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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科普教育的活动化创新与运营实践

要要要以海外图书馆 Summer Science项目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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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目的 / 意义]针对国内图书馆科普教育实践存在的参与主体单一、适用范围窄、社会认知度不高等问题，探索公共

图书馆科普的创新路径，以推动国内公共图书馆科普研究及实践的发展。[方法 / 过程]从中国图书馆科普教育工作的现实背

景出发，界定图书馆科普及相关概念，分析美国公共图书馆 Summer Science 项目的典型案例，归纳总结其主要构成元素与运

营模式。[结果 / 结论]公共图书馆科普教育可以通过跨界合作、创新宣传、丰富活动形式与主题提升活动质量，扩大受众群

体，形成品牌效应，增强社会效益，实现图书馆科普活动的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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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近年来袁 伴随 STEM 渊科学尧 技术尧 工程尧 数学冤
教育成为全球范围内驱动教育创新的最新趋势袁 传统

的科普教育也日益走上转型升级与创新之路遥 2017 年

中央教科院发布 叶中国 STEM 教育白皮书曳 指出 STEM

教育应纳入国家创新型人才培养战略袁 是全社会共同

参与的教育创新实践 [1]遥 当前国内很多中小学也在

STEM 理念指导下创新科普教育活动袁 并将其融入到

学生的日常学习生活中袁 青少年科学素养的培养受到

普遍重视遥

在这一进程中袁 依据图书馆的社会职能与使命袁
图书馆也应是科普教育的重要参与者遥 叶中华人民共

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曳 第十六条规定院 野科技馆

渊站冤尧 图书馆尧 博物馆尧 文化馆等文化场所应当发挥

科普教育的作用冶遥 国务院印发的 叶全民科学素质行动

计划纲要曳 也提出今后实施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的

方针是 野政府推动袁 全民参与冶 [2]遥 这些都为图书馆开

展科普教育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袁 强化了其主体责

任遥 公共图书馆作为公共文化场所袁 本身就具有教育

职能袁 因此也更应身先士卒地将科普教育与自身工作

相结合袁 通过开展一系列具有自身特色的科普活动袁
促进全民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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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袁 国内很多公共图书馆已经进行了一系列科

普活动的实践袁 但也存在着一些局限院 首先袁 国内公

共图书馆科普教育多局限于图书馆这一单一主体袁 与

其他社会力量缺乏深度的协作袁 并未有效融入多元主

体参与的大科普生态曰 其次袁 相较于欧美等国较为成

熟的体系化尧 常规化尧 品牌化科普教育活动袁 中国公

共图书馆在该领域的工作缺乏品牌性的科普活动袁 尚

缺少可复制尧 可推广的典型模式遥 除此之外袁 相对于

博物馆尧 科技馆等其他社会教育场所袁 公共图书馆的

科普教育活动也存在着活动形式单一尧 与自身定位特

色结合不紧密尧 宣传力度较低尧 参与人数较少尧 社会

认知度不够等现实问题遥
在上述背景下袁 分析海外图书馆科普项目运作模

式袁 及时掌握其最新发展动态并从中汲取经验袁 对提

升中国公共图书馆科普教育质量与效果十分必要遥 本

研究首先对图书馆参与科普教育的依据与意义进行了

学理分析袁 对图书馆科普相关主题的研究进行了回顾袁
形成理论基础袁 之后以海外图书馆 Summer Science 项

目为案例袁 分析了图书馆科普活动运营的经验袁 并为

中国公共图书馆科普项目的开展提供了对策建议遥

2 相关研究回顾与研究基础

在 CNKI 数据库以 野图书馆 + 科普冶 为主题词进

行检索袁 可以发现近年来相关研究的总体产出量快速

增加袁 研究主题围绕公共图书馆与高校图书馆两大主

体袁 集中探讨了图书馆科普的概念界定尧 图书馆开展

科普活动的角色定位与主要模式遥
2.1 图书馆科普活动的相关概念界定

目前学界关于公共图书馆科普活动的已有研究中袁
有很多图书馆科普活动形态的介绍袁 但却缺乏对图书

馆科普等相关概念的明确界定遥 叶中华人民共和国科

学技术普及法曳 将 野科普冶 定义为国家和社会采取公

众易于理解尧 接受尧 参与的方式袁 普及科学技术知识尧
倡导科学方法尧 传播科学思想尧 弘扬科学精神的活动遥
徐基田认为 野科普教育冶 指科学技术普及的教育活动袁

