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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图书馆学五定律”初探
　 ———“图书馆学五定律”变体研究之一

智晓静

摘　 要　 ２００１ 年，瓦尔特提出“儿童图书馆学五定律”，这是新世纪以来图书馆界对“图书馆学五定律”
的首次拓展和应用。 该五定律是对新老“图书馆学五定律”的继承和创新，启示我国应进一步完善儿童

图书馆的教育职能、提高儿童图书馆员的阅读指导能力和媒介教育素质，并延长服务时间和拓展服务

空间。 参考文献 １８。
关键词　 儿童图书馆学五定律　 图书馆学五定律　 传承　 创新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Ｆｉｖｅ Ｌａｗｓ ｏｆ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ｈｉｐ”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Ｏｎｅ Ｖａｒｉａｎｔ ｏｆ “Ｆｉｖｅ Ｌａｗｓ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Ｚｈｉ Ｘｉａｏｊｉ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ｎ ２００１， Ｗａｌｔｅｒ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Ｆｉｖｅ Ｌａｗｓ ｏｆ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ｈｉｐ”． Ｉｔ ｗａｓ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ｔｉｍ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ｌｉ⁃
ｂｒａｒｙ ｗｏｒｌｄ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ｔｏ ｅｘｐａｎｄ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ｙ ｏｌｄ ａｎｄ ｎｅｗ “Ｆｉｖｅ Ｌａｗｓ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ｆａｃｔ， “Ｆｉｖｅ
Ｌａｗｓ ｏｆ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ｈｉｐ”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ｉｎｈｅｒｉｔｓ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ｅｓ ｏｌｄ ａｎｄ ｎｅｗ “Ｆｉｖｅ Ｌａｗｓ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ｓ ａｎｄ ｇｕｉｄｅｓ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ｉｎ ｓｕｃｈ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ａｓ
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ｓｐａｃｅ，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 ｑｕａｌ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ｇｕｉｄ⁃
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ａ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１８ ｒｅｆ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Ｆｉｖｅ Ｌａｗｓ ｏｆ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ｈｉｐ； Ｆｉｖｅ Ｌａｗｓ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ｈｅｒｉｔａｎｃ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１９３１ 年，印度图书馆学之父阮冈纳赞（Ｓ Ｒ
Ｒａｎｇａｎａｔｈａｎ）在专著《图书馆学五定律》（Ｔｈｅ Ｆｉｖｅ
Ｌａｗｓ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中归纳并阐释了图书馆学

的五条基本原理，即著名的“图书馆学五定律”，
也称“阮氏五律”“老五律”，这是图书馆学理论的

奠基之作，被国际图书馆界誉为“我们职业最简

明的表述”“图书馆工作的最高准则” ［１］ 。 ２０ 世

纪 ９０ 年代，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图书馆

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新一代图书馆学家顺应

时代发展，开始重新思考阮氏五律，并对其进行

修正和补充。 １９９５ 年，美国图书馆学家克劳福特

（Ｗａｌｔ Ｃｒａｗｆｏｒｄ）和戈曼（Ｍｉｃｈａｅｌ Ｇｏｒｍａｎ）在专著

《未来的图书馆：梦想，狂热与现实》 （Ｆｕｔｕｒｅ Ｌｉ⁃
ｂｒａｒｉｅｓ： Ｄｒｅａｍｓ， Ｍａｄ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Ｒｅａｌｉｔｉｅｓ） 中提出

“图书馆学新五定律”，也称“新五律”。 诚如戈曼

所言，新五律“是站在我们职业的巨人肩上，以当

今图书馆及其未来发展趋势为背景，对阮氏五律

所蕴含真理的重新解释” ［２］（７） 。 进入 ２１ 世纪，随
着信息、通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图书馆

