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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校图书馆服务标准化进程述评

柴会明

摘　 要　 美国自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开始制定学校图书馆服务相关标准，到 ２００７ 年共出台了九个全国性学校图书馆

服务标准文件，这些标准的制定和实施反映出美国学校图书馆服务发展的脉络。 在此过程中，ＡＬＡ、ＡＡＳＬ 等行业

协会发挥重要作用，图书馆服务和馆员价值得到彰显。 具体呈现出以下特征：①学校图书馆服务根据教育改革需

要进行调整，保持对学校教育的贡献度；②建设标准和服务标准统一，定量评价和定性评价相结合；③与行业协会

的成熟和馆员专业化发展相辅相成。 本文呼吁我国的研究者和教育管理部门关注中小学图书馆服务标准的确

立，重视学校图书馆服务对素质教育的影响和作用。 表 ３。 参考文献 ３０。
关键词　 学校图书馆　 服务标准　 美国

分类号　 Ｇ２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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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前言

为在某一领域内获得最佳秩序，对实际的

或潜在的问题制定共同遵守和重复使用的规则

的活动，称为标准化［１］ 。 图书馆标准化包括建

设标准化和服务标准化，是推动图书馆管理科

学化和服务专业化的重要手段。 标准化是现代

服务业区别于传统服务业的重要标志，对图书

馆服务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图书馆服务标准化

是指在图书馆服务过程中通过对服务标准的制

定与实施和对标准化原则及方法的运用，达到

服务质量目标化，服务方法规范化，服务过程程

序化，从而获得优质服务的过程。 作为中小学

校的部门之一，学校图书馆通常规模较小，建设

标准较为统一，推动服务标准化尤为重要。 学

校图书馆服务标准化重在对学校图书馆服务进

行规范和指导，通过标准化手段规范服务行为，
明确服务方向，使学校图书馆能提供反映读者

需求和时代需要的优质服务，从而实现自身

价值。
美国学校图书馆包括中小学图书馆和幼教

系统图书馆，是美国开展基础教育活动的重要

支持。 随着美国教育的发展，美国学校图书馆

逐步从单纯的图书收藏发展成为学校的媒体中

心（ｓｃｈｏｏ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ｍｅｄｉａ ｃｅｎｔｅｒ） ［２］ 、学习资源中心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ｃｅｎｔｅｒ） ［３］ 和学习中心（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ｃｅｎｔｅｒ） ［４］ ，其功能和作用随着教育实践的需要

不断拓展。 注重服务标准化是美国学校图书馆

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专业协会是美国学校图

书馆服务标准化的重要推动力量。 学校重视馆

员的价值并以开放的姿态寻求公众对图书馆工

作的参与，推动了图书馆生存环境的改善。 图

书馆服务与学校教育的契合使图书馆对学生学

业表现产生积极影响［５］ 。 在世纪之交美国教育

信息化过程中，学校图书馆被视为教育信息化

的重要环节，得到国家政策的支持，为今天美国

学校图书馆的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当前，我国

基础教育改革与教育信息化同时推进，使中小

学图书馆面临复杂的环境和前所未有的挑战，
制约中小学图书馆发展的核心问题已由硬件条

件滞后转移到服务价值模糊，对图书馆服务进

行规范和引导急需且必要。 本文结合美国基础

教育改革背景，系统梳理美国学校图书馆服务

标准化的发展历程，突出介绍行业协会在标准

化进程中的作用，对美国主要学校图书馆标准

的特点及美国学校图书馆服务标准化进程进行

特征分析，以期为我国中小学图书馆服务标准

１１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总第四十一卷　 第二一五期　 Ｖｏｌ ４１ Ｎｏ ２１５

的制定提供借鉴。

１　 行业协会与美国学校图书馆服务标

准化

美国学校图书馆服务标准化的起步建立在

基础教育发展和馆员职业意识觉醒的基础上，
美国图书馆协会（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ＡＬＡ）和美国学校图书馆员协会（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ｓｓｏ⁃
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ｃｈｏｏｌ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ＡＡＳＬ）是学校图书馆

服务标准化最为重要的推动力量。 美国图书馆

将服务青少年读者作为其重要使命，ＡＬＡ 从成

立之初就十分重视青少年读者的服务工作，将
青少年读者作为其重要读者群体，这种思想后

来在学校图书馆服务中得以延续［６］ 。 １９１５ 年，
美国学校图书馆员协会（ ＡＡＳＬ） 的成立进一步

推动了美国学校图书馆服务标准化的发展。

１ １　 ＡＬＡ 与美国学校图书馆服务标准化

作为美国学校教育的基本组成部分，教育

管理者对学校图书馆作用的认知经历了一定的

发展过程。 １９ 世纪 ３０ 年代，纽约州首先通过法

案为学校图书馆提供税收支持，反映出教育管

理者对学校图书馆态度的改观。 １８５２ 年，美国

通过首个全国性义务教育法案，将学校图书馆

确定为学校的基本组成部分，第一次为学校图

书馆的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７］ 。 １８７６ 年美国图

书馆协会（ＡＬＡ）的成立是美国图书馆发展史上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事件。 ＡＬＡ 对青少年读