对象为社会公众袁 目的是提高公众科学素养[3]遥 徐黎将

野公共图书馆科普阅读推广冶 定义为以图书馆科普资源

为依托袁 通过举办各种形式的阅读活动袁 引导读者关

注科学知识袁 传播科学思维和方法[4]遥
本文将 野图书馆科普冶 定义为立足图书馆这一主

体袁 借助自身或社会力量面向社会大众传播和普及科

学文化知识袁 以达到提升全民科学文化素养的目的遥
综合过往研究袁 图书馆科普活动主要包括以下 5 种活

动类型要要要手工实验尧 培训授课尧 科普展览尧 阅读推

广尧 演示与竞赛院 ①手工实验即引导孩子们通过手工

制作尧 科学实验等活动袁 了解常见的科学原理袁 激发

其对科学的兴趣曰 ②培训授课包括开展 STEM 课程尧
专家讲座等宣讲培训活动袁 让孩子们面对面学习科学

知识袁 感受科学的魅力曰 ③科普展览即以专题展览的

形式袁 展示科普图片尧 标本尧 模型等袁 让青少年儿童

对科学世界有大体初步的了解曰 ④阅读推广即以各种

形式的阅读活动向青少年儿童传播科学基础知识袁 包

括科普读物阅读分享会尧 书目荐读等曰 ⑤演示与竞赛

主要是通过举办科学知识竞赛尧 科普短剧表演来引导

青少年们主动获取科学知识遥
2.2 图书馆开展科普工作的角色定位

目前学者们普遍认为利用馆藏科技文献尧 文化场

所等资源袁 面向社会公众开展科普活动袁 满足社会公

众的科普需求是公共图书馆重要的社会责任和义务遥
相关原因总结起来有以下 3 点遥

首先袁 图书馆开展科普工作具有科普文献资源优

势及人员优势遥 图书馆丰富的馆藏资源尧 较大的独立

空间以及具备专业知识的馆员都是图书馆开展科普工

作的独特优势所在[3]曰 其次袁 科学素养与信息素养培养

可以在图书馆得到较好融合遥 在过去一段历史时期内袁
提升中国公民的整体科学素养是全社会面临的重要任

务[5]遥 作为文化服务场所的公共图书馆袁 需要发挥自身

的知识属性袁 在传播科学文化知识尧 弥合科学与公众

间的鸿沟问题上袁 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与使命曰 再次袁
图书馆科普创新有力于促进科普工作的整体转型升级遥
中国传统的科普工作有很大一部分内容是面向扫盲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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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随着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袁 科普活动已经从单向的

