要参与者。 但是现有理论研

究未见深入,案例偏于实践活动介绍,尚未开展全

面的面向各年龄层次的未成年人科学素养培育

案例研究。 同时,图书馆科学素养培育模式和机

制层面的研究暂付阙如。

本文采用案例研究法对科学素养培育机制

建设中的关键要素及其发展方式进行分析与梳

理,尝试搭建图书馆未成年人科学素养培育机制

框架,以期为后续相关实践提供参考。

2　 研究设计

2. 1　 案例研究

本研究主要将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

员会评选的第一届和第二届科普阅读推广获奖

案例中的 28 个未成年人科学素养培育项目作为

研究对象(如表 1 所示),案例信息来源于《科普

阅读推广优秀案例集》(穆宏梅,国家图书馆出版

社,2019)及各个图书馆官方网站。

本研究选择获奖的未成年人科普阅读推广

项目为研究对象,主要基于以下三个原因:第一,

科普阅读推广与科学素养培育关系密切,展现了

图书馆对国家公民科学素养培育战略的积极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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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STEM
 

是科学(Science)、技术(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数学(Mathematics)英文首字母的缩略语,最

早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提出。 当前,对“STEM
 

教育”尚未有一个公认的完整定义,每个国家和组织对其理解不同,
都会衍生出不同的内涵。 2017 年,教育部印发的《义务教育小学科学课程标准》指出“ STEM 教育是一项以科学、技

术、工程、数学有机融为一体,以项目学习、问题解决为导向的教育教学组织方式,有利于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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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可以体现图书馆在公民科学素养培育中的专

业价值;第二,获奖案例已具备完整的活动方案、
完善的组织流程以及良好的实施效果,能够较好

地呈现出当前图书馆未成年人科学素养培育的

完整面貌;第三,研究案例经过层层评选,具备一

定的代表性和可推广性。

表 1　 图书馆科学素养培育案例一览

序号 图书馆名称 案例名称 服务对象年龄段 案例编号

1 广州少年儿童图书馆 “体验” +“互动”快乐科普 — P01

2 贵阳市乌当区图书馆 科普实验 6—12 岁 P02

3
长春医学高等专科学

校图书馆

生命科学馆里

“书”与“标本”的互动
4—12 岁 A01

4 嘉兴市图书馆 让每一位孩子成为小小科学家 3—10 岁 P03

5 宁波市鄞州区图书馆 明州大讲堂 6—18 岁 P04

6
天津市河西区少年

儿童图书馆

强化安全意识

提高避险能力
12—15 岁 P05

7 太仓市图书馆 “哇哦”科学实验室 7—10 岁 P06

8 深圳市宝安区图书馆 阳光阅读计划:读百科·看世界 — P07

9 柳州市图书馆 争做科普小能手 — P08

10 西安市长安区图书馆 “手拉手”少儿科普阅读推广活动 — P09

11 温州市图书馆 亲子安全科普阅读推广 3—8 岁 P10

12 秦皇岛图书馆 暑期科普阅读系列活动 6—12 岁 P11

13
天津市和平区

少年儿童图书馆
小雨点滋润流动花朵项目 — P12

14
北京市西城区青

少年儿童图书馆

“创新科技开启梦想”
科普知识宣传

— P13

15
苏州工业园区独

墅湖图书馆
青少年众创空间 6—18 岁 P14

16
南京中医药

大学图书馆

“大手牵小手、我带娃娃学

中医”阅读推广活动
3—6 岁 A02

17 佛山市图书馆 科普阅读推广系列活动 — P15

18 北京市通州区图书馆 “科技星期天”少儿科普阅读推广 — P16

19 上海浦东图书馆 数字体验嘉年华 — P17

20
中国科学院

文献情报中心

中华文明与科技创新

之古代数学展
6—18 岁 A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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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图书馆名称 案例名称 服务对象年龄段 案例编号

