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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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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资源建设？ 

少儿图书馆有哪些资源？ 

资源建设与利用中的主要问题与对策？ 

资源建设与
利用 



1.少儿图书馆资源建设的特点
和基本原则 

少儿文献资源建设是指以服
务０—１８岁少年儿童、少

儿工作者及所有需要少儿文

献或有关少儿的文献的家长

读者为目的，图书馆按照统
一的标 准和规范 ，遵循科学

的方法和规划 ，有系统、有

目的、有针对性地选择、收

集、组织少儿文献资源的活
动。 
 

 



1.1特点 

（1）年龄分段性 

根据儿童的特点和我国的实际，大致分为： 

0-2岁阶段：以纸板书、布书、玩具书

和初级绘本为主； 

3-6岁阶段：以中高级绘本为主； 

7-10岁阶段：以桥梁书、拼音读物、各

类科普读物有儿童文学为主； 

11岁以上：阅读范围较为宽泛，逐渐与

成人阶段接轨。 



（2）载体多样性： 

图书为主，多种载体形态并存 

 



（3） 基础价值性： 

学科普及读物为主，用大于藏 

价值：采购重点首先考虑资源资源价值和
使用价值，特别重视对少儿教育的作用； 

利用率：优先考虑利用率高的读物，慎重
选择利用率低的、比较生僻的读物； 

发展：与各学科学习及少儿认知发展需要
接轨； 

经典：重视有普及意义的经典少儿读物以
及科普读物 



（4）健康导向性 

重视资源内容的思想性，排斥格
调低下、思想内容不健康的读物； 

重视资源内容的正确性，排斥明
显的知识性错误； 

选择标准严格。 
 



1.2 基本原则 

实用性原则 

系统性原则 

发展性原则 

合作性原则 
 

思想性原则 

目的性原则 

特色性原则 

互补性原则 



2. 我国少儿图书馆资源建设的
成就与主要问题 

 



呼和浩特玉泉区图书馆 

2017年4月16日 



2.1经费投入 

  
少儿图书馆文献购
置经费 国内ＧＤＰ 地方财政收入 （本级） 

年度 总额   同比增长 总额 同比增长 总额 同比增长 

  （ 元）   （％） （亿元） （％） （亿元） （％） 
                

２０１０ ４８２９.７２   — ４０８９０３ １０.６％ ４０６１３.０４ ２４.６％ 

２０１１ ５９６２.７３   
２３.４６

％ ４８４１２４ ９.５％ ５２４３４ ２９.１％ 

２０１２ ５６０５.８９   
－５.９８

％ ５３４１２３ ７.７％ ６１０７７ １６.２％ 

２０１３ ６１２８.７５   ９.３３％ ５８８０１９ ７.７％ ６８９６９ １２.９％ 

２０１４ ６５５６.８５   6.99％ ６３６１３９ ７.３％ ７５８６０ ９.９％ 

合计 ２９０８３.９４ 35.76％ 55.57％ 86.79％ 



 

调查问卷独立建制44份 

调查问卷省级馆17份 

调查问卷市县级馆185份 



全国独立建制少儿馆2014-2015年经费情况 

指标 2014年 2015年 增长情况 

图书馆数量（个） 108 113 4.63% 

财政拨款（万元） 52094 63346 21.60% 

 

财政拨款占年度文化事业
经费投入的比例（%） 

0.89 0.93 4.04% 

 

新增藏量购置费（万元） 7858 9081 15.56% 

 

新增藏量购置费占总支出
的比例（%） 

15.40 

 

14.40 -6.52% 

 

新增数字资源购置费（万
元） 

719 1840 155.85% 

 

新增数字资源购置费占新
增藏量购置费的比例（%） 

9.15 

 

20.26 

 

121.40% 

  
 



年文献购置费（第六次评估指标） 

标号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值 
基本 
分值 

指标 
索引号 

3.2 经费保障     55 

3.2.3   
年文献购置费

（万元） 

200 
170 
140 
110 
 80 

15 
12 
9 
6 
3 

 
 

D3508 

3.2.3   
年文献购置费

（万元） 

100 
 90 
 80 
 70 
 60 

15 
12 
9 
6 
3 

 
 

E3614 

3.2.3   
年文献购置费

（万元） 

 25 
 20 
 15 
 12 
  8 

15 
12 
9 
6 
3 

 
 