者服务的关注推动了学校图书馆的发展，并为

美国学校图书馆服务标准化创造了条件。
在 １８７６ 年成立大会上，ＡＬＡ 确定将服务青

少年读者作为协会发展的重要方向。 １８７９ 年

ＡＬＡ 年会在波士顿召开，进一步强调了服务青

少年读者的意义和价值。 在 ＡＬＡ 积极推动下，
美国国家教育协会（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ＮＥＡ）于 １８９６ 年成立图书馆部，对学

校图书馆进行统一管理，为学校图书馆相互交

流和寻求支持开辟了新的途径。 在与教育管理

机构保持沟通和合作的同时，ＡＬＡ 对不同类型

图书馆的职能和分工进行梳理，积极推动公共

图书馆与学校图书馆在青少年读者服务上的合

作。 １９１２ 年，克利夫兰（ Ｃｌｅｖｅｌａｎｄ） 公共图书馆

成立高中部，对该地区高中学生提供专门服务，
开创公共馆与学校图书馆联合服务的先河。
１９２０ 年，全美最大的公共图书馆纽约公共图书

馆成立学校部，对全市各级各类学校图书馆的

日常管理提供支持。 为更好地推动学校图书馆

的工作，ＡＬＡ 成立专属机构指导学校图书馆的

发展。 在 １９１５ 年 ＡＬＡ 年会上， ＡＬＡ 学校图书

馆部（ＡＡＳＬ 前身）成立。 霍尔·Ｅ 玛丽（ Ｍａｒｙ
Ｅ Ｈａｌｌ）当选为首届负责人，主持召开了学校图

书馆部第一次会议［７］ 。
在 ＡＬＡ 推动下，美国学校图书馆服务专业

化程度逐步提升。 与此同时，教育管理部门也

意识到建立统一的服务标准对于提升学校图书

馆整体服务能力的重要作用。 １９２０ 年，美国国

家教育协会图书馆组织与设备部（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ｒｇａｎ⁃
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和中北部学院暨中等学校协会

（ Ｎｏｒｔｈ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 ａｎｄ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ｓ）联合委员会发布题为《不同规

模中学 图 书 馆 标 准 组 织 与 设 备》 （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ｉｚｅｓ， 以下简称 “ １９２０ 年标

准”）的报告，并于当年经 ＡＬＡ 批准成为首个学

校图书馆标准性文件，标志着美国学校图书馆

服务标准化的开始［８］ ，ＡＬＡ 也成为以后历次学

校图书馆服务标准的发布者。

１ ２　 ＡＡＳＬ 与美国学校图书馆服务标准化

作为全美唯一的学校图书馆专业协会，美
国学校图书馆员协会（ ＡＡＳＬ） 的历史可以追溯

到 １９１４ 年。 １９１４ 年 １２ 月，ＡＬＡ 仲冬会议批准

了一项建议，同意到 １９１５ 年 ６ 月 ＡＬＡ 年会上成

立专门的学校图书馆组织。 这一计划在次年得

到落实，ＡＬＡ 学校图书馆部成立。 ＡＬＡ 同意成

立学校图书馆专门机构的理由主要有两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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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会明： 美国学校图书馆服务标准化进程述评
Ｃｈａｉ Ｈｕｉｍｉｎｇ：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ｆｏｒ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５

是 ＡＬＡ 认为学校图书馆在不久的将来会迅速发

展，致力于该领域的研究和讨论应该得到更多

的物质支持；二是认为学校图书馆员从事的工

作和面临的问题与其他类型图书馆相比有其特

殊性。 随着工作的开展，ＡＬＡ 学校图书馆部独

立性进一步增强。 １９４４ 年，“美国学校图书馆员

协会（ ＡＡＳＬ）” 名称正式使用。 １９５１ 年为强化

ＡＡＳＬ 工作的独立性， ＡＡＳＬ 成为 ＡＬＡ 的独立

部门［９］ 。
从成立之初，ＡＡＳＬ 就致力于根据教育需要

提供与之相适应的专业化服务，并把服务标准

化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 二战结束后，在
ＡＡＳＬ 推动下，美国图书馆协会战后计划委员会

出台了第一部面向全国 Ｋ－ １２① 学校的图书馆

标准———《学校图书馆的现在和未来》 （ Ｓｃｈｏｏｌ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ｆｏｒ Ｔｏｄａｙ ａｎｄ Ｔｏｍｏｒｒｏｗ，以下简称“１９４５
年标准”） ［１０］ ，该标准出台正处于战后美国基础

教育学校由数量扩充向质量提高转型的关键时

期，有力地推动了战后美国学校图书馆事业的

发展。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美国联邦政府强化了对

基础教育的干预力度，推动战后美国第一轮教

育改革。 １９５８ 年《国防教育法》颁布，强调科学、
数学和外语（即“新三艺”）的教学［１１］ 。 在其推

动下，美国教育协会教育政策委员会于 １９６１ 年

通过题为《美国教育的中心目标》的报告，将智

力训练作为公立中学的基本职能，并对教学方

法和教学组织形式进行改革［１２］ 。 面对教育政策

的变化，１９６０ 年，ＡＡＳＬ 与美国师范教育协会（ Ａ⁃
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 ｆｏｒ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
ｔｉｏｎ）等机构合作，发布《学校图书馆计划标准》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ｆｏｒ Ｓｃｈｏｏ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以下简称

