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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national	reading”,	public	libraries,	as	an	important	battlefield	for	reading	promotion	and	cultural	inheritance,	have	
increasingly highlighted their traditional cultural education functions. This article explores in depth how public libraries can build 
a rich system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education resources, provide readers with comprehensive traditional cultural learning resources 
through	measures	such	as	collecting	ancient	books	and	literature,	building	thematic	databases,	and	introducing	diversified	reading	
materials. At the same time, public libraries innovate traditional cultural education service models, hold themed reading activities, 
hold lectures and workshops, effectively stimulate readers’ interest in learning, and cultivate a professional team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education talents through strengthening librarian training, introducing experts, and establishing volunteer teams. This article 
also emphasizes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public libraries, schools, and communities, as well as the strategy of using online platforms 
and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xchanges	to	expand	the	influence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education.	Public	 libraries	play	a	core	role	 in	
“reading for all”, and their implement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education functions has diversity and innovation, making positive 
contributions to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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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阅读”背景下公共图书馆传统文化教育功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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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全民阅读”背景下，公共图书馆作为阅读推广与文化传承的重要阵地，其传统文化教育功能日益凸显，本文深入探讨
了公共图书馆如何构建丰富的传统文化教育资源体系，通过收集古籍文献、建设专题数据库、引进多元化阅读材料等措
施，为读者提供全面的传统文化学习资源，同时公共图书馆创新传统文化教育服务模式，举办主题阅读活动、开展讲座与
工作坊等，有效激发读者的学习兴趣，通过加强图书馆员培训、引进专家、建立志愿者团队等方式，培养专业的传统文化
教育人才队伍。本文还强调了公共图书馆与学校、社区的合作，以及利用网络平台和国际文化交流扩大传统文化教育影响
力的策略，公共图书馆在“全民阅读”中发挥着核心作用，其传统文化教育功能的实现路径具有多样性和创新性，为传承
与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出了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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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民阅读”与公共图书馆传统文化教育
功能的关联

1.1 “全民阅读”政策的推动与发展
“全民阅读”作为提升国民文化素质和促进社会文明

进步的重要举措，近年来得到了国家层面的高度重视和持续

推进，在 2024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了“深化全民

阅读活动”的目标，此外党的十八大和二十大报告也均有关

于“全民阅读”的相关表述，国家不仅倡导全民阅读还通过

设立专项资金、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推广服务体系等措

施，为全民阅读活动的深入开展提供了有力保障，这些政策

不仅促进了阅读资源的丰富和阅读环境的优化，还推动了阅

读活动的多样化和普及化，为公共图书馆传统文化教育功能

的发挥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机遇。

1.2 公共图书馆在“全民阅读”中的角色

1.2.1 公共图书馆作为阅读资源的主要提供者
公共图书馆凭借其丰富的馆藏资源，成为全民阅读活

动中阅读资源的主要提供者，这些资源涵盖了历史、文学、

科学、艺术等多个领域，满足了不同年龄层、不同兴趣爱好

的读者的阅读需求，公共图书馆通过不断更新和优化馆藏结

构提高资源质量，为全民阅读提供了坚实的信息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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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公共图书馆在阅读推广中的核心作用
公共图书馆通过各种形式的阅读活动，如读书会、讲

座、展览、阅读比赛等，激发了公众的阅读兴趣和热情，同

时公共图书馆还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如社交媒体、移动

图书馆等拓宽阅读推广的渠道和范围，通过与社会各界的紧

密合作，提升了全民阅读的氛围和效果。在全民阅读活动中

公共图书馆不仅是知识的传递者，更是阅读文化的引领者和

推动者。

1.3 公共图书馆传统文化教育功能的内涵
公共图书馆作为重要的公共文化教育机构它不仅是传

统文化知识的重要载体和传承者，还承担着普及传统文化、

提升公众文化素养的重任，公共图书馆通过丰富的传统文化

馆藏资源、专业的服务团队以及多元化的教育模式，为公众

提供了深入了解和学习传统文化的平台，促进了传统文化的

传承与发展，在传统文化教育体系中公共图书馆不仅是知识

的宝库，更是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要基地。

2 “全民阅读”背景下公共图书馆传统文化
教育功能的实现路径

2.1 构建丰富的传统文化教育资源体系

2.1.1 古籍文献的收集与保护
古籍文献是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资源具有深厚的历史

