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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阅读障碍症”群体服务的理论与实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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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阅读障碍症”是大脑综合处理视觉和听觉信息不能协调而引起的一种阅读和拼写障碍症。 对阅读障

碍群体开展服务应该纳入图书馆特殊群体服务之中。 国外阅读障碍群体服务研究主要涉及服务的方法、服务对

象的细分、服务的调查、服务的技术条件等。 我国图书馆对阅读障碍症人群开展服务应该从五个方面进行：培养

馆员的服务意识和能力，开展专业知识和服务的宣传，提供友好的服务设施和环境，发挥服务指南和制度的作用，

推进对阅读障碍群体服务的研究。 表 １。 参考文献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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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新世纪以来，我国的图书馆服务理念不断

发展，逐步接受了以《公共图书馆宣言》为代表

的现代图书馆理念。 ２００８ 年中国图书馆学会颁

布《图书馆服务宣言》，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国

图书馆人业已全面接纳了现代图书馆理念。 范

并思在《现代图书馆理念的艰难重建》一文中写

到，“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图书馆人以空前的

热情对现代图书馆理念进行讨论、研究、传播与

实践，强化维护读者权利、平等服务和人文关怀

的意识。” 图书馆人在这些领域的理论与实践

“宣告中国图书馆人系统地接受了以《公共图书

馆宣言》精神为代表的现代图书馆理念” ［１］ 。
２００８ 年至今，中国图书馆界在维护读者权

利、平等服务和人文关怀等诸多领域继续前行，
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例如，公共图书馆服务体

系建设大大加强了对边远地区和基层社区人群

的平等服务，公共图书馆免费服务政策强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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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公共图书馆为阅读障碍人群服务的理论、方法与对策研究” （批准号：
１３ＢＴＱ００６）的研究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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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同经济能力人群的平等服务。 此外，对特

