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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认知症是一种神经退行性疾病。据

2021 年阿尔茨海默病协会国际会议预估，预

计到 2030 年全世界认知症患者将达到 7 800
万 [1]。 《中国阿尔茨海默症报告 2021》数据显

示：至 2019 年，中国共计约有 1 314 万认知症

患者 [2]。有研究发现：阅读、朗读等学习活动

能够预防和延缓老年认知症发展 [3]。2007 年，

国际图联发布《图书馆老年认知症患者服务指

南》，强调了图书馆在预防和缓解老年认知症

方面的积极作用，并指出公共图书馆应为轻度

老年认知症患者提供适配的阅读资源与服务 [4]。

公共图书馆轻度老年认知症读者服务为患者及

其家属提供了帮助，有助于重塑社会对于认知

症的观念 [5]。Dai 等人调查了加拿大公共图书馆

的认知症读者服务的情况，强调了认知症友好

型图书馆建设在社区无障碍服务扩展中的重要

性 [6]。舟田彰以日本川崎市立宫前图书馆为例，

分析了图书馆认知症服务的实践及其对区域综

合照护系统的意义 [7]。新西兰公共图书馆的认

知症读者服务有利于帮助认知症读者，增强社

区包容度 [8]。刘倩雯等从服务的资源与特点方

面探讨了英格兰公共图书馆的认知症服务 [9]。

寇垠等则从宏观层面对国外公共图书馆老年认

知症读者服务进行了梳理，从患者服务、照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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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优化公共图书馆的轻度老年认知症读者服务，通过网络调研与邮件访谈对日本公共图

书馆的轻度老年认知症读者服务情况进行调查，并从政策、文献资源、空间与设施、服务团队

以及服务方法 5 个方面总结建设经验，最后提出我国公共图书馆开展轻度老年认知症读者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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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服务、信息服务、社会合作 4 个维度总结了

国外图书馆老年痴呆服务经验 [10]。公共图书馆

开展轻度老年认知症读者服务是可行的和必要

的，应帮助老年人预防、缓解认知障碍。由于

中度和重度老年认知症患者到馆困难，故仅限

于“轻度老年认知症”。

日 本 65—69 岁 老 人 的 认 知 症 患 病 率 为

2.9%，超过 95 岁提高到 79.5% [11]。日本公共

图书馆在开展老年认知症读者服务方面积累了

大量的实践经验。因此，2023 年 1—6 月间，本

研究通过网络调研与邮件访谈，调查日本图书

馆协会、国立国会图书馆以及 47 个都道府县

立公共图书馆的老年认知症读者服务情况，并

适当补充市立、区立公共图书馆案例，总结经

验，以期为我国图书馆提供借鉴。

1  公共图书馆轻度老年认知症读者 
服务的相关政策

日本老年认知症服务始于 1963 年的《老

人福利法》，在该法案的影响下，日本社会开

始关注到老年认知症患者。1996 年，日本图书

馆协会发行的《残障者服务》规定障碍者包括

视听觉障碍、肢体障碍、多重障碍、其他障碍

等 4 种类型，而老年认知症被纳入到其他障碍

中 [12]。此时，日本公共图书馆对老年认知症读

者的服务包含在残障服务范畴。2005 年，日本

厚生劳动省出台了《了解认知症并建立社区十

年构想》方案，逐步推进认知症友好型社区的

建设。2012 年，厚生劳动省总结了《今后认

知症施策的方向性》，主张从认知症的极早期

开始进行干预，将认知症支持的责任主体范围

扩大到整个社会层面，为日本公共图书馆提供

轻度老年认知症读者服务的政策支持。日本超

高龄社会与图书馆研究会于 2017 年发布《认

知症友好型图书馆指南》，提出图书馆应主动

参与社区支持服务，成为建设认知症友好型

社区的一员，并且为老年认知症读者及其家

属提供资料、信息、服务等帮助 [13]。日本图

书