事业又迈上一个新台阶。 高速发展的科学技术已

渗透到图书馆各个方面，图书馆在资源、功能、服
务及组织模式等各方面发生了重大变革。 为了更

好地迎合图书馆发展新动向，图书馆学家开始对

“图书馆学五定律”进行创新性发展和完善，创造

了诸多新变体，比如“儿童图书馆学五定律” “软
件图书馆学五定律”“网络五定律”“媒介五定律”
“知识五定律”等。 其中最早出现的，就是“儿童

图书馆学五定律”（Ｆｉｖｅ Ｌａｗｓ ｏｆ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Ｌｉｂｒａｒ⁃
ｉａｎｓｈｉｐ），也可译作“少儿图书馆学五定律”，这是

新的时代背景下“图书馆学五定律”在儿童图书

馆学领域的拓展和应用。
目前，国内图书馆界对阮氏老五律和戈曼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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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律的研究成果颇丰，但对其在 ２１ 世纪新变体的

研究尚未涉及，诸如“儿童图书馆学五定律”等概

念目前还未有人提及，本文旨在抛砖引玉，借此

引起学界对这一论题的关注。
儿童图书馆学是图书馆学的一个子学科，除

了遵从图书馆学一般规律之外，因为其服务对象

的特殊性，也具有自身的特殊规律。 儿童是国家

和民族的未来，儿童图书馆是社会教育的重要机

构，对儿童的健康成长非常重要。 因此，研究儿童

图书馆学的基本定律，探讨信息、平等、权利等语

境下 ２１ 世纪儿童图书馆的发展现状和未来趋势，
显得非常有必要。 本文同时也期待能对我国儿

童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有所助益。

１　 “儿童图书馆学五定律”的提出

２００１ 年，美国女图书馆学家、前儿童图书馆

服务 协 会 （ ＡＬＳＣ） 主 席 瓦 尔 特 （ Ｖｉｒｇｉｎｉａ Ａ
Ｗａｌｔｅｒ） 在 专 著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Ｇｅｔｔｉｎｇ ｉｔ
Ｒｉｇｈｔ 中首次提出“儿童图书馆学五定律” ［３］ ，将
“图书馆学五定律”进一步拓展并应用到儿童图

