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图书互换活动策划 图书馆元宵节活
动方案(模板9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接
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
来看一看吧。

图书互换活动策划篇一

正月十五元宵，欢欢喜喜闹元宵。在元宵节来临之际，在少
儿亲子借阅大厅举办“御虎闹元宵”绘本故事会，通过活动
让少儿读者了解元宵节的来历与习俗，并手工制作元宵花灯，
感受节日热闹的气氛。

主讲人：黄倩，孝感市图书馆文化志愿者，现就职于孝感市
航天花园幼儿园教师，从事幼教10余年。性格开朗、心灵手
巧，热爱幼教事业。

活动时间：2月15日（元宵节）上午10点

活动地点：少儿亲子借阅大厅（一楼）

主讲人：陈玉霞，孝感市图书馆文化志愿者，毕业于华中师
范大学学前教育专业，现就职于孝感市孝南区车站幼儿园。
性格开朗，有亲和力，深受孩子的喜爱。

活动时间：2月15日（元宵节）下午3点

活动地点：少儿亲子借阅大厅（一楼）



图书互换活动策划篇二

农历的正月十五日，春节即将过去，我们又迎来中国的传统
节日――元宵节。正月是农历的元月，古人称夜为“宵”，
所以称正月十五为元宵节。正月十五日是一年中第一个月圆
之夜，也是一元复始，大地回春的夜晚，人们对此加以庆祝，
也是庆贺新春的延续。元宵节又称为“上元节”。元宵节是
个喜庆的.节日。社区特开展“闹元宵，做花灯，煮汤圆”元
宵喜乐活动，营造社区喜庆欢聚氛围，共度美好佳节。

1、继承元宵传统文化

2、营造元宵热闹氛围

3、表达相聚的喜悦，制作精美花灯

20xx年xx月xx日14：00――16：00

闹元宵做花灯汤圆团圆圆

xx社区活动中心

主办：xx社区管理委员会。

协办：xx社工事务所。

xx社区未成年人及家长。

社工组织。社区未成年及家长参与“闹元宵做花灯煮汤圆”
活动。通过手动制作花灯，煮汤圆的过程，感受元宵佳节的
另一种欢聚情怀。



图书互换活动策划篇三

让知识低成本的在青少年儿童之间传递，给更多的孩子提供
接触更多种类书籍的机会，唤起孩子们的读书意识，逐渐提
高阅读者的素质。让书在流动中发挥作用，实现传递知识的
价值。让书香飘溢于社区，营造浓郁的读书氛围。

主办单位：天运社区

1、首次活动时间：未定

2、图书漂流站地点：天运社区青少年俱乐部(以后将分布在
所有社区青少年俱乐部)

3、活动面向对象：社区青少年

4、图书漂流站规则：

(1)每个青少年缴纳5本青少年读物即可成为图书漂流站会员，
享有无限图书租赁权。书籍必须在7新以上不影响阅读，每人
至多捐献一本教参或者课本，管理员有权审核图书质量。

(2)漂流站会员凭借漂流站活动卡免费借书，每次可借阅2~3
本，借期30天，延期10天。

(3)会员需将上次借书还清后才可再次借书，还书时需保证图
书完好无损，如有明显损坏不能再次阅读需另缴纳2本同等价
值书籍作为补偿或现金赔偿。

(4)社区青少年均可在图书漂流站阅读，非会员不能将书带出
漂流站。

(以上规则漂流站拥有最终解释权)



5、漂流站管理细则：

(1)漂流站需审核青少年会员缴纳的图书质量，并将书籍分类
整理，进行统一编号记录后方可上架对外公开。分类至少分
到二级类目。

(2)漂流站需详细记录会员个人信息，并给会员发放会员
卡(会员徽章)。

(3)会员借书采用人工记录方式，漂流站设台帐，图书封底背
后设漂流卡，分别详细记录图书借阅情况。

(3)漂流站管理人员要做好监督工作，防止图书被损坏，并及
时做好归还图书的整理、记录工作。

(4)漂流站可根据图书租借记录指定热门书籍排行榜等。定期
开展写书评活动，组织会员交流读书心得等活动。

(5)漂流站投入运行后可选举漂流站站长，并逐步让社区青少
年自行管理漂流站日常事务。

图书互换活动策划篇四

为了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欢度元宵传统团圆佳节，增
添节日的热闹喜庆气氛，含山县图书馆为广大读者朋友们举
办了“闹元宵猜灯谜”的活动，图书馆工作人员精心编制了
百条灯谜，供广大读者竞猜，采用现场参与的方式，只要猜
对三条，即可联系工作人员兑换精美小礼品。