科学文化知识普及向交互性尧 趣味性尧 实践性尧 应用

性尧 创新性的科学教育活动转变遥 图书馆在科学普及

中需做到以提高全民科学文化素质为宗旨袁 传播公众

关注的科学常识袁 积极与社会力量合作袁 并且结合社

会发展现实做好公共事件科普尧 应急科普袁 做好对重

点人群的科普教育工作[6]遥
2.3 图书馆开展科普活动的主要模式

2.3.1 作为科普教育基地的图书馆

申报科普教育基地目前是国内公共图书馆参与科

普教育的主要方式之一遥 截止 2019 年袁 全国已有 88

家省级以上的图书馆科普教育基地[3]遥 魏海霞等分析了

图书馆科普基地社会化服务模式及其优势袁 并提出与

政府宣传部门尧 专业学协会联合共建科普基地等建议[7]遥
徐基田通过调研全国图书馆科普教育基地袁 从基地等

级尧 类型等方面进行深入分析袁 指出图书馆科普教育

虽然较早成立科普与阅读指导委员会袁 但未成为常态

化服务项目袁 进而提出应坚持基地建设与科普服务相

结合等策略[3]遥 而在图书馆科普教育基地中袁 科普展览

成为主要的具体活动形式遥 吉杰曾指出公共图书馆科

普教育存在服务水平较低等问题袁 将图书馆科普展览

模式归为 3 类院 以科普教育为主题的展览活动尧 嵌入

科普教育内容的展览活动尧 网络科普教育展览活动袁
并提出要加强内容筛选袁 加大网络科普教育开发袁 与

科协合作等策略[8]遥
2.3.2 图书馆科普阅读推广

当前阅读推广已经日渐成为公共图书馆的主流服

务遥 图书馆科普活动也和阅读推广活动日趋融合遥 有

论文关注了国家高新区公共图书馆科普阅读推广创新与

实践路径袁 并对东莞松山湖图书馆案例进行了报道[4]遥
巫芯宇以第二届科普阅读推广案例征集活动获奖图书

馆为例袁 分析了整体发展现状袁 将相关活动总结为书

目推荐类尧 宣讲培训类尧 互动交流类等 7 类袁 其中创

作体验与宣讲培训类活动最多袁 活动对象主要针对未

成年袁 面向成年人的项目较少袁 由此提出关注弱势群

体尧 引入新媒体数字技术等建议[9]遥

同一般性的阅读推广活动一样袁 阅读书目与阅读

材料同样也是图书馆科普阅读推广的重要支撑要素遥
赵发珍认为当前科普书目推荐多为碎片化尧 缺乏规范

性尧 没有科学系统的推荐模式袁 通过分析国家级科普

阅读推荐书目中存在的问题以及特点袁 据此提出了科

普书目分类体系等对策建议遥
2.3.3 基于图书馆特色资源的科普活动

除上述两种方式外袁 一些大学图书馆尧 专业图书

馆基于自身特色开展科普工作遥 赵宇星论述了高校图

书馆开展知识产权科普工作的重要性袁 以华南理工大

学为例袁 展现了该校知识产权科普工作的创新与实践袁
如制作科普微视频开设知识产权信息素养课程等 [10]遥
章茵利用 SWOT 分析了中国地质图书馆的科普工作袁
并进一步为该馆未来科普工作制定了相应规划如建设

特色馆藏文献数据库等[11]遥
综上所述袁 在理论研究方面袁 学者们主要探讨了

图书馆开展科普工作的必要性及角色定位的转变袁 但

缺少理论层面的提炼袁 整体研究水平落后于实践发展曰
尤其是缺少对图书馆科普教育尧 科普阅读推广等相关

概念的辨析与明确界定袁 存在一定的混淆情况袁 不利

于图书馆科普实践活动的开展与推广遥
在实践研究方面袁 当前研究更侧重于基于科普阅

读推广[4]尧 科普教育[8]尧 书目推荐[12]等的个案研究以及

对相应服务发展模式尧 创新路径的探索袁 对图书馆科

普工作体系与运作模式的研究不够遥 实践案例主要选

自国内袁 缺乏对国外一线案例的介绍袁 缺乏把握国际

同行在图书馆科普活动上的一些新做法和新趋势遥
因此袁 本文将在界定图书馆科普及相关概念的基

础上袁 重点关注美国公共图书馆 Summer Science 项目

的典型案例袁 分析其特征尧 构成要素和运营机制袁 为

国内公共图书馆科普活动实践和研究提供参考遥

3 美国公共图书馆 Summer Science
项目典型案例分析

3.1 项目概述

近年来袁 随着人们对科学普及教育及科学素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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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重视袁 越来越多的社会主体参与到科普教育的实