21 张家港市图书馆 “奇妙的图书馆”科普驿站 12—18 岁 P18

22 深圳市宝安区图书馆
“创想汇”系列阅读

推广活动
— P19

23 广州图书馆
青少年科普阅读

推广活动
— P20

24 湖北省图书馆 “童之趣”趣味科普季 6—12 岁 P21

25 青州市图书馆 青松鼠科普书院 — P22

26 长沙市图书馆 科学实验站 4—7 岁 P23

27 镇江市图书馆 培育未来创客 12—18 岁 P24

28 太仓市图书馆 创意空间站 8—14 岁 P25

注:因部分案例未提及服务对象年龄层次,故以符号“—”标示。 本表依据图书馆类型对案例进行编号,将公共图书馆

案例编号为“P”、学术图书馆案例编号为“A”。

2. 2　 案例观察与分析框架
科学素养培育主要包含了科学素养培育要

求和培育组织与过程两大维度,前者是基于科学

素养内涵,对应形成的科学素养培育内容及具体

层次;后者是从如何开展科学素养培育出发,关
注培育实践的各个环节。 基于这两大维度,本文

尝试建立案例观察与分析框架。 主要从两个角

度进行分析,一是科学素养培育过程维度。 对科

学素养培育的行动目标、服务对象、合作对象、实
践内容与形式以及活动空间建设进行分析,以归

纳图书馆未成年人科学素养培育实践特征。 二

是科学素养培育要求维度。 根据国务院发布的

《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 ( 2006—2010—
2020 年)》 [21] 、教育部发布的《中国学生发展核心

素养》 [22] 和“国际学生评估项目” (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PISA)发布的《评

估与分析框架》 (Assessment
 

and
 

Analytical
 

Frame-
works) [23] 中关于科学素养的定义①与培育要求,
明确科学素养培育应具备以下四个层次:创设科

学教育与普及情境、普及科学知识、培养科学精

神和提升科学能力。 进而,将科学素养培育过程

和所体现的科学素养培育内核进行对照,以观察

两者之间的互动及成效。 具体如图 1 所示。

07

① 国务院发布的《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06—2010—2020 年)》将科学素养定义为:“了解必要的科学

技术知识,掌握基本的科学方法,树立科学思想,崇尚科学精神,并具有一定的应用它们处理实际问题、参与公共事务

的能力。”OECD 组织的“PISA 测试”中将科学素养定义为:“一个具备科学素养的人应该能够参与科学相关的事务、
理解相关科学概念。 具体为以下 3 方面,能够科学地解释现象;能够识别、掌握与评价一系列自然与技术现象地解

释;评估和设计科学调查、描述和评估科学调查并提出科学解决问题的方法;科学地解释数据和证据———分析和评估

各种陈述中的数据、主张和论点,并得出适当的科学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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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案例观察与分析框架

3　 案例分析

3. 1　 图书馆未成年人科学素养培育过程

表 2　 图书馆未成年人科学素养培育过程情况

案例编号 实践目标 实践形式 活动空间 合作情况

P01
推广儿童阅读, 发挥

科普教育作用

互动体验活动、讲座、
书目推荐、新媒体展示

“科普馆”、科普展厅
市青少年科技中心、高校、科普

行业志愿者、民营科技企业

P02
提高未成年人科普知

识水平
科学实验 科普宣传栏 志愿者

A01
普及医学常识, 推进

医学科普、健康教育
场馆参观、知识讲解 “生命科学馆” 幼儿园、中小学

P03 开展科普启蒙教育
书目推荐、科学实验、
讲座、展览等

科普专题书架、 科普

展览长廊

科技馆、高校、志愿者、医院、
社会早教机构

P04
普及科学知识, 介绍

前沿技术
巡回讲座 —

中国科学院、区教育局、区文

广新局、区科协

P05
推进未成年人安全教

育,提高未成年人应

急处理能力

技能培训、主题书展、
科普短片放映

安全教育宣传长廊 区公安消防支队

P06
培养青少年创新精神

和实践能力
科学实验 — 青少年科普基地

P07
关注基层外来务工人

员子女阅读, 推进基

层科普阅读推广

竞赛、书目推荐、阅读

分享会
— 读书会、阅读推广人

P08 普及科学知识 竞赛、讲座、书目推荐 — 高校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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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案例编号 实践目标 实践形式 活动空间 合作情况

