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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黎明

写给图书馆的“告白信” ■ 路来森
李杰和学生合影

组建贴心的阅读团队
博雅书馆充分考虑到读者的不同需求，

除了在图书的摆放方面充分考虑不同年级孩

子的身高，还特别关注学生在馆内的阅读体

验，组建了以学生为主的阅读团队，为小读者

服务。

“小馆长”——由三到六年级各班学生通

过自荐和班主任老师推荐产生，他们经过系

统的管理培训之后正式上岗，为进入书馆的

阅读者提供各种服务，比如向同学介绍图书

馆优质经典好书资源，或将在图书馆学到的

图书管理方法运用到对班级图书角管理的协

助中。

“专业导读员”——在全校选拔优秀学生

担任图书馆导读员。导读员可以在书籍下方

贴上自己撰写的推荐词，供其他读者参考选

读。导读员还会参加图书馆的培训课程，熟知

图书馆的书籍摆放方式，可以帮助读者最快

地搜寻到需要的书籍。

“暖心伴读员”——图书馆在高年级选拔

有爱心、有责任心的学生作为图书馆的伴读

员，在午休时间，这些伴读员会带着低年级学

生到图书馆来，一对一地为他们讲故事，大小

孩子共读一本好书。我们还为学生精心选择

了各种可爱的“馆宠”，摆放在低段读物区周

围，作为低年级孩子安静的伴读者。

五（1）班学生姜释渊说：“我觉得学校里

最漂亮的地方就是博雅书馆了。每周一，作为

小图书管理员去博雅书馆工作的时候，我都

很快乐。能为书馆出小小的一份力，我感到特

别荣幸。”