践中去遥 图书馆也在原有传统阅读推广服务的基础上袁
开发出新的科普教育服务形态袁 其中美国公共图书馆

Summer Science 渊以下统称为夏季科学冤 项目便由此兴

起遥 美国公共图书馆夏季科学项目是一种面向青少年

群体袁 由公共图书馆主办袁 主要以科学实验尧 手工制

作尧 STEM 课程为活动形式袁 旨在传播科学知识袁 提

升青少年儿童科学素养袁 激发其对科学文化的学习兴趣

的新型科普教育活动遥 它的产生具有一系列社会背景遥
叶2016 年美国图书馆协会白皮书曳 指出为应对儿童

和青少年需求的变化袁 暑期阅读应向暑期学习转变[13]遥
美国青少年图书服务协会 渊Yong Adult Library Services

Association袁 YALSE冤 发布的 叶采用暑期学习方法增

加影响力院 YALSA 立场文件曳 [14]专门帮助和指导图书

馆重新规划青少年暑期项目与服务袁 同样指出美国夏

季阅读项目开始向夏季学习转变袁 各地公共图书馆开

始重新为青少年儿童设计暑期服务项目袁 原来传统的

单一阅读活动被赋予兼顾培养青少年科学尧 技术尧 工

程尧 数学和艺术以及数字化学习兴趣的新内涵[15]遥
由此可见袁 夏季科学项目是美国图书馆界传统夏

季阅读项目的延伸与发展袁 并且较之传统的夏季阅读

项目有以下变化院 ①服务对象范围的变化遥 夏季阅读

项目的服务对象包含学龄前儿童尧 青少年及成人袁 而

夏季科学项目目前则主要面向青少年及幼儿遥 活动形

式及活动目的的变化直接影响着活动的受众群体遥
②活动形式的变化遥 夏季阅读项目主要围绕传统阅读

活动展开袁 如阅读俱乐部尧 阅读竞赛尧 阅读指导等[16]遥
近年来很多创新性活动也在不断加入袁 如讨论会尧 音

乐会尧 展览会等阅读服务推广活动遥 而夏季科学项目

的活动形式会更加专一袁 主要包括科学实验尧 手工制

作尧 STEM 课程等遥 ③活动目的的变化遥 夏季阅读项

目以激发孩子阅读兴趣尧 培养阅读习惯尧 提升阅读技

能为导向策划活动袁 而夏季科学项目旨在传播科学文

化知识袁 提升青少年儿童的科学素养袁 激发其对科学

文化的学习兴趣遥
3.2 个案分析

本研究选取了 3 个较为典型尧 各具特色的创新案

例袁 这 3 个案例所展示的夏季科学项目分别体现了由

图书馆自拟主题尧 由合作方拟定主题等不同策划方式袁
以及举办场所多样尧 服务范围广泛尧 服务形式丰富尧
合作主体多元等特征遥
3.2.1 尤宁顿公共图书馆要要要暑期科学探险 渊Summer

Science Adventure冤
尤宁顿公共图书馆 渊Uniontown Public Library冤 多

来年一直开展各项夏季阅读及科普项目袁 服务于各年

龄段的孩子及特殊儿童遥 暑期科学探险项目[17]是 2016

年由尤宁顿公共图书馆自主开发袁 并由公司企业赞助

支持的夏季科学项目遥 这一项目为青少年用户提供了

富有趣味的科学实验活动遥 整体项目会分 3 次活动进

行袁 每次活动大约持续 30~60 分钟遥 每个项目日的活

动都分为 4~6 岁尧 7~9 岁以及 10~14 岁 3 个组分别进

行袁 涉及内容包括生物尧 化学尧 物理等袁 具体活动内

容及形式如表 1 所示遥
该项目特色即由图书馆自拟主题袁 由商业机构提

供资金支持袁 活动形式多样袁 活动内容丰富袁 包括简

单的化学实验尧 手工设计制作等等袁 着眼于日常生活

中易于获取的材料及常见的生活现象袁 去进行内在科

学原理的探索与学习遥 活动趣味性强袁 便于吸引青少

年积极参与袁 具有一定的借鉴参考意义遥
3.2.2 GSK 夏季科学项目 渊Science in the Summer冤

GSK 夏季科学项目 [18]是由葛兰素史克制药公司

服务对象 活动内容及形式 

4~6 岁 观察昆虫内部结构，探索昆虫是如何传播花粉的；厨房中的“化学实验”，尝试观察变色反应；探索人体的感觉器官，看、听、嗅、尝 

7~9 岁 假设遇到海难，设计一艘可逃离海岛的船；制作一份自创的粘稠状食物，并加入比赛评选；设计一个靠气球推动的汽车并观察其运行过程 

10~14 岁 制作一架飞行更远、更加稳定的纸飞机；创造电路、等离子球，发现观察“粘性静电”；利用器材传声与伙伴取得联络，测试电话线 

 

表 1 野暑期科学探险冶 活动内容及形式

Table 1 Contents and forms of Summer Scientific Adven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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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Glaxo Smith Kline袁 简称 GSK冤 公司赞助袁 与富兰克