“１９６０ 年标准”） ［１３］ ，根据基础教育强调智力训

练和科学知识的要求，对学校图书馆服务和发

展规划做出相应调整。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中期以

后，美国教育政策开始注重教育公平，主张通过

对少数民族和贫困家庭学生的帮扶使他们提高

学习成绩，进而提高美国基础教育的整体水平。
为此，１９６５ 年联邦政府颁布《初等和中等教育

法》，对弱势学生群体提供补偿教育和财政资

助［１１］ 。 《初等和中等教育法》与《国防教育法》
是推动美国学校图书馆发展的两部重要法律文

件，体现了学校图书馆在美国基础教育中的地

位和作用。 ６０ 年代是美国教育技术发生改变的

时期，多媒体技术开始在基础教育活动中应用

和推广。 面对教育环境的变化，１９６９ 年，ＡＡＳＬ
与美国教育协会试听教学部（ ＮＥＡ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ｕｄｉｏ⁃Ｖｉｓｕａｌ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ＤＡＶＩ）联合制定了新

的学校图书馆标准———《学校媒体计划标准》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ｆｏｒ Ｓｃｈｏｏｌ Ｍｅｄｉａ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以下简称

“１９６９ 年标准”） ［１４］ ，强化图书馆服务对教学过

程中多媒体技术运用的支持。 １９７５ 年，ＡＡＳＬ 将

１９６９ 年标准修订为《媒体计划：学区与学校》
（Ｍｅｄｉａ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ａｎｄ Ｓｃｈｏｏｌ，以下简称

“１９７５ 年标准”），强调图书馆服务网络体系建

设与资源共享［１５］ 。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后，美国基础教育进入新

的时代。 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使美国致力于创建

一个面向 ２１ 世纪的新型学校与教育制度，更加

注重信息技术的应用以及教育公平与教育效益

的结合。 １９８０ 年，ＡＡＳＬ 在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维

尔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会议，探讨新环境下学校

图书馆的发展问题。 １９８８ 年，ＡＡＳＬ 与教育传播

和技术协会（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ｕ⁃
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ＥＣＴ） 联合制定———
《信息力量：学校图书馆媒体计划指导方针》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ｏｗｅｒ：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Ｓｃｈｏｏ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Ｍｅｄｉａ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以下简称“ １９８８ 年标准”） ［１６］ ，
明确信息时代学校图书馆的发展规划。 １９９８ 年

ＡＡＳＬ 对该标准进行了修订，以《信息力量：建立

学习 伙 伴 关 系 》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ｏｗｅｒ：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ｓ ｆｏｒ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以下简称 “ １９９８ 年标

准”）为标题出版，强调学校图书馆作为学习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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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Ｋ－１２”教育体系是美国基础教育的统称，也被国际上用作对基础教育的通称，“Ｋ”代表 Ｋｉｎｄｅｒｇａｒｔｅｎ（幼
儿园），“１２”代表 １２ 年级（相当于我国的高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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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的角色和定位［１７］ 。 ２００７ 年， ＡＡＳＬ 推出 《 ２１
世纪学习者标准》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２１ｓｔ⁃Ｃｅｎｔｕｒｙ
Ｌｅａｒｎｅｒ，以下简称“ ２００７ 年标准”），该标准分为

“学习者标准”和“图书馆计划指南”两个主要部

分，配合 ＡＡＳＬ 提供的资源支持构成当前美国学

校图书馆服务的标准体系［１８］ 。

２　 美国主要学校图书馆服务标准特征

分析

自 １９２０ 年起，美国先后出台九个主要的国

家级学校图书馆服务标准，期间更有许多配套或

修正标准出台，对学校图书馆服务专业化起到巨

大的推动作用。 各标准反映了美国学校图书馆

服务的阶段性特点，呈现出继承性和发展性。

２ １　 《不同规模中学图书馆标准组织与设备》
（１９２０ 年标准）与《小学图书馆标准》（１９２５ 年标

准）
如前所述，美国学校图书馆服务标准的出台

始于教育管理部门对学校图书馆认知的改观，
ＡＬＡ 的积极参与使服务标准的颁布最终成行。

２０ 世纪初，美国工业化进程进一步加快，新
兴中产阶级兴起。 为实现教育均等，强化教育

与生活的联系，美国开展对公立学校教育的改

革。 改革涉及学制、课程、教法、教学组织形式

等内容，实现学校管理规范化是其目标之一［１２］ 。
在此背景下，美国教育学会与 ＡＬＡ 合作推出

“１９２０ 年标准”，对中学图书馆工作实施标准化

管理。 １９２５ 年，美国教育学会与 ＡＬＡ 联合委员

会又制定出 《 小学图书馆标准》 （ 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简称“ １９２５ 年标准”），
进一步完善学校图书馆标准化体系［１９］ 。 “１９２５
年标准”与“ １９２０ 年标准” 具有相似特征，注重