F3719 



2.2 优质文献源和馆配商 

 



资源招标对馆配
商的能力评价指
标： 

馆配商的商誉； 

采购方式的提供； 

提供各类信息的能力； 

文献编目加工能力； 

网络技术开发和应用能力
。 

 

馆配商的资质； 

馆配商的规模； 

馆配商的书源； 

馆配商的服务。 
 



2.3 结构优化 

 



2.4 资源采选制度化和科学化 

制度化——资源建设政策
、采访政策 

科学化——采选流程、方
法 



2.5 资源管理现代化和精细化 

现代化——新技术应用 

精细化——管理学原理
应用 

 



2.6 法律政策保障和标准化 

 2010年文化部颁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少年儿童 

图书馆建设工作的意见》（文社文发〔2010〕42号）
指出： 

“各级文化行政部门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意识、大

局意识，把加强少年儿童图书馆的工作，作为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文化建设的一项重大任务

，在政策、经费投入、人才培养等方面予以重
点支持，促进少年儿童图书馆事业的快速发展
。”并明确要求“各级文化行政部门要按照文化

部颁布的少年儿童图书馆评估标中的有关规定
，保障少年儿童图书馆（室）的文献购置经费”

。 



 

 

3. 关于纸质资源 

3.1纸质文献入藏 
纸质文献馆藏量（第六次评估指标一级指标） 

3.3.1   纸质文献馆藏
量（万册） 

10 
8 
6 
4 
2 

20 
16 
12 
8 
4 

包括纸质图书、报刊合订本、小册子、手稿
等其他纸质文献的数量。期刊和报纸均以每
一合订本为一册统计。 

 
 
 
 
 

F3722 

3.3.1   
纸质文献馆

藏量 
（万册） 

30 
25 
20 
15 
10 

20 
16 
12 
8 
4 

包括纸质图书、报刊合订本、小册子、手稿
等其他纸质文献的数量。期刊和报纸均以每
一合订本为一册统计。 

 
 
 
 

E3617 

3.3.1   纸质文献馆
藏量（万册） 

50 
40 
35 
30 
25 

20 
16 
12 
8 
4 

包括纸质图书、报刊合订本、小册
子、手稿等其他纸质文献的数量。
期刊和报纸均以每一合订本为一册
统计。 D3511 

 
 
 



新增纸质文献馆藏占比（%） 

标号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值 
基本 
分值 

指标 
索引号 

2.3 资源建设     50 

2.3.4   
新增纸质文献馆
藏占比（%） 

10% 
5% 
2% 
1% 

 0.5% 

10 
8 
6 
4 
2 

 
 

D2466 

2.3.4   
新增纸质文献馆
藏占比（%） 

6% 
3% 
1% 

 0.5% 
 0.25% 

10 
8 
6 
4 
2 

 
 

E2576 
 

2.3.4   
新增纸质文献馆
藏占比（%） 

3% 
1% 

0.5% 
0.25% 
 0.15% 

10 
8 
6 
4 
2 

 
 

F2681 



3.2 纸质图书 

纸质图书入增量 
标号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值 
基本 
分值 

指标 
索引号 

2.3 资源建设     50 

2.3.1   
年纸质 

图书入藏量 
（万册） 

1.5 
1.2 
1.0 
0.8 

10 
8 
6 
4 

 
D2463 

2.3.1   
年纸质 

图书入藏量 
（万册） 

0.8 
0.6 
0.5 
0.3 

10 
8 
6 
4 

 
 

E2573 
 

2.3.1   
年纸质 

图书入藏量 
（万册） 

0.5 
0.4 
0.3 
0.2 

10 
8 
6 
4 

 
 

F2678 



纸质图书馆藏质量（第六次评估指标一
级指标） 

2.1.2   纸质图书
馆藏质量   0-

15 

1.基本分项： 
达到45%，5分； 
达到50%，10分； 
达到60%，15分。 
2.参照《全国少年儿童图书馆基本藏
书目录》等专业藏书目录评分，以书
名为比对指标。 

E256
3 

2.1.2   纸质图书馆
藏质量   0-

10 

1.基本分项： 
达到45%，5分； 
达到50%，8分； 
达到60%，10分。 
2.参照《全国少年儿童图书馆基本藏
书目录》等专业藏书目录评分，以书
名为比对指标。 