林研究所 渊The Franklin Institute冤 及北卡罗纳教堂山大

学天文馆 渊UNC Morehead Planetarium冤 合作开发课程

内容的一项针对 2~6 年级学生的免费科学教育项目遥
近年来在美国科学促进会 渊AAAS冤 的推动下袁 该项目

已延伸至全美中小学尧 图书馆尧 科学中心和社区中心

开展遥
GSK 项目方会向合作机构提供项目教育指南和模

板袁 去指导教师尧 馆员及其他工作人员引导青少年用

户开展相关动手实践活动袁 这些指南和模板包含课简

要说明尧 所需材料清单尧 准备过程尧 实验具体步骤尧
背景及专业知识介绍等内容遥

类似于全美范围内国家层面的夏季阅读项目安排袁
GSK 夏季科学项目每年都会设置一个科学主题遥 历年

来的主题有 野成为一名工程师冶 渊Be an Engineer冤
渊2021冤尧 野成为一名化学家冶 渊Be a Chemist冤 渊2020冤尧
野我的科学冶 渊Science of Me冤 渊2019冤尧 野运动科学冶
渊Science of Sport冤渊2017冤 等遥 而且袁 项目举办时间已

经从夏季延伸袁 华盛顿公共图书馆在 2020 年冬季也举

办过 GSK 野成为一名化学家冶 项目[19]遥
GSK 项目作为由馆外社会力量主导的夏季科学项

目袁 成为一些图书馆科普活动的主要形式遥 这种方式

由 GSK 等商业机构拟定主题与活动内容袁 与当地图书

馆合作开展夏季科学活动遥 该项目组织管理体系成熟袁
已发展成为系列品牌活动袁 社会认知度高袁 覆盖范围

广泛袁 实施难度较低袁 便于减轻图书馆馆方的压力遥
如费城自由图书馆 渊Free Library of Philadelphia冤 就将

GSK 项目作为其持续时间最长的合作伙伴项目遥 以下

就以 2020 年 GSK 与费城自由图书馆合作的 野成为一

名化学家冶 活动为例袁 对此展开具体介绍遥

在 2020 年夏季袁 费城自由图书馆与 GSK尧 富兰克

林研究所合作举办了在线夏季科学项目 野成为一名化

学家冶 [20]袁 主要内容是引导青少年以一名化学家的身

份袁 通过解决具体问题来学习化学知识并了解化学家

的工作日常遥 项目包括由专业教师预先录制好指导视

频上传到开放平台上袁 并且需要参与者参加实时在线

会议袁 分享实验进展遥 相关实验及活动步骤遵循 GSK

夏季科学项目网站上公布的实验活动指南进行袁 所需

材料也均注明在指南中 渊表 2冤遥
图书馆与周边学校尧 社区也建立了紧密的合作伙

伴关系袁 例如在当地学校尧 社区中心的信息展示区张

贴相关宣传资料来招募参与者袁 介绍该项目的详细信

息及登记注册流程遥 参与者都可以通过线上或线下方

式进行报名袁 家庭也可以报名参加抽奖活动袁 被选中

的家庭将免费获得材料工具包和活动手册袁 并在特定

图书馆领取这些物品遥 此外袁 学校还为学生提供与活

动内容相关的书籍供其阅读袁 以及实验时需要佩戴的

护目镜遥
3.2.3 路易斯顿图书馆要要要六天 S.T.E.M 周 渊Six Pack

S.T.E.M. Week冤
路易斯顿图书馆 渊Lewiston Library冤 长期坚持开

展夏季阅读尧 夏季科学等项目袁 在其首页导航栏就设

置有针对幼儿尧 青少年尧 成人的不同项目分类袁 活动

形式丰富多彩袁 服务对象涵盖全面袁 具有一定的代表

意义遥
野六天 S.T.E.M 周冶 活动[21]是 2021 年由路易斯顿图

书馆主办袁 由地方教育部门尧 私人基金会尧 图书馆协

会共同推动的向青少年介绍 STEM 知识的系列课程遥
该项目共计 4 次活动袁 除 1 次在春假期间举办外袁 其

余 3 次活动均在暑假进行遥 每次为期 6 天袁 每天 1 小

具体方向 实验内容 所需材料 

药物化学 寻找制作泡腾片的最佳化学物组合 小苏打、糖、醋、滴管、泡腾片、塔塔粉 