殊人群的服务问题，也逐步受到图书馆界的

关注。
从国际图书馆服务发展的一般趋势来看，

在实现通常意义上的普遍均等服务之后，开展

对特殊人群的服务，也往往成为公共图书馆服

务的一个应有之举。 早在 ２０ 世纪初，美国图书

馆界就开始资助当时被主流社会认为“有问题”
的群体，帮助他们阅读［２］ 。 １９６２ 年，美国图书馆

协会要求加入协会的成员图书馆必须向所有人

开放。 １９７０ 年，美国图书馆协会成立弱势群体

图书馆服务办公室，以促进其相关服务。 １９８３
年，美国图书馆协会成立针对文化上的“少数

人”的图书馆和情报服务 ＮＣＬＩＳ 特别服务小组，
提出 ４２ 条改善服务的建议［３］ 。

现代公共图书馆可以通过普遍服务、免费

服务、延伸服务等政策或手段，基本消除人们由

于身份、经济能力、居住位置的差异而导致的服

务差异。 即便如此，仍有一些特殊人群无法享

受图书馆的普通服务。 如视障人士无法正常阅

读普通文献，居家不出门的老人无法进入近在

社区的服务点，未成年人无法使用成年人的文

献、设施与服务等。 因此，图书馆必须将资源分

配到特殊人群身边，才能保证这些人群平等享

受图书馆服务的权利。 对于特殊人群服务，国
际图书馆界已经取得共识。 １９９８ 年英国一份研

究报告认为，如果图书馆服务仅仅停留在普遍

均等服务阶段，那就只是白人中产阶级价值观

的反映［４］ 。 与这一激进的观点相比，ＩＦＬＡ《公共

图书馆宣言》的表述平缓得多，它在明确“公共

图书馆应不分年龄、种族、性别、宗教、国籍、语
言或社会地位，向所有的人提供平等的服务”之

后，紧接着提出“还必须向由于各种原因不能利

用其正常服务和资料的人，如语言上处于少数

的人、残疾人或住院病人及在押犯人等提供特

殊的服务和资料” ［５］ 。
当前，我国公共图书馆特殊人群服务正处

于一个关键时期。 一方面，残障人士服务、未成

年人服务、外来务工人员服务等为特殊人群的

服务在各地公共图书馆迅速发展。 另一方面，
一些国际上十分重视的特殊人群服务，如自闭

症、抑郁症、阅读障碍症等隐性残疾人群的服

务，尚未受到我国图书馆界的足够重视。 这些

特殊人群数量虽然不多，但带给患者个人与家

庭的痛苦极大，家长被迫辞去工作照顾儿童患

者的情况十分普遍。 ２０１２ 年以来，我国已经多

次出现整个班级的家长联名驱逐自闭症儿童的

事例。
对于特殊人群的服务是公共图书馆服务的

一个新领域，它对图书馆学理论探讨、服务资源

和服务结构的重组提出了新的要求。 本文所讨

论的图书馆阅读障碍症群体服务就属于这一

领域。

２　 对“阅读障碍症”群体的公平服务

２ １　 什么是阅读障碍症（读写困难症）
“阅读障碍症” （ Ｄｙｓｌｅｘｉａ）是一种起因于基

因和神经系统的残疾，又被称为“失读症”或“读

写困难”，其特征是在语言处理、音韵辨识和解

码书面文字方面存在困难，具体表现为认字、阅
读、写作和拼写的问题［６］ 。 患者智力和一般人无

差别，有的甚至高出普通人的智商，但在阅读和

写作等文字处理上会有困难，如看字会跳行和相

反等。 阅读障碍分为获得性阅读障碍（Ａｃｑｕｉｒｅｄ
Ｄｙｓｌｅｘｉａ）和发展性阅读障碍（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Ｄｙｓ⁃
ｌｅｘｉａ）。 前者是指由于后天脑损伤或疾病引起

的阅读困难；后者是指个体在一般智力、动机、
生活环境和教育条件等方面与其他个体没有差

异，也没有明显的视力、听力、神经系统障碍，但
其阅读成绩明显低于相应年龄的应有水平，处
于阅读困难的状态中。 图书馆特殊人群服务包

括这二者，但一般在服务中讨论的阅读障碍群

体指后者，即发展性阅读障碍。
阅读障碍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存在，约有 ８％

的人有阅读障碍，２％ ～ ４％的人受阅读障碍的严

重影响［７］ 。 虽然阅读障碍会表现为学习困难，
但患者的智商并不低下，甚至包括天才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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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发明家托马斯·爱迪生，科学家阿尔伯特·
爱因斯坦，艺术家达芬奇、毕加索，电影制作人

沃尔特·迪斯尼，以及微软公司董事长比尔·
盖茨，苹果公司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新加坡

前总理李光耀，美国前总统布什等［８］ 。 他们虽

然都患有不同程度的阅读障碍，但却做出了伟

大的成就。 阅读障碍与智力、社会经济地位无

关，但语言需求和社会文化背景的多样性会对

阅读障碍者的生活造成显著影响，信息时代知

识的获取和运用能力对人的社会发展影响极

大，使阅读障碍者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

２ ２　 图书馆公平服务中的“阅读障碍症”群体

服务

２００８ 年底，ＩＦＬＡ 的“图书馆弱势群体服务

部 ” （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Ｓｅｒｖｉｎｇ Ｄｉｓ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Ｐｅｒｓｏｎ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ＬＳＤＰ）正式改名为“图书馆特殊群体服

务部”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ｔｏ Ｐｅｏｐｌｅ ｗｉｔｈ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Ｎｅｅｄｓ，ＬＳＮ），这一改名标志着图书馆特殊群体

服务领域正式形成。 ＬＳＮ 定义的不能正常使用

图书馆的特殊人群范围很广，例如语言上处于

少数的人、残疾人、住院病人、在押犯人，也包括

老年人、足不出户者、认知发育不正常者等弱势

群体，天才儿童也在特殊人群服务之列［９］ 。 在

理论和实践领域，这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群体

范围。
鉴于阅读障碍群体较为庞大以及阅读障碍

问题的严重性，国际组织、欧洲、美国、英国、加
拿大、新加坡等至少 ２９ 个国家和地区纷纷成立

阅读障碍协会，致力于为阅读障碍者提供充分

的帮助。 英国的《特殊教育需求和残疾人法案

２００１》 （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ｅｅｄ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ｃｔ，ＳＥＮＤＡ），将阅读障碍学生归类为残疾人加