D24
53 

2.1.2   纸质图书馆
藏质量   0-

15 

1.基本分项： 
达到35%，5分； 
达到40%，10分； 
达到45%，15分。 
2.参照《全国少年儿童图书馆基本藏
书目录》等专业藏书目录评分，以书
名为比对指标。 

F266
8 



《全国少年儿童图书馆基本藏书目录》以
2012-2016新增必备书目为准  （国图少儿馆网站） 

1.数量问题 

 《全国少年儿童图书馆
基本藏书目录》按照年份
排（2012年-2016年总共5
年），总共21084种，达到
60%为12650种为10分，依
此类推。 

 

2.版本问题：确定为是同种
图书后，不同出版社都可以算 
①《一百万只猫》，《全国少年
儿童图书馆基本藏书目录》，译文
出版社 

 某馆：2014年新星出版社；2015
年译林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社；
2016年河北少儿出版社、天津人民
出版社 

②《格林童话》，《全国少年儿
童图书馆基本藏书目录》，新疆青
少年出版社 

    每个馆都有不同版本，如接
力，福建少儿，安徽少儿等出版社 

 



3.3纸质报刊 
纸质报刊入增量 

标号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值 
基本 
分值 

指标 
索引号 

2.3 资源建设     50 

2.3.2   
年报刊 
入藏量 
（种） 

400 
300 
200 

5 
3 
1 

 
D2464 

2.3.2   
年报刊 
入藏量 
（种） 

200 
150 
100 

5 
3 
1 

 
 

E2574 
 
 

2.3.2   
年报刊 
入藏量 
（种） 

100 
50 
20 

5 
3 
1 

 
 

F2679 



注意增加新期刊入藏 

 



注意印量大的少儿期刊 

 



3.4 非正式出版物 

概念：纸质的、结集成册的、进行入藏
管理且具备对外服务能力的文献资源。 

数量：取评估期内平均值，最高4000，
总量不  低于1.6万册 

征集：校刊、校报、内部资料 

活动：绘本活动中的绘本，征文装订成
册 

赠送：小读者的作品、画册 
 

 



非正式出版物入增量 

标号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值 
基本 
分值 

指标 
索引号 

2.3 资源建设     50 

2.3.3   
非正式 
出版物 
（册） 

4000 
3000 
2000 
1000 
 500 

5 
4 
3 
2 
1 

 
 

D2465 

2.3.3   
非正式 
出版物 
（册） 

2000 
1000 
 500 

5 
3 
1 

 
 

E2575 
 

2.3.3   
非正式 
出版物 
（册） 

1000 
 600 
 200 

5 
3 
1 

 
 

F2680 



3.5 经典阅读资源与书目 

 深圳少年儿童图书馆制定并
实施了“簕杜鹃青少年经典
阅读计划”。一本好书能使
人受益一生，专门设立了经
典阅览区，收集古今中外的
经典图书，推广经典文献阅
读，希望青少年儿童在有限
的阅读时间中阅读到这些优
秀图书，促进他们健康成长。
对于同一种图书，我们会尽
力收集不同版本，如有绘图
本、简本、原著等，使青少
年儿童在不同的年龄阶段都
有适应的经典图书阅读。 

31 



3.6 分级阅读资源与书目 
分级阅读就是按照少年儿童不同年龄段的智力和心理发育
程度为儿童提供科学的阅读计划， 为不同孩子提供科学
性和有针对性的阅读图书。 

分级阅读作为源于发达国家的一项有着60 多年发展历史
的少年儿童阅读模式， 经过实践证明是提高少儿阅读能
力的有效方法，目前已成为一种世界性趋势。著名的有
“A-Z 分级法”、“蓝思分级法”等。但是，欧美的分级
阅读标准是根据英语的特性来研究和制定的，由于汉语和
英语的巨大差别， 在儿童图书的分级方面自然也会存在
差异，因此我们不能照搬照抄。 

 2009年8 月， 我国接力儿童分级阅读研究中心向社会公
布了“ 中国儿童分级阅读参考书目（200 种）”， 并发
出《中国儿童分级阅读倡议书》， 呼吁社会各界对儿童
分级阅读给予关注。 

《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 年）提出， “ 推广
面向儿童的图书分级制， 为不同年龄儿童提供适合其年
龄特点的图书， 为儿童家长选择图书提供建议和指导。” 