对学校图书馆图书资料、建筑设备、人事经费和

组织运营等方面的规定，其作用是奠定了学校

图书馆的物质基础。 标准强调模块划分和数量

控制，通过对图书馆面积、馆藏数量和人均读物

数量等一些指标实现标准化管理。 从严格意义

上讲，两个标准更接近于图书馆建设标准，然而

从美国学校图书馆服务标准化进程来看，建设

标准一直被视为实现图书馆服务标准的物质条

件，随着标准化程度的加深，建设标准的独立性

逐步减弱，成为宏观意义上服务标准的一部分。
“１９２０ 年标准”和“１９２５ 年标准”正是图书馆服

务标准化处于初级阶段的体现。

２ ２　 《学校图书馆的现在和未来》 （１９４５ 年标

准）
二战对美国基础教育的影响是全方位的，

战后美国基础教育发生重大变革。 为推动战后

学校图书馆事业的发展，１９４５ 年美国图书馆学

会战后计划委员会重新规划学校图书馆的

发展。
“１９４５ 年标准”继承了对学校图书馆各项资

源的规定，从馆舍、设备、人员、经费、数据等方

面规定了图书馆的服务与经营。 同时，“１９４５ 年

标准”突破单纯建设标准的范畴，更突出服务性

标准的特征。 “１９４５ 年标准”规定学校图书馆应

主动参与学校教学活动，而不是单纯辅助；图书

馆服务要致力于提高学生对纸质文献和视听文

献的鉴别能力。 该标准还区分了学校图书馆与

公共图书馆的职责分工，明确了学校图书馆作

为学生图书馆服务主要提供者的地位，强调图

书馆员与学科教师的合作。 与之前标准相比，
“１９４５ 年标准”覆盖范围更为广泛，是第一个涵

盖 Ｋ－１２ 学校图书馆服务的国家标准，不但包括

中小学，同时还将幼教学校包含在内。 然而，
“１９４５ 年标准”尽管从长远发展角度对学校图书

馆服务愿景进行了描述，但是并没有给出具体

的实施方案，只提出一些原则上的要求［１０］ 。

２ ３　 《学校图书馆计划标准》（１９６０ 年标准）
“１９６０ 年标准”出台的时代背景是美苏冷战

带给美国基础教育的压力，政府以法令的形式

将学校教育目标由适应生活转向基础科学知识

的教育，以及尖端科技人才的培养。 １９５８ 年 ９
月，美国国会通过《国防教育法》，规定数学、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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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科学和外语为“新三艺”，旨在通过提高该三

科的教学质量来为国家培养高端科技人才。 该

法探讨了基础教育学科知识结构、科学知识的

新旧更替、学生的主动学习以及学校课程编制

等问题，主张吸纳优秀人才参与课程编制，强调

中小学课程的学术性和系统性，关注学生对基

本概念和原理的掌握，以及在学习过程中主动

性的发挥［１２］ 。 《国防教育法》 将学校图书馆视

为学校教育的重要支持，同时教育侧重点的变

化也对学校图书馆服务产生重要影响。
面对基础教育理念的重大变革，ＡＡＳＬ 对新

标准的制定更为慎重，吸收包括美国师范教育

协会 英 语 教 师 委 员 会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ｏｆ Ｅｎｇｌｉｓｈ）、全美学校管理者联合会（Ａ⁃
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ｃｈｏｏｌ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ｏｒｓ）以及

美国教育协会试听教育部（ ＮＥＡ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ｕｄｉｏ⁃Ｖｉｓｕａｌ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ＤＡＶＩ）等相关组织参与

新标准的讨论。 新标准在继承已有标准化成果

的同时也显示出一些新的特点，如提出扩大馆

藏资源范围和专业人员数量，建议将对馆员进

行教师技能培训作为基本要求。 同时，标准进

一步强调学校图书馆服务要以学生为中心，注
重学生个体发展；图书馆员应承担教育职能，有
责任与课堂教师（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 ｔｅａｃｈｅｒ）一起设计课

程；图书馆应该重视多媒体资源收集，与教师在

多媒体资源的收集和利用上密切合作等［２０］ 。 与

之前标准相比，“１９６０ 年标准”注重定量与定性

相结合，在对图书馆服务物质基础进行定量要

求的同时，对图书馆服务目标进行定性描述，这
种做法对后续标准产生影响。 “１９６０ 年标准”对

馆员角色和图书馆服务的定位引起教育界的关

注，推动了一系列相关研究的开展。

２ ４　 《学校媒体计划标准》 （１９６９ 年标准）和
《媒体计划：学区与学校》（１９７５ 年标准）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中期，在国内外政治经济危

机影响下，美国教育界开始对 ６０ 年代初的教育

政策进行反思，人本主义课程改革兴起。 人本

主义课程改革反对把学校教育重点片面地放在

智力开发和知识传授上，主张学习是以学生内

部需要为基础，学校课程的价值在于为个人提

供成长体验。 此次改革对学校课程设置产生重

要影响，选修课程、实用性课程比例增加，必修

课程、学术性课程比例减少，课程设置范围进一

步扩大。 改革旨在实现美国学校课程设置上的

平衡，尽管在满足学生需求多样性上取得进步，
但也造成学校职能的混乱和课程的繁琐。 到 ７０
年代中期，美国教育界又发起 “恢复基础运动”
（Ｂａｃｋ ｔｏ Ｂａｓｉｃｓ），重新强调中小学教育的任务是

培养学生基本的科学技术文化素质，使学生掌

握读、写、算等基础知识和技能。 这场教育改革

没有明确的官方背景，但教育界的参与程度依

然使改革具有普遍性［２１］ 。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

教育政策更加注重教育公平。 １９６５ 年，联邦政

府颁布《初等和中等教育法》，为困难学生提供

教育补偿和财政资助。 同年，美国《中小学教育

法案》（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ａｎｄ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获
得通过，学校图书馆首次获得联邦政府的专项财