以特殊保护［１０］ 。 １９９３ 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残

疾人机会均等准则》，为阅读障碍者无障碍地获

取信息服务和文献提供了可遵循的准则。 规则

强调各国应制定策略使各类残疾人无障碍地使

用信息服务和文献，应使用适当的技术，使有视

力、听力缺陷的人，有理解困难的人无障碍地获

取书面信息和文献［１１］ 。 这表明了这些国际组织

和国家明确将阅读障碍群体纳入残疾人群体加

以特殊保护的立场。
１９７９ 年，Ｐｅｔｅｒｓｅｎ 在提交给 ＩＦＬＡ 大会的报

告中强调公共图书馆为阅读障碍者提供各种资

源以满足其特殊需求的重要性［１２］ 。 １９９７ 年和

１９９９ 年 ＩＦＬＡ 大会分别组织了主题为“获取信

息：服务阅读障碍者”、“阅读障碍无处不在，你
的图书馆做了什么？”的研讨会。 ２００１ 年发布的

《阅读障碍群体图书馆服务指南》是唯一一部针

对阅读障碍群体的图书馆服务指南，它在很多

方面为图书馆阅读障碍群体服务提供了具体指

导。 ２００５ 年《残疾群体利用图书馆———检查清

单》报告指出：有阅读障碍的用户是图书馆最需

要关注和帮助的人群。
国际图联尤其强调要重视阅读障碍儿童的

图书馆服务，因为童年（５ ～ １２ 岁）是阅读障碍矫

治和阅读习惯培养的最佳时期，阅读障碍孩子也

有阅读的权利，也可以快乐地阅读，健康地成长。
在图书馆早期实践中没有充分开展阅读障

碍症群体服务，主要是因为阅读障碍症是一种

隐性残疾，图书馆在发现并确认阅读障碍用户

特征，制定图书馆服务指南，评估服务成效方面

存在较多困难。 首先，阅读障碍患者拥有正常

的智力和教育机会，没有明显的神经或器质上

的缺陷［１３］ 。 另外，阅读障碍患者及其监护人一

般不愿意主动承认患者有阅读障碍，以防他人

嘲笑，因此倾向于拒绝向他人倾诉或寻求帮助。
受阅读障碍症长期困扰的患者，大多表现为在

人际交往或者生活学习中的自卑倾向，更容易

让人误解是性格原因所致。 因此，图书馆如何

发现并确认阅读障碍用户，如何运用所拥有的

各种资源为阅读障碍用户提供优质的服务是需

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为阅读障碍症群体服务的主要目的是，以

图书馆的各种资源为基础，综合运用各种方法

和措施，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满足他们的特殊

需求，帮助他们享有信息和文化权利，在全社会

实现真正的平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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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国外图书馆“阅读障碍症”群体服务

的研究与实践

　 　 “ 阅读障碍” 最早可以追溯到 １８７７ 年，
Ｋｕｓｓｍａｕｌ 最先注意到“ ｗｏｒｄ ｂｌｉｎｄｎｅｓｓ” 的存在；
１８８７ 年“阅读障碍”一词被 Ｂｅｒｌｉｎ 采用，但是没

有被广泛运用［１４］ 。 １８９６ 年 １０ 月，英国医学杂

志上发表了 Ｍｏｒｇａｎ 的《先天性词盲的案例》，这
篇文章第一次提到了发展性阅读障碍的诊断问

题，被认为是关于阅读障碍的里程碑式的研究

成果［１５］ 。 最早关注阅读障碍的是医学领域，随
后，研究视角扩大，涵盖了心理学、教育学、行为

学、神经学和遗传学等。 如在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
Ｏｒｔｏｎ 和 Ｇｉｌｌｉｎｇｈａｍ 确认了多感观方法的潜在好