“闹元宵猜灯谜快乐团圆节

所有到馆读者

综合馆一楼大厅



馆内现场参与

任意答对三条即可兑换精美小礼品一份（一人仅限兑换一次）

图书互换活动策划篇五

图书漂流活动方案

一、漂流宗旨

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图书
漂流寄托着放飘者殷切的希望，为同学们提供了一个更广阔
的阅读天地，但同时又是对阅读者综合素质的最好考验，漂
流知识和文明的同时还在传递着诚信和友谊。

漂流理念：“知识因传播而美丽”、“心灵因交流而贴近”

漂流口号：漂流书香、漂流信任。

漂流计划：希望每一位“漂流书”的读者都能够在书签上签
下自己的.姓名和留言，让每一本漂流书都拥有一份特别
的“漂流日记”。

二、漂流活动内容：

1、以班级为单位将自己最喜欢的书，捐献到学校图书角，并
贴上具有学生个性的漂流卡。每位捐书者（也称为“放漂
人”）要认真填写漂流卡，并贴于书籍的扉页。漂流卡版面
内容包括班级、姓名、放漂时间、书籍名称、内容介绍、好
词好句摘录以及自己的推荐理由（亦可是读后心得）。放漂
人将附有漂流卡的书籍交给班主任，由班主任统一放在班级
或学校书架内。

2、学生利用课余时间要通过班级管理员把自己喜欢的书取走



阅读，但看完书后请不要忘记在漂流卡后面所附的记录纸上
签上自己的大名、阅读时间和读后心得，再将书放回到图书
角内，继续这本书的漂流旅程。希望每一位拥有“漂流书”
的读者都能够做到这些，让每一本漂流书都拥有一份特别
的“漂流日记”。同时，恳请每一位拥有“漂流书”的读者
一定要好好珍惜、爱护每一本书，因为每本书都是主人眼中
的珍宝。