32 



3.7 绘本 

绘本，在英语国家被称作picture book，直译为"

图画书"。绘本这个名词最早是从日本传入我国，

现已与图画书通用。绘本是一种以图画为主，
辅以文字，内容兼具文学气质和绘画意蕴，充

满作者个人智慧和内心体验的书籍艺术形式。 

儿童文学家彭懿在他的《世界图画书:阅读与经典》

中指出，“绘本是用图画与文字共同叙述一个完

整的故事，是图文合奏的。在绘本里，图画不再

是文字的附庸，而且图书的生命，甚至有很多绘
本是一个字也没有的无字书”。 



绘本采选 

慎选进口绘本 

教育部和国图少儿馆联合推荐
的《绘本100》 
 



绘本分类 
台湾谢依婷硕士论文《》为台湾儿童绘本主题
提出分类标准，分为四大类： 

人与自我类，包括面对自我、自我成长、自我
实现； 

人与他人类，包括人与家庭、人与朋友、人与
社会、人与国家、人与人类； 

人与自然类，包括人与动物、人与植物、人与
环境； 

无主题，包括传递知识、教授技艺、研讨教学
。 



给婴幼儿阅读绘本——婴幼儿的情感、社会性发展 

有的幼儿夜晚怕黑，睡不着觉，家长可以把孩子抱在怀里，
和他一起阅读绘本《小熊，你睡不着吗？》，幼儿在温暖
的故事情境中找到了基于母爱的安全感，也发泄了对于黑
暗的恐惧心理。此外，特蕾西·莫洛尼主编的一套儿童情绪

管理图书（《我不愿悲伤》、《我好快乐》、《我不怕孤
独》等）以温馨的画面，抚慰人心的浅语故事，帮助婴幼
儿清楚地认识自己的情绪，从而培养婴幼儿的安全感，帮
助孩子建立起童年时期的自信心。 

36 



学前儿童绘本阅读 

 ２００８年２月，温州市少年儿童图
书馆成立“毛毛虫上书房”阅读推广
课题组，成员由几位年轻馆员以及幼
儿园、小学热衷于绘本阅读的老师组
成。课题组致力于让每一位孩子都能
爱上绘本，爱上阅读，为此，课题组
成员定期为孩子们开设公益绘本阅读
课，通过游戏、表演、手工制作、音
乐欣赏等方式，引导孩子从相应绘本
中学习知识，体会情感。到２０１１
年５月底，“毛毛虫上书房”已开设
近３５０课时的绘本阅读课，有８个
ＱＱ 群，群员近１１４９人，在新浪
开设的博文至今访问量已达４６，６
８７人次。 

 

丰南区图书馆绘本剧表演赛 



佛山市图书馆 

 

2017年7月9日 



赤峰市宁城县图书馆 



3.8  低幼画册 

以低幼儿童为读者对象——0-6岁，适合低
幼阅览、亲子阅读； 

以图画为主——图文并茂，彩色居多； 

以小册子居多——装帧多样；开本多样，
形状多样； 

易破损类馆藏。 



厦门市少儿图书馆 

低幼画册馆藏量达11.55万册，占纸质文献总

藏量的21.20%。所藏低幼画册，有三大类： 

大陆中文版——8.05万册； 

台版——近1万册； 

英文版——近2.5万册。 

该馆开辟了两个大开间近600平方米的低幼阅

览室。划分出开架外借书库区、普通阅览区
、亲子阅览区以及玩具游艺区。 

 



3.9  连环画及漫画 
连环画多指在文字上配有多幅连续的图片来
辅助方字讲解故事的出版物。 

连环画开本较小，多以黑白线描为构图的主
要方式。 

 

天津少儿图书馆将连环画作为重点资源收藏
。收藏连环画达17590种，172241册，占
纸质文献总藏量的比例为11.42%。2014年

采购了“中华连环画数字阅读馆”，分为
16个大类，共计15000册。 



漫画包括中国传统漫画（运用讽刺
幽默的意喻画面和夸张的语言手法
创作的单幅或多幅画面）和现代意
义上的漫画（以日本印刷体漫画为
代表，高密度、多幅、连续画图） 

 