开发特色馆本课程
在成都实小，博雅书馆不仅仅是一座现

代的数字化图书馆，更是一所多元化课程开

发中心。在这里，图书馆充分展示多元化、多

功能性，播撒下未来阅读学习模式的文化基

因，各类图书馆馆本课程百花齐放。

书馆课程分为阅读课程、文化课程以及

文创课程三大类，根据学生的不同年龄阶段

和学校特色、学科需求研发。

低段的阅读课程有心理绘本和英语绘本

两类。心理绘本课程由心理健康老师团队自

主开发执教。借助绘本，以儿童化的方式连接

孩子们的生活，让他们顺利适应入学，学会人

际交往，培养良好学习习惯。英语绘本课程的

研发则源于我是一个拥有20余年英语执教经

验的英语教师，深知英语常规教学中在英语

阅读方面关注的不足，根据学生年龄层次专

门设计的特色英语绘本课。每个月进行主题

式英文绘本学习，开启英语阅读从课内到课

外知识延伸拓展的通道，扩大孩子们的视野。

从开设到现在，已经开展了 9 个主题教学活

动。

到了中段，书馆汇集学校各学科、各类型

阅读指导课，形成百家讲堂馆本课程，是学校

阅读课程中最闪亮的一章。讲课人既有学校

各科老师，也有具有一定专业知识的家长，还

有社会各界名流，比如新闻主播李瑞英到馆

讲述她和播音朗读的故事，成都市博物馆解

说员老师讲解学生感兴趣的藏品及其背后的

历史，儿童作家杨红樱面对面指导孩子们阅

读等。

在高段，则有博雅书馆戏剧社开展的博

雅戏剧课程。戏剧社通过统计一整年的借阅

统计，推出博雅“年度好书”排行榜，博雅戏剧

社的同学排练、展演书中片段。看着学生身穿

人物角色的服装奔向“小剧场”，拿着自己撰

写的剧本和小伙伴们一起分享，他们的笑脸

和投入让我感到，这样的课程是成功的。

书馆文化课程则借助成都实小邻近四川

省图书馆的地理优势，利用省图的平台和资

源，开启“馆校”合作。省图专门为实小学生开

启“古籍修护课程”，学生在课程中大开眼界，

了解到各种珍贵的古书、古画是如何能保存

完好至今。

书馆的文创课程中则包含了熊猫课程、

书馆文创展及蜗牛电台读绘本课程。熊猫课

程是孩子们用水墨漫画，以熊猫为原型，创作

各种文创产品。书馆文创展课程则邀请学校

美术组老师和学校创作团队的孩子们用自己

的画作制成各种文化产品，有 T 恤、抱枕、团

扇、明信片等，每个月在书馆文创厅举办主题

展览。蜗牛电台读绘本课程则是博雅书馆联

合学校蜗牛班的孩子在荔枝FM 上创建的“蜗

牛慢慢读书会”频道，家长、孩子、老师轮流读

书讲故事，现在已拥有160多万的收听量。

保证高质量的阅读体验
博雅书馆的各项馆本课程受到学生的热

烈欢迎，但怎样才能保证一所拥有44个班级、

2000多名学生每周都能拥有最高质的阅读时

间，真正做到面向全校开展阅读课呢？

定制阅读课时间表。图书馆每学期都为

每个班级制定专门的阅读课时间安排表，从

开展集体阅读课程起，平均每学期每个班级

到馆开展8次集体阅读课，一次课40分钟。每

学期，每个爱书的孩子平均都会从书馆借走

10余本好书。

开辟网上预约。为了提高书馆阅读时间，

满足学生个性化阅读需求，图书馆专设了一

个特殊时段，各班可在学校的APP上预定“午

休阅读好时光”，享受专属阅读指导。活动从

开展到现在，各班级踊跃参加，目前班级预约

次数最多的已经达到78次。

建立流动书馆。博雅书馆门外有一个特

别的书籍漂流墙，很多好书、经典书都会出现

在漂流墙上的阅读区里，孩子们可以在课间

随意取读，不受书馆闭馆的限制，让书籍能得

到最大化的流通与阅读。

奖励书馆 VIP 套卡。我们在全校开启了

“书馆VIP班级活动”，根据各班级在书馆阅读

及开展活动的情况，严格遵守书馆纪律秩序，

爱护书馆书籍，维护书馆环境等方面进行综

合评分并颁发“博雅书馆班级VIP皇冠卡”。每

个学期，书馆限量发行四款精美纪念版VIP悦

读卡，期末集齐4张卡片的班级将获得书馆的

神秘礼物且享有升级阅读体验的机会。

经过长时间在图书馆管理和课程研发方

面的研究、实践与积累，博雅书馆有了很多成

果累积与思考。2020年11月，依托教育部教

育装备研究与发展中心《提升中小学生阅读

素养的路径与策略研究》的专项课题，博雅书

馆启动了中小学生阅读素养、人文素养及影

视戏剧教育研究试验项目工作研究。去年，

该课题让实小成为中小学生阅读素养、人文

素养及影视戏剧教育项目试验校入围学校。

今年5月，博雅书馆受西南大学教师教育

学院及贵州省教育改革发展研究重大课题组

的邀请，做“校园图书馆建设”主题讲座，效果

良好，反响热烈。未来，学校将继续深入试验

研究，把研究试验的过程、经验化为文字转化

为教研成果，让主题式图书馆阅读课程学习

深入到每一堂阅读常规教学中，形成专项阅

读课程体系，同时通过教育资源网络平台，面

向更大范围推广。

由于工作关系，我经常到全

国各地出差。每到一座自己未曾

到过的城市，心里总不免产生“陌

生”和“新鲜”两种奇特的感觉。

对一座城市的新鲜感，通常

来源于这座城市里居民陌生的口

音、新奇的建筑、特色的饮食、繁

华的街景、珍稀的古迹。但我对这