水化学 检测污染水源样本并找出洁净水质的方法 小苏打、盆栽土、植物油、咖啡滤纸、纸杯、PH 试纸、漏斗、醋 

材料化学 研究有粘性、延展性的材料，并推荐一个制作粘性玩具的配方 胶水、玉米淀粉、硼砂、食用色素、滴管、塑料杯 

色彩化学 搜寻两种天然材料，并找出可以用其做出多少种不同的颜料 水彩纸条、小苏打、金属勺、醋、胭脂虫、豌豆花、牙签、滴管 

 

表 2 野成为一名化学家冶 活动内容及所需材料

Table 2 Contents and required materials of Becoming a Chem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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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袁 使参与者能在获取足够知识的前提下袁 减轻每天

的任务负担袁 达到鼓励青少年长期坚持参与活动的目

的遥 该项目预先准备的材料及资源包括笔记本电脑设

备和一系列 STEM 套件袁 使其能够为用户提供可持续

的 STEM 课程遥 由于设备和套件数量有限袁 该活动需

要提前 3 周注册遥 具体活动内容及安排包括了学习代

码的基本知识袁 观察电力工作原理及其在二进制代码

中的作用曰 自己制作电路和电报机袁 设计计算机算法袁
介绍 STEM 相关工作及职业等遥

该项目的一大亮点即灵活尧 移动的活动场所遥 它

不再局限于单一的图书馆室内活动空间袁 而是选取了

户外公园作为项目的举办地点遥 此项设计旨在让更多

家庭参与到活动中去袁 而不是要求家庭来到图书馆袁
同时这也出于疫情期间保护用户安全的考虑遥
3.3 运作模式总结

通过案例可以发现袁 夏季科学项目已经成为图书

馆夏季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袁 主要通过引导青少年们

基于图书馆资源从事实验来了解生活中日常现象所蕴

含的科学原理袁 进一步启发他们求知科学真相尧 保持

学习热情袁 为新学期的日常学习做好准备遥 通过分析

与梳理夏季科学项目运作实践袁 本研究归纳出美国公

共图书馆夏季科学项目所包含的主要元素袁 如图 1 所

示遥
3.3.1 组织形式与经费来源

美国公共图书馆夏季科学项目主要分为 3 种院 一

是由公共图书馆自行开发课程袁 由商业机构尧 基金会

提供资金赞助曰 二是社会机构 渊如 GSK冤 统一开发课

程袁 由政府机构或主管部门 渊如 AAAS冤 负责监督的

夏季科学项目曰 三是由全美暑期学习协会 渊National

Summer Learning Association冤 和相关图书馆学协会共

同为全国各种暑期学习项目提供统一在线工具包 渊包
括项目指南尧 实践案例尧 资助说明尧 现有研究成果

等冤袁 并由美国联邦图书馆博物馆服务局 渊IMLS冤 提

供资金支持遥 美国图书馆协会 渊ALA冤 也出版过关于

优秀暑期学习实践案例的项目规划及操作指南袁 其下

图 1 美国公共图书馆夏季科学项目主要元素

Fig.1 Main elements of the American Public Library Summer Science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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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LSA 也在其网站上为夏季学习项目发布过专门的推