处，为阅读障碍者利用各种材料提供了可能［１６］ 。
随着阅读障碍理论的发展和图书馆人对图书馆

价值和使命的不断追求和探询，阅读障碍症群

体服务开始引起图书馆的关注，并从以下几个

方面进行研究和实践。

３ １　 图书馆“阅读障碍症”群体服务的方法

继 Ｐｅｔｅｒｓｅｎ 首次提出公共图书馆为阅读障

碍者提供服务的重要性后［１２］ ，Ｂｌｉｓｓ 对图书馆应

该提供什么样的服务进行思考，提出几条服务

标准，这为初步评估图书馆阅读障碍群体服务

水平提供了依据［１７］ 。 Ｐｏｔｔａｇｅ 认为为阅读障碍

用户提供服务可遵循以下步骤：第一，找出制约

阅读障碍用户利用图书馆的障碍；第二，针对障

碍做出变革，提高服务的可用性；第三，配备解

决问题的硬件和软件设施；第四，从用户那里收

集反馈信息，修正服务系统［１８］ 。
英国图书情报专业协会（ Ｃｈａｒｔｅｒｅ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ｓ，ＣＩＬＩＰ）在

图书馆服务阅读障碍群体方面发挥了不可忽视

的作用，服务策略涉及用户、馆员、馆藏、设备和

环境等方面［１９］ 。 ＣＩＬＩＰ 提供的服务指南详细而

具体，各地图书馆可借鉴使用，因地制宜地开展

相关服务。

欧洲国家中丹麦和瑞典也为阅读障碍群体

开展了较多的服务实践活动，活动由国家主导，
图书馆和相关组织参与，形成了国家、图书馆、
相关组织联合行动开展阅读障碍群体服务的局

面。 １９９９ 年，丹麦弱势群体机会平等中心发表

了题为《公共图书馆无障碍》的报告，报告发表

不久，一些公共图书馆就成立了工作组，与当地

的残疾人协会或地方政府进行合作，以提升他

们对弱势群体的服务。 随后几年，许多公共图

书馆为阅读障碍者和其他残疾人提供了一些新

的服务，如设计了特殊的计算机程序，建立了阅

读障碍服务部。 ２００２ 年，丹麦图书馆协会和图

书馆界的关键领导小组发起了“延伸服务至未

能充分利用图书馆的人群”的国家战略活动，并
由丹麦国家图书馆管理局将这项国家战略活动

提交至议会。 国家战略的最重要成果是 ２００３ 年

由文化部基金出资建立的丹麦虚拟图书馆，名
为“Ｅ１７———获取信息的高速公路”，此网站方便

了盲人、阅读障碍等人群获取信息。 瑞典在

１９９６ 年至 １９９７ 年间掀起的改善阅读障碍运动

中，四个县级图书馆出版了《毕竟我不傻———１３
个阅读障碍者需要被倾听》一书，这本书将阅读

障碍群体渴望获得图书馆服务的心理和图书馆

有责任服务阅读障碍群体的理念推广至普通大

众［２０］ 。 ２００６ 年，丹麦图书馆协会出版的《图书

馆为阅读障碍群体服务手册》，将图书馆阅读障

碍群体服务推广至全国。

３ ２　 “阅读障碍症”群体的细分

不同年龄段的阅读障碍人群具有不同的表

现和问题，图书馆提供服务时最好对用户进行

细分，根据各年龄段的特殊需求，提供有针对性

的服务。 Ａｈｌｅｎ 认为，图书馆应该分别面向阅读

障碍儿童和成人提供阅读服务，在阅读促进方

面发挥作用［２１］ 。 黄丹俞认为，儿童和青少年应

当成为图书馆开展阅读障碍服务的重点关注对

象，对未成年阅读障碍群体的服务应该涵盖入

馆政策、馆藏资源、辅助设备等多个方面［２２］ 。 处

在小学、初中、高中等不同学习阶段的未成年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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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障碍者会有不同的阅读、写作和行为表现，因
此研究对象还有待进一步细分。