P09 提高青少年科学素养

展览、 讲 座、 书 目 推

荐、 竞 赛、 技 艺 体 验

活动

— 区政府

P10 开展安全科普教育
书目推荐、 科普阅读

分享、消防体验活动
— 志愿者、阅读推广组织

P11
丰富未成年人的娱乐

生活

书目推荐、竞赛、科普

知识讲解
— —

P12
关注基层外来务工人

员子女阅读, 推进基

层科普阅读推广

讲座、手工活动 — —

P13
推进未成年人科普阅

读推广

科普知识讲解、 科普

电影放映、展览、竞赛

建设未成年人科普阅

览室
中小学

P14 推进科普阅读普及
竞赛、创客实践活动、
讲座

建立专门科普阅览室 社区、中小学

A02 中医基础知识启蒙
图书馆参访、讲座、五
禽戏学习

— 中小学、高校学生社团

P15 推进图书馆科普教育
创客教育课程、 读书

会、讲座、视频展播
配备 3D 打印设备 企业、志愿者、报社

P16
推进未成年人科普阅

读推广

科普知识讲解、 科学

实验、竞赛
— —

P17 推进数字阅读推广
创客课程、 数字体验

活动
建设数字体验中心 科协、企业

A03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展览、体验式阅读 专门策展 高校

P18 促进大众科普工作
手工活动、书目推荐、
竞赛、展览

科普宣传长廊 社区

P19
弘扬科学精神、 传播

科普文化

VR 阅读体验、创客课

程、书目推荐

配备 3D 打印、 VR 阅

读设备
社会教育机构

P20
提高 公 众 科 学 文 化

素养

书目推荐、科学实验、
手工 活 动、 展 览、 讲
座、竞赛

科普宣传长廊、 科普

专题展览区

志愿者、市科学技术普及

中心、社会教育机构

P21
培育未成年人科学意

识、普及科学知识

科学实验、讲座、书目

推荐、电影放映
— 志愿者

P22
响应国家科学素养提

升战略要求

科学 实 验、 展 览、 讲

座、科普答疑
建立科普图书室 志愿者

P23
普及科学常识、 培养

科学思维、 激发探索

精神

科学实验、讲座、 — 政府机构、基金会、社区

P24
响应国家创新发展战

略要求,培养未来创客

AR 阅读体验、 STEM
课程、书目推荐

建设图书馆创客空间 社会教育机构

P25
提升青少年科学素养

和动手能力
创客体验活动 建设图书馆创意空间 科研院所、专业协会

注:“服务对象”情况已在表 1 中列出,此处不重复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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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个图书馆未成年人科学素养培育过程整

体情况如表 2 所示。 虽然这些培育案例的项目名

称、合作情况、活动空间建设路径呈现多样化,但
是在实践目标、实践内容与形式方面有很多共同

之处,由此仍然可以归纳出当下图书馆未成年人

科学素养培育过程的基本特征。
(1)实践目标与服务对象

从实践目标的相关陈述来看,图书馆正在积

极响应国家公民科学素养培育战略要求,将未成

年人的科学知识普及、科学精神培育和科学能力

提升作为实践的基本目标。 同时,以《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中“提高全民族文

明素质” [24]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

中“提高公民科学文化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 [7]