和文化价值，公共图书馆应致力于古籍文献的广泛收集，通

过购买、捐赠、交换等多种途径，不断扩充古籍馆藏，同时

应加强对古籍文献的保护，采用数字化、修复、防虫防霉等

技术手段，确保古籍文献的保存状况良好，为读者提供优质

的阅读体验，此外公共图书馆还可以与古籍保护机构合作，

共同开展古籍文献的保护与研究工作推动传统文化的传承

与发展。

2.1.2 传统文化专题数据库的建设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数字化资源已成为全民阅读

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共图书馆应紧跟时代步伐积极建设传统

文化专题数据库，该数据库应涵盖诗词、书法、绘画、音乐、

戏曲等多个传统文化领域，通过整理、分类、标注等方式，

为读者提供便捷、高效的检索服务，同时数据库还应注重更

新与维护，确保资源的时效性和准确性，通过传统文化专题

数据库的建设，公共图书馆可以进一步拓展传统文化教育的

广度和深度，满足读者多样化的阅读需求。

2.1.3 多元化传统文化阅读材料的引进
除了古籍文献和专题数据库外公共图书馆还应积极引

进多元化的传统文化阅读材料，这些材料可以包括传统文学

经典、民间故事、历史传记、艺术鉴赏等，以及与现代生活

相结合的传统文化解读和应用类书籍，通过引进这些材料公

共图书馆可以丰富读者的阅读选择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进

一步推动传统文化的普及与传播，同时公共图书馆还应注重

阅读材料的筛选和评估，确保其内容健康、积极有益，为读

者提供优质的传统文化教育服务。

2.2 创新传统文化教育服务模式
在全民阅读的浪潮中公共图书馆应不断创新传统文

化教育服务模式，以满足读者日益增长的阅读需求和文化

追求。

2.2.1 举办传统文化主题阅读活动
公共图书馆可以定期举办传统文化主题阅读活动，如

“经典诵读大赛”“古诗词赏析会”等以激发读者的阅读兴

趣，引导读者深入了解传统文化的精髓，例如，武汉图书馆

举办的“唐诗宋词朗诵大赛”，不仅丰富了市民的文化生活

也营造出浓厚的文化氛围，让读者在阅读中感受传统文化的

魅力。

2.2.2 开展传统文化讲座与工作坊
公共图书馆可以邀请专家学者开展传统文化讲座，并

设置工作坊让读者亲身体验传统文化的魅力，比如可以举办

书法、国画、剪纸等传统手工艺工作坊，让读者在动手实践

中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韵味，河北莲池区图书馆举办“墨香

莲池书写经典”书法讲座，邀请知名书法家和文化学者池海

青担任主讲嘉宾为市民开设书法讲座并现场指导书法练习，

有效提升了传统文化的普及度和影响力。

2.2.3 利用数字技术提升传统文化教育互动性
在全民阅读背景下数字技术为传统文化教育提供了新

的可能，公共图书馆可以利用数字技术 VR、AR 等，打造

互动式的传统文化教育平台，例如利用 VR 技术重现古代书

房的场景让读者仿佛置身于古代文人墨客的书斋之中，身临

其境地感受传统文化的氛围，此外公共图书馆还可以开发传

统文化教育 APP，提供线上阅读、互动问答等功能，让读

者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习传统文化知识，这些数字技术的

应用不仅增强传统文化教育的互动性，也拓宽了传统文化教

育的传播渠道。

2.3 培养专业的传统文化教育人才队伍

2.3.1 加强图书馆员的传统文化教育培训
图书馆员是公共图书馆传统文化教育的直接执行者，

他们的专业素养和知识水平直接影响到传统文化教育的效

果，因此加强对图书馆员的传统文化教育培训，包括传统文

化知识、教育心理学、阅读推广技巧等方面的培训，通过定

期举办培训班、研讨会、讲座等活动，提升馆员的专业素养

和文化底蕴，使他们能够更好地为读者提供传统文化教育

服务。

2.3.2 引进具有传统文化教育背景的专家
为了提升公共图书馆传统文化教育的专业性和权威性，

应高度重视引进具有深厚传统文化教育背景及丰富教育经

验的专家，这些专家通常来自不同的领域，如大学中文系、

历史系、艺术学院的教授，或是独立学者、艺术家等，他们

不仅拥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还具备将知识以生动有趣的

方式传授给他人的能力，例如：湖北省图书馆长江讲坛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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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朱刚，与读者分享《诗分唐宋：中国