书馆学领域。

１ １　 “儿童图书馆学五定律”的内容

第一律　 图书馆服务于所有儿童的阅读兴

趣和信息需求，可以为儿童提供直接服务，也可

以通过为父母及其他与儿童生活相关的成人服

务而间接服务于儿童。
此定律明确了儿童图书馆的基本宗旨———

服务，并阐释了具体的服务内容、对象和功能：为
儿童读者服务是主要的工作内容，主要而直接的

服务对象是所有儿童读者，所有儿童一律平等，
没有阶级、贫富、城乡、年龄等方面的差别或歧视。
此外，也为父母、教师、儿童研究者等与儿童生活

相关的成人服务，这是为儿童提供的间接服务。
儿童图书馆的主要功能是为儿童提供其感兴趣

的书刊和信息资料。
第二律　 儿童图书馆员在合适的时间、合适

的地点为合适的儿童提供合适的图书和信息。
此定律用四个“合适”阐述了儿童图书馆员

服务的内容及要求：为儿童读者提供服务，时间、
地点、内容都要合适。 换言之，要根据不同时间、
地点，为不同的儿童选择、推荐不同的图书和信

息。 和成人读者相比，儿童读者的自主性有所欠

缺，个体差异较大，兴趣容易改变，耐性较差，因此

需要图书馆员发挥主动性、引导性，为儿童提供合

适、个性化、灵活多样的阅读服务和阅读引导。
第三律　 儿童图书馆员积极倡导儿童获取

图书、信息资料、信息技术和各种思想。
此定律描述了儿童图书馆员工作的引导职

能和教育职能。 图书馆是儿童的第二课堂，图书

馆员有责任激发儿童对知识的兴趣、提供阅读引

导、培养阅读爱好。 此定律还有一个内涵：图书馆

员对儿童的教育职能，不止局限于引导儿童阅读

图书报刊等传统印刷资料，还要与时俱进，倡导他

们利用各种先进科学技术获取信息资料和各种

前沿思想。
第四律　 儿童图书馆员提升儿童各种媒介

识读能力。
此定律从另一侧面强调儿童图书馆员的教

育职能，主要包含两个内容：一、要担负起提升儿

童识字能力的责任；二、要担负起提升儿童媒介识

读能力的责任。 所谓“媒介识读能力”（Ｍｅｄｉａ Ｌｉｔ⁃
ｅｒａｃｙ），即“理解并应用媒介知识，以批判的态度

对媒介信息使用、分析、评价和应用的能力” ［４］ ，
是儿童媒介素养教育的根本目标。 儿童的识字能

力，不再局限于传统的阅读纸质文献的能力，而是

包含各种媒介识读能力。 信息时代，资源类型、媒
介形式日益丰富，并越来越多地介入人们的日常

生活，新兴媒介方式已经成为包含儿童在内的人

们获取知识和信息必不可少的途径，所以，提升儿

童媒介识读能力非常重要。
第五律 　 儿童图书馆员要尊重传统，开创

未来。
尊重传统，开创未来，是一切社会机构健康发

展应遵循的普遍原则。 图书馆作为一个发展着的

有机体，应该在尊重历史经验、继承优良传统的基

础上，勇于创新，不断前进。 儿童图书馆是图书馆

的一个分支，也应遵循这一普遍原则。 作为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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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图书馆运营、发展的专业人士，在图书馆发

展过程中遇到新机遇、新挑战时，儿童图书馆员

要变革创新，着眼未来，但也不能忘记过去，要在

传承历史和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开创儿童图书馆

的未来。

１ ２　 “儿童图书馆学五定律”的指导意义

瓦尔特的“儿童图书馆学五定律”，是当代图

书馆学家在信息时代对“图书馆学五定律”的重

新阅读和应用，也是对新世纪儿童图书馆事业发

展现状和未来前景的思考和预测，它归纳并阐释

了现代儿童图书馆学的五条基本原理，对儿童图

书馆事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该五定

律自问世后即引起了世界图书馆界，尤其是美国

图书馆界广泛而持续的关注。 Ｒｏｓａｎｎｅ Ｃｅｒｎｙ 等

人（２００６）强调：瓦尔特的五定律，很好地总结了

儿童图书馆工作的基本原理，所有儿童图书馆工

作者每天都应该尽力去实现这五条定律［５］ 。 Ｅｌｉｚ⁃
ａｂｅｔｈ Ｂｉｒｄ（２００９）指出：儿童图书馆学五定律是瓦

尔特根据阮氏五定律改编而来，阮氏五律是图书

馆学的基本原理，少儿读者和成人读者一样重

要，他们需要有别于成人的关注，因此，瓦尔特的

“儿童图书馆学五定律”是当代儿童图书馆工作

者们应该接受并应用的五条基本准则［６］（１５） 。
Ｐｅｎｎｙ Ｐｅｃｋ（２０１４）认为瓦尔特的“儿童图书馆学

五定律”是“儿童图书馆事业与服务的核心价值

观”，并指出：瓦尔特的儿童五定律具有非常明显

的现实意义，尤其是在涉及无人陪伴儿童走进图

书馆及儿童使用网络资源时的安全和法律问题

时，这五条定律显得尤为重要［７］（２－３） 。

２　 “儿童图书馆学五定律”与“图书馆学

五定律”
“儿童图书馆学五定律”是对“图书馆学五定

律”的继承与拓展，二者之间的关联已为学界所

关注。 伊朗图书馆学家 Ａｌｉｒｅｚａ Ｎｏｒｕｚｉ 明确指出：
瓦尔特“儿童图书馆学五定律”是阮氏五律的变

体之一［８］ 。 美国女图书馆学家 Ｊｅａｎｅｔｔｅ Ｌａｒｓｏｎ 指

出：阮氏五律是整个图书馆学的基础，戈曼五律

是现代信息化时代对阮氏五律的应用和更新，而
儿童五律则是阮氏五律在儿童图书馆服务中的

应用［９］ 。 瓦尔特在介绍自己的“儿童图书馆学五

定律”之前，明确指出：克劳福特和戈曼提出“新
图书馆学五定律”的著作《未来的图书馆：梦想，
狂热与现实》（Ｆｕｔｕｒｅ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Ｄｒｅａｍｓ， Ｍａｄ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Ｒｅａｌｉｔｉｅｓ）引发她为未来的儿童思考未来的图

