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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听儿童的声音：让儿童成为自己图书馆的评价
主体

王翩然　 徐建华　 李耀昌

摘　 要　 儿童图书馆及相关技术、产品、服务不断发展的今天，忽视儿童权利、漠视儿童话语权的现象仍层出不

穷，严重影响图书馆儿童用户体验。 因此，本文提出让儿童成为自己图书馆的评价主体，从话语分析角度揭示成

年意志主导对儿童权利的影响，并收集发展心理学与相关研究证据证实当前儿童作为评价主体的理论可行性；随
后，通过政策保障、产品与服务设计、既有的儿童视角评价实践三个方面证实了这一主张的实践可行性。 传统方

法与专门针对儿童开发的研究方法，可以指导儿童成为自己图书馆评价主体的具体实施，具有理论和实践层面上

的价值。 表 １。 参考文献 ６９。
关键词　 儿童图书馆　 图书馆服务　 评价主体　 儿童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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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ｒｉｇｈｔｓ．

０　 引言

少年儿童图书馆与公共图书馆是我国开展

儿童图书馆服务的主要机构。 截至 ２０１５ 年，我
国已有少年儿童图书馆 １１３ 个［１］ ，全国 ３ １３９ 个

公共图书馆中大部分都设置有少年儿童借阅区

域，提供儿童服务。 近年来，针对少年儿童图书

馆推广的新技术（如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产
品（如 ３Ｄ 互动立体书、３Ｄ 体验馆、童创童话阅

读空间等）与服务（如绘本综合解决方案、现代

化儿童图书馆解决方案等）层出不穷，可见推广

少儿阅读与提升儿童图书馆服务已经成为图书

馆界及相关领域的关注重点。
美国教育评价研究者 Ｓｔｕｆｆｌｅｂｅａｍ 提出，评

价是“为决策提供有用信息的过程”，“评价最重

要的意图不是为了证明（ Ｐｒｏｖｅ），而是为了改进

（Ｉｍｐｒｏｖｅ）” ［２］ 。 对于图书馆的成人服务，我们

引入用户评价机制，以保证我们的服务能够最

大程度地考虑到用户特征、满足用户需求。 且

目前在图书馆界，成人用户的评价对图书馆服

务质量提升的促进作用已成为业界共识，成人

读者对图书馆服务满意度的调查研究已成为常

态。 那么，同样身为用户的儿童的看法与评价

是否也可以被纳入儿童图书馆服务质量提升的

措施之中？ 由此，本文对儿童作为儿童图书馆

服务评价主体的正当性与可行性进行论证，希
望为我国儿童图书馆服务提供参考。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提到的儿童图书馆服

务是指各级公共图书馆与少儿图书馆提供的针

对儿童群体的服务，不仅包括图书馆提供的各

种实体材料与无形的服务，还包含儿童在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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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中获得的体验。

１　 儿童成为自己图书馆评价主体的理论
支持

受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儿童以往相对于

成人的权力关系、权利地位开始受到研究者的

质疑。 在讨论的过程中，哲学、发展心理学与相

关研究领域均出现了对待儿童方式、观念的转

变，为我们的提出“让儿童成为自己图书馆的评

价主体”主张的正当性提供了宏观上的、理论性

的支持。

１．１　 “有缺陷的儿童”到“超越成年霸权”：哲学

领域与儿童相关话语的变迁

　 　 自福柯及其话语分析（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方法始，哲学领域出现了若干对知识与权力关

系的反思，揭示了大量的话语体系实为知识与

权力相互缠绕建构的产物。 在这样的背景下，
儿童相关的话语也成为了哲学研究者们分析的

对象。
Ａｒｃｈａｒｄ 的《儿童：权利与童年》 （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１９９３ 年版）被认为是第一

本从哲学层面论述儿童及其权力的专著。 书中

对百年来童年概念的发展、儿童自由与权力、儿
童与父母的权力关系等角度进行了讨论。
Ａｒｃｈａｒｄ 总结认为每个儿童至少有权接受最好的

养育（Ｕｐｂｒｉｎｇｉｎｇ），否认家长比儿童拥有更多的

权利，并挑战了当时国家和家庭在养育儿童中

的角色［３］ 。
Ｂｕｒｒｏｕｇｈｓ 的博士论文《理想的成人、有缺陷

的儿童：西方哲学中的儿童相关话语》 （ Ｉｄｅａｌ Ａ⁃
ｄｕｌｔｓ， 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ｔ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Ｏｎ Ｔｈｅ
Ｃｈｉｌｄ Ｉ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详细梳理西方哲学

中与儿童相关话语的研究论文。 通过分析起源

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与康德，由卢梭、罗尔斯

（Ｒａｗｌｓ）与夏皮罗（Ｓｃｈａｐｉｒｏ）等巩固加强的相关

论述，从根本上揭示了“儿童”这一概念如何与

“有缺陷的”“需要准备好被改造的”等形容产生

关联，最终形成了关于“儿童”的一整套话语体

系，控制与规范着政治、教育、道德领域一直以

来看待与对待儿童的方式。 Ｂｕｒｒｏｕｇｈｓ 发现，儿
童首先就被理解为“在哪些方面不是成人的存

在”，因此，“儿童”其实一直是一个相对于成人

的概念。 在这些哲学家看来，儿童必须向理性

的指令让步，否则将永远维持缺陷的状态。 因

为有这些缺陷，儿童需要随时准备好被改造。
如果儿童被概念化成一个接近于天性并缺乏理

性控制的存在，成人对儿童的基本任务就是专

注于改造这种动物性的存在，指导（ Ｓｔｅｅｒ）他们

与他们的欲望走向成人一样的善良（ Ｖｉｒｔｕｏｕｓ），
并最终“成年” ［４］ 。

在列举过之前西方哲学家关于“有缺陷的

儿童”话语后，Ｂｕｒｒｏｕｇｈｓ 援引福柯有关人类主观

产品（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的讨论（如

“性堕落的儿童”与“过失犯”），分析知识、权利

与话语三者如何共同建构起“有缺陷的儿童”。
遵循福柯的思路，Ｂｕｒｒｏｕｇｈｓ 发现“有缺陷的儿

童”从来没有作为一个自然的存在而存在过，而
一直是大量的教育、道德与政治领域话语和策

略的产物。 有关于儿童作为有缺陷的存在的知

识总是与权力缠绕在一起，为儿童作为成人研

究对象和改造计划对象提供正当性［４］ 。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以往大量关于儿童的

论述话语来源于成人规训儿童的策略，并被研

究者们揭示出了这一真实的意图。 虽然话语分

析方法有助于我们揭开权力与知识缠绕构建话

语体系的实质，但多数研究者并未能回答在破

除了这些话语体系后，我们应该怎样重新看待

儿童的问题。

１．２　 “观察”到“参与式研究”：来自发展心理学

研究范式的转变

　 　 发展心理学是研究儿童身心发展的主要学

科，来源于发展心理学研究范式的转变为我们

使用全新的方法看待儿童、进行儿童相关研究

提供了可行的路径。
发展心理学中关于儿童发展的研究有两种

１０４



王翩然　 徐建华　 李耀昌：倾听儿童的声音：让儿童成为自己图书馆的评价主体
ＷＡＮＧ Ｐｉａｎｒａｎ，ＸＵ Ｊｉａｎｈｕａ ＆ ＬＩ Ｙａｏｃｈａｎｇ：Ｌｉｓｔｅｎｉｎｇ ｔｏ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Ｖｏｉｃｅｓ：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ｓ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７

取向，一种是行为主义（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ｉｓｍ），另一种是

建构主义（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ｉｓｍ），这两种研究范式在概

念化儿童的发展能力上采取了完全不同的路

径［５］ 。 前者强调操作性条件（Ｏｐｅｒａｎｔ－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ｉｎｇ）的作用，多关注儿童面对条件改变时的反