诗学的核心传统》，线上线下 2 万余名听众一起感受穿越千

年的诗歌盛宴，不仅深入剖析了诗词的文学价值还结合历史

背景，让读者在欣赏诗词的同时，更加深刻地理解了当时的

社会风貌与文化氛围；此外图书馆还与一位擅长传统书法的

艺术家合作，开设了“书法入门与鉴赏”工作坊，不仅吸引

了众多书法爱好者，还激发了更多市民对传统文化的兴趣与

热爱，通过引进这些具有传统文化教育背景的专家，公共图

书馆不仅为读者提供了高质量的传统文化教育资源，还成功

举办了多场高水平的传统文化讲座与工作坊，有效提升了传

统文化教育的影响力，吸引了更多市民参与到全民阅读的行

列中，共同推动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2.3.3 建立传统文化教育志愿者团队
志愿者是公共图书馆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力量，公共

图书馆可以积极招募和培养具有传统文化素养和热情的志

愿者，建立传统文化教育志愿者团队，这些志愿者可以协助

图书馆员开展传统文化教育活动，如协助组织讲座、工作坊、

阅读活动等，同时也可以为读者提供咨询、导览等服务，通

过建立志愿者团队公共图书馆可以扩大传统文化教育的覆

盖面和影响力，同时也能够培养更多热爱传统文化的年轻人

为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贡献力量。

2.4 搭建传统文化教育交流平台
在全民阅读的背景下公共图书馆作为文化传播与教育

的重要阵地，应积极搭建传统文化教育交流平台，促进传统

文化教育的广泛传播与深入发展。

2.4.1 与学校、社区合作开展传统文化教育活动
公共图书馆应主动与学校社区建立合作关系，共同策

划和开展传统文化教育活动，例如与学校合作举办活动，邀

请图书馆员或传统文化专家走进课堂为学生们带来生动有

趣的传统文化讲座和诵读指导，同时也可以与社区合作在节

假日或特殊纪念日举办传统文化主题展览、演出等活动，吸

引社区居民参与，增进他们对传统文化的了解和热爱，这种

合作模式有助于将传统文化教育融入日常生活，提升全民的

文化素养。

2.4.2 利用网络平台扩大传统文化教育影响力
在数字化时代网络平台成为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传播

渠道，公共图书馆应充分利用官方网站、社交媒体等网络平

台，发布传统文化教育相关内容，如在公众号中推送讲座预

告、阅读推荐、在线课程、互动问答等，为读者提供便捷、

高效的传统文化学习资源，通过网络平台公共图书馆能够打

破地域限制，吸引更多读者关注传统文化教育提升传统文化

教育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2.4.3 参与国际文化交流，提升传统文化教育的国际

视野
公共图书馆应积极参与国际文化交流活动，借鉴和吸

收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传统文化教育经验，同时展示和传播我

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可以与其他国家的图书馆开展合作，共

同举办传统文化主题展览、学术研讨会等活动，还可以邀请

国外专家来华进行传统文化讲座与工作坊，为市民带来国际

化的传统文化教育体验，通过这些活动拓宽传统文化教育的

国际视野，提升传统文化教育的国际化水平。

3 结语

在全民阅读的背景下，公共图书馆作为文化传承与知

识传播的重要载体，其传统文化教育功能的研究与实践显得

尤为重要，通过对公共图书馆在传统文化教育方面的积极探

索与创新实践的梳理与分析，本研究深刻认识到公共图书馆

在推动全民阅读、传承与发展传统文化方面所扮演的关键角

色，研究表明公共图书馆通过举办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主题

阅读活动、开展专业讲座与工作坊、利用数字技术提升教育

互动性、培养专业的传统文化教育人才队伍以及搭建传统文

化教育交流平台等措施，有效提升传统文化教育的专业性和

吸引力，激发广大读者的阅读兴趣和参与热情，这些举措不

仅丰富了全民阅读活动的文化内涵，还促进传统文化的创造

性转化与发展，为构建文化自信、提升国家软实力做出了积

极贡献。综上所述，全民阅读背景下公共图书馆传统文化教

育功能的研究与实践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只有不断探

索与创新才能充分发挥公共图书馆在传统文化教育中的独

特作用，为构建书香社会、传承共同与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贡献更大的力量，期待未来更多的学者和实践者能够投身

于这一领域的研究与实践，推动公共图书馆传统文化教育功

能的不断完善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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