３ ３　 图书馆“阅读障碍症”群体服务的调查

Ｒｕｔｌｅｄｇｅ 和 Ｒｏｓｅｎｔｈａｌ 分别对一定区域内阅

读障碍群体的服务水平进行了调查研究。 前者

以拉夫堡大学信息科学系为单位开展“阅读障

碍群体的公共图书馆资源提供”调研项目，结果

显示，只有 １６ ７％的图书馆有特殊群体服务政

策，仅有 ７％声称其政策直接包含了阅读障碍

者，但阅读障碍服务没有被特别提到。 因此公

共图书馆为阅读障碍群体服务既存在挑战，也
存在机遇［２３］ 。 后者主要调查英国根西岛公共图

书馆如何满足成年人阅读障碍群体的需求。 研

究发现：此图书馆为阅读障碍者提供的资源和服

务非常贫乏，但是图书馆已经采取措施逐步扩充

适合阅读障碍者利用的馆藏，并关注提高服务的

可用性；员工有一定的阅读障碍服务意识，并愿

意参加相关培训；阅读障碍者利用图书馆虽然存

在着许多障碍和消极的情绪，但是他们对图书馆

感兴趣，并对友好型图书馆服务充满热情［２４］ 。

３ ４　 图书馆 “阅读障碍症”群体服务的技术

条件

由于阅读障碍者不能正常阅读、书写和记

忆，为达到获取信息的目的，他们常常需要借助

工具。 信息技术的发展，使文献载体以多媒体

的形式出现，出现了各种阅读辅助工具，这些多

媒体文献和工具可以调动阅读障碍者的多感觉

器官，使信息更加形象，更加易于感知和获取。
Ａｈｌｅｎ 重点关注有声读物对于阅读障碍者的帮

助［２１］ 。 黄丹俞推荐的阅读辅助设备有数字无障

碍信息系统 ＤＡＳＩＹ（Ｄｉｇｉｔａｌ 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ｌ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等系统软件、放大镜、录音机、阅读灯、阅
读笔、扫描仪［２２］ 。 Ｎｏｍｕｒａ 描述了日本阅读障碍

群体服务的经验和挑战，即通过 ＤＡＩＳＹ 技术来

支持阅读障碍群体平等地获取信息和图书馆

服务［２５］ 。

４　 我国图书馆如何为“阅读障碍症”群
体提供服务

４ １　 培养特殊服务的意识和能力

“阅读障碍症”对于大多数馆员来说，还是

一个陌生的词语，开展“阅读障碍症”人群服务

的前提是，建立服务隐性残疾人群的理念，明确

图书馆有为隐性残疾人群，比如自闭症、抑郁

症、阅读障碍症等群体开展服务的责任。 由于

阅读障碍症具有隐蔽性，所以馆员首先要善于

发现并确认阅读障碍患者，一般可以通过用户

的表现如经常超出借阅期限、查找资料经常需

要帮助等来进行辨别。 我国大陆唯一一家针对

“读写困难”儿童的教育机构“乐朗乐读”，对于

儿童在阅读和写字方面的障碍问题有一定的研

究和实践，图书馆界可以和这样的专业机构合

作，开展面向读写困难儿童的服务。 香港教育

局针对读写困难的儿童有一系列的教育政策和

应对方案［２６］ ，同样可以为大陆图书馆服务读写

困难儿童提供借鉴。
图书馆员可以采用国际阅读障碍协会的

“成人阅读障碍自评工具”来识别成人阅读障碍

用户，馆员可以鼓励图书馆成人用户利用此工

具进行自评，以便为用户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

（见表 １）。 阅读障碍者在讲述自己的困难时容

易遭到误解和嘲笑，一方面表现出极强的自尊

心，严守秘密，另一方面在生活和学习中缺乏自

信。 因此，馆员应把握好阅读障碍者的这种心

态，具备良好的态度，尊重阅读障碍者，不要用

异样的眼光看待阅读障碍者，杜绝歧视、羞辱阅

读障碍者的行为和态度。 为增强馆员对阅读障

碍者的支持和服务力度，馆员要进行一些简单

的学习，了解阅读障碍者的基本症状，了解他们

在生活和学习中或在利用图书馆时存在的困

难，掌握帮助阅读障碍者的有效措施和方法。
还要开展强化员工服务阅读障碍用户意识的培

训，将阅读障碍服务纳入馆员日常的服务工作

中。 最好有专业的阅读障碍服务馆员，专门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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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于服务阅读障碍者。 专门的阅读障碍服务馆