应［５］ 。 与前者完全不同，建构主义主要受皮亚

杰（Ｊｅａｎ Ｐｉａｇｅｔ）的理论影响。
皮亚杰的主要目的是寻求一套认识论，而

不是一个仅仅用于解释儿童如何发展得像成人

一样思考和理性的理论。 皮亚杰不接受天生论

（Ｎａｔｉｖｉｓｔ）的观点，即认为知识是先天的，也不认

同环境论者的观点，即儿童发展出更成熟的思

维方式是通过美德的直接教导和知识的传授。
皮亚杰声明人类的智力是通过每一个儿童个体

对环境的行动来建构的，这种行动能够指导儿

童发现关于对象的属性和物理世界特定的逻辑

事实。 他非常仔细地倾听儿童的表达，并认为

“在研究中最重要的是让儿童感觉他们在游戏

中的主导地位” ［６］ 。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Ｄｏｎａｌｄｓｏｎ 领导的研究团

队对皮亚杰之前构建理论所依据的研究进行重

新评估。 他们发现由于皮亚杰实验设置的情境

和任务太过于超出儿童的日常生活范围，导致

这些实验对于儿童而言是过于困难的。 因此

Ｄｏｎａｌｄｓｏｎ 修订了研究，使其更具情境性、对儿童

更有意义（如教授语法等任务），并揭示儿童在

皮亚杰所声称的结果以外拥有更多的能力。 类

似的研究也证实了在富于意义的情境中，儿童

能够展示出更多的能力［７－８］ 。 此外，Ｅｎｇｅｌ 指出，
儿童与成人一样，具有复杂的内心世界。 她认

为如果将儿童的个性、个人生活经历、本能反应

（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 Ｖｉｓｃｅｒａｌ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幻想等搁置在一

边，而仅仅考虑针对特定问题时儿童的科学与

理性思想，只能得到歪曲的解释［９］ 。
发展中儿童的思维与理性能力在皮亚杰提

出其思想之后的 ５０ 年内都是发展心理学调查的

主流领域。 这些研究强调儿童是如何通过个体

行动和探索来积极地建构知识。 但在 ７０ 年代之

后，另一种替代的理论范式开始挑战将儿童视

为“孤独的行动者”或“小科学家（ Ｍｉｎｉａｔｕｒｅ Ｓｃｉ⁃
ｅｎｔｉｓｔ）”的观点［１０］ 。 心理学家随后开始将儿童

视为从生命之初的社会交流者（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
ｃａｔｏｒ）和意义制造者，儿童尝试为他们生活的文

化背景中的社会世界赋予意义［１１］ 。 这种新的社

会文化范式由维果茨基（Ｌｅｖ Ｖｙｇｏｔｓｋｙ）创立。 维

果茨基与皮亚杰是同时代的心理学家，但与皮

亚杰不同，他的教师背景使他认为知识是社会

化建构的产物，儿童通过与成人的交互、通过老

师等成人的帮助为自己的经历赋予意义才发展

出成熟的认知能力。 其后的一批研究者受此影

响，开始关注家庭、同龄人关系和学校教育对儿

童发展的影响［１２－１４］ 。 在这种范式下，儿童被视

为社会活动者（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ｃｔｏｒ），并产生了参与式

研究［５］ 。
参与式研究鼓励研究者认识到儿童的经历

和观点在自身权利相关的研究领域中的重要

性［１５］ ，并且是建立真正的儿童为中心政策的基

础。 参与式研究让幼龄儿童得以通过各种方式

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感受，包括绘画、地图制作、
角色扮演和小组讨论。 在 Ｗｏｏｄｈｅａｄ 的儿童务

工的研究中，他们使用了一系列半结构化的活

动与游戏，来揭开儿童生活中的主题，包括家庭

环境、家长期待、工作和学校的经历、自尊和个

人认同。 儿童用他们的语言形成了报告，并通

过描述在工作中的感受帮助研究者打破了之前

的关于童年的刻板化观点［１６］ 。
总之，在后现代的视角中，对儿童的关注逐

渐由“他们将要长成什么样”转变为“他们现在

是什么样” ［１７］ 。 幼龄儿童被视为他们自己生活

的专家［１８］ ， 并拥有独特的交流技巧和能力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ｙ） ［１９］ 。 在当今的发展心理学领域

中，尊重儿童能力，重视儿童权利的研究范式也

逐渐受到越来越多研究者的接受和使用。

１．３　 “对儿童实施”到“由儿童主导”：相关领域

中不断被调整的儿童研究方式

　 　 在儿童相关的科研与实践领域，与儿童相

关的话语不断地被调整，为我们发起以儿童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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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为核心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背景。
１９２６ 年的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 期刊的一篇综述

提到，“科学方法对于人文教育的影响是使其更

加重视证据。 教育领域正在极速地从主观性的

论断语句转向客观性的报告方式。 最近对于儿

童阅读的研究显示，正在逐渐告别旧式的、武断

的推荐书单：专家的建议仍然有其价值，但是从

一种主导的地位退居其次，我们不再询问老师

与图书馆员们他们觉得儿童喜欢什么，而是转

而向儿童本身寻求答案” ［２０］ 。
美国著名儿科医生 Ｓｐｏｃｋ 的畅销书《婴儿与

儿童护理》将流行的中产阶级家庭教育观从华

生式的强调纪律与情感抽离（ Ａ Ｗａｔｓｏｎｉａｎ Ｒｅｇｉ⁃
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ｔａｃｈｍｅｎｔ）逐渐转变为

承认家长与儿童一样均为自然的产物（ Ｃｒ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都具有内在的智慧［２１］ 。

Ｄｒｕｉｎ 认为，儿童有与成人不同的好恶、好
奇与需求。 但一个显而易见的现象是，儿童科

技工具的设计者们经常会忘记儿童并不只是

“缩小版的成人”，而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拥有自

己文化、规范的群体。 设计者们常常忽视儿童，
转而向家长与老师询问他们的需求［２２－２４］ 。 这也

有可能是受传统的权力结构影响，即“全知”的

成人与“需要学习一切”的儿童，也就是说，儿童

从食物、庇护所到教育全部依赖于家长与老师。
因此，这种关系使得儿童难以表达他们的想法，
也难以发声来决定到底什么科技应该出现在家

中与学校。 此外，技术的设计者也受他们自己

关于儿童的偏见与设想干扰。 其中的一些可能

已经做了家长，同时，全部的设计者都曾经是儿

童，都有过对于世界的偏好与厌恶，在经历了多

年的学校教育后，也产生了诸多预设（ Ｐｒｅｃｏｎ⁃
ｃｅｉｖｅｄ） ［２４－２５］ ，也是研究中需要引起研究者注意

的地方。
Ｍａｙｎｅ 与 Ｈｏｗｉｔｔ 对 ２００９—２０１２ 年期间的 ０－

８ 岁幼龄儿童的 ５０６ 篇研究论文进行元分析发

现，９６．６％的研究将儿童置于传统的研究角色，
即不参与研究的研究对象与半参与研究的研究

对象；仅有 ３．４％的研究将儿童置于研究之中，成

为参与性的角色；在研究视角方面，７０．２％的研

究是“对”儿童实施研究，２９．８％的研究是“与”
儿童一起或“由”儿童主导研究。 在这样的基础

上，作者提出了新的基于儿童权利的研究框架，
以帮助之后的研究者理解儿童的权利与儿童研

究的转型［２６］ 。
通过哲学领域对话语体系的反思、发展心

理学领域关于儿童研究范式的转变与其他相关

研究领域儿童研究方式的梳理，我们可以清楚

看到，学术界对于儿童的看待方式已经产生了

根本性的转变，这一变化是我们提出“儿童作为

自己图书馆评价主体”主张的研究与理论层面

可行性与正当性的支持。

２　 儿童成为自己图书馆评价主体的实践
支持

２．１　 “特殊照顾”到“保障表达观点的权利”：政
策中儿童相关话语的变迁

　 　 在国际范围内的儿童事业实践中，从 １９２４
年《日内瓦儿童权利宣言》 （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ｖａ Ｄｅｃｌａｒａ⁃
ｔｉｏｎｏｎ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主张儿童应受到

照料［２７］ 到 １９５９ 年《儿童权利宣言》 （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ｌｄ） 主张保护各国儿童权

利［２７］ ，再到 １９８９ 年联合国的《儿童权利公约》
（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ｌｄ，ＵＮＣＲＣ）中提出各国应保障拥有表达自己