政支持［２２］ 。 受教育改革思潮影响，学校图书馆对

学生学业能力影响的研究开始在美国兴起。
在此背景下，１９６９ 年，ＡＡＳＬ 与美国教育协

会试听教育部（ＤＡＶＩ）联合制定《学校媒体计划

标准》 （１９６９ 年标准），标准体现出一些新的特

点。 在资源建设上，将多媒体资源与纸质资源

同等对待，提高了多媒体资源在馆藏资源总量

中所占的比例，学校图书馆开始被称为“学校媒

体中心”，反映出多媒体资源的重要性。 在人员

管理上，学校媒体专家（ Ｓｃｈｏｏｌ Ｍｅｄｉａ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ｓｔ）
的概念首次被提出，标准将其视为传统馆员在

新形势下的延伸，赋予其信息专家、教师和教学

顾问三重角色；在人员编制上，开始强调专业和

准专业的区别。 与之前相比，“１９６９ 年标准”更

为强调“获取”，认为学校图书馆应该将关注重

心从资源及其管理转移到读者与服务上来。 为

提高标准的可操作性，标准对学校图书馆和多

媒体教学区的管理评估进行了统一 ［１４］ 。
进入 ７０ 年代，美国教育协会试听教育部

（ＤＡＶＩ）撤销，美国教育传播与技术协会（ Ａｓｓ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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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总第四十一卷　 第二一五期　 Ｖｏｌ ４１ Ｎｏ ２１５

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ｅｃｈ⁃
ｎｏｌｏｇｙ，ＡＥＣＴ，原 ＤＡＶＩ）组建。 １９７５ 年，ＡＡＳＬ 与

ＡＥＣＴ 联合发布《媒体计划：学区与学校》 （１９７５
年标准）。 作为 １９６９ 年标准的延续和发展，新
标准一方面推行服务网络的建立和资源共建共

享，强调建立图书馆服务分级支持体系的必要

性，包括建立学校、学区、区域和州四级信息网

络，以实现资源共享和行政督导的作用。 另一

方面，标准进一步扩展学校媒体专家的职能，从
支持服务转变为教学计划制定的核心成员，承
担图书馆网络服务体系设计、咨询、信息资源建

设和行政管理四项职能 ［１５］ 。 需要说明的是，
“１９７５ 年标准”旨在建立学校图书馆服务的支持

网络，主要以明确的量化指标对各级网络的任

务和建设标准做出说明，为互联网时代学校图

书馆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２ ５　 《信息力量：学校图书馆媒体计划指导方

针》（１９８８ 年标准）和《信息力量：建立学习伙伴

关系》（１９９８ 年标准）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后，重建教育体制成为美

国教育改革的主旋律，其核心内容是在信息社

会背景下如何实现教育公平与教育效益的统

一。 面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美国把教育复

兴视为提高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在政府推

动下，多项大规模学校信息化工程实施，基础教

育信息化步伐加快［２３］ 。
学校信息化工程的实施使美国各学校图书

馆的硬件设施与资源保障逐步实现同步和均

衡，图书馆评估的重点转移到服务上。 面对课

程改革和信息技术的挑战，１９８８ 年，ＡＡＳＬ 与美

国教育传播与技术协会（ＡＥＣＴ）合作推出《信息

力量：学校图书馆媒体计划指导方针》 （１９８８ 年

标准）。 与之前标准相比，“ １９８８ 年标准” 是一

个全面性的指导文件，旨在从宏观层面为信息

社会环境下美国学校图书馆服务和发展规划提

供帮助，标准不再以量化方式对图书馆服务进

行评价，而以“定性”的方式对图书馆服务标准

进行描述。 “１９８８ 年标准”强调了学生信息素质

问题，认为提高学生信息素质是学校图书馆服

务的重要使命；详细说明了各级政府在学校图

书馆发展中的职责，提出建立学区、地方和州三

级支持中心，并就领导、咨询、协调、行政等方面

内容做了责任说明。 标准定义了学校媒体教师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ｍｅｄｉａ ｔｅａｃｈｅｒ）的作用，赋予其与学科教

师同等的地位。 鉴于媒体专家 （ Ｓｃｈｏｏｌ Ｍｅｄｉａ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ｓｔ）的重要性，“１９８８ 年标准”将其视为学

