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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认识方允璋是偶然，也是必然。
以书为媒，我知道了她；从她的导师为她的著作所作的序言中，我初步了解了她。
方允璋是福建省图书馆研究馆员、机读目录顾问，常年在一线从事图书馆服务、辅导与研究工作。
她长期担任福建省图书馆研究辅导部主任、机读目录总监。
进一步的接触，我感觉她是一位难得的坚持刻苦学习的人，是一位具有强烈的事业心，认认真真做事
、勤勤恳恳治学的人，更是一位自觉关注民生，身体力行地帮助平民百姓、帮助弱势群体提高阅读能
力和寻找知识能力的专家型践行者。
据了解，她深受基层同志的支持和许多农民朋友的欢迎。
可以说，允璋是我们时代造就的、保留着社会责任感和社会关怀的特殊知识分子群体的代表之一。
前些日子，得知她又完成了一部实用性、普及性的专著《农家书屋实用手册》，很高兴，没想到她不
久就送来书稿，让我得以先睹为快。
　　今日中国，正在积极转型，并努力行进在缩小城乡差距、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进程中。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连续颁布了12次惠农政策，并开始了旨在满足农民文化知识和精神需求的“农家
书屋”建设工程。
　　其实，城乡差距并不仅仅表现在经济上和物质上，实际上更存有精神上和文化教育上的差距。
三十年前，奥莱利奥·佩切依领导的罗马俱乐部，在奥地利萨尔茨堡召开的会议上形成的《回答未来
的挑战——学无止境》的报告中深刻指出，对于农民来说，“即使在他过着贫困卑贱的生活时，他仍
有一种天生的脑力，因而也就有一种学习的能力，这种能力目前尚处在相对中庸的水平，它可以被激
发和提高到现有水平所望尘莫及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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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写在“农家书屋”前面、农家书屋设置、文献资源采集、图书分类排架与保管、文献流通、推广与辅
导（一）、推广与辅导（二）、推广与辅导（三）、参与式发展与资源共享（一）、参与式发展与资
源共享（二）、图书馆延伸服务与农家书屋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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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写在“农家书屋”前面　1.乡村有必要建农家书屋吗？
　2.农家书屋是不是就是一个图书馆？
　3.一个好的农家书屋到底能发挥哪些功用？
　4.为什么强调书屋要有“差异”？
　5.寄语农家书屋第二章 农家书屋设置　1.农家书屋怎样选址？
　2.农家书屋面积有什么要求？
　3.现代技术因素对书屋使用面积的影响如何？
　4.农家书屋内部如何布局？
　5.农家书屋设备配置有哪些要求？
　6.农家书屋如何配置文献资源？
　7.农家书屋管理员的岗位职责怎样？
　8.农家书屋怎样争取并使用经费？
　9.农家书屋需要配置图书自动化管理系统吗？
　10.农家书屋标识标牌有什么作用？
第三章 文献资源采集　1.为什么说农家书屋应有文献资源采集任务？
　2.农民需要什么信息？
　3.文献资源采集应把握哪些原则与要求？
　4.什么叫文献，书屋常用的文献类型有哪些？
　5.农家书屋文献资源的内容结构包括哪几方面？
　6.静态馆藏与动态馆藏在书屋中各处何种“地位”？
　7.实体资源与虚拟资源在书屋中关系如何？
　8.区分知识层资源与信息层资源有什么作用？
　9.什么叫普通图书，购买图书要注意哪几方面的选择？
　10.怎样选订期刊，如何采集期刊信息？
　11.报纸有哪些特点，如何采集报纸信息？
　12.为什么要开展征集工作，怎样征集书刊资料？
　13.接受社会捐助书刊应注意哪些问题？
　14.什么样的馆藏属于剔除范围？
　15.验收图书有哪些手续？
　16.怎样登记图书？
第四章 图书分类排架与保管　1.文献分类知识有什么作用？
　2.怎样初步学会使用《中图法》？
　3.《中图法》的基本序列和基本大类怎样排列？
　4.《中图法》在农家书屋有哪些功用？
　5.怎样识读《中图法》的分类号？
　6.同类书个别化的区分有几种方法？
　7.农家书屋为什么要制定分类法使用本，怎样制定？
　8.什么叫分类排架号，怎么给每种书标注分类排架号？
　9.怎样利用在版编目数据（CIP）制作排架分类号？
　10.怎样确定图书分类排架号顺序？
　11.书屋整体图书排架顺序怎么确定？
　12.“加标识”排架法有何便利？
　13.怎么设计书架的架标？
　14.图书保管应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