观点能力的儿童具有在与其相关的事务中自由

表达他们观点的权利［２８］ ，可以看出儿童的角色

和地位从边缘化、需要受到“特殊照顾”，到权利

开始具有天然正当性的改变。
２１ 世纪初，我国出台《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

（试行）》，其中就有幼儿园教育应尊重幼儿的人

格和权利的明确规定［２９］ 。 ２０１２ 年的《３—６ 岁儿

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中更加明确地提出“成人要

耐心倾听别人（包括幼儿）的讲话，等别人讲完

再表达自己的观点” “与幼儿交谈时，要用幼儿

能听得懂的语言” “尊重和接纳幼儿的说话方

式，无论幼儿的表达水平如何，都应认真地倾听

１０６



王翩然　 徐建华　 李耀昌：倾听儿童的声音：让儿童成为自己图书馆的评价主体
ＷＡＮＧ Ｐｉａｎｒａｎ，ＸＵ Ｊｉａｎｈｕａ ＆ ＬＩ Ｙａｏｃｈａｎｇ：Ｌｉｓｔｅｎｉｎｇ ｔｏ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Ｖｏｉｃｅｓ：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ｓ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７

并给予积极的回应”“鼓励幼儿将自己感兴趣的

事情或故事画下来并讲给别人听，让幼儿体会

写写画画的方式可以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情

感” ［３０］ 。 我国第三个“儿童发展纲要” 《中国儿

童发展纲要（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首次将“儿童优

先原则”列入纲要，作为中国政府促进儿童发展

的基本原则之一。 所谓“儿童优先原则”，指的

是在制定法律法规、政策规划和配置公共资源

等方面优先考虑儿童的利益和需求［３１］ 。 从这些

可以看到我国的政策也开始转向对儿童权利的

认可与维护。
无论国际与国内政策的变化都可以看出，

安全保护、早期干预与预防最早是政策制定过

程中考虑的首要因素，同时兼顾强调儿童是他

们自身幸福的主要利益相关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Ｓｔａｋｅ⁃
ｈｏｌｄｅｒ），儿童拥有表达他们观点、感受与相关事

务上的权利，随后，这种观念逐渐深入到法律与

社会工作领域［５］ 。

在图书馆领域，美国儿童图书馆服务协会

（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ｔｏ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ＬＳＣ）的《儿童图书馆员职业胜任力》 经历了

１９８８ 年起草，１９８９ 年颁布，１９９９、２００９、２０１５ 年 ３
次修订［３２］ 。 以“对资源的获得”部分为例，通过

对 ５ 个版本的对比（见表 １）可以看到，ＡＬＳＣ 教

育委员会对儿童图书馆员职业胜任力描述变化

进行了两次较大调整：①１９８９ 年正式颁布版本

中删除了“基于对材料与用户的知识”，②２００９
年删除之前的表述，改换新的描述。 我们认为，
第二次的调整尤其反映了儿童相关话语变迁的

趋势，即逐渐削弱成人的控制地位。 图书馆员

由之前的“匹配”读者与材料，变为了“确保”读

者能够获得全部的材料，实际上是将获得与选

择材料的权利退还给儿童读者。 这样的表达使

成人“退居幕后”，并让儿童在图书馆中拥有更

多的权利。

表 １　 ＡＬＳＣ 的儿童图书馆员职业胜任力描述变化（部分）

版本 描　 　 述

１９８８ 年草稿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ｆ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ａｎｄ ｕｓｅｒｓ，ｉｓ ａｂｌｅ ｔｏ ｍａｔｃｈ ｐａｔｒ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

ａｔｅ ｔｏ ｔｈｅｉｒ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ａｎｄ ａｂｉｌｉｔｙ．

１９８９ 年第一版 Ｍａｔｃｈｅｓ ｐａｔｒ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ｔｏ ｔｈｅｉｒ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ａｎｄ ａｂｉｌｉｔｙ．

１９９９ 年第一次修订版 Ｍａｔｃｈｅｓ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ｔｏ ｔｈｅｉｒ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ａｎｄ 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修订版
Ｅｎｓｕｒｅｓ ｔｈａｔ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ｈａｖｅ ｆｕｌｌ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ｓ ｐｒｅ⁃

ｓｃｒｉｂ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Ｂｉｌｌ ｏｆ Ｒｉｇｈｔｓ．

２０１５ 年第三次修订版
Ｅｎｓｕｒｅｓ ｔｈａｔ ａｌｌ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ｈａｖｅ ｆｕｌｌ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ｓ ｐｒｅ⁃

ｓｃｒｉｂ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ＡＬＡｓ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Ｂｉｌｌ ｏｆ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ｓ．

２．２　 “儿童与成人关注点不同”到“以儿童为中

心”：产品与服务愈发重视以儿童为中心

　 　 已有多项研究证实儿童与成人的关注点不

同。 Ｈａｒｐｈａｍ 等人做的一项关于越南农村儿童

贫困成因的研究发现，儿童将垃圾等环境威胁

作为贫困的理由，而成人经常提及的饮用水安

全与卫生设备（ Ｓａｎｉｔａｔｉｏｎ）隐患则鲜少被儿童提

及［３３］ 。 这提示我们，以儿童为中心的产品与服

务开发设计必不可少。

人机交互领域较早引入以用户为中心的设

计思想，因此以儿童为中心的产品较多产生自

该领域。 Ｍａｒｋｏｐｏｕｌｏｓ 等人总结了多年为儿童开

发人机互动产品、与儿童共同评测产品的经验，
出版了儿童交互产品设计原则与实践的专著，
在该领域内有较大的影响力［３４］ 。 ＭｃＫｎｉｇｈｔ 等

人发现已经有很多模型用于支持软件产品开发

的设计流程，但评估部分却缺少研究成果。 他

们认为产品的评估应该从项目之初就开始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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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因此开发了 Ｐｌｕ－ｅ 框架，用于规划与实施以

儿童为中心的评价研究［３５］ 。 Ｓｈｏｕｋｒｙ 等人对 ２２
篇学龄前儿童计算机软件、游戏的设计研究与

标准进行综述，发现儿童的软件与游戏设计需

要考虑 １５ 个方面的内容：屏幕设计、导航与控

制、易用性、响应性、游戏设计、学习的潜在可能

性、指导说明、反馈、困难等级、内容传达与表

达、教学代理（Ｐｅｄａｇｏｇｉｃａｌ Ａｇｅｎｔ）、个性化、安全、
可达性（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价值。 基于这些，他们开

