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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香校园，师生受益
——科学管理学校图书室之我见

古冬琳

（广西贺州市八步龙山小学，广西 贺州 542899）

摘要：本文为一线教育工作者在实际工作中研究图书馆与基础教育的关系，围绕如何对图书馆日常管理、如何提升图书馆地位和重

要性，从而助力基础教育等，都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并结合实际工作，亦有经验上的分享。一家之言，难免不足，欢迎探讨与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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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是人类科学文化的沉淀和积累，也是漫长的历史长河里，

传播的主要载体。在我国，大到国家图书馆，各级行政机构都有

图书馆，小到乡村也设置由“图书室”“阅览室”，丰富人民的

文化生活。虽然人类已进入移动互联时代，图书的作用仍不可替代。

尤其在提倡小学生少接触电子产品、多阅读书籍的当下，小学图

书室的建设更是相当重要。它能为学校教研、教学和教育服务，

是学生的“第二课堂”，与课堂教学形成互补。它也是学生进行

素质教育提升的好地方；同时，经过不断地积累，它也会成为校

园历史文化的“展示窗口”。 

文字产生前，知识传播通过口耳相传，容易发生变异；文字

产生后，人们讲有用的知识“书于竹帛”，知识流传的变异现象

就得到遏制。这也是书籍产生的缘由。图书馆把书籍有序保藏在

一个固定的处所，人们通过借阅就能获取知识。由此也有“文献

学”“图书馆学”等分类，可谓博大精深。对于一般小学图书室，

不像图书馆有搜集、修缮和收藏典籍等功能，其功能和作用侧重

于为师生提供传阅、流通的图书   

怎样科学管理好小学图书室呢？以下是我个人的一些粗浅的

看法。

一、位置要找对，环境宜静雅

小学图书室的选址，遵循“就近原则”，在校园内选择一间

位置适合（以各年级学生课间十分钟时间完成借还书的为宜）的

房间。图书室设置在光线充足、周边环境较为安静的一楼。因为

学生阅读需要充足的光线；在一楼的话，搬运图书比较容易，省

时省力又安全。

小学图书馆的装饰布置，宜简洁、大方、富有文化氛围。可

以将一些当地书画家赠予学校的字画装框悬挂图书室作为装饰，

也可以张贴一些励志的名人名言等。在南方，有条件的学校，应

该购置空调和电风扇等降温设备，并设定少量阅览座位，让孩子

在舒适的环境中阅读。

二、权威出版助教学，“潮流触觉”适学生

小学的藏书主要分两类，一类是教职工使用的。这类书，当

与小学教育、文化科技、心理学等业务相关的，能为教学工作带

来帮助的。这类书市面上名目繁多，百花齐放，既有国内专家学

者所著，也有翻译国外的专家作品。无论如何眼花缭乱，首先，

要认“牌子”，选择权威的出版机构的出版物；其次，从内容上，

要选择贴近本校、本地实际教学情况的书籍纳入为宜。

对于学生类书籍的购置，可根据孩子的不同年级、性别等，

有针对性地选择不同的图书。另外，还要求图书管理员有“潮流

触觉”，即选择当下孩子喜闻乐见的健康有益的书籍，从而提高

借阅率。

低年级学生，字词积累不多，理解能力较弱。图书室宜购置

低幼带拼音版本的书籍，如一些童话、神话和民间故事、英雄人

物事迹等。对高年级学生，因这类群体已有一定知识面和理解能力，

推荐阅读富有哲理，能够指导学生如何学习、如何生活、如何创

新之类的图书，帮助孩子养成好习惯，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平时，管理员也要“多个心眼”——从书籍的新旧程度、学