校图书馆发展规划成败的关键［１６］ 。
随着信息社会的发展和教育改革的深入，

ＡＡＳＬ 与 ＡＥＣＴ 将“ １９８８ 年标准” 进行修订，于

１９９８ 年出台《信息力量：建立学习伙伴关系》
（１９９８ 年标准）。 “１９９８ 年标准”重申了“１９８８ 年

标准”的使命，强调信息素质应成为学生的基本

素质，并对信息素质进行了标准化定义；对学校

媒体专家（ Ｓｃｈｏｏｌ Ｍｅｄｉａ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ｓｔ） 职能进行扩

展，赋予其教学伙伴、图书馆管理者、教师、信息

专家和项目管理者的角色定位，标准重申了学校

图书馆规划对于学校整体课程实施的重要性［１７］ 。

２ ６　 《２１ 世纪学习者标准》（２００７ 年标准）
在 ２１ 世纪第一个十年中，美国颁布了一系

列教育法案来推动以“促进全面卓越的公平教

育”为核心目标的教育改革，如《 ２００１—２００５ 年

教育发展战略规划》 （２００１）、《不让一个孩子掉

队法》 （ ２００２ ）、 《 美 国 复 苏 与 再 投 资 法 案 》
（２００９）等。 改革的目标之一是提高所有学生的

学业成绩，主要体现在“缩小各群体学生之间的

成绩差距”和“提高年级的学业标准”；同时，改
革从教育公平的角度强调了高素质教师的重要

性和教师的专业化发展［２４］ 。
《２１ 世纪学习者标准》 （ ２００７ 年标准）的出

台正是基于这样的时代背景，与之前标准相比

体现出更高的集成性（见表 １）。 “２００７ 年标准”
由一系列内容构成，主要包括“学习标准”、“计

划指南”和“标准实施支持计划”三部分。 其中

核心部分是前两项。 标准遵循“学校图书馆服

务有助于常规课程学习，有益终身学习”的基本

理念，旨在为新世纪学习者提供帮助。 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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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过程中，ＡＡＳＬ 听取各方意见并进行调查研

究，借鉴之前标准的经验并充分考虑信息化对

基础教育的影响。 标准立足学生阅读，强调图

书馆与学校其他教育工作者和管理者合作的必

要性，并要求馆员要做教学和学习过程的积极

参与者［１８］ 。

表 １　 《２１ 世纪学习者标准》内容结构

部分 名称 内容

学习标准部分

２１ 世纪学习者标准（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Ｌｅａｒｎｅｒ）

描述了 ２１ 世纪学习者的四项基本特征。 每项特

征框架内，按照 “技能—行为规范—责任—自我

评价策略”的逻辑顺序展开。 共 ８３ 项指标。

２１ 世纪学习者行动手册 （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２１ｓｔ⁃Ｃｅｎｔｕｒｙ Ｌｅａｒｎｅｒ Ｉｎ Ａｃｔｉｏｎ）

学习标准的指标、基准、模型实例和评估。 以单

行本发布。

ＡＡＳＬ 学习标准与州立共同核心课程标准参

照（ＡＡＳＬ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 Ｃｏｍｍｏｎ Ｃｏｒｅ
Ｓｔａｔ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Ｃｒｏｓｓｗａｌｋ）

将“２１ 世纪学习者标准”与教育部门制定的州

立共同核心课程标准进行对照。 包括“英语语

言艺术参照标准”、“历史与社会学习中阅读素

养标准”、“科技课程中阅读素养标准”、“历史

与社会学习以及科技课程中写作素养标准”和

“数学参照标准”。

２１ 世纪学习者教案数据库标准（Ｌｅｓｓｏｎ Ｐｌａｎ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用来支持图书馆员和其他教育工作者传授该标

准所定义的 ２１ 世纪学习者基本技能的工具。

计划指南部分

助力学习者：学校图书馆计划的指导方针

（Ｅｍｐｏｗｅｒｉｎｇ Ｌｅａｒｎｅｒｓ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Ｓｃｈｏｏ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根据“２１ 世纪学习者标准”和“２１ 世纪学习者行

动手册”界定学校图书馆未来的发展方向。 帮助

图书馆规划者建立有效的图书馆发展计划。 以单

行本发布。

助力学习者规划指南 （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Ｇｕｉｄｅ ｆｏｒ
Ｅｍｐｏｗｅｒｉｎｇ Ｌｅａｒｎｅｒｓ）

用于学校图书馆的在线程序评估和规划模块。

２１ 世纪馆员评价方法（Ａ ２１ｓｔ⁃Ｃｅｎｔｕｒｙ Ａｐ⁃
ｐｒｏａｃｈｔｏ Ｓｃｈｏｏｌ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学校图书馆员评估手册。 以单行本发布。

助力领导力：开发促进成功的行为习惯

（Ｅｍｐｏｗｅｒｉｎｇ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ｆｏｒ Ｓｕｃｃｅｓｓ）

—

２１ 世纪学习者的图书馆空间：创建新型学

校图书馆概念的规划指南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ｐａｃｅｓ
ｆｏｒ ２１ｓｔ⁃Ｃｅｎｔｕｒｙ Ｌｅａｒｎｅｒｓ Ａ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Ｇｕｉｄｅ ｆｏｒ
Ｃｒｅａｔｉｎｇ Ｎｅｗ Ｓｃｈｏｏ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

标准实施支持计划 学习标准和计划指南的支持性文件。

３　 美国学校图书馆服务标准化进程特征

分析

约 翰 逊 · Ｒ Ａ 马 尔 文 （ Ｍａｒｖｉｎ Ｒ Ａ
Ｊｏｈｎｓｏｎ）说：“学校图书馆会在哪里终止，又会在

什么地方以什么样的新形式出现，是一个很难

回答的问题，并且随着时间推移这个问题将更

难回答。 我们可以称之为图书馆，还是教材中

心、学习中心、学习资源中心、学习媒体中心以

及包括更为复杂内容的新名词？ 不过可以肯定

的是，学校图书馆不会仅是藏书的地方。” ［２５］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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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基于对学校图书馆服务价值的不断探索，美
国学校图书馆走过了从最初关注人员设备到今