3、为了使图书充分得到漂流的机会，最大限度体现其价值，
我们希望对漂流的图书在每个漂书者的手里仅限于在校时间，
读完后即可放到书架上。

4、班级要选两名同学为图书管理员，图书管理员要严把图书
质量关，不适合少年儿童看的书刊禁止进入“漂流”场所。

5、班主任会利用阅读课进行读书漂流阅读体会活动，并在此
基础上创造性的开展一些小型的各类班级读书漂流活动。

三、活动时间：4-6月

四、活动步骤：

第一阶段：宣传动员阶段

1、制定“漂流书香、漂流信任”――图书漂流活动方案。

2、宣读漂流方案，做好环境布置，设计班级读书标语：最是
书香能致远

3、召开图书漂流专题会议，按照活动方案，细化任务，强调
活动的意义和要求，班级单位开展图书“飘流活动”，不限
册数，进行登记、注册。

第二阶段：静心阅读阶段



1、建立班级图书漂流角和学校图书漂流角。图书漂流角的书
由同学自己捐赠，把自己的知识跟别人分享，享受助人为乐
的快乐。

2、学生完成漂流卡的填写，班级图书管理员为参加漂流的图
书注册、编号，并指导学生在书本封面粘贴漂流标签和在扉页
（翻开后第一页）处粘贴传阅记录标签。

3、班级制订读书计划，进行图书漂流活动，形成“图书漂
流”阅读活动。

4、开展一次班级活动，以“图书漂流”为主题，例如漂流卡
介绍会、读书心得交流、“我与好书交朋友”演讲等。

5、在图书漂流活动中，班级将充分利用橱窗、()班级博客定
期展示学生读书心得或名篇佳作欣赏。

6、在图书漂流活动中，班级将在每周阅读课中安排十分
钟“好书推荐会”。

第三阶段：分享收获阶段（205月―6月）

1、各班举行“我是快乐的放漂人”“交流阅读感受，分享阅
读收获”的汇报会。

2、评选本次悦读节“十佳放漂人”。

日照市实验小学教科室

图书互换活动策划篇六

图书漂流，起源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欧洲，读书人将自己
读完的书贴上特定的标签后，随意放在公共场所，捡获这本
书的人可取走阅读，读完后再将其放会公共场所，再将其漂



出手，让下一位爱书人阅读，继续一段漂流书香。这种共享
方式，让“知识因传播而美丽”。

二·活动目的.1.让同学们在图书漂流中增长知识，开拓眼界。

2.给同学们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让美的思想在燕大穿梭。

3.图书漂流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友爱。它是一种品质
的提升。

三·活动时间

图书互换活动策划篇七

图书漂流，源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欧洲，读书人将阅读过
的书，贴上特定的标签，放在公共场所，捡获此书的人可随
意取走阅读，阅毕再将其放回公共场所或转给下一位漂友阅
读，这样层层传递，让书籍不断漂流下去。没有借书证，不
需支付押金，没有借阅期限。让每一本好书与大家共享，
让“知识因不断传递而美丽”。

二、活动目的、意义

分享藏书，播撒书香，传递文化，让书籍在流动中发挥作用，
掀起读书热潮。

三、活动时间

xx年6月——xx年10月

四、活动对象

公司全体团员



五、图书漂流活动规则

（1）每人每次限领取一本漂流书，要爱护书籍，精心保管，
遵守漂流活动规则。

（2）阅读过漂流图书的团员，须在图书后的《漂流图书登记
表》上记录读书日期、姓名及阅读感言。

（3）图书放漂后，可自行“转漂”（将已经读完的.书传给
下一位，让其继续漂流下去或放回漂流站（员工书屋）换取
其他图书）。

（4）漂友团（团员）可以自行“求漂”（对任意一本图书发
出漂流请求），掀起和谐友善的读书热潮。

六、活动流程

1.活动宣传，图书收集、整理（6月15日——6月20日）

（1）公布活动方案、网上宣传：神农米业共青团博客

（2）漂流图书征集：搜集准备图书进行漂流，并将书名等图
书信息在博客上公布。

（3）准备“图书漂流书签”和《漂流图书登记表》。

2.图书漂流及推广（6月21日——10月30日）

在漂流图书中放置“漂流标识书签”，在尾页粘贴“漂流图
书登记表”。集中漂流图书后，团员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图
书，阅毕可传给下一位，也可放回漂流站。

3.活动结束（10月31日）



图书互换活动策划篇八

一、 活动背景：

图书馆管-理-员为了更好的管理书籍，需义工帮忙整理。

二、 目的活动：

三、 活动时间：

每日9：00—12：00 1:00—4:00 6:30—9:30

四、 活动地点：

图书馆

五、 活动名称：

图书馆整理书籍

六、 活动对象：

信工学院所有建档的贫困生

七、 活动流程：

1. 由勤工助学服务中心负责人和图书馆管-理-员协商好，并
建立好长期的合作关系。

2. 由勤工助学服务中心负责人召开学院贫困生代表大会，详
细解释该活动的相关事宜。

3. 选定各班贫困生的负责人，并将本班的贫困生名单交至勤
工助学中心负责人



4. 由办公室制作海报20张，加大力度以提醒广大需 2

做义工的同学。

5. 由勤工助学服务中心负责人将安排表在星期天之前交给义
工部的一名成员和图书馆的管-理-员,并告知该成员在下周之
前负责通知安排表上的义工及时去图书馆做义工。

6. 负责通知的义工成员应提早半个小时通知，以给负责人足
够的`时间召集五名同学。

7. 做义工的同学去二楼找图书馆管-理-员，由管-理-员安排
人员进行活动。

8. 做完义工后，由管-理-员对工作质量进行评估和检查，并
决定是否盖章。

9. 活动中，勤工助学服务中心可派义工部成员进行监督，
或不定时的去图书馆进行抽查，并可以向管-理-员了解活动
情况，及时记录下管-理-员的建议或突发情况，并告知勤工
助学中心的负责人。