书馆，为了帮助未来的儿童图书馆员思索自己的

职业，她在阮氏图书馆五律的基础上，提出了“儿
童图书馆学五定律” ［３］ 。 可见，“儿童图书馆学五

定律”是对阮氏五律的继承和拓展，但同时也不

无戈曼新五律的影响与痕迹。

２ １　 “儿童图书馆学五定律”对“图书馆

学五定律”的传承

２ １ １　 名称、结构、性质的传承

“儿童图书馆学五定律”与新老五律都以“图
书馆学定律”命名，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更具体化，
添加了“儿童”这一限制。 细察三者英文名称，
“五定律”一词，三者一致，都是“ｆｉｖｅ ｌａｗｓ”；“图书

馆学”一词，新老五律用的是“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但
后来戈曼将新五律名称中的这个词改为了“ ｌｉ⁃
ｂｒａｒｉａｎｓｈｉｐ” ［１０］ ，“儿童图书馆学五定律”则又跟

随了新五律修改后的名称。
“儿童图书馆学五定律”与新老五律结构一

致：都以第一律为基本原则，揭示图书馆工作的根

本目标；第二、三、四律将第一律具体化，阐释图书

馆工作的基本内容；第五律是实现第一律的有效

保障，推动图书馆事业不断前进。
就性质而言，“儿童图书馆学五定律”与新老

五律，都属于社会科学定律的范畴， 都揭示了图

书馆学领域具有普遍意义的基本规律，也即最普

遍、最基本的图书馆学道理，是图书馆这一组织系

统和技术操作所需遵循的规范原则，对图书馆事

业的发展起导向作用。 “图书馆学五定律”揭示

的是图书馆学领域的基本规律，当然适用于作为

图书馆学分支的“儿童图书馆学”；反过来，虽然

“儿童图书馆学五定律”指向的是“儿童图书馆”，
但实际上为孩子们提供服务的所有类型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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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馆员都应该信奉这五条定律［６］（２） 。

２ １ ２　 主要观点的传承

首先，都围绕着“服务”二字展开。 服务是图

书馆工作的核心。 阮氏在阐释第一律时，对图书

馆员明确提出：“服务是你的天职” ［２］（２９） ；戈曼新

五律第一律是“图书馆为全人类服务”，并强调

“为个人、团体及整个社会服务， 是图书馆工作的

最终原则” ［２］（８） ；“儿童图书馆学五定律”同样在

第一律中开宗明义，明确儿童图书馆的基本宗旨

是“服务”。
其次，都强调了图书馆的教育功能。 阮氏五

律的第一律是“每位读者有其书”，“这一定律是

以‘为每个人提供教育机会’为前提的” ［１１］ ，戈曼

新五律“突出了图书馆的教育作用。 第二、第三

定律明确了图书馆更有效地开展教育的途

径” ［１２］ 。 “儿童图书馆学五定律”第三、四律则直

接强调图书馆的教育职能，号召图书馆员积极培

养儿童的阅读能力和媒介识读能力。
再次，都彰显着对图书馆未来发展的重视。

老五律第五条“图书馆是一个生长着的有机体”、
新五律第五条“尊重过去，开创未来”，都强调要

用历史和发展的眼光看待图书馆事业，图书馆必

须适应时代的发展、与时俱进、勇于创新，但同时

也要尊重历史、不忘传统，在吸取历史经验教训的

基础上开创美好未来。 “儿童图书馆学五定律”第
五律更多地是学习了新五律的阐述方式和内容，
仅将“过去”（ｔｈｅ ｐａｓｔ）修改为“传统”（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ｓ）。