发了 Ｐｒｅ－ＭＥＧａ 框架，用于开发与评估学龄前儿

童的软件与游戏［３６］ 。
在实体产品领域，很多研究者围绕儿童环

境进行以儿童为中心的环境设计，包括幼儿园

景观改造、故事室的布置与故事道具的改进、儿
童在戏剧创作中的舞台辅助工具等［３７－３９］ 。 这些

已有的产品与服务向我们证明了在图书馆领域

开发以儿童为中心的服务的可能性。

２．３　 “学校”“图书”到“图书馆网站”：儿童视角

的评价及研究增多

　 　 儿童视角的评价实施主要集中于教育领域

与社会学领域。 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中小

学，如黄力与 Ｂｕｒｋｅ 等的研究均采用文本分析结

合田野调查的研究方法，通过对儿童作文、绘

画、手工等作品的分析来探讨儿童眼中的好学

校是什么样子的［４０－４１］ 。 袁永雄通过收集题为

“我喜欢的幼儿园”的幼儿绘画作品，以及针对

绘画作品的访谈，展示和分析了幼儿理解的幼

儿园以及幼儿心中理想的幼儿园［４２］ 。
有研究从儿童视角对托幼机构教育质量进

行评价的尝试：一些教育领域的研究者通过对

国外幼教机构质量评估与认证体系的介绍与分

析，提出我国的幼教机构评价应从以儿童发展

为中心，采用多视角评价，以儿童的视点选择评

价的内容［４３－４４］ 。 杜小凤编制了供儿童使用的幼

儿园教育质量评估工具，并运用该工具对成都

市区内的一、二、三级和无等级共 １３ 所幼儿园

的 １２６ 名大班儿童进行访谈，以他们的视角进

行幼儿园教育质量评估［４５］ 。

美国佐治亚州从 １９６８ 年起，每年评选“佐

治亚儿童图书奖”，让儿童票选最喜欢的书。 奖

项分为两个年龄组：学龄前到 ４ 年级学生票选绘

本书，４—８ 年级儿童票选小说。 首先由教师、图
书馆员、媒体专家等人组成的委员会选择出每

组各 ２０ 本备选图书，在接下来的一年里，老师与

各种教育机构会为儿童朗读备选图书，在每年

１—３ 月由学校与图书馆的专人组织儿童投票选

择出自己最喜欢的图书，最终汇总结果，选择出

两名“佐治亚儿童图书奖” ［４６］ 。
在图书馆领域，Ｈｕｇｈｅｓ－Ｈａｓｓｅｌｌ 针对公共图

书馆为少年儿童设计的网站进行调查，发现大

多数图书馆员指出少年儿童参与到了他们的网

页设计与开发之中。 参与程度分别为：４７ 家图

书馆由儿童贡献内容、设计创意、推荐链接、设
计网站 ｌｏｇｏ，４ 家图书馆由儿童完全参与整个网

站设计，１２ 家（占调查图书馆数量的 １９％）图书

馆的网页没有少年儿童参与［４７］ 。
目前，尚未发现儿童作为图书馆评价主体

的项目与研究，但之前幼儿园、学校等类似设施

的评价项目与图书馆网站开发的调研，均体现

出让儿童成为图书馆评价主体的可行性。

３　 儿童成为自己图书馆评价主体的研究
方法支持

３．１　 访谈、自主摄影、问卷调查：传统研究方法

的移植

　 　 在研究方法方面，研究者们最初想到的是

将适用于成人的研究方法直接应用或稍加调

整，移植到儿童研究中去。
Ｄａｒｌｅｎｅ Ｄｅ Ｍａｒｉｅ 运用访谈、自主摄影和图

片选择来研究儿童对自己学校的认识，以及对

于学校的这种认识是否会因学校被标记为成功

或不成功而有所变化。 研究访问了 １５６ 名从学

前班到五年级（５—１１ 岁）的儿童，了解他们的学

校经历。 在制作一本有关自己学校的书本时，
儿童拍下觉得能够向他人展示出自己学校面貌

的照片［４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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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ｏｎｋｅｒ 与 Ｍａｒｋｏｐｏｕｌｏｓ 比较发声思考（ Ｔｈｉｎｋ
Ａｌｏｕｄ）、结构化访谈与问卷 ３ 种方法对儿童发现

软件问题的影响。 他们对 ４５ 个 ８—１４ 岁儿童布

置了 ２１ 个任务，之后分别采用 ３ 种方法提示儿

童对软件进行可用性调查。 通过统计儿童发现

的软件设计中的问题数量，研究者发现发声思

考能够帮助开发者发现更多的问题，此外，女孩

比男孩报告的问题数量更多［４９］ 。
Ｌｅｖｅｒ－Ｃｈａｉｎ 进行了一项持续两年的纵向研

究，以总结早期儿童学习经验与探索早期适宜

性的教育。 该研究通过访谈方法，收集儿童的

声音，呈现 ５ 岁儿童对于早期阅读的态度［５０］ 。
杜小凤使用问卷调查的方法，以幼儿园大

班儿童的视角进行幼儿园教育质量评估。 她通

过文献调研、国内外托幼机构教育质量评价工

具以及中大班儿童访谈获得评估指标，每项指

标设计积极、中性、消极三类情绪情感体验。 儿

童在作出情绪类别的选择后，还需作出程度的

选择。 每项指标的每一个选择均包含 ５ 个等

级，由 １ 到 ５，情绪体验逐渐增强，儿童根据自己

体验到的情绪情感强烈程度进行选择。 施测过

程中使用口头表达的方式让儿童进行填答，表
情图作为辅助儿童理解的道具［４５］ 。

３．２　 “马赛克方法”：特别针对儿童开发的研究

方法

　 　 Ｃｌａｒｋ 与 Ｓｔａｔｈａｍ 开发了一种能够通过声音

与视觉工具结合在一起来揭示儿童观点的方

法，被称为“马赛克方法” ［１８，５１］ 。 马赛克方法源

于 Ｌｏｒｉｓ Ｍａｌａｇｕｚｚｉ 等儿童早期教育学家在意大

利北部的 Ｒｅｇｇｉｏ Ｅｍｉｌｉａ 地区学龄前学校开发的

教育框架［５２］ 与参与式评价 （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ｏｒｙ Ａｐ⁃
ｐｒａｉｓａｌ）方法论。 这套方法论能够赋予那些曾经

被削弱力量的人以发声的权利［５３］ 。
马赛克方法被证明能够有效用于研究低龄

儿童（５ 岁以下）与患有大脑麻痹等病症或残障

的儿童［５４－５６］ 。 在第一篇提出马赛克方法的研究

论文中，Ｃｌａｒｋ 与 Ｓｔａｔｈａｍ 发现了很多有关儿童研

究的特征，第一，研究对象往往是稍大一些的儿

童，如 ８－１０ 岁，很少有研究覆盖到幼龄儿童，尤
其是学龄前。 因为研究者们通常采用访谈、焦
点小组等传统方法，这就需要那些能够清晰表

达观点的儿童来参与，便往往将幼龄儿童、残障

儿童排除在外。 第二，他们发现无论是在评价

案例层面上（即儿童针对他所接收的服务进行

评价），还是更加完整的层面上（即包括了服务

的设计与推送过程），很多研究都是在服务规

划、推送与评估阶段将儿童纳入进来［１８］ 。 Ｃｌａｒｋ
与 Ｓｔａｔｈａｍ 肯定了这些研究的价值，因为成人研

究者们想要确保他们提供的服务是适当的而且

有效的。 但与此同时，几乎没有研究是从儿童

他们自己的世界出发，即儿童现在关心什么、对
于过去的经历有什么感受、对于未来有什么想

法、什么令他们开心与有安全感、他们如何解读

他们的生活环境与周边人。 因此， Ｃｌａｒｋ 与

Ｓｔａｔｈａｍ 开发了一种能够填补这两方面空白的研

究方法，即马赛克方法。
马赛克方法运用多种方法结合的框架来帮

助幼龄儿童收集有关他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细

节，并将其分享给成人。 它将儿童视为重要的

社会成员，并认为只有儿童才是他们自己生命

中的专家［５７］ 。 这与新兴的童年社会科学（ Ｓｏｃｉ⁃
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一致，将儿童视为“存在而非

转变（Ｂｅｉｎｇｓ ｎｏｔ Ｂｅｃｏｍｉｎｇｓ）”，并认为儿童有他

们自己的行动、时间与空间［５８］ 。

４　 儿童成为自己图书馆评价主体的价值

４．１　 理论价值

４．１．１　 保障儿童的话语权

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在 ５４ 项条款和两

个《任择议定书》中详细说明了任何地方的儿童

都拥有的基本人权：生存权；充分发展权；免受

有害影响、虐待和剥削权；充分参与家庭、文化

和社会生活权。 《公约》的四项核心原则是不歧

视；致力于实现儿童的最大利益；生命、生存和

发展权利；尊重儿童观点［５９］ 。 我国的《儿童保

护法》也强调儿童享有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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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参与权等权利，国家根据儿童身心发展特点