员不仅具有专业的服务知识，还需具有服务阅读

障碍者的丰富经验，一方面还可以为阅读障碍用

户提供参考咨询、学习支持、技术辅导等服务，另
一方面可以为图书馆开展阅读障碍服务活动提

供发展规划、服务设计、宣传和合作方案等。

表 １　 成人阅读障碍自评表［２７］

问题 是

１ 是否阅读缓慢？

２ 在学校学习阅读时存在困难？

３ 在产生意义前，经常需要阅读 ２～ ３ 遍？

４ 大声朗读时是否不舒服？

５ 读或写时，是否漏掉、调换、增加文字？

６ 是否在拼写检查后还有拼写错误？

７ 当阅读不常见的多音字时存在发音困难？

８ 选择阅读杂志或简短文章代替更长的书籍

和小说？

９ 在学校学习一门外语极其困难？

１０ 避免接触需要广泛阅读的项目或课程？

总计：

　 　 （说明：每个问题的答案是“是”，得 １ 分。）

４ ２　 开展服务宣传

长期以来，人们对阅读障碍症没有认识。
这样的儿童常常被家长当作是贪玩、学习不专

心或懒惰的孩子，他们不仅得不到大人的理解，
反而蒙受着不公正的批评。 久而久之，这些孩

子变得自卑和自弃，例如，有的孩子有严重的胆

小、自卑情绪，不敢在课堂上朗读，结果越不练

习就越有障碍。 要让图书馆提供的服务得到大

众的认可和支持，图书馆有必要进行一些宣传

推广活动，向社会宣传阅读障碍者具有平等获

取信息和使用图书馆的权利，展示图书馆阅读

障碍群体服务的友好态度，促使阅读障碍者放

心地走入图书馆，享受图书馆开放、平等的服

务。 同时欢迎热心于阅读障碍群体服务的志愿

者走进图书馆，与馆员一起了解阅读障碍的相

关信息，开展阅读障碍服务活动，使志愿者成为

无形的宣传者，感染周围的人在生活中关心、帮
助阅读障碍者。 推广针对阅读障碍群体的活动

项目，如与阅读障碍者的对话会，针对阅读障碍

用户家属的讲座，阅读障碍专家的研讨会等。
与当地的阅读障碍协会、教育机构建立合作伙

伴关系，与当地的政府机构、学校的特殊教育工

作者保持联系与对话。

４ ３　 提供友好的服务设施和环境

阅读障碍者在识字、阅读和行为组织方面

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困难，表现有搞混形近或音

近的字，逐字阅读或用手指协助，写字难以掌握

空间距离，掌握事物的顺序有困难，辨析距离、
方向、时间有困难等。 克服阅读障碍需从以上

方面对症下药，对于神经生理方面的缺陷，注重

运用多感觉通道法，强调运用患者的多种感觉

通道如视、听、动、触等，还可运用神经组织矫正

法，如采用视觉描绘练习和眼手协调练习以促

进大脑优势能力的发展。 在了解以上症状和方

法后，图书馆可有针对性地进行服务设计和环

境改善。 图书馆的所有指示标牌尽量使用简单

的语言、友好的字体、彩色的背景，必要时用图

画指示。 最好为阅读障碍用户提供简易的、可
折叠的“阅读障碍用户地图”，在地图上运用颜

色编码清楚地标示出图书馆的不同服务区域、
藏书位置等，重点标示出不同的书架和图书。
为阅读障碍者提供彩色的复印纸。 提供远离干

扰的专用计算机，计算机上有特殊的检索和帮

助软件，如思维导图软件、语音识别软件等。 完

善视听设备，准备文本扫描仪、文本转换器、彩
色覆盖器、放大镜、读笔等。 根据实际情况设置

单独馆藏或综合馆藏，选择的书籍尽量方便阅

读障碍用户阅读，如大字体、彩色背景、简单易

懂、行间距大、图画多等，提供磁带、ＣＤ、ＤＶＤ、音
频、视频等多媒体资料。

４ ４　 发挥指南和制度的作用

理论和实践共同表明，要开展阅读障碍群

体服务的实践活动，把阅读障碍群体服务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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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融入图书馆的发展规划、政策指南或规章制

