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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智慧图书馆馆舍空间设计与利用



1《中小学图书馆（室）规程》解读

• 为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强中小学图书馆（室）工作
的指导，2018年5月，教育部对2003年发布的《中小学图书馆(室)规程(修订)》
进行了修订。

• （1）明确了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 （2）服务方式将“为学校教育教学服务”修改为“提升服务教育教学能力”。
• （3）在确立图书馆在中小学中地位上，将“图书馆是中小学校的书刊资料信息中

心”更新为“文献信息中心”。
• （4）明确中小学图书馆是学校教育教学和教育科学研究的重要场所，是学校文

化建设和课程资源建设的重要载体，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和推动教师专业成长的
重要平台，是基础教育现代化的重要体现，也是社会主义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有
机组成部分。”



1《中小学图书馆（室）规程》解读

• （5）图书馆的主要任务新增“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建立健全学校文献信息和服务体系，协助教师开展教学教研活动；组织学生阅读
活动，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和阅读习惯。”

• （6）《规程》新增第七条“学校可根据需要设立阅读指导机构，指导和协调全校
阅读活动的开展……”并就阅读指导机构的组成及工作任务做出明确规定，明确
学校图书馆是学校阅读指导机构的组成部分。

• （7）《规程》第八条“学校应根据发展目标，以师生需求为导向，统筹纸质资源、
数字资源和其他载体资源……”

• （8）《规程》第二十条图书馆开放形式从全开架、半开架借阅为主修改为“图书
馆应当以全开架借阅为主……充分利用走廊、教室等空间，创新书刊借阅方式，

优化借阅管理，创建泛在阅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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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教学期间，图书馆每周开放时间原则上不少于40小时。鼓励课余时间、法
定节假日和寒暑假期间对师生有效开放。

• （10）为教育教学和科研活动提供有效的文献信息支撑；创新各类资源使用方式，
积极创建书香校园，组织形式多样的阅读活动，促进全民阅读工作；鼓励开展图
书借阅数据分析，有针对性地改进学生阅读。

• （11）图书馆应当有采编、藏书、阅览、教学、读者活动等场所。图书馆应当重
视馆内环境的绿化美化，具备良好的通风、换气、采光、照明、防火、防潮、防
虫、保洁、安全等条件。接受残疾生源的学校图书馆应当设置无障碍设施及相关
标识。

u《规程》的颁布指明了未来中小学图书馆的建设方向和思路，对图书馆的总体
发展目标、资源建设、管理模式和服务模式都进行比较明确的规范。这是未来图
书馆发展的思想指引。



2 技术和服务趋势

• 美国陆军部《2016-2045新兴科技趋势》

机器人与自动
化系统 数据分析 3D打印 移动和云计算 物联网 量子计算

先进数字设备 混合现实 隐私技术 数字空间 智慧城市

l通过对近700项科技趋势的综合对比分析，最终明确了24项最值得关注的科技发展
趋势，该报告的发布是帮助相关部门对未来可能影响国家力量的核心科技有一个总
体把握，其二是为国家及社会资本指明科技投资方向，以确保在未来世界中的战略
优势。这24项科技趋势分为DT科技（数据技术科技）、大科学、人本科技，其中
DT科技包括如下1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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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里达摩院：2019年十大科技趋势

语音AI在特定领
域通过图灵测试

超大规模图神经
网络系统将赋予

机器常识

AI专用芯片将挑
战GPU的绝对统

治地位

计算体系结构将
被重构

城市实时仿真成
为可能，智能城

市诞生

5G网络催生全新
应用场景

数字身份将成为
第二张身份证

自动驾驶进入冷
静发展期

区块链回归理性，
商业化应用加速

数据安全保护技
术加速涌现



2 技术和服务趋势

• 泛在服务

服务理念
泛化

服务对象
泛化

服务手段
泛化

服务内容
泛化

服务效果
泛化



3 中小学图书馆智慧图书馆

舒适的学习空间

安静的学习氛围

丰富的学习资源

先进的信息设备

泛在服务环境

• 用户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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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需求

• 学生
• 教师服务对象

• 资源（书刊、教学、研究）
• 读者开发、阅读推广服务内容

• 实体空间服务
• 网络空间服务服务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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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馆舍空间设计驱动

馆舍空
间

服务

技术

理念需求

文化



3 中小学图书馆智慧图书馆

• 馆舍空间基本需求

馆舍
空间

采编

藏书

阅览

教学

读者
活动

教师
研究



3 中小学图书馆智慧图书馆空间设计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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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小学图书馆智慧图书馆空间设计与利用

物理空间设计与网络空间设计并重

服务于学生的空间与服务于教师的空
间并重

个体学习空间与群体学习空间并重

阅读学习空间与体验学习空间并重



谢谢各位参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