介文章袁 推动夏季科学项目的开展遥
目前夏季科学项目主要由图书馆协会尧 商业机构尧

基金会等社会机构提供赞助袁 并已形成多套可供推广

的详尽课程指南及模板袁 其中包括具体实验案例尧 所

需材料尧 实验步骤尧 相关背景解说词等袁 但仍存在着

服务对象局限于青少年儿童袁 每次参与人数有限袁 如

何平衡 野商业性冶 与 野公益性冶 等问题遥
3.3.2 项目材料与资源

夏季科学项目所需材料有别于以往图书馆传统阅

读推广活动遥 图书馆工作人员及所招募的志愿者需要

准备纸质版活动手册尧 书籍尧 定制笔记本尧 一系列实

验器材及原料如纸尧 电路线尧 剪刀尧 烧杯等 渊以上材

料清单都会详细罗列在项目指南中冤遥 除此之外袁 限于

当前疫情影响袁 许多科普项目转为线上进行遥 这也需

要图书馆在上述实验工具包的基础上袁 额外准备由专

业老师录制的指导视频及电子版手册以便用户在家中

就可完成相关手工尧 实验的操作遥
一些图书馆还会准备奖品来奖励完成任务的孩子

们袁 如手提袋尧 文具尧 证书尧 纪念品等遥 这些器材奖品

的购置及聘请专业老师所需的费用都将由赞助者提供遥
3.3.3 活动主题与形式

夏季科学项目每年都会根据当时的社会热点尧 流

行趋向选择青少年们易于接受尧 理解的主题遥 但每年

夏天袁 许多图书馆都会共享同一主题来开展活动袁 例

如由 GSK 开发的夏季科学项目遥 成熟完善的项目指南

对图书馆来说袁 不仅可以减轻资金负担袁 还便于相关

材料尧 资源的协调配置遥
美国公共图书馆夏季科学项目的主题都十分有趣

且具体遥 例如 2020 年 GSK 夏季科学项目主题为 野成
为一名化学家冶 渊Be a Chemist冤袁 以往的主题 野空间

科学冶 渊Science of Space冤 等遥 这些主题都涉及某一具

体领域如生物尧 物理尧 化学等袁 它们用简短的语言袁
结合青少年感兴趣的话题袁 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们去

参与夏季科学项目遥
经过多年发展袁 公共图书馆夏季科学项目已形成

丰富多元的活动形式袁 在保留书籍阅读活动的基础上袁

加入创新性科普活动如做手工尧 实验尧 STEM 课程尧
社会实践等遥 这些活动往往分成不同年龄段来进行袁
并按照组别参与不同难度的科普活动遥 夏季科学活动

的持续时间也较短袁 大多在一周之内袁 但其举办活动

的时间则不局限于暑假期间袁 有些活动也会选择寒假

或春假进行遥 项目周期短袁 举办频次高袁 举办时间相

对固定袁 有助于形成系列品牌化活动袁 降低活动参与

的门槛及所需投入的时间成本袁 吸引更多的人去参与

体验夏季科学活动遥 表 3 归纳了美国公共图书馆夏季

科学典型项目的主要元素遥

4 对于公共图书馆科普项目的启示与

借鉴

当前袁 中国公共图书馆科普教育实践仍存在着分

散化尧 参与主体单一尧 普及程度较低等问题袁 通过上

文对美国公共图书馆夏季科学项目的梳理袁 可以在参

与主体尧 活动内容与形式尧 宣传力度尧 组织管理体系

等方面为中国图书馆科普提供参考遥
4.1 跨界合作袁 多元参与

经过多年发展袁 美国公共图书馆夏季科学项目已

建立较为成熟的组织保障体系与合作模式袁 其参与主

体多元袁 涉及图书馆协会尧 科学协会尧 基金会尧 商业

机构尧 其他公共文化场所尧 学校尧 社区等遥 完善的管

理体系袁 充足的资金支持袁 新颖的活动主题袁 联动的宣

传方式袁 推助了夏季科学项目的定期举办与广泛推广遥
优质的尧 体系化的科普教育活动袁 单靠图书馆这

一主体是远远不够的遥 中国图书馆界可以尝试跳出原

有圈层袁 大胆寻求跨界合作袁 与科协尧 研究所尧 商业

机构等社会力量共同开发科普项目袁 吸纳各方资金袁
开拓策划思路袁 加大科学 野浓度冶袁 扩展用户群体袁 促

进图书馆科普活动 野出圈冶遥
4.2 创新宣传袁 切实惠民

线上与线下联动的宣传方式拓展了活动宣传的渠

道遥 美国公共图书馆夏季科学项目通过在学校与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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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息栏中张贴宣传海报等资料袁 以及在热门社交媒