给予特殊、优先保护，保障儿童的合法权益不受

侵犯［６０］ 。 根据这两项对世界与我国儿童权利具

有基础地位的政策，儿童的话语权必须得到

保障。
４．１．２　 在图书馆界面向儿童的研究与服务中建

构以儿童视角为核心的话语体系

莫迪分析了以往的儿童研究与活动，发现

儿童始终是作为成人和社会的附属品出现的，
儿童是为了将来而存在的，并不是以一个完整

的、独立的、有能力的个体而出现的，研究者在

研究儿童时，并没有倾听他们的欲望和准备，只
是以 成 人 自 有 的 眼 光 去 审 视 儿 童 及 童 年

社会［６１］ 。
从学术研究、专业教育、实践活动来看，当

前的图书馆界都显示出缺乏以儿童视角为核心

的意识。 因此，我们希望能够建构起一套全新

的话语体系，并以此逐步改变当前图书馆界缺

乏以儿童视角为核心提供服务的现实。
但需要强调的是，我们一再重申儿童视角

不是为了颠覆成人所拥有的相关专业知识，而
是声明当回答儿童经历、体验等问题时，儿童才

是最有权利发言的群体［６２］ 。
４．１．３　 促进公共图书馆职业使命的实现

于良芝将国际上有关公共图书馆使命的陈

述归纳总结为教育使命、面向具体问题的信息

保障使命、文化传播使命、促进社区凝聚和社会

和谐使命、培养阅读习惯使命、基本文化素养

（读写能力） 和信息素养培育使命［６３］ 。 我们认

为，促成儿童成为自己图书馆的评价主体可以

用于促进公共图书馆两方面职业使命的实现：
（１）教育使命：于良芝提出，１９４０—１９５０ 年

代，西方国家教育的目标就开始强调学生能力

的培养，而不是简单的知识传授。 所谓能力培

养就是要切实赋予学生作为合格公民的各种能

力，如批判分析能力、发现问题的能力、解决问

题的能力、创新能力、交流能力、自学能力等

等［６３］２２３ 。 学龄前儿童处于为正规教育做准备的

时期，让其参与图书馆事务能够帮助他们从小

培养批判分析、发现问题与交流等能力，是公共

图书馆教育使命的延展。
（２）促进社区凝聚和社会和谐使命：图书馆

围绕社会和谐使命而设计的服务，就是以促进

社区成员之间的交流、提升人们的公民意识和

参与度为终极目标，以社区调研、用户需求以及

相关社会学理论为依据，开发利用图书馆的各

类资源［６３］２２６ 。 使儿童参与到评价图书馆的工作

中来，有助于促进儿童公民意识的萌发，同时也

为社区做出了贡献。

４．２　 实践价值

４．２．１　 促进儿童参与图书馆事务

《国际图联儿童图书馆服务发展指南》 提

出，好的儿童图书馆应能帮助儿童获得终生学

习和信息素养的能力，使他们能够参与社会并

为社会做出贡献［６４］ 。 ＩＦＬＡ 与 ＵＮＥＳＣＯ 共同发

布的《公共图书馆服务发展指南》指出，应该鼓

励孩子们从小使用图书馆，因为这样就更有可

能使他们日后一直成为图书馆的忠实读者［６５］ 。
让儿童参与图书馆规划与活动有助于他们

的成长发展。 Ｊｏｎｅｓ 认为，当少年儿童参与这些

活动时，可以充分调动他们的天赋、技巧与兴

趣，并向他们所在的社群证明其价值，同时也获

得了为社群做贡献的机会［６６］ 。
图书馆在通过网络向儿童提供服务的同

时，这些小读者的参与程度也应有所增强。 图

书馆需要通过网站建设的全阶段（包括设计规

划、应用推广、测试评估）邀请少年儿童参与以

增强他们的参与感。 Ｈｏｌｔ 等人指出，早先的公共

图书馆学龄儿童活动项目设计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图书馆员的智慧，他们基于成功活动的经验

设计新的活动，活动成功与否的衡量标准是儿

童是否愿意前来、家长看起来是否满意［４７］ 。 如

果图书馆员希望设计出的网页吸引小读者们使

用，那么他们就必须积极地让儿童参与到“有责

任感的行动与有影响力的决策中，以使图书馆

与信息服务更好地被设计与传递给同龄人与社

群” ［４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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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儿童参与进图书馆事务，能够带给儿童

参与感与成就感，这些感觉能够将儿童与图书

馆的发展连结在一起，使儿童对图书馆产生认

同，有利于今后服务的开展与终身读者的培养。
４．２．２　 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

障法》
我们强调儿童视角不是为了颠覆成人所拥

有的相关专业知识，而是希望图书馆行业的政

策制定者、从业者、研究者意识到，当需要得到

儿童图书馆服务如何的答案时，儿童才是最有

权利发言的群体。 因此，我们希望儿童作为评

价主体能够被纳入儿童图书馆服务的评价体系

中去，以用户（即儿童）的体验与专家的知识共

同提升儿童图书馆服务质量。
推及当前我国全力推进的现代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层面，增加儿童视角的服务评价，能够帮

助相关行业的政策制定者、从业者、研究者了解

儿童是如何看待各公共文化设施的儿童服务

的，切实从儿童的角度出发做出相应的改变与

调整，为儿童提供更适合且具有针对性的服务，
最终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

法》的要求，即加强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完善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效能［６７］ 。

５　 总结与展望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等在《走向全民读者之国：阅读委

员会报告》中提出阅读与环境密切相关，那些阅

读能力较好的儿童，多来自于有大量藏书的家

庭，或有很多机会前往图书馆，并且这些儿童的

父母与兄弟姐妹也有阅读的习惯。 此外，他们

多次直接提到公共图书馆对儿童、尤其是贫困

家庭儿童的重要作用，如一项研究证明来自于

贫困家庭的孩子夏天的阅读进步程度与他们的

家离图书馆的距离密切相关［６８］ 。 作为营造阅读

环境、提供阅读材料和活动最佳场所的图书馆，
应该天然承担起为儿童提供优质图书馆服务与

体验的责任。
儿童成为自己图书馆的评价主体的正当

性，已经在本文中得到了充分的论证，然而，当
落实到图书馆实际工作中时，我们仍会面临着

诸多挑战。 除了本文列举的成年意志主导等之

外，当前我国儿童图书馆服务的总体水平还比

较低。 表现之一就是儿童图书馆服务发展尚处

于起步阶段，缺乏统一的建设标准，各个地区、
类型、层级图书馆的投入与探索程度不一，导致

我国儿童图书馆服务不均等。 不过，这一相对

空白的状态同时也意味着机遇。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 提出，
要让儿童“真正地”参与到发展项目之中，就要

全方位地将儿童纳入构想（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操作、评估阶段［６９］ 。 这就意味着，未来儿童图书

馆服务的提升和完善，可以从初始阶段就将儿

童群体纳入进来，倾听他们的声音，采纳他们的

建议，让他们真正成为自己图书馆的评价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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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２００８（１）：１０－３９．

［ ６ ］ Ｐｉａｇｅｔ Ｊ． Ｔｈｅ ｍｏｒａｌ ｊｕｄ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ｌｄ ［Ｍ］． Ｌｏｎｄｏｎ，Ｎｅｗ Ｙｏｒｋ：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Ｐｒｅｓｓ，１９３２．

［ ７ ］ Ｈａｒｒｉｓ Ｐ Ｌ．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ｎｋ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ｍｏｔｉｏｎ［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Ｃｈｉｌｄ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１９８３，３６（３）：４９０－５０９．

［ ８ ］ Ｂｒｙａｎｔ Ｐ．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ｉｎ ｙｏｕｎｇ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ａ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Ｍ］． Ｌｏｎｄｏｎ：Ｍｅｔｈｕｅｍ，

１９７４：１７１－１８１．

［ ９ ］ Ｅｎｇｅｌ Ｓ Ｌ． Ｒｅａｌ ｋｉｄｓ：ｃｒｅａｔｉｎｇ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ｉｎ ｅｖｅｒｙｄａｙ ｌｉｆｅ［Ｍ］．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５：４１－４２．

［１０］ Ｓｍｉｄｔ Ｓ．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ｈｉｌｄ ｉｎ ｔｈｅ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ｎ ｃｈｉ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Ｍ］． 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ｕｔ⁃

ｌｅｄｇｅ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６：２６．

［１１］ Ｈａｓｔｅ Ｈ， Ｂｒｕｎｅｒ Ｊ Ｓ． Ｍａｋｉｎｇ ｓｅｎｓｅ： ｔｈｅ ｃｈｉｌｄｓ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 Ｍ］． Ｌｏｎｄｏｎ： Ｍｅｔｈｕｅｎ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２０１１：８９．

［１２］ Ｂｒｕｎｅｒ Ｊ Ｓ． Ａｃｔｓ ｏｆ ｍｅａｎｉｎｇ［Ｍ］． Ｂｏｓｔｏｎ：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０：１３．