度中是非常必要的。 我国公共图书馆应以 ＩＦＬＡ
的《阅读障碍群体图书馆服务指南》为基本指导，
开展相应的服务，或者根据当地阅读障碍者的需

求以及图书馆的实际情况，制定本馆的“阅读障

碍群体图书馆服务指南”。 总结日常阅读障碍用

户利用图书馆的方法、技巧和经验，制定“阅读障

碍用户手册”，为阅读障碍用户利用图书馆提供

指引和便利。 还要在政策中直接说明其特殊服

务涵盖阅读障碍用户，最好在规章制度中明确保

护阅读障碍者利用图书馆的权利，用制度保障阅

读障碍者无障碍地获取和利用知识和信息。

４ ５　 研究“阅读障碍症”群体服务

国内图书馆为特殊人群提供的服务，较为

关注弱势群体和显性残疾群体，而对阅读障碍、
自闭症、抑郁病等相对隐性疾患人群尚未有足

够的重视，即使有介绍也未能深入到具体的服

务实践与服务政策层面。 王素芳研究了国际方

面阅读障碍群体的图书馆服务政策［２８］ ，陈兰、姚
炜介绍了多媒体数字无障碍信息技术与日本为

阅读障碍人群服务的实践［２９］ 。 我国对于阅读障

碍群体服务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有待深入

发展，不仅需要借鉴国外的相关研究，还要结合

我国的实际情况，借鉴医学、心理学、教育学等

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形成我国的阅读障碍群

体服务研究体系，丰富图书馆的特殊群体服务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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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５］ 　 Ｎｏｍｕｒａ Ｍ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ｔｏ ｐｅｒｓ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ｄｙｓｌｅｘｉａ － Ａｓｉａ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Ｒ ／ ＯＬ］．

［２０１３－０９－２０］．ｈｔｔｐ： ／ ／ ａｒｃｈｉｖｅ ｉｆｌａ ｏｒｇ ／ ＩＶ ／ ｉｆｌａ７２ ／ ｐａｐｅｒｓ ／ １０１－Ｎｏｍｕｒａ－ｅｎ ｐｄｆ

［２６］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 特殊教育资源中心［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４－ ０６－ １０］．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ｅｄｂ ｇｏｖ ｈｋ ／ ｓｃ ／

ｅｄｕ－ｓｙｓｔｅｍ ／ ｓｐｅｃｉａｌ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ｓｅｒｃ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Ｒｅｇｉｏｎ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ｃｅｎｔｒｅ［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４－０６－１０］．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ｅｄｂ ｇｏｖ ｈｋ ／ ｓｃ ／ ｅｄｕ－ｓｙｓｔｅｍ ／ ｓｐｅｃｉａｌ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ｓｅｒｃ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ｌ ）

［２７］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ｙｓｌｅｘｉａ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Ａｄｕｌｔ ｓｅｌｆ－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ｔｏｏｌ： ａｒｅ ｙｏｕ ｄｙｓｌｅｘｉｃ？ ［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３－０９－１０］．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ｎｔｅｒｄｙｓ ｏｒｇ ／ ＡｒｅＹｏｕＤｙｓｌｅｘｉｃ＿ＡｄｕｌｔＴｅｓｔ ｈｔｍ

［２８］ 　 王素芳 ＩＦＬＡ 弱势人群服务图书馆专业组制定的服务政策及对我国的启示（上）［Ｊ］ ．图书馆，２００６（６）：１７
－２１ （Ｗａｎｇ Ｓｕｆａｎｇ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ｍａｄｅ ｂｙ ＩＦＬＡ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ｄｉｓａｄ⁃

ｖａｎｔａｇｅｄ ｐｅｒｓｏｎ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 ｔｏ Ｃｈｉｎａ［Ｊ］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２００６（６）：１７－２１ ）

［２９］ 　 陈兰，姚炜 多媒体数字无障碍信息技术与日本为阅读障碍人群服务的实践［ Ｊ］ ．图书馆建设，２００８（６）：７４
－７６ （Ｃｈｅｎ Ｌａｎ， Ｙａｏ Ｗｅｉ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ｎｇ ｐｅｒｓ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ｄｙｓｌｅｘｉａ ｂｙ ＤＡＩＳＹ［Ｊ］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Ｄｅｖｅｌ⁃

ｏｐｍｅｎｔ， ２００８（６）：７４－７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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