等法律条文为依据,发挥图书馆在阅读推广方面

的优势,将扩大科普阅读推广覆盖面与影响力作

为核心目标。 此外,还与未成年人日常生活相关

联,将未成年人安全应急与科学避险以及日常娱

乐生活作为实践拓展目标。

从服务对象的相关数据来看,图书馆未成年

人科学素养培育重点关注学龄前(3—6 岁)和学

龄期(6—14 岁)群体,尚未对 0—3 岁儿童和 15—
18 岁群体予以足够的关注。 图书馆科学素养培

育分阶段、分层次的设计与实践有待进一步发展。

(2)实践内容与形式

实践形式的相关记录客观呈现了图书馆未

成年人科学素养培育实践形式的多元化,讲座、

展览、主题参观以及科普知识竞赛成为了图书馆

未成年人科学素养培育的基本方式。 同时,科普

书目推荐、读书会、科普读后感等成为推进科普

阅读推广的重要方式,以帮助未成年人提高科普

阅读与学习能力。 此外,部分图书馆积极对照

《中国 STEM 教育 2029 行动计划》 [25] 中的相关要

求,推出未成年人 STEM 教育系列课程。 借助新

媒体,图书馆正努力突破单一活动方式,不断加

强实践体验与互动。
(3)活动空间建设

从活动空间建设情况来看,图书馆未成年人

科学素养培育实践主要以图书馆现有空间为依

托。 同时,科普专题书架设置、科普展示长廊布置

以及人机交互设备配置等已成为活动空间建设

的重点,并有部分图书馆建设了专门的科普主题

阅览室或科普展厅。

(4)合作情况

从合作情况来看,合作对象来源多元,主要由

以下三类组成:政府管理部门及其下属的科普中

心、科协组织,其他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学校、科研

院所,社会教育机构、IT 企业、志愿者、民间基金

会等社会力量。 通过与上述对象建立合作关系,

图书馆未成年人科学素养实践形式与内容不断

丰富,活动空间不断延展。

3. 2　 图书馆未成年人科学素养培育的

内核
　 　 根据图 1 案例观察与分析框架,本文构建了

图书馆未成年人科学素养培育层次分析表,如表

3 所示,将实践过程中的具体措施和科学素养培

育要求进行对照。

(1)科学情境的创设

从科学情境创设相关措施来看,图书馆未成

年人科学素养培育主题多元,涉及生物科学、自然

资源与环境、信息技术应用等,通过创造特定的情

境完成了相应主题的科学知识普及任务。 例如,

广州少年儿童图书馆组织的“蝴蝶培育计划” (案

例 P01)、贵阳市乌当区图书馆组织的“紫甘蓝酸

碱变化”(案例 P02)等。

(2)科学知识的普及

从科学知识普及相关措施来看,图书馆重点

关注内容性知识的普及,主要围绕物理、化学、地

球与空间科学等自然科学知识。 与此同时,图书

馆积极响应国家公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要求,科

普的内容不仅包含了自然科学知识,也涵盖了哲

学社会科学知识[26] 。 例如,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

中心(案例 A03)、天津市和平区少年儿童图书馆

(P12)等在实践中就成功地将传播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和自然科学知识普及进行兼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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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图书馆未成年人科学素养培育层次分析①

案例编号

创设情境 普及科学知识 培养科学精神 提升科学能力

专门

活动

培育

主题

内容性

知识

程序性

知识

认知性

知识

理性

思维

批判

质疑

勇于

探究

处理

实际

问题

了解

公共

事务

P01 √ √ √ √ √ √ √ √ √

P02 √ √ √ √ √ √ √

A01 √ √ √ √

P03 √ √ √ √

P04 √ √ √ √ √ √ √

P05 √ √ √ √ √ √

P06 √ √ √ √ √ √ √ √

P07 √ √ √ √ √ √ √

P08 √ √ √ √ √

P09 √ √ √ √

P10 √ √ √ √ √ √ √ √ √ √

P11 √ √ √ √ √ √

P12 √ √ √ √

P13 √ √ √ √ √ √

P14 √ √ √ √ √ √ √

A02 √ √ √ √ √ √

P15 √ √ √ √ √ √ √ √ √

P16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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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PISA 测试”中对科学能力进行了界定。 其中,在设计和评价科学研究、科学的阐释数据等环节都需要缄默