２ ２　 “儿童图书馆学五定律”的创新

瓦尔特的“儿童图书馆学五定律”是对阮氏

老五律的传承、对戈曼新五律的借鉴，同时又有

延伸和发展，呈现出自己的创新之处。
第一，对五个定律定义的表述更为严谨、细

腻。 新老五律的文字都非常简练，每个定律行文、
格式也并不完全一致。 老五律中，第一、五律是完

整的句子，第二、三律是名词短语，第四律是动词

短语。 新五律中，第一律是完整的句子，其余四律

都是动词短语。 而“儿童图书馆学五定律”中五

个定律都以完整的句子定义，虽然不及新老五律

简练，但行文更加严谨，表述更加细致全面，一目

了然，不生歧义。
第二，“儿童图书馆学五定律”彰显了对图书

馆员的充分重视。 除了第一律的主语是“图书

馆”外，其余四律的主语都是“图书馆员”。 图书

馆员是负责图书馆运营发展的专业人员，是图书

馆所有服务的策划者、组织者和实施者，是图书馆

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主导成分。 “儿童图书馆学五

定律”对图书馆员的突出与强调，一方面固然是

儿童图书馆工作的特性使然———相较于成人，儿
童读者缺乏自主性，儿童图书馆员必须更多地充

当主导者、教育者的角色；另一方面，对图书馆员

的强调，也表明了新世纪以来对图书馆工作主体

性、主动性、积极性的挖掘与重视。
第三，强调了对信息技术、新兴媒介的关注。

信息时代人类获取知识信息的方式在不断变化，
媒介形式日益丰富，未来还会有更多更新的信息

资料、信息技术和传播媒介出现，日益强烈地影响

儿童目前及未来的学习、生活及工作的方方面面。
因此，作为儿童读者的知识引导者，儿童图书馆员

不仅要倡导孩子们获取图书报刊等传统印刷文

献，还要引导他们有意识地学习、掌握新兴的信息

资料、信息技术，帮助他们提升媒介识读能力，培
养儿童健康的媒介评判能力，使他们能够充分利

用媒介资源完善自我、参与社会发展［１３］ 。

３　 “儿童图书馆学五定律”对我国的启示

３ １　 进一步拓展儿童图书馆的教育职能

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是儿童教育

体系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以儿童为主要服务对

象的儿童图书馆是学校教育的拓展、延伸和重要

补充。 儿童图书馆藏书丰富、媒介手段众多，是儿

童汲取知识和信息的重要场所。 同时，儿童图书

馆员还肩负着重要的素质教育引导任务，他们通

过阅读的倡导与知识的传播，对儿童产生潜移默

化的影响，引导他们在主动自觉地使用图书馆的

过程中，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提高文化修养、培
养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健康的审美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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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图书馆的教育职能，不能只局限于书本