些常人都很感兴趣的东西并不

“来电”，我只对一种地方很感兴

趣，那就是图书馆。每到一个地

方，只要有空，我总会去这城市里

的图书馆逛逛。哪怕不借书，只是

逛逛，都觉得很好。那对我来说，

似乎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虽然每座图书馆的建筑外观

不尽相同，但里面的设施却大致

相似。都是一排排书架，整齐地码

放着一排排或新或旧的图书。最

重要的是，在不同的图书馆，总是

能看到同一个古人所留下的同一

部作品。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图

书馆，看到相同的作者、相同的

书，难免会有一种他乡遇故知的

感觉。这种感觉，足以使你忘却

“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孤独与寂

寞。

和图书馆结下不解之缘，是

在大学时代。那时，19岁的我，独

自一人来到南昌这座陌生的城市

求学。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出远门，

也是我有生以来到过最远的地

方。刚入学之时，和所有新生一

样，由于人生地不熟而感到非常

孤独。幸好，当时有位室友在大学

之前就在南昌上学，因此，他对南

昌再熟悉不过。周末的时候，他骑

着自行车带着我遍游大街小巷，

逛图书市场、古玩市场等地方。其

中有一次，突然把我带到一个犹

如世外桃源的大院子里头，里面

坐落着一座宏伟的大楼。我抬头

一看，是“江西省图书馆”。这是我

这个农村孩子第一次见识啥叫

“图书馆”，也是我生平第一次走

进这个神圣的地方。

一进图书馆大厅，就看见正

堂上龙飞凤舞地写着高尔基的那

句名言：“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整个大厅安静肃穆，颇有某种“圣

殿”的意境。往里走便是一间间藏

书室，里面整齐地码放着各种泛

黄或崭新的书籍。第一次看到这

么多藏书，使我有一种刘姥姥进

大观园的感觉，顿时使我兴奋得

手舞足蹈，激动不已。

自那以后，每个周末，我都会

风雨无阻地来到这个图书馆复习

功课，或借阅书刊。4年的大学光

阴，使我对这座图书馆产生了很

深的感情。记得我每次来图书馆，

我都坐在北边最角落的那张桌

子，除非此前已被人占坐。这个位

置光线较好，且安静，抬头就能看

见墙上挂着一幅艳丽的红梅图。

这幅梅花图，恍若一次次提醒我：

梅花香自苦寒来。寒门子弟，不刻

苦勤学，何来光彩的未来？因此，

只要一坐在那里，我就不好意思

偷闲。

转眼间，十多年过去了。我的

钱包皮夹里，一直随身携带着当

年在那图书馆办理的借书卡。或

许是一种缅怀吧！缅怀它陪我在

那里度过的4年光阴。带着它，就

像带着一位能见证我往昔的老朋

友。每当出差或途经南昌之时，我

必定抽空到省图书馆去走走，必

定到那张我曾经坐了4年的座位

上坐坐。哪怕只是小坐一会儿，也

觉得倍感温馨。

人活一世，总有些日子，值得

我们怀念，总有些人，值得我们惦

记，也总有一些地方，让我们难以

忘怀，特别是那些我们曾经奋斗

过的地方。江西省图书馆，就是这

样一个让我不肯忘却的地方。

自那以后，逛图书馆便成了

我的个人嗜好，或者说一种个人

情结。每到一座陌生的城市，总想

去那座城市里的图书馆坐坐。图

书馆，就是令我无比眷恋的精神

故乡。在这精神的故乡里，我愿意

做个捉蜻蜓的孩子，快乐地捕捉

智慧，捕捉每一个闪亮的精灵。

《图书馆杂记》，可谓是克莱尔·科克·斯塔基

《书虫杂记》的姐妹篇，如果说《书虫杂记》主要是

以“书和读书人”为写作对象的话，那么，《图书馆

杂记》就主要是以“图书馆”为写作对象了。

“杂记”二字，彰显了书中内容的博杂，既有丰

富的图书馆知识展示，又有简洁明了的历史故事、

光怪陆离的轶闻趣事，可谓包罗万象。其主要内容

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图书馆种种（不同类型的

图书馆），与图书馆相关的知识内容，馆藏珍品的

介绍，以及历史故事、轶闻趣事等。

图书馆种种。如：国家图书馆、世界十大图书

馆、失落的图书馆、著名的虚构图书馆、图书馆之

最、未来图书馆、气味图书馆、流通图书馆、植物标

本室、魔术师图书馆、艺术图书馆、流动图书馆、会

员制图书馆、英国最繁忙的图书馆、跨境图书馆、大

学图书馆、种子图书馆（陈列植物的种子）、监狱图

书馆等等。书中，作者还介绍了一些“特殊”的图书

馆。如：梵蒂冈机密档案室、游轮上的图书馆（欧内

斯特·沙克尔顿“持久号”上的图书室藏书、查尔斯·
达尔文“贝格尔号”上的图书室、“泰坦尼克号”上的

图书馆）、总统图书馆、作家档案馆等。

与图书馆相关的知识，林林总总，也只能大体

归类一下。法规制度：图书馆“呈缴本制度”、公共

借阅权、图书馆滞纳金制度、图书馆的规章制度

（大同小异）等。图书馆图书分类方法：美国国会图