　15.书屋藏书清点应注意哪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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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书屋工作移交有哪些必办手续？
　17.怎样提高图书清点效率？
第五章 文献流通　1.什么叫文献流通？
　2.图书外借有哪几种形式，怎么做？
　3.阅览服务应注意哪几方面环节？
　4.借书制度包括哪些方面，怎么做？
　5.阅览制度包括哪些方面，怎么做？
　6.怎样开展文献资料复制服务？
　7.农家书屋电子阅览室怎么布局与建构？
　8.不上互联网的电子阅览室怎么运营？
　9.电子阅览制度包括哪些方面，怎么做？
　10.培育农家书屋文献流通信用要注意哪些问题？
　11.书屋宣传、展览有哪些特点与形式？
第六章 推广与辅导（一）　1.农家书屋推广与辅导服务对农民朋友有什么益处？
　2.农民阅读有何特点？
　3.推广辅导应把握哪些原则？
　4.农家书屋推广辅导工作有哪些特点？
　5.怎样利用图书馆目录？
　6.怎样宣传推介文献？
　7.怎样开展图书代购服务？
　8.怎样使用搜索引擎查找信息？
第七章 推广与辅导（二）　1.农民为什么需要政府信息公开？
　3.怎样申请网络平台发布信息？
　4.怎样利用电子图书？
　5.怎样检索数据库资料？
　6.互联网资源为什么要推介利用，怎么推介？
　7.网络导航有哪几种方式？
　8.怎样开展“数字农家书屋”服务？
第八章 推广与辅导（三）　1.怎样把握乡村培训讲座特点？
　2.乡村培训讲座有哪些类型，怎样把握？
　3.为什么说乡村少年儿童是农家书屋之“根”？
　4.少年儿童阅读辅导应注意哪几方面问题？
　5.怎样组织讲故事、传习民间文艺活动？
　6.农家书屋需要做专题资源组织吗？
怎么做？
　7.怎样运用循序渐进法培育阅读的兴趣？
　8.怎样进行实证引导？
　9.多种媒介知识信息如何互补？
　10.怎样开展传统与现代传递知识相结合法辅导？
　11.怎样推行科研、教育、推广相结合法？
第九章 咨询与交流　1.为什么要开展咨询与交流？
　2.为什么说书屋管理员要成为“善于交流的知识经纪人”？
　3.怎么区分读者提问的类型？
　4.解答咨询的方式有哪几种？
　5.咨询服务的参考信息源来自哪几方面？
　6.农家书屋常用的工具书有哪些类型，如何配置？
　7.怎样利用不同网站的内容优势开展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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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参与式发展与资源共享（一）第十一章 参与式发展与资源共享（二）第十二章 图书馆延
伸服务与农家书屋附录后记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农家书屋实用手册>>

章节摘录

　　2.农家书屋是不是就是一个图书馆?　　农家书屋就是一个图书馆吗?回答应该为：不全是。
农家书屋在功能、管理及运营机制上有自身的特点：　　(1)农家书屋是公共图书馆的一个节点，但书
屋一定要与图书馆发生关系　　农家书屋是图书馆延伸服务中直接面对乡村群众的低端口，农家书屋
的文献资源采集、归类整理、阅览流通借阅、推广辅导、数字信息服务等与图书馆工作相通，需要得
到图书馆的支持。
　　(2)“非专业化”、“非标准化”　　“乡镇工作有强烈的非标准化、非专业化、临时性和综合性
的特点。
”①书屋非专业化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指书屋管理员多为身兼数职，处于“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
”状态，忙于应对执行上级各部门的部署，大都无法很“专业”地学习掌握信息组织知识技能。
二指乡村书屋文献资源存量不大，不需要很多复杂的信息组织专业知识。
“非标准化”则指不同的农家书屋差异性大，受众的“地方性”明显。
　　(3)村民自我服务、自我管理　　倡导农民主体自我服务、自我管理是书屋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
，也是农民自己的事。
书屋管理员来自村民，他们与广大村民互为主体的同时，扮演着乡村知识受众与公共文化服务人员的
双重角色。
他们中多为兼职或半义务。
但他们多没有稳定的“工资”收入，流动性大，也就影响着服务的延续性。
　　(4)综合性较强，运营机制较灵活　　书屋在运营中需要社会多渠道援助。
一方面，政府各部门、各地区在推动农村文化建设中，不少地方政府逐渐在类似项目中开展诸如“三
网合一”、资源整合、信息共享，构建多元化、低成本的知识信息传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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