天服务学习者本身的价值回归，不断跟随着美

国教育改革的节拍。 对美国学校图书馆服务标

准化进程进行综合分析，呈现出以下特征。

３ １　 根据教育改革需要对学校图书馆服务进

行调整，保持对学校教育的贡献度

价值是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寻找对教育发展

的贡献点是美国学校图书馆服务标准化的主旨。
进入 ２０ 世纪以来，面对政治、经济、科技以及国际

形势的变化，美国教育发生几次重大变革。 在每

个教育改革拐点上，ＡＬＡ 与 ＡＡＳＬ 都以服务标准

化的方式使美国学校图书馆工作保持与美国教

育改革的同步。 “１９２０ 年标准”与“１９２５ 年标准”
的出台是为了适应美国公立学校改革对学校管

理规范化的需要，以量化指标的方式对图书馆物

质条件进行了规定。 “１９４５ 年标准”是为了解决

二战后美国基础教育重建背景下学校图书馆的

地位与发展问题。 “１９６９ 年标准”和“１９７５ 年标

准”体现了多媒体资源在学校教育中重要性的增

加。 “１９８８ 年标准”和“１９９８ 年标准”着重强调了

信息社会环境下图书馆服务体系的建立和馆员

作用的发挥。 在知识经济和强调终身学习能力

的时代背景下，“２００７ 年标准”突出了学校图书馆

服务对学生学习能力和创新教育的支持。
美国学校图书馆服务对学校教育的贡献主

要体现在对学生学业表现（包括考试成绩以及

阅读兴趣、信息素养、合作能力等综合能力） 的

积极作用上，这一点通过一系列研究的开展被

广泛认可，并在学校图书馆标准文件中着重提

及，如除了“ ２００７ 年标准” 有相关表述外，２０１１
年出版的《加州公立学校图书馆标准范本》也明

确指出是为了“学区改进图书馆项目并提高学

生成绩制定该准则” ［２６］ 。 一项在特拉华州开展

的调查证明了当今学校图书馆在美国学生心目

中的地位，在 ３—１２ 年级受访学生中有 ９０％以

上的学生认为学校图书馆及其服务能够帮助自

己成为更好的学习者。 研究者认为，今天的学

校教育“知识结构影响课程的设置”、“阅读是理

解的关键”、“信息素质是知识获取的关键”，２１
世纪教育要求信息技术与课堂教师教学经验的

配合，孤立的教育和课程设置将无法保证教育

效果，在此背景下，学校图书馆将会变得不可或

缺并承担更为重要的教育任务［２７］ 。

３ ２　 建设标准和服务标准统一，定量评价和定

性评价相结合

图书馆的建筑、设备、资源、人员和经费等

物资因素是开展服务的基础，也是图书馆标准

化的重要内容。 美国学校图书馆服务标准化经

历了从注重物质标准，到弱化物质标准、注重服

务标准的过程，其中有两个因素发挥作用。 一

是美国教育法律的健全和学校图书馆建设水平

的统一。 从 ２０ 世纪开始，受教育公平理念的影

响，美国通过教育立法对中小学办学条件和经

费支持进行了详细规定，经费的持续投入使办

馆条件逐渐统一，尤其是在克林顿政府执政期

间，对教育信息化的投入提升了美国学校图书馆

整体现代化水平。 二是 ＡＬＡ 作为行业协会，虽然

其发布的标准性文件只是一种行业指导，不具有

强制性。 但随着图书馆物质条件的完善，图书馆

标准化逐渐呈现服务标准化的特点，减少对建设

标准的硬性要求，利用好已有条件探索图书馆服

务增长点就成为标准化关注的重点。
在美国学校图书馆服务标准化过程中，定

量和定性作为两种标准化方式在不同时期也得

到不同运用。 早期标准运用定量方法对图书馆

物质条件和资源要求进行了规定，如馆舍面积、
人员、文献和图书馆管理上的规定，如“１９２０ 年

标准”和“１９２５ 年标准”。 同时，“ １９７５ 年标准”
也通过定量的方式对图书馆服务支持体系的特

征进行了描述（见表 ２）。 整体而言，从“１９６０ 年

标准”开始，定性描述的比重逐渐增大，图书馆

服务标准逐渐成为愿景描述，更加突出指导性

和规范性（见表 ３）。

１２０



柴会明： 美国学校图书馆服务标准化进程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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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５

表 ２　 美国学校图书馆馆藏量标准表

馆藏类型 基本要求 高级要求

全部馆藏（ ｔｏｔａｌ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大于 ２０ ０００ 种或平均每位读者 ４０ 种 若经费预算充足，则依需求增加

图书（ｂｏｏｋｓ） ８ ０００—１２ ０００ 册 或 平 均 每 位 读 者
１６—２４ 册

能满足 ９０％以上读者的需求

期刊（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ａｌｓ） ５０—１７５ 种 期刊报纸文献达到研究等级

小册子（ｐａｍｐｈｌｅｔｓ） 依各馆需求而异 利用馆际互借提供更广泛的文献

微缩资料（ｍｉｃｒｏｆｏｒｍｓ） 依各馆需求而异 馆际合作和提供微缩数据库检索

投灯片（ ｆｉｌｍｓｔｒｉｐｓ） ５００—２ ０００ 张或平均每位读者 １—
４ 张

能满足 ９０％以上读者的需求

幻灯片（ｓｌｉｄｅ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ｉｅｓ） ２ ０００—６ ０００ 片或平均每位读者 ４—
１２ 片