［１３］ Ｄｕｎｎ Ｊ． Ｔｈｅ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Ｍ］．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８．

［１４］ Ｒｏｇｏｆｆ Ｂ．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Ｍ］． 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３：５２．

［１５］ Ｇｒｅｅｎｅ Ｓ，Ｈｏｇａｎ 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ｇ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Ｍ］． Ｌｏｎｄｏｎ：Ｓａｇｅ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Ｌｔｄ．，２００５：７２．

［１６］ Ｗｏｏｄｈｅａｄ Ｍ． Ｃｏｍｂａｔｔｉｎｇ ｃｈｉｌｄ ｌａｂｏｕｒ ｌｉｓｔｅｎ ｔｏ ｗ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ｓａｙ［ Ｊ］ ．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ｈｉｌ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１９９９，６（１）：２７－４９．

［１７］ Ｐａｌａｉｏｌｏｇｏｕ Ｉ．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ｉｎ ｅａｒｌｙ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Ｍ］． Ｌｏｎｄｏｎ：Ｓａｇｅ，２０１２：３７．

［１８］ Ｃｌａｒｋ Ａ，Ｓｔａｔｈａｍ Ｊ． Ｌｉｓｔｅｎｉｎｇ ｔｏ ｙｏｕｎｇ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ｅｘｐｅｒｔｓ 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ｌｉｖｅｓ［ Ｊ］ ． Ａｄｏｐｔｉｏｎ ＆ Ｆｏｓｔｅｒｉｎｇ，２００５，２９

（１）：４５－５６．

［１９］ Ｍｏｒｒｏｗ Ｖ．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ｄｉｌｅｍｍａｓ ｉ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ｎｄ ｙｏｕｎｇ ｐｅｏｐｌｅ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ｉｒ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 ［ Ｊ］ ．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ｅｓ，２００８，６（１）：４９－６１．

［２０］ Ｒｏｂｅｒｔｓ Ｈ Ｄ． Ｒｅｖｉｅｗ：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Ｊ］ ．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９２６，１５（７）：５５６－５５７．

［２１］ Ｌａｓｓｏｎｄｅ Ｓ． Ａｇｅ ａｎｄ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ａｄｕｌｔ－ｃｈｉｌｄ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ｗｅｎｔｉｅ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 ａｎｄ Ｙｏｕｔｈ，２００８，１（１）：９５－１０５，１５９．

［２２］ Ｄｒｕｉｎ Ａ．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ｎｅｗ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Ｊ］ ． 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２，２１

（１）：１－２５．

［２３］ Ｄｒｕｉｎ Ａ． Ｗｈａｔ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ｃａｎ ｔｅａｃｈ ｕ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ｆｏｒ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Ｊ］ ．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２００５，７５（１）：２０－４１．

［２４］ Ｄｒｕｉｎ Ａ，Ｓｏｌｏｍｏｎ Ｃ． Ｄｅｓｉｇｎｉｎｇ ｍｕｌｔｉｍｅｄｉａ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 ｋｉｄｓ［ Ｍ］．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Ｊｏｈｎ Ｗｉｌｅｙ ＆ Ｓｏｎｓ，Ｉｎｃ．，１９９６：５７．

［２５］ Ｐａｐｅｒｔ Ｓ．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 Ｊ］ ．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１９７２， ５ （ ３）：

１６１－１７６．

［２６］ Ｍａｙｎｅ Ｆ Ｃ． Ｈｏｗ ｆａｒ ｈａｖｅ ｗｅ ｃｏｍｅ ｉｎ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ｎｇ ｙｏｕｎｇ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ｉｎ ｏｕ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ｅａｒｌｙ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９ ｔｏ ２０１２ ［ Ｊ］ ． Ａｕｓｔｒａｌａｓ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ａｒｌｙ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 ２０１５， ４０ （ ４）：

３０－３９．

［２７］ 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ｌｄ［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７－０６－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ｅｎ．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ｏｒｇ ／ ｗ ／ ｉｎｄｅｘ．

１１２



王翩然　 徐建华　 李耀昌：倾听儿童的声音：让儿童成为自己图书馆的评价主体
ＷＡＮＧ Ｐｉａｎｒａｎ，ＸＵ Ｊｉａｎｈｕａ ＆ ＬＩ Ｙａｏｃｈａｎｇ：Ｌｉｓｔｅｎｉｎｇ ｔｏ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Ｖｏｉｃｅｓ：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ｓ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７

ｐｈｐ？ｔｉｔｌｅ ＝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ｌｄ＆ｏｌｄｉｄ ＝ ７７０７０６５０５．

［２８］ ＯＨＣＨＲ．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ｌｄ［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６－１２－０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ｏｈｃｈｒ．ｏｒｇ ／ ｅｎ ／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

ａｌ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 ｐａｇｅｓ ／ ｃｒｃ．ａｓｐｘ．

［２９］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６－１２－０７］．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ｍｏｅ．ｇｏｖ．ｃｎ ／

ｐｕｂｌｉｃｆｉｌｅｓ ／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 ｈｔｍｌｆｉｌｅｓ ／ ｍｏｅ ／ ｍｏｅ＿３０９ ／ ２００４１２ ／ １５０６．ｈｔｍｌ．（Ｔｈｅ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 ｆｏｒ ｐｒｅｓｃｈｏｏ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６－ １２－ ０７］．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ｍｏｅ． ｇｏｖ．

ｃｎ ／ ｐｕｂｌｉｃｆｉｌｅｓ ／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 ｈｔｍｌｆｉｌｅｓ ／ ｍｏｅ ／ ｍｏｅ＿３０９ ／ ２００４１２ ／ １５０６．ｈｔｍｌ．）

［３０］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教育部关于印发《３－６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的通知［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６－１２－１７］．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ｍｏｅ．ｇｏｖ．ｃｎ ／ ｓｒｃｓｉｔｅ ／ Ａ０６ ／ ｓ３３２７ ／ ２０１２１０ ／ ｔ２０１２１００９＿１４３２５４．ｈｔｍｌ．（Ｔｈｅ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 ｔｏ ｔｈ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ｇｅｄ ３ ～ ６［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６－

１２－１７］．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ｍｏｅ．ｇｏｖ．ｃｎ ／ ｓｒｃｓｉｔｅ ／ Ａ０６ ／ ｓ３３２７ ／ ２０１２１０ ／ ｔ２０１２１００９＿１４３２５４．ｈｔｍｌ．）

［３１］ 范并思． 拓展图书馆未成年人阅读服务［Ｊ］ ． 图书与情报，２０１３（２）：２－５．（ Ｆａｎ Ｂｉｎｇｓｉ． Ｏｎ ｔｈｅ ｍｉｎｏｒｓ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Ｊ］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３（２）：２－５．）

［３２］ ＡＬＡ．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ｉｅｓ ｆｏｒ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 ｓｅｒｖｉｎｇ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ｉ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７－ ０６－ ２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ａｌａ．ｏｒｇ ／ Ｔｅｍｐｌａｔｅ．ｃｆｍ？Ｓｅｃｔｉｏｎ ＝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ｔｅｍｐｌａｔｅ ＝ ／ Ｃｏｎｔｅｎ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 ＣｏｎｔｅｎｔＤｉｓｐｌａｙ． ｃｆｍ＆ Ｃｏｎｔ⁃

ｅｎｔＩＤ ＝ １３９２５．

［３３］ Ｈａｒｐｈａｍ Ｔ，Ｈｕｏｎｇ Ｎ Ｔ，Ｌｏｎｇ Ｔ Ｔ，ｅｔ 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ｏｒｙ ｃｈｉｌｄ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Ｖｉｅｔｎａｍ［Ｊ］ ．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

Ｓｏｃｉｅｔｙ，２００５，１９（１）：２７－４１．

［３４］ Ｍａｒｋｏｐｏｕｌｏｓ Ｐ，Ｒｅａｄ Ｊ Ｃ，Ｍａｃｆａｒｌａｎｅ Ｓ，ｅｔ ａｌ．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ｄｅｓｉｇｎｅｒｓ［Ｊ］ ． Ｅｌｓｅｖｉ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８（５）：１０４３－１０４４．