知识。 针对这一类缄默知识,“PISA 测试”将其进行外显处理,对应提出了程序性知识和认知性知识。 “PISA 测试”
中将“程序性知识”(procedural

 

knowledge)明确定义为“关于标准的程序的知识,是科学家用来获得可靠和有效数据

的知识”,即完整的实践操作步骤,是关于“怎么办”的知识(科学方法);将“认知性知识”(epistemic
 

knowledge)定义为

“界定构成科学流程重要特征的一类知识。 拥有这些知识的人可以科学地阐释科学现象与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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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案例编号

创设情境 普及科学知识 培养科学精神 提升科学能力

专门

活动

培育

主题

内容性

知识

程序性

知识

认知性

知识

理性

思维

批判

质疑

勇于

探究

处理

实际

问题

了解

公共

事务

P17 √ √ √ √

A03 √ √ √ √ √ √

P18 √ √ √ √ √

P19 √ √ √ √ √ √ √ √

P20 √ √ √ √

P21 √ √ √ √ √ √ √ √ √ √

P22 √ √ √ √ √ √

P23 √ √ √ √

P24 √ √ √ √ √ √ √ √ √

P25 √ √ √ √ √ √ √ √ √

注:“√”表示有明确培育措施对应。

　 　 (3)科学精神培育

从科学精神培育相关措施来看,图书馆重

点关注了“理性思维”培育,借助科学实验等形

式,引导未成年人对周围的科学现象进行观

察、比较、分析、综合、抽象与概括。 同时,还将

理性思维、批判质疑与勇于探究这三个培育要

素进行融合,例如,湖北省图书馆 “ 同一个地

球”活动实践包含了青少年听讲座、写阅读笔

记、看主题电影、做一次环保实践以及写一篇

环保小文章等多个环节( 案例 P21) 。 此外,图
书馆通过加强互动性与实践周期,真正实现了

科学精神的精准培育。
(4)科学能力提升

从科学能力提升的相关措施来看,目前已有

实践主要围绕消防安全教育展开,关注安全应急

能力培养。 例如,天津市河西区少年儿童图书馆

与河西区公安消防支队合作开展了避险安全教

育(案例 P12)。 同时,为引导未成年人关注社会

现实以及能在未来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图书馆通

过中小学科普知识导读巡讲等方式,帮助未成年

人了解社会前沿科学与技术,形成在学习、理解、
运用科学知识等方面正确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

和行为意识。
根据表 3 可以发现,当前图书馆未成年人科学

素养培育主要集中在培育情境创设和科学知识普

及两大方面,而在培养科学精神和提升科学能力

两方面的培育力度不足。 这是由于培养科学精神

和提升科学能力相对于科学情境创设与科学知识

普及来说,对实践人员的专业性要求更强,在实践

中也更需要其他相关专业人士的辅助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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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图书馆未成年人科学素养培育机制