生阅读后反馈和借阅率高低等几个维度，“精准定位”师生喜爱

的图书种类。另外，还可以“听取建议”——请班级图书“小志

愿者”登记好本班同学喜欢读的书，由图书室汇总，再根据学校

实际情况，有取有舍，逐步纳入馆藏给学生借阅。

三、图书室管理：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一） 两类管理制度，助力图书管理工作

一类制度是对“人”的管理的，如《借书证办理办法》《图

书管理员岗位责任制》《借阅规定》《图书借还规则》；一类制

度是对“物”的管理的，如《图书注销守则》《图书丢失、损坏

赔偿办法》《图书采购流程》《电子阅览室管理规定》等相关责

任制度，并将这些制度张贴上墙，广而告之，以示公正。

在申请购买、登记造册、日常流通、日常维护等应严格执行

已拟定的规章制度，使图书室管理工作规范化。

（二）图书管理电子化

网络科技的发展，帮助人们生活更方便外，在服务校园图书

室管理中，也是便捷不少。对管理员来说，藏书的分门别类，借

进借出等，皆可以通过一套电脑管理系统来实现。为每本图书设

置一个身份证——“条形码”，再借助扫码枪连接系统进行管理，

既准确，又把效率大大提升。对读者来说，各种图书资源实现自

动查询，也可以通过电子化设备来实现。

（三） 合理设置开放时间

学校藏书只有广大师生积极借阅，藏书才能“物尽其用”；

图书借阅率越高，说明藏书的作用越大。为了提高学校图书的借

阅率，图书室实行法定工作时间全开放，有条件的可以比行政下

班时间迟半小时，以方便师生借阅图书。

同时，排架图书要务必定期整理，淘汰一批借阅率低的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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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上一批新书；以提升借阅率。在图书室外设置玻璃橱窗，将新

到好书的内容简介，进行宣传。

管理员还可以发动孩子们的积极性，如每班培养 1-2 名图书

管理“小志愿者”，定期到图书室为所在班级借阅图书，带回班

级的图书角，供学生自由借阅。图书管理“小志愿者”对“图书角”