东莞图书馆漫画馆 

建于2004年7月，是我国第一家以动

漫图书、期刊和数字资源为主题的漫
画专题馆。已拥有大陆及港台漫画书5

万余册，期刊50余种，视频资源2000

余件。漫画馆占地面积600平方米，分

为阅览区、互动区、展示区和电子检
索 区。举办各种漫画活动。 
 



十三五：建构中文漫画基地 



4. 关于新型复合文献资源 

立体书 

被称为Pop-Book，Moveable Book（可
动书），可读、可看、可动，还可玩。书
中图形从平面变化转变为立体变化，形成
“可站立”或可活动的图形，翻阅时，可
手动将书中平面的东西变成立体的图形，
或是一打开两页之间的立体图形就会自动
立起来。设计上有机械、立体、空间、声
音、形象或图像的延伸，增加阅读的效果
。立体书可以简单地分为玩玩书、造型书
、立体书、翻翻书以及其他等类型。 



AR图书 

增强现实技术（Augmented Reality），
简称AR。对二维码、图片的识别，它可以
将静态文字和图片变得有“生命力”。利
用AR增强现实技术，使读者与书中形象进
行交流，充满趣味性和新奇性。 

2015年12月20日，温州少图首家“3D立
体书体验馆”试开馆，吸引了不少小读者
和家长来感受数字资源带来的全新阅读体
验。 



点读书 

基于点读笔之上的一种电子图书读物，由
点读笔和图书配套组成。 

点读书采取趣味语音教学模式，克服儿童
不会认字、盲人无法识字的障碍。 

具有点读、同步翻译、朗诵复读等功能。 

目前点读书主要集中在英语学习，如洪恩
英语系列、外研社的丽声系列、机械工业
出版社的安妮花系列等。 



电子互动绘本 

电子互动绘本，是电子书的一个分支、传
统绘本的电子衍生品。相对于传统的纸质
绘本,电子互动绘本将视频，音频和互动性
结合在一起，不仅从影像、视听角度对绘
本艺术进行了再创造,并且加入互动元素,

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能主动参与故事,获得
更多乐趣。 



5. 关于玩具资源 

玩具采选的数量与质量 

 
玩具企业：我国2010年底规模以上
的1905家，2014年底1410家。 



沈阳市少儿图书馆设
玩具室，玩具藏量
3800件。 

东莞市图书馆设玩具
图书馆，玩具1536件

，玩具的类型包括建

筑、创意、音乐、体
能、扮演、棋类、卡

牌、技巧、拼图、电
脑等。 

广州市图书馆设玩具
图书馆，玩具400余件

。 

 

佛山市图书馆设玩具
馆，玩具200余件，
分科学探索、角色扮
演、数学启蒙、音乐
艺术、构建活动五大

类。部分玩具由专供

国际学校的优质教育
资源供应商提供，市

面上罕见。每月第一

和第三个周六举办“
玩具总动员”特色主
题活动。 



少儿图书馆玩具区与玩具图书
馆 

 
广州图书馆；
东莞图书馆；
佛山图书馆； 



香港中央图书馆 
儿童图书馆（二层，服
务12岁以下的儿童。包
括借阅部、参考部、画
书角、玩具图书馆、儿
童多媒体资料室、儿童
活动室、资讯服务） 

青少年图书馆（六层，
服务12至17岁的青少年） 

香港中央图书馆玩具图

书馆（ Toy Library）:专为

0-8岁儿童而设，提供启

发智能的玩具和教育材

料供家长与子女在馆内

使用。 

 

玩具图书馆 

四个主题角： 
                           

婴孩游戏区                            

   模仿及想象游戏区                         

   创意游戏区                        

   智慧游戏区 
 

 



玩具分类 

香港中央图书馆馆藏约1400件玩具，将玩
具分为十类： 

         棋板游戏            建筑游戏 

         咭牌游戏            创意游戏 

         电脑型玩具          音乐游戏 

         技巧游戏            体能游戏 

         砌图游戏            扮演游戏 

 