知识的汲取和阅读习惯的培养，而应该打破单一

的文献传递手段和单调的纸本阅读形式，将书本

知识与新兴信息、通讯技术有机结合，将知识传

授与实践体验结合，开展内容广泛、形式多样的

教育活动，努力朝多元化、多功能教育方向发展。

３ ２　 提高儿童图书馆员的阅读指导能力

和媒介教育素质

“儿童图书馆学五定律”对图书馆员高度重

视。 作为负责儿童图书馆运营、发展的专业人士，
图书馆员责任重大。 “儿童、图书、儿童图书馆三

个要素是结合在一起的，三者合作的成功依靠儿

童图书馆员的远见，依靠她对图书价值的鉴别，
以及具有赢得儿童产生兴趣、尊敬和信赖的力

量。” ［１４］Ｐｅｎｎｙ Ｐｅｃｋ 也提出：图书馆员对儿童影响

很大，他们甚至可能是一个孩子能否拥有成功的

图书馆经历的关键［７］（３） 。 因此，儿童图书馆需要

高素质的图书馆员。
儿童图书馆员肩负着阅读指导任务。 阅读

指导的规划和实施都需要专业化人才，他们需要

了解文献资源分布特征，具备图书馆学相关专业

知识，还必须懂得少儿心理，掌握良好的沟通技

巧，并接受过专业化的阅读指导训练［１５］ 。 另一方

面，随着网络的日益普及，网络文学阅读人群中

儿童读者的比例越来越大，所以新世纪的儿童图

书馆员还要承担起儿童的网络阅读指导工作。
所以儿童图书馆员必须具备多元化的知识结构

和阅读兴趣，懂得阅读指导专业知识，掌握现代

信息技术，有能力开展阅读推广、分级阅读指导，
组织形式多样的阅读活动。

儿童图书馆员还肩负着提升儿童媒介识读

能力的任务。 目前，国内儿童图书馆中具有新闻

学、传媒学和传播学等学科背景的图书馆员不太

多，馆员自身媒介素养普遍不高［１６］ 。 为了指导儿

童读者提升各种媒介识读能力，图书馆员必须具

备使用各种新兴媒介的技能，熟练掌握各类媒介

的操作方法、利用教学媒介开展教育活动。 媒介

技术日新月异，良莠不齐，这就要求馆员们与时

俱进，不断学习新的知识和技能，提高自身的媒介

识别、评判能力，不断提升自身的媒介素养，从而

真正有效地提升儿童的各种媒介识读能力。

３ ３　 拓展儿童图书馆的服务时间和空间

“儿童图书馆学五定律”第二律强调：儿童图

书馆服务时间、地点要合适。 这一点启示我们：为
了寻找合适的时间，可以延长、改变开馆时间，比
如选择与孩子相关的节假日、纪念日提供服务或

举办阅读、知识竞赛类活动。 为了寻找合适的地

点，可以走出馆门，比如和幼儿园、中小学合作，把
阅读指导活动直接开设到课堂上；或者提供图书

资源，定期向学校、社区送书，在学校、社区形成馆

外流通点，扩大儿童图书馆的服务空间；也可以深

入社区，开展亲子阅读、组织读书知识竞赛、媒介

识读竞赛等；针对农村留守儿童，可以送书下乡；
针对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可以进行馆校联合、图
书馆与社区携手服务，等等。

此外，儿童图书馆还可以充分利用网络拓展

服务时间和空间。 比如加强网络信息服务，随时

随地为儿童或家长提供检索、借阅、咨询等服务。
再如建设绿色网站，这种网站的一个特点是快捷

便利，可以方便读者异地利用图书馆， 节省读者

的时间和精力；另一个特点是安全健康，可以避免

儿童读者涉及色情、暴力等不健康内容，以及赌

博、毒品、反动和邪教等不良讯息。 还可以建立特

色数据库、网上图书馆，提供活泼、有趣、适合儿童

的电子图书或其它网络资源，为他们随时随地阅

读、学习提供便利，等等。

４　 结语

儿童是图书馆服务不容忽视的对象。 我国目

前约有 ３ ６７ 亿儿童，数量十分庞大，他们的健康

成长与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复兴有着密切关

系［１７］ 。 近年来，政府大力投资建设公共文化事

业， 儿童图书馆事业得到长足的发展。 另一方

面，信息资源的日益多样化， 传播媒介的逐渐个

性化，对儿童图书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因此，研
究儿童图书馆学的基本定律，探讨信息、平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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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等语境下儿童图书馆的发展现状和未来趋势，
显得非常有必要。 瓦尔特的“儿童图书馆学五定

律”，是儿童图书馆学家在新的历史时期对“图书

馆学五定律”的学习、应用和拓展，它“揭示了 ２１
世纪儿童读者服务所面临的挑战，是关于 ２１ 世纪

儿童图书馆服务发人深省的探讨” ［１８］ 。 该定律不

仅为儿童图书馆学研究注入新的活力，而且也提

出了为儿童提供服务的所有类型图书馆都应该

思考的议题，值得每位图书馆员学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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