［３５］ Ｍｃｋｎｉｇｈｔ Ｌ，Ｒｅａｄ Ｊ Ｃ． Ｐｌｕ－Ｅ：ａ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ｎｇ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Ｃ］ ／ ／ Ｂｃｓ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Ｈｕｍａ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２０１１：１２６－１３１．

［３６］ Ｓｈｏｕｋｒｙ Ｌ， Ｓｔｕｒｍ Ｃ， Ｇａｌａｌｅｄｅｅｎ Ｇ Ｈ． Ｐｒｅ － ＭＥＧａ： ａ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ｅｓｃｈｏｏｌｅｒｓ ｍｏｂｉｌ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ａｍｅｓ［ Ｃ］ ／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ａｎｄ 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２０１２：３８５－３９０．

［３７］ 陈传荣． 儿童视角下的幼儿园景观设计———以江苏宿迁市蓝天苑幼儿园为例［ Ｊ］ ． 中国园艺文摘，２０１６

（９）：１３５－ １３６，１８９．（ Ｃｈｅｎ Ｃｈｕａｎｒｏｎｇ． Ｔｈｅ ｋｉｎｄｅｒｇａｒｔｅｎ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Ｊ］ ． Ｃｈｉｎａ

Ｇａｒｄｅ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２０１６（９）：１３５－１３６，１８９）

［３８］ 李宜家． 儿童说故事创作剧场辅助工具之设计研究［Ｄ］． 台南：成功大学，２０１３．（ Ｌｉ Ｙｉｊｉａ．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ｓｔｏｒｙ⁃

ｔｅｌｌｉｎｇ ｔｏｏｌｓ ｔｏ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ｔｈｅ ｄｒａｍａ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ｆｏｒ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Ｄ］． Ｔａｉｎａｎ：Ｃｈｅｎｇ Ｋｕ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３．） 　

［３９］ Ｍｏｎｔｅｍａｙｏｒ Ｊ，Ｄｒｕｉｎ Ａ，Ｃｈｉｐｍａｎ Ｇ，ｅｔ ａｌ． Ｔｏｏｌｓ ｆｏｒ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ｔｏ ｃｒｅａｔｅ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ｓｔｏｒｙ ｒｏｏｍｓ ［Ｊ］ ． Ｃｏｍ⁃

ｐｕｔｅｒｓ ｉｎ Ｅｎｔｅｒｔａｉｎｍｅｎｔ（ＣＩＥ），２００４，２（１）：１２－１２．

［４０］ 黄力． 我心目中的学校———儿童视角的教育研究［Ｍ］．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２０１１．（ Ｈｕａｎｇ Ｌｉ． Ｍｙ ｆａｖｏｒｉｔｅ

ｓｃｈｏｏｌ：ａ ｋｉｎｄ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Ｇｕａｎｇｍｉｎｇ Ｄａｉｌ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１．）

［４１］ Ｃａｔｈｅｒｉｎｅ Ｂｕｒｋｅ，Ｉａｎ Ｇｒｏｓｖｅｎｏｒ． 我喜欢的学校：通过孩子们的心声反思当今教育［Ｍ］． 祝莉丽，张娜，译． 北

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６．（Ｃａｔｈｅｒｉｎｅ Ｂｕｒｋｅ，Ｉａｎ Ｇｒｏｓｖｅｎｏｒ． Ｔｈ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Ｉｄ ｌｉｋｅ：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ｎｄ ｙｏｕｎｇ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ａ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Ｍ］． Ｚｈｕ Ｌｉｌｉ，Ｚｈａｎｇ Ｎａ，ｔｒａｎ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Ｌｉｇｈ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６．）

［４２］ 袁永雄，黄进． 幼儿喜欢什么样的幼儿园———基于幼儿绘画作品的调查［ Ｊ］ ． 教育导刊（下半月），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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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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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２２－２６．（Ｙｕａｎ Ｙｏｎｇｘｉｏｎｇ，Ｈｕａｎｇ Ｊｉｎ． Ｗｈａｔ ｋｉｎｄ ｏｆ ｋｉｎｄｅｒｇａｒｔｅｎ ｄｏ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ｌｉｋｅ－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ｙｏｕｎｇ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ｐａｉｎｔｉｎｇｓ［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２０１３（１２）：２２－２６．）

［４３］ 张司仪． ＮＡＥＹＣ 幼教机构质量认证体系的评价思想及其启示［Ｊ］ ． 学前教育研究，２０１３（９）：１５－２０．（ Ｚｈａｎｇ

Ｓｉｙｉ． Ｏ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ａｎｄ ａｃｃｒｅｄｉｔａｔｉｏｎ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ｏｆ ＮＡＥＹＣ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Ｃｈｉｎａ

［Ｊ］ ．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Ｐｒｅｓｃｈｏｏ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３（９）：１５－２０．）

［４４］ 吴凡． 芬兰幼儿园质量评价简介及启示［ Ｊ］ ． 山东教育，２０１０ （ １８）：１１ － １３． （ Ｗｕ Ｆ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ｖｅ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Ｆｉｎｌａｎｄ［Ｊ］ ．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０（１８）：１１－１３．）

［４５］ 杜小凤． 儿童视角的幼儿园教育质量评价研究［Ｄ］． 成都：四川师范大学，２０１５．（ Ｄｕ Ｘｉａｏｆｅｎｇ． 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ｋｉｎｄｅｒｇａｒｔｅｎ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Ｄ］． Ｃｈｅｎｇｄｕ：Ｓｉｃｈｕａｎ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５．）

［４６］ ＧＣＢＡ．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 ａｎｄ ｖｏｔｅ ［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６－ １２－ ０９］． ｈｔｔｐ： ／ ／ ｇｃｂａ． ｃｏｅ． ｕｇａ． ｅｄｕ ／ ｇｃｂａ－ａｗａｒｄｓ ／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

ａｎｄ－ｖｏｔｅ ／ ．

［４７］ Ｈｕｇｈｅｓ－Ｈａｓｓｅｌｌ Ｓ，Ｍｉｌｌｅｒ Ｅ Ｔ．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Ｗｅｂ ｓｉｔｅｓ ｆｏｒ ｙｏｕｎｇ ａｄｕｌｔｓ：ｍｅｅ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ｅｅｄｓ ｏｆ ｔｏｄａｙｓ ｔｅｅｎｓ ｏｎｌｉｎｅ

［Ｊ］ ． Ｌｉｂｒａｒｙ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０３，２５（２）：１４３－１５６．

［４８］ Ｄｅｍａｒｉｅ Ｄ．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 ｖｅｒｓｕｓ ｕｎ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ｅｙ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ｓ，ａｕｔｏｐｈｏｔｏｇｒａ⁃

ｐｈｙ，ａｎｄ ｐｉｃｔｕｒ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Ｊ］ ． Ｅａｒｌｙ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２０１０，１２（２）：１７．

［４９］ Ｄｏｎｋｅｒ Ａ，Ｍａｒｋｏｐｏｕｌｏｓ Ｐ．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ｈｉｎｋ－ａｌｏｕｄ，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ｓ ｆｏｒ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ｕｓａｂｉｌ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Ｍ］． Ｌｏｎｄｏｎ：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Ｌｏｎｄｏｎ，２００２：３０５－３１６．

［５０］ Ｌｅｖｅｒ－Ｃｈａｉｎ Ｊ． Ｔｕｒｎｉｎｇ ｂｏｙｓ ｏｆｆ？ Ｌｉｓｔｅｎｉｎｇ ｔｏ ｗｈａｔ ｆｉｖｅ－ｙｅａｒ－ｏｌｄｓ ｓａｙ ａｂｏｕｔ ｒｅａｄｉｎｇ［Ｊ］ ．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２００８，４２（２）：

８３－９１．

［５１］ Ｃｌａｒｋ Ａ， Ｍｏｓｓ Ｐ． Ｌｉｓｔｅｎｉｎｇ ｔｏ ｙｏｕｎｇ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ｔｈｅ ｍｏｓａｉｃ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 ２ｎｄ ｅｄ．） ［ Ｍ］． Ｌｏｎｄｏｎ， ＧＢ：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Ｂｕｒｅａｕ，２０１１．