加拿大玩具协会的玩具分类:16种 

球 

洋娃娃 

填充玩具 

建筑玩具 

模拟玩具(如火车套装
、汽车、吉他等） 

视觉玩具（如颜色、
蜡笔、万花筒） 

模型混合玩具 

音乐和韵律玩具 

攀爬玩具 

运动和室外玩具 

车辆玩具 

电动和电池操作玩具 

游戏玩具 

爱好和工艺品玩具 

电动玩具和游戏 

装饰玩具 



6. 关于数字资源 

6.1 电子图书 
通过PC、阅读器、手机、平板电脑等终端平台

进行阅读。 

电子书阅读器，包括各类平板电脑、kindle等

，例如2009年上海图书馆就推出了电子阅读器

外借服务，外借的设备仅包括汉王、盛大等厂
商出品的国产电子阅读器和平板电脑，鉴于读
者反响强烈，2013年推出iPad外借，2015年开

始提供kindle外借服务。 

供应商：超星、方正、书生等；专业少儿出版
社等。 



6.2 电子期刊 

发行：直接发行和代理商两种 

代理商发行：同方知网、万方数据、维普
资讯、龙源期刊、博看期刊等；其他。 



6.3 有声读物 

有声读物也称为有声书，是传统书的一
种衍生形式，由专业人士播讲文稿，可
在线收听，又可以将作品制作成光盘或
灌入MP3随身听等播放设备。 



6.4 多媒体数据库 

两种类型：一种是以同种资源类型为主
体的专题性数据库，如“库客音乐图书
馆”等。另一种是以不同种资源类型汇
集各类主题的综合性数据库，如“爱迪
科森少儿多媒体图书馆”等。 

中小学多媒体数据库或数字图书馆 

图像数据库、音频数据库、视频数据库
等 



6.5 少儿APP应用 

基于智能移动设备如智能手机、平
板电脑上的第三方应用程序的少儿
文献数字资源。 



6.6 电子文献采购评估指标 

概念：指电子图书、期刊、报纸，视听音像和其
他电子资源（如电子图片）。 

类型： 

①购买的镜像文件： 
  协议购买，安装在本馆的服务器上，是本地文
件，可重复使用。 

②购买的数据库： 
  协议购买，按照年份包库购买，通过互联网的
链接来读取信息。这种购买，解决了存储难的问
题，资金的利用率高。 
 



电子文献采购 

标号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值 
基本 
分值 

指标 
索引号 

2.3 
资源建

设 
    50 

2.3.5   
电子文献 
 采购 
（TB） 

1 
0.8 
0.6 
0.4 

10 
8 
6 
4 

 
D2467 

2.3.5   
电子文献 
 采购 
（TB） 

0.8 
0.6 
0.4 
0.2 

10 
8 
6 
4 

 
E2577 

2.3.5   
电子文献 
 采购 
（TB） 

0.4 
0.3 
0.2 
0.1 

10 
8 
6 
4 

 
F2682 



6.7 数字资源共享评估指标 

通过各种协议共享其他图书馆、机构 的

数字资源，不含自身馆藏，但可供本馆
使用。 

含镜像资源。 

用协议、资源来说明。 

 
 



数字资源共享量 
 
标号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值 
基本 
分值 

指标 
索引号 

2.3 
资源建

设 
    50 

2.3.6   
数字资源 
共享量 
（TB） 

50 
30 
10 

5 
3 
1 

 
D2468 

2.3.6   
数字资源 
共享量 
（TB） 

35 
20 
5 

5 
3 
1 

 
F2578 

2.3.6   
数字资源 
共享量 
（TB） 

20 
10 
 2 

5 
3 
1 

 
F2683 



6.8 自建数字资源评估指标 

自建的特色资源库、开放获取资源、机
构典藏以及本馆讲座、故事会等数字化
的资源。 

 



自建数字资源总量 

标号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值 
基本 
分值 

指标 
索引号 

2.3 
资源建

设 
    50 

2.3.7   
自建数字 

资源总量（TB） 

30 
20 
10 

5 
3 
1 

 
D2469 

2.3.7   
自建数字 

资源总量（TB） 

20 
10 
5 

5 
3 
1 

 
E2579 

 

2.3.7   
自建数字 

资源总量（TB） 

10 
5 
2 

5 
3 
1 

 
F2684 





6.9 数字资源服务平台 
 
“中国少年儿童信息大世界——网上图书
馆”项目于2000年启动，联合全国14家

少儿图书馆进行建设，探索建立受少年儿
童、教师、家长及儿童工作者欢迎的数字
资源平台。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2014年3月首次
将少儿图书馆纳入实施范围，共有5家省
级少儿图书馆、63家市级少儿图书馆开展
工程建设。 