达到 １５ ０００ 片，其中应包括特别
主题馆藏

图像数据（ｇｒａｐｈｉｃｓ） ８００—１ ２００ 项 与博物馆合作满足特殊需求

视听资料、有声形式数据（ ａｕｄｉｔｏｒｙ
ｆｏｒｍａｔｓ）、游戏器具及玩具、模型及
雕塑品、标本、教学系统，包括教科
书等量化指标（略）

　 　 注：摘自《媒体计划：学区与学校》 （１９７５ 年标准）。 基本馆藏是针对师生数小于 ５００ 的学校图书馆设计，高
级要求是指学校图书馆达到基本馆藏标准后应努力的方向。

表 ３　 九至十二年级学生获取信息能力标准

总体描述 学生通过对图书馆结构、纸质出版材料、数字媒体及其他渠道的了解，获取信息。

具体说明

①认识到信息的必要性（１ 项描述）；

②提出相关问题（３ 项描述）；

③使用有效搜索策略，识别并查找各类网络资源和其他形式的资源（１２ 项描述）；

④使用及时、安全和可靠的方式检索信息（４ 项描述）。

　 　 注：摘自《加州公立学校图书馆标准范本：幼儿园至十二年级》（２０１１ 年）

３ ３　 与行业协会的成熟和馆员专业化发展相

辅相成

ＡＬＡ 与 ＡＡＳＬ 推动了美国学校图书馆服务

标准化的发展，服务标准化又促进了 ＡＬＡ 与

ＡＡＳＬ 的成熟。 在服务标准化进程中，行业协会

在学校图书馆对学校教育贡献的认识上更加深

刻，在标准制定和实施的方法和途径上更加成

熟，与教育机构的合作更加完善。 从历届标准

颁布的时机和侧重点来看，基本上反映了教育

实践的变化。 积极推动服务标准化扩大了 ＡＬＡ
与 ＡＡＳＬ 在国内外的影响力，使其在支持和维护

图书馆员的利益，开展行业自律，与政府博弈，

获取社会资源，服务公众，承担社会责任，协调

和促进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职业的发展等方面

更好地发挥作用［２８］ 。
服务标准化推动了馆员专业化发展，使馆

员职能和教育角色与时俱进。 “１９６９ 年标准”提

出学校图书馆馆员应该向学校媒体专家发展，
在“１９８８ 年标准”中，学校媒体专家职能被集中

描述为信息专家、教师和教学顾问。 “１９９８ 年标

准”中，学校媒体专家又被赋予协作、领导与技

术支持的职能，被视为图书馆规划成败的关键。
２００７ 年，佩斯·Ｍ 特雷尔（ Ｔｅｒｒｅｌｌ Ｍ Ｐａｃｅ） 以

１９９６ 年佛罗里达州教育管理部门颁布的 ２５０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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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任务为研究对象，从学校媒体专家的角度

分析 １９９６—２００７ 年间学校图书馆服务标准的颁

布及实施对这些学习任务完成情况的影响。 研

究采用教育部门发布的 １１ 年间相关数据进行分

析，证明了学校媒体专家对该州学习标准的认识

水平，以及对课程标准实施的影响［２９］ 。 当前，美
国已经建立起成熟的馆员资格认证体系，学校图

书馆员作为教育者的角色被普遍认知，教学过程

中“课堂—图书馆合作”、“教师—馆员合作”模式

得到不同程度的实施［３０］ 。 同时，馆员专业化水平

的提高成为图书馆服务标准实施的重要支撑，使
美国学校图书馆工作呈现出良性循环的态势。

４　 总结与展望

美国学校图书馆服务标准化自 ２０ 世纪初起

步，至今已有将近百年的发展历程。 从最初教

育管理部门出于管理需要，到后来发展成为行

业自觉，反映出美国学校图书馆服务的专业化

和职业化。 本文选取美国学校图书馆服务标准

化作为研究对象，旨在通过纵向对比呈现出学

校图书馆服务标准从起步到成熟的全过程，为
我国学校图书馆发展提供参考。

当前，我国基础教育改革方兴未艾，改革的

力度和深度正在逐渐加强，中小学课程改革和

教育发展均衡化政策的实施使我国中小学图书

馆发展面临挑战。 随着我国中小学图书馆办馆

条件的逐渐改善，社会和学校必将对学校图书

馆服务提出新的要求，而学校图书馆同样也需

要以有效服务证明自身的价值，提高服务专业

化水平也将成为我国中小学图书馆发展的必然

选择。 从美国学校图书馆标准化进程中可以看

出，从建设标准化过渡到服务标准化，需要稳定

的政策支持和法律保障，重复建设和突击建设

仅能带来硬件条件的提升，而且存在资源浪费

的隐患，探讨基于一定物质基础的图书馆服务

标准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由于我国正处于素质

教育起步阶段，同时对中小学图书馆工作缺乏

理论与方法指导，行业协会尚不成熟，中外差异

客观存在，这就需要我们在吸收国外经验的同

时，考虑现实条件，以更务实的态度推动我国中

小学图书馆服务的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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