建设
　 　 根据上述多案例分析结果,笔者尝试归纳了

图书馆未成年人科学素养培育机制框架,如图 2
所示。 在该框架中,发挥图书馆专业功能、重视科

学教育内核、制定评估框架以及重视合作这四方

面是构成科学素养培育机制闭环的关键环节。

4. 1　 发挥图书馆主体优势,关注科学素养

与阅读素养协同发展
　 　 参考教育部于 2016 年发布的《中国学生发展

核心素养》整体框架[22] ,可以明确阅读素养和科

学素养均是核心素养的重要组成,这两者的培育

有助于其他素养的养成。 根据案例分析结果可

以发现,以科普文献书目推荐、阅读方法指导为

核心的科普阅读推广是当前图书馆科学素养培

育的重要路径。 图书馆在阅读推广、阅读素养培

育方面一直有着优秀的传统和丰富的专业知识,
同时也应当关注科学素养与阅读素养的协调发

展。 一方面,充分利用馆藏文献资源,以现有科普

文献馆藏为依托,建设专门的科学素养培育项

目。 另一方面,借助科学素养培育项目向未成年

人推介适合的科普馆藏文献,培养未成年人科普

阅读兴趣,从而将阅读和科学知识普及、科学精

神培育相结合。

图 2　 图书馆未成年人科学素养培育机制

4. 2　 提升科学教育内涵,关注科学能力

培养
　 　 《2001—2005 年中国青少年科学技术普及活

动指导纲要》中明确提出未成年人科普活动年龄

分级的要求,“从 3 岁开始,每隔三岁分为一个年

龄阶段(共五个年龄段),由浅入深、由近及远、由
表及里、由形象到抽象地开展科普活动” [27] 。 因

此,图书馆界应当重视素养培育分级,逐步形成

面向 0—18 岁儿童的完整的培育内容框架,并不

断丰富图书馆科学教育层次。

与此同时,图书馆应当认识到未成年人科学

素养培育的核心问题是培养科学探究的学习能

力,以促进其主动适应未来创新型社会的发展趋

势。 从案例分析结果看,普及科学知识是图书馆

重点关注的部分。 然而,培养具备科学家潜质的

青少年群体仅仅靠知识普及是不够的,还需要重

视科学方法讲解、科学探究实践设计以及能力拓

展训练,激发未成年人的科学研究兴趣,提升其对

科学现象的基本认知和相关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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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　 制定科学素养培育成效评估框架
在图书馆未成年人科学素养培育过程中,成

效评估是不断提升图书馆服务专业性的重要保

障。 部分图书馆提供的科普文献流通数据[28] ,客
观证明了相关实践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激发未

成年人阅读与学习积极性,发挥了图书馆在非正

式学习环境中的核心素养培育作用。 同时,部分

案例实践获得了主流媒体报道以及科普奖项,亦
表明了图书馆未成年人科学素养培育实践的社

会价值。
但是上述各方面的成效总结也凸显了图书

馆科学素养培育亟待形成明确的、统一的评估统

计指标与规范。 关于图书馆科学素养培育成效

的评估,可参考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于 2008 年发布的《非正式科

学教育项目影响力评估框架》 (Framework
 

for
 

E-
valuating

 

Impacts
 

of
 

Informal
 

Science
 

Education
 

Pro-
jects) [29] ,并以我国国家标准《非正规教育与培训

的学 习 服 务 质 量 要 求 总 则 》 ( GB / T
 

29359 -

2012) [30] 为依据,确定图书馆未成年人科学素养

培育质量评估框架。 该框架应遵循“理解科学-

认知科学-参与科学-加入科学”的建设思路[31] ,
重点评估未成年人在科学意识、科学兴趣、科学

态度、实际行为和技能方面的变化。 通过科学素

养培育成效评估框架建设,引导图书馆实践专业

性提升,形成良性循环。

4. 4　 重视合作,积极融入非正式科学教育

支持体系建设
　 　 2016 年,《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实施

方案( 2016—2020)》 中明确强调建立校内与校

外、正式与非正式相结合的科学教育体系[5] 。

2018 年,《中国 STEM 教育 2029 行动计划》 中亦

建议“充分利用图书馆等学习空间,搭建 STEM 创

新生态系统” [25] 。 这些都表明了建设非正式科学

教育体系的迫切要求。 根据本文的案例分析,在
响应国家战略要求的过程中,图书馆积极推进多

元合作关系建设,并已积累了成功经验。 下一步

图书馆应当在关注合作关系建设长效发展的同

时,将图书馆实践与中小学科学课程进行融合,探
索科学素养培育校内外有效衔接机制与发展

模式。

5　 结语

我国科学教育事业和图书馆事业的快速发

展为未成年人科学素养培育进一步发展提供了

重要机遇,两大领域之间正相互融合与促进。 因

此,对图书馆未成年人科学素养培育机制的实践

和理论研究需进一步深入,本研究仅在此对我国

图书馆未成年人科学素养培育机制建设情况做

了一些尝试性的观察与分析。 伴随未成年人科学

素养研究和实践的不断深入,应当重点关注未成

年人在科学素养培育中的参与和反馈。 同时,重
视图书馆在科学素养培育中的作用机理研究,凸
显图书馆在未成年人科学素养培育中的优势与

功能,以此积极争取图书馆在非正式学习环境中

未成年人科学素养培育的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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