10. 义工将义工证和活动表交至勤工助学中心的值班室（20
栋106）。

11. 由义工部负责人负责审核和决定是否盖章，由义工部成
员将各自负责的班级的考核表做成电子表格，应在本周内完
成。

责人。

八、活动的可行性：

13. 图书馆因借书，阅览书籍频繁，书籍易混乱，需人员整
理。



14. 义工成员有足够的时间空闲时间，不会影响到学习时间。

15. 该活动简单易行，不需特定的技能广大同学都能完成任
务。

九、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及应对措施、

16. 五名同学突然有事，不能全去。

措施：由勤工助学中心的负责人负责安排其他班级的义工代
替，保证任务及时完成。

17. 图书馆突然需要大量的义工。

措施：管-理-员通知义工部负责人，由义工部负责人再临时
调派人员。

十、小结：

通过此次活动，既锻炼了广大同学的实际工作能力，又帮助
图书馆管-理-员，还响应了国家号召，希望勤工助学服务中
心多开展此类活动。

图书漂流，起源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欧洲，读书人将自己
读完的书贴上特定的标签后，随意放在公共场所，捡获这本
书的人可取走阅读，读完后再将其放会公共场所，再将其漂
出手，让下一位爱书人阅读，继续一段漂流书香。这种共享
方式，让“知识因传播而美丽”。

1． 让同学们在图书漂流中增长知识，开拓眼界。

2． 给同学们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让美的思想在燕大穿梭。

3． 图书漂流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友爱。它是一种品
质的提升。



每周一至周五，中午9:30—12:10；下午4：30—6：10

三舍门口·图书馆前·西区（具体地方待定）

1.每日两班，每班次派2-3人。

2.每周值班人员固定但尽量复值班（注意避开课时）。

3.监查处严格监督值班人员值班。

1.活动策划宣传：在青协专栏张贴海报；委托各班青协委员
通知各班级。

2.图书收集及整理：派青协工作人员设固定地点收集图书，
让各班青协委员组织并发动各班捐赠书籍;青协工作人员将收
集来的书进行整理，登记，并在图书内放置“漂流卡”以便
阅读者交流思想。

3.首漂及推广：*日起将在各设定地点开始图书漂流活动，阅
读爱好者只需登记便可取书；青协工作人员在书架旁以海报
形式张贴图书漂流规则，流程等事项并放置意见簿，签名笔
以收集意见。

1.阅读者要爱惜图书，让知识漂流地更久远。

2.每人限取2本及以内，保证更多爱书者获取知识。

3.漂书内放有“漂流卡”，它是思想传递与交流的桥梁，因
此我们严禁不健康的思想的出现。

4.望阅读者阅读完所取书册后及时回漂。

1.每本书的发放都要做好登记。 借书需要持相关证件，学生
证，id卡或者身份证 2.每个活动周都要统计书籍数量，思想



感言，并做好图书修复工作。

3.学期末收回漂流书籍。

1．来源问题可与院领导或图书馆协商。

可以举办一个捐书活动，参加活动的同学把自己觉得不错的，
已经看过的书捐献出来，等价交换一些特权，比如可以一次
多借2本书或者什么的。。。

2．若发现图书未及时归还或损的应及时发现并与最后借书人
交流。

3．图书的选择要严格，防止出现不良书籍或反动书籍。

4．禁止在图书空白处作笔记或涂鸦。交流卡用完可及时与工
作人员调换。

寸草心全体成员

轮班制

附

关于书籍招募工作 1， 可以通过到宿舍走访去回收一些有用
的书籍

2， 可以招募一些捐书大使

3， 设立捐书地点，鼓励广大同学捐书

4， 向大四学长求助

5， 找到相关单位合作 剩下的交给欣然啦



xx年10月12日——11月6日

新形象、心服务、馨感觉

时间

活动内容

活动地点

10月12日

开幕式暨图书漂流活动启动仪式；

图书馆工作委员会二届一次全体会议

图书馆大厅

图书馆会议室

信息检索技能竞赛

10月16日、10月23日

数字资源利用讲座

图书馆学术报告厅

10月12—11月6日(书村网http://)