书馆分类方法、杜威十进制图书分类法。如今这两

种方法在全世界被广泛使用；图书馆对“禁书”的

处理和分类；图书馆的硬件配套和装饰：图书馆的

照明（详细介绍了图书馆照明采光的历史演变）、

纽约公共图书馆的狮子、图书馆建筑上的刻字、图

书馆中的椅子（设计种种）、白手套（在接触珍本善

本图书或手稿时必须戴一双白手套）等。另外还

有：图书馆的“天敌”（火灾、水灾、害虫、湿度温度、

空气污染等因素）、图书卡片分类编目、最早的图

书馆藏书编目、电影中的图书馆（作为电影场地或

者取景地）等等。

以上内容，只能说是一些关于图书馆的“冷知

识”，其意义，也只在于给人提供一些图书馆的知

识，却谈不上趣味性。所以，我对此书，更感兴趣

的，还是其中的一些“趣味性”的东西，因为它更具

有文化意义，更能彰显人性的美好。

如书中，介绍了对图书馆作出贡献的几位名

人，用作者的话来说，就是“图书馆慈善家”：安德

鲁·卡内基、J.P.摩根、亨利·E.亨廷顿、约翰·赖兰

兹等。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都是商业大亨，都具

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都热衷于文化事业，进而成

为狂热的书迷。以安德鲁·卡内基为例，卡内基创

建有“卡内基钢铁公司”，他有一句格言：“富人有

利用自己所持财富来造福公众的义务。”于是，他

捐出了 3.5 亿美元，其中 5600 万美元用于为英语

国家建造图书馆，美国1689座，英国660座。他建

造的图书馆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开架阅读，造福

全民。

书中，还用专章介绍了图书馆收藏的几本珍

本书。如：英国大英图书馆收藏的《金刚经》、丹麦

皇家图书馆收藏的《汉堡圣经》（又叫《贝尔托多斯

圣经》）、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收藏的《高夫地

图》、都柏林“圣三一大学图书馆”收藏的爱尔兰最

古老的中世纪珍本《凯尔经》、华盛顿美国国会图

书馆收藏的托马斯·杰弗逊手写的《独立宣言》草

稿、柏林州立图书馆收藏的《奎德林堡<圣经>残

本》等。

这些珍本书，让我们看到了书籍的历史发展

渊源，更向我们展示了书籍作为文化产品所生发

出的璀璨的文化光芒。

书中的轶闻趣事可谓俯拾即是，趣味盎然。如

“窃书贼”：监守自盗的德·卡罗、安德斯·布吕尔

斯，专偷“精美插图书页”的美国学者安东尼·梅尔

尼卡斯，专门盗取馆藏珍贵地图的爱德华·福布

斯·斯迈利三世，人称“巨著杀手”的最能偷的窃书

贼威廉·雅克等。

另外，还有“图书馆滞纳金”下发生的趣味故

事，“私人藏书”趣事种种，预防或消灭图书“天敌”

的千奇百怪的方法，“跨境图书馆”独特的的设置、

布局，“特别馆藏”的特别之处等等。

如果用一句话概括：该书融知识性和趣味性

于一体，既有包罗万象的知识，也有妙趣横生的小

故事，可读性极强。爱图书馆的人不可错过。

高尔基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那么，收藏书籍的图书馆应该是学生求知的青云梯，但在基础教育阶段，图书馆往往因其资

源和管理人员配置有限，功能仅限于藏书和借书，无法和学生的日常学习紧密融合。

随着阅读对学生成长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成都市实验小学图书馆管理团队积极求变，充分拓展图书馆的多样功能，丰富阅读活动

的形式和内涵，增进阅读和课程间的联结，将一所小学图书馆变成了全校的“阅读课程开发中心”、“学习资源中心”和文化中心。

——一所小学建设智慧图书馆的探索
■ 王 颖（成都市实验小学博雅书馆馆长）

成都市实验小学图书馆名为博雅书馆，总面

积达480平方米，藏书5万多册。书馆引入了先

进的图书自动化管理系统、电子阅览系统、多媒体

视听系统，功能齐全，以开架借阅为主。

随着国家新一轮的课程改革，阅读开始渐渐

从课外走进课内，课程观念的转变，也带来了我们

对学校阅读的认识。博雅书馆管理团队通过开展

丰富多彩的阅读活动、阅读课程，让学生爱上阅

读，希望打造一座以人为中心、以书为媒介、以馆

为起点的高品质现代的数字化图书馆，一座文化

交流、交汇、延伸的知识殿堂。

博雅书馆：不只是读书

《图书馆杂记》

[英]克莱尔·科克·斯塔基 著
陆紫莹 译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时间: 2022年4月
ISBN: 9787100188463

学生在导读员和“馆宠”陪伴下认真阅读。（图片由学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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