［５２］ Ｅｄｗａｒｄｓ Ｅ Ｃ，Ｇａｎｄｉｎｉ Ｅ Ｌ，Ｆｏｒｍａｎ Ｅ Ｇ． Ｔｈｅ ｈｕｎｄｒｅｄ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ｔｈｅ Ｒｅｇｇｉｏ Ｅｍｉｌｉａ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 ａｄ⁃

ｖａｎｃｅｄ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Ｓｅｃｏ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Ｍ］．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Ａｂｌｅｘ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１９９８：５００．

［５３］ ＯＫａｎｅ Ｃ．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ｏｒｙ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Ｍ］． Ｌｏｎｄｏｎ：Ｆａｌｍｅｒ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０：５７－５９．

［５４］ Ｐｉｃｋｅｒｉｎｇ Ｄ，Ｈｏｒｒｏｃｋｓ Ｌ Ｍ，Ｖｉｓｓｅｒ Ｋ Ｓ，ｅｔ ａｌ． Ｅｖｅｒｙ ｐｉｃｔｕｒｅ ｔｅｌｌｓ ａ ｓｔｏｒｙ：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ｓ ａｎｄ ｄｉａｒ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ｗｉｔｈ

ｃｅｒｅｂｒａｌ ｐａｌｓｙ ａｂｏｕｔ ａｄａｐｔｅｄ ｃｙｃｌｉｎｇ［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ａｅｄｉａｔｒｉｃｓ ａｎｄ Ｃｈｉｌｄ Ｈｅａｌｔｈ，２０１３，４９（１２）：１０４０－１０４４．

［５５］ Ｐｉｃｋｅｒｉｎｇ Ｄ．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ｍｏｓａｉｃ ｍｅｔｈｏｄｓ：ｈｅａ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ｖｏｉｃｅ” ｏｆ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ｗｉｔｈ ｄｉｓ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Ｊ］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ｒａｐｙ ＆ 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３，２０（７）：２２１－２２４．

［５６］ Ｐｉｃｋｅｒｉｎｇ Ｄ Ｍ，Ｈｏｒｒｏｃｋｓ Ｌ，Ｖｉｓｓｅｒ Ｋ，ｅｔ ａｌ． Ａｄａｐｔｅｄ ｂｉｋｅｓ：ｗｈａｔ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ｎｄ ｙｏｕｎｇ ｐｅｏｐｌｅ ｗｉｔｈ ｃｅｒｅｂｒａｌ ｐａｌｓｙ ｔｏｌｄ

ｕｓ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ｉｒ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ｄａｐｔｅｄ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ｃｙｃｌｉｎｇ［ Ｊ］ ． Ｄｉｓ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ｓｓｉｓｔｉｖ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３，８（１）：３０－３７．

［５７］ Ｌａｎｇｓｔｅｄ Ｏ． Ｌｏｏｋｉｎｇ ａ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ｈｉｌｄｓ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Ｇ］ ／ ／ Ｐｅｔｅｒ Ｍ，Ａｌａｎ Ｐ． Ｖａｌｕｉｎｇ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ｅａｒｌｙ ｃｈｉｌｄ⁃

ｈｏｏ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ｎｅｗ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ｔｏ ｄｅｆｉｎｉｎｇ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Ｌｏｎｄｏｎ：Ｐａｕｌ Ｃｈａｐｍａｎ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１９９４：２８－４２．

［５８］ Ｑｖｏｒｔｒｕｐ Ｊ，Ｂａｒｄｙ Ｍ，Ｓｇｒｉｔｔａ Ｇ，ｅｔ ａｌ．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 ｍａｔｔｅｒｓ［Ｍ］． Ｖｉｅｎｎａ：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ｅｎｔｒｅ，１９９４：１０７－１１３．

［５９］ 刘兹恒，武娇． 公共图书馆未成年人服务的指导文件———学习《中国儿童发展纲要（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 ［ Ｊ］ ．

图书与情报，２０１２（１）：１－３，６６．（Ｌｉｕ Ｚｉｈｅｎｇ，Ｗｕ Ｊｉａｏ．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２０１１—２０２０）：ａ

ｇｕｉｄｅ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ｏ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Ｊ］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２（１）：１－３，６６．）

［６０］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６－ １１ － ２２］．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ｍ． ｃｎ ／ ｐｏｌｉｃｙ ／ ｔｘｔ ／ ２００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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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翩然　 徐建华　 李耀昌：倾听儿童的声音：让儿童成为自己图书馆的评价主体
ＷＡＮＧ Ｐｉａｎｒａｎ，ＸＵ Ｊｉａｎｈｕａ ＆ ＬＩ Ｙａｏｃｈａｎｇ：Ｌｉｓｔｅｎｉｎｇ ｔｏ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Ｖｏｉｃｅｓ：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ｓ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７

１２ ／ ３０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７５８２８０８．ｈｔｍ．（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ｎｏｒｓ［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６－１１－２２］．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ｃｏｍ．ｃｎ ／ ｐｏｌｉｃｙ ／ ｔｘｔ ／ ２００６－１２ ／ ３０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７５８２８０８．ｈｔｍ．）

［６１］ 莫迪． 儿童视角研究：儿童研究的新转向［Ｄ］．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２０１５．（ Ｍｏ Ｄｉ．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ｏｆ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 Ｄ ］．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Ｅａ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５．）

［６２］ Ｍｏｒｒｏｗ Ｖ，Ｒｉｃｈａｒｄｓ Ｍ． Ｔｈｅ ｅｔｈｉｃ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ａｎ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Ｊ］ ．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 Ｓｏｃｉｅｔｙ，１９９６，１０

（２）：９０－１０５．

［６３］ 于良芝． 图书馆情报学概论［Ｍ］． 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２０１６：２２１．（ Ｙｕ Ｌｉａｎｇｚｈｉ．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２０１６：２２１．）

［６４］ ＩＦＬＡ．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７－０６－１４］．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ｉｆｌａ． ｏｒｇ ／ ｆｉｌｅｓ ／ ａｓｓｅｔｓ ／ ｓｅｔ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 ｆｏｒ －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 ｌｉｂｒａｒｙ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 ｅｄｕｃａ⁃

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ｏｇｒａｍｓ．ｐｄｆ．

［ ６５］ ＩＦＬＡ．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ｔｈｅ ＩＦＬＡ ／ ＵＮＥＳＣＯ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２００１［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６－１２－１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ｉｆｌａ．ｏｒｇ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ｎｏｄｅ ／ １０２９．

［６６］ Ｊｏｎｅｓ Ｐ Ｌｉｎｄａ Ｌ． Ｎｅｗ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ｔｏ ｙｏｕｎｇ ａｄｕｌｔｓ［ Ｍ］． Ｃｈｉｃａｇｏ：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２００２．　

［６７］ 新华网． 受权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新华网［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７－０３－１３］．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 ／ ２０１６－１２ ／ ２６ ／ ｃ＿１２９４１９４３５．ｈｔｍ．（Ｘｉｎｈｕａ ｎｅｔ．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

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７ － ０３ － １３］．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２０１６ － １２ ／ ２６ ／ ｃ ＿

１２９４１９４３５．ｈｔｍ．）

［６８］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Ｒ Ｃ，Ｈｉｅｂｅｒｔ Ｅ Ｈ，Ｓｃｏｔｔ Ｊ Ａ，ｅｔ ａｌ． Ｂｅｃｏｍｉｎｇ ａ 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ａｄｅｒｓ：ｔｈｅ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Ｊ］ ．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１９８８，１１（４）：３８９－３９６．

［６９］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 Ｋ． Ｒｅａｌ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ｂｙ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Ｊ］ ． Ｅａｒｌｙ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 Ｍａｔｔｅｒｓ，１９９９（Ｆｅｂ．）：２５－３６．

王翩然　 南开大学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 ２０１４ 级博士研究生。 天津 ３０００７１。
徐建华　 南开大学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天津 ３０００７１。
李耀昌　 南开大学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 ２０１６ 级博士研究生。 天津 ３０００７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３－２２；修回日期：２０１７－０４－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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