体及图书馆官方网站上发布注册报名链接及活动简要

介绍袁 吸引来自全美各地的青少年儿童积极报名参加

项目活动袁 这有利于树立项目的正面形象袁 形成品牌

效应袁 推动项目在全国范围内的普及与推广遥
中国公共图书馆科普教育活动往往欠缺宣传推广

力度袁 品牌营销意识较弱袁 社会影响力及传播度较小遥
而想要破除这一困境袁 国内图书馆界可以采取加强线

上媒体尧 网站运营袁 深化线下馆际合作的策略袁 同时

争取社会力量的支持袁 加大广告投放力度袁 线上线下

并行袁 做到宣传资料全渠道覆盖遥
而形成全国知名的品牌科普活动袁 不仅需要活动

主题新颖尧 操作便捷袁 还需要各馆加强合作袁 使优秀

科普案例移植到各地公共图书馆袁 不断传承延续袁 创

造性融入地方特色袁 使活动更易被当地青少年儿童所

喜爱遥
4.3 丰富形式袁 多样主题

美国公共图书馆夏季科学项目植根于本国文化土

壤袁 反映科学技术发展动态袁 选自日常生活中常见的

物品及现象袁 拟定主题袁 开展活动遥 其丰富的活动形

式包括科学实验尧 手工制作尧 STEM 课程等袁 对拥有

极高探索求知热情的青少年儿童来说袁 无疑是充满挑

战与吸引力的遥
丰富活动形式袁 紧随社会潮流袁 也是提升国内图

书馆科普项目趣味性的途径遥 图书馆界可以引进趣味

科学实验袁 增加动手实践环节袁 打造 野阅读 + 科普冶
野展览 + 科普冶 野游戏 + 科普冶 等创新活动形式袁 选取

热门动漫或人物形象来策划活动主题袁 引导少年儿童

通过实验了解生活中蕴含的科学原理袁 通过手工活动

了解事物运行的内在机理袁 通过角色体验了解未来职

业的工作日常及发展轨迹遥
4.4 应时而变袁 与时俱进

2020 年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爆发袁 美国疫情尤

为严重遥 处于这一严峻背景下的美国公共图书馆选择

采用线上的方式袁 如期为青少年们带来了广受期待的

夏季科学项目遥 为了克服线上场地的限制袁 他们采取

提前录制指导视频和开展在线云会议以及寄送相应项

目材料的方式袁 使不能亲身实地体验的青少年们在家

就能参与夏季科学项目袁 化解了其久不能外出尧 精神

世界空虚的生活现状遥

图书馆 项目指导/协调者 项目资助者 服务对象 项目主题 活动形式 材料资源 参与方式  

 尤宁顿公共 

图书馆 

 企业 学龄前儿童/ 

中小学生 

图书馆自拟 科学实验/ 

手工制作 

实验材料/导

师 

线下报名注册 

 

 费城免费 

图书馆 

企业/研究所/AAAS 企业 小学生 合作方拟定 科学实验 实验工具包/

指导视频/老

师/书籍 

线上/线下报名

注册 
 

 路易斯顿 

图书馆 

 政府基金/ 

基金会/ 

图书馆之友 

中小学生 图书馆自拟 STEM 课程 STEM套件/计

算机实验室/

教师 

线下报名注册 

 

库克纪念 

图书馆 

大学 基金会/ 

地方俱乐部 

小学生 图书馆自拟 STEM 课程 工具包/老师/

志愿者 

线下报名注册 
 

霍金斯纪念 

图书馆 

美国联邦图书馆博

物馆服务局/县政府 

县政府 学龄前儿童/ 

小学生 

图书馆自拟 STEM 课程/ 

实验 

实验器材/导

师 

线下无需登记 
 

迪凯特公共 

图书馆 

 伊利诺伊州 

中部女童子军 

学龄前儿童/ 

小学生 

图书馆自拟 STEM 课程/ 

实验 

实验器材/导

师 

线下报名注册 
 

 

表 3 美国公共图书馆夏季科学典型项目

Table 3 American Public Library Summer Science Typical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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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的国内图书馆也可参

考其应对方式袁 如将活动场地转移至露天公园等户外

场所袁 提供线上科普项目等遥 结合实际情况与时代变

化袁 学习运用现代新兴技术袁 使科普项目应时而变尧
与时俱进尧 不断创新袁 从而让中国公共图书馆科普教

育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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