案例:“e读站”构建数字服务平台 

 2010年，深圳少年儿童图书馆自行研制成功一站式数字
资源阅读平台——“e读站”。通过网络、触摸屏等现代
化科技手段，提供全天候不间断的阅读服务。 

倡导阅读新模式,率先采用LED液晶屏与前沿的CCD光学
触摸屏完美结合的42寸光学触摸一体机，无论是屏体的
高对比度、高亮度、节能及环保方面，还是触摸的精度、
响应速度及书写流畅度，均达到了全球领先的水平，保
证了“e读站”可靠性及稳定性。 

每一个“e读站”服务点就是一所数字图书馆。迄今为止，
“e读站”已拥有了三百多万册（篇）的数字资源，内容
涵盖各个学科，形式包括了图书、期刊、报纸、连环画、
动漫、书画、视频点播等，总体容量大。同时，“e读站”
还开通了深圳少年儿童图书馆纸质文献续借功能。根据
深圳少年儿童图书馆“e读站”项目规划，“e读站”服
务点将部署在众多的学校、社区、工厂，这些区域通过
IP地址许可接入的方式，将共享深圳少年儿童图书馆提
供的海量数字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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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 少儿图书馆网站 
 

 



7. 关于体验资源 
体验——儿童行为理论指导 

 
 儿童喜欢用“身体”去学习，探索各

种实体空间的经验。 

 儿童喜欢小团体的活动，可以提供大
小不同且风格迥异的空间，鼓励儿童
学习。 

 儿童喜欢以地板当做工作空间，因此
可以多使用地毯、软垫，或区隔分明
的小空间。 

 儿童会用“半封闭性”的空间做为逃
离现实的环境，所以可以隐密及安全
的空间。 

 儿童喜欢用自己的声音及身体来体验
一个空间，所以空间需要是能自由吵
闹的学习空间。 

 儿童可以从窗外的景象学习，所以窗
户应设计在其视线可及的高度。 

 



游戏 

益智互动游戏设备，即通过声、光、
影等人机互动渠道进行游戏活动的
设备，多用于图书馆少儿服务。 



International  Games Day 
2008 年，ALA发起National Game Day @ Your 
Library(NGD)，举办时间为每年11 月的第二个星
期六。800 多家参加此活动。 

2012更名International Game Day @ Your 
Library (IGD)，举办时间调整为每年11 月的第一个
星期六。1281 家图书馆17152 人参加。吸引来自6 
大洲的26 家外国图书馆参与。 

2013 年将时间调整为每年11月的第三个星期六。 

Games Day@ Your Library 



 
 

 

玩乐区（Hanging Out） 
主题是社交和游戏 

试验区（Messing Around） 

提供多种电子媒体设备，以促
进青少年创作 

体验——交流共享分区 
芝加哥公共图书馆YOUmedia在图书馆内为青少年提供三种独立的空间区域 

合作区（Geeking Out） 

为青少年提供了团体讨论和学
习的空间 



数字体验区 
 2012年12月22日，河南省少年儿童图书馆在郑州市宣告

落成，这是全国第一家由社会捐赠建设的省级少年儿童图
书馆，也是河南第一家省级少年儿童图书馆。 

图书馆六层根据未成年人的年龄阶段和活
动特点，分为五大功能区域： 

低幼阅览区 

综合借阅区 

数字体验区 

实践活动区 

多功能区等 



山东淄博市图书馆 
2017年4月24日 



创客空间 

 2017年6月初 

美国《图书馆杂志
》评出2017年度图

书馆：田纳西州的
纳什维尔公共图书
馆（NPL） 



深圳宝安区图书馆创客E家 
数码体验区 

3D打印体验区 

音乐体验区 

 

 

2017年7月10日 



8.  关于特色资源 

重庆市少年儿童图书馆的“红岩历史
多媒体库”。 

厦门市少年儿童图书馆的港台儿童文
献书库、闽南童谣和故事数据库。 

广州市少年儿童图书馆的“广州记忆”
（青少年版）数据库。 

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少年儿童图书馆的
“蒙古族少儿动漫资料库”。 

 



特色馆藏（第六次评估指标二
级指标）： 
 



赤峰市图书馆 



用户创建资源：小读者也是资源
生产者和提供者 

 



绘画创作 

 2013年7月17日，和平区图书馆举办暑期夏令
营系列活动之一——手绘个性T恤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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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南区图书馆生日派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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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柯平讲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