行驶管理权力。每学期，可由图书室颁发一些小礼品，如图书或

书签等，提高“小志愿者”积极性。这样一来，广大学生阅读图

书方便了，班级“图书角”还能在学生中形成良好的读书氛围，

阅读率自然提升了；同时大大缩短学生在图书室的轮候时间。

（四）多举措爱书护书

藏书是“脆弱”的，图书管理员应做好日常书籍护理工作，

像防盗、防火、防虫、防潮、防鼠、防蟑螂等工作；对磨损、掉页、

折角、脱线的图书，发现一本、修补一本；借阅率高的书，可以

封面贴膜、加书套等办法，帮助它抗磨损，延长“寿命”。尤其

在新冠疫情防控常态化的今天，图书室可配置图书消毒机，或紫

光灯杀菌等措施，定期做好消杀工作，既不损坏藏书，又提高图

书的安全使用率。

（五）广开纳书途径

在物价飞涨的今天，如果都靠学校经费购买图书，也是一笔

不菲的开支，对于边远山区的学校，更是加重了学校负担。为此，

图书室纳书不能只靠申请经费购置，而是要广开途径。

1. 发动师生将家中的闲置图书捐赠予学校

有的家庭有购书的习惯，闲置图书一多，既占地方，又不好

保存。本着“书尽其用”的原则，发动广大师生，将家中闲置图

书捐赠予学校图书室。图书室管理员应该分类、甄选和入库、上架。

因为是旧书，应当做好消毒工作。并由图书室联合学校大队部，

将捐赠图书纳入学生“品德”管理，给予积分表彰，调动积极性。

2. 旧书市场淘书，“节日”折价购书

图书管理员应定期到旧书市场，看看有什么合适的书籍购买。

旧书市场往往是 1-5 折，乃至论斤卖的销售方式，非常实惠。同时，

也要注意对旧书的消毒。

也可以在类似每年 4 月 23 日“世界图书日”，书店往往有各

种打折促销活动。或者元旦、春节、店庆等日子，也会有图书打

折活动，抓住这些时机购买图书，既能买到合适书籍，又节约了

经费。

3. 网络购书优惠多

网购图书也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很多书店、出版社在大型购

物网站都开有旗舰店，比实体书店购书便宜 1-2 折，买得多还有

满减等活动。

四、多彩活动使“书”生动

在分管校领导的支持下，图书室可以联合校园大队部，积极

开展各种有关的读书活动，使得纸面的内容“活”起来，调动同

学们读书兴趣。

（一）笔者所在的龙山路小学，近年曾举办“情景剧比赛”，

让孩子们把读过的有趣故事，像寓言、神话等，分角色进行情景

表演。在生动的表演中，小演员演绎书中的故事，精彩纷呈；活

动反过来激发同学们的读书热情，取得很好的效果。

（二）读书活动不能一成不变，只有形式多样才能调动同学

的积极性。学校应常年有计划举办“两会”“两赛”“三评”活动。 

所谓“两会”是指读书分享会、佳作欣赏会：读书分享会主旨是

让孩子们畅所欲言，轻松活泼；佳作欣赏会则以主持人（老师或

同学担任）宣讲为主，把一本好书之美妙与众同学分享。“两赛”

是指朗诵比赛、读书知识竞赛；“三评”是指优秀优秀手抄小报

评比、读书笔记展评、班级读书小明星评比。“两赛”和“三评”

是带有竞技性质的活动，更能激发孩子的“好胜心”，从而多阅读，

多思考。鼓励“亲子阅读”也是必要的，像“给家长讲一个故事”“向

同学推荐一本书”活动，达到引导阅读的目的。

（三）学校是思想教育的主阵地，读书活动可与思想教育相

结合。2021 年，是建党一百周年，龙山路小学分年级举办了读红

色读本，讲英雄故事的活动。孩子们在寻找和阅读家乡的、经典

的红色故事的同时，也经受了一次爱国爱党爱乡的思想洗礼。

（四）校图书室应积极与市、区一级图书馆或新华书店取得

联系。如贺州市图书馆在 2020 年举办一次过《昆虫记》的科普读

书活动。龙山路小学图书室推荐了几位爱读书、爱思考的同学报

名参与，取得很好的效果。对于这些文化单位，“高质量的参与者”

是他们最需要的，才能使得活动气氛热烈、富有效果。而校图书

室正是拥有同学“读者库”资源——哪些孩子爱看什么书，哪种

书借阅率高，都有数据支撑。同时，也让孩子有更多地有机会参

与社会活动，增长知识、开阔视野、锻炼能力。

五、结语

科学高效的管理小学学校图书室，不是一项“可有可无”的

工作，而是“十分重要”的工作。图书室作为校园教学设施的一部分，

在思想意识里，学校领导一定要把图书室的“地位提升”。可由

一位副校长分管，平时，对图书室牵头开展的工作和活动给予大

力支持。平时在校园活动中，涉及图书室的，应该给予显眼展示，

形成“显性化”效果。

随着校史的不断增长，学校图书室的藏书也会越来越丰富，

历史文化的沉淀也会越来越浓厚。中国传统文化历来以藏书为荣。

藏书最早见于宫廷，随着印刷术和纸张普及，民间藏书也普遍起

来。建于 1561 年明朝嘉靖年间的宁波天一阁，是中国现存最古老

的藏书楼。里面收藏颇丰的家谱，让不少名人大家来此“寻根问

祖”找到答案。校园图书室也可以承载有价值的校史、文献资料、

图片的收藏功能；从而逐步成为学校悠久历史和成就的展现窗口。

此外，在“双减政策”下，要把校园图书馆办好，丰富孩子

的课余生活，陶冶孩子情操；也只有校园图书室办好了，才能适

应当前教改需要，响应党中央提倡的“全民阅读”号召；同时，

为校园营造浓郁的书香氛围，成为孩子汲取知识能量的“加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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