“你选书我付款”图书荐购活动

市新华书店

越洋书城



邮政书城

10月12—10月30日

“我眼中的图书馆”摄影比赛

图书馆

10月17日、10月24日

影视欣赏

图书馆学术报告厅

移动主题活动

图书馆

11月6日

“我与图书馆”读书演讲比赛、

颁奖仪式暨闭幕式

图书馆学术报告厅

图书馆

xx年10月10日

图书馆宣传月活动策划书



图书互换活动策划篇九

“图书漂流”活动最早起源于美国，是美国人罗恩・霍恩贝
克尔最先发起的'，出发点是想让一些尘封于书架上的书重新
走上社会，从而把整个世界变成一个大图书馆。

这一活动始于上世纪60年代，人们有时会在出租车的后座，
公园的长椅或公共汽车上发现一些书籍，上面贴着类似“请
阅读我吧”、“请翻开我看看”之类的小纸条。

在他们翻阅过这些书后，再把它放在新的公共场所，它便开
始新的一轮漂流。“我是一本‘漂流书’，我不属于任何人。
欢迎您阅读我，也希望您帮助我继续漂流。”“不用借书证，
不必付押金，把它带回家看完后，再按书内说明将它放到特
定地点，让它‘漂流’到下一位读书人手里。”

活动目标

1．通过图书漂流活动培养幼儿节俭、和伙伴分享的好习惯。

2．通过漂流活动，懂得爱护同伴的图书。

3．通过漂流活动，为幼儿搭建交流分享的平台，以提高幼儿
的表达和表现能力。

活动主题

书在你我间旅行，

你我在书中畅游。

活动准备

1．幼儿园为每位孩子准备1个透明袋并做上每个幼儿的标记。



2.幼儿园设计表格：

《漂流标签》、《图书漂流目录》、《图书漂流轨迹图》、
《图书漂流阅读小记》

漂流时间

1．5月以班级为单位开展，6月全园互通开展。

2．漂流周期：孩子每周五选择自己喜欢的3本书带回家，下
周五上午带回幼儿园，选择另外3本喜欢的书带回家。漂流时
间为1个星期。

具体时间

1．请家长和孩子一起选择3本书，填写并张贴《漂流标签》
（本书班级、本书主人）后，带到幼儿园参加图书漂流活动，
填写电子版《图书漂流目录》。

2.幼儿园和班级分别设置图书漂流中转站，老师将参与漂流
的图书统一编号。

3.孩子每周五选择自己喜欢的3本书带回家，填写书本里面的
《图书漂流轨迹图》，进行亲子阅读，阅读后，填写《图书
漂流阅读小记》。

下周五上午带回幼儿园，选择另3本喜欢的书带回家。

活动要求

1．请珍爱每一本漂流图书，漂流的图书用阅读透明袋传递，
阅读的时候保持图书清洁和页面完整，如发现破损，请及时
修补，并告知班级老师。

2．阅读期为1个星期，阅读完图书后请及时返回幼儿园(如遇



幼儿生病不能来园，请家人代为送还)，以便其他幼儿继续阅
读。如提前完成可转漂给其他同伴，但要按时将图书返回漂
流中转站(班级漂流角)。

3.图书漂流中，难免存在丢失或被私藏的情况。但这只是极
少数的一部分。如不慎遗失，请按原价赔偿(不论新旧)。

图书漂流的宗旨是分享、信任、传播。漂流书香，漂流知识，
漂流信任，图书漂流是对诚信自律和文明阅读的期待，让我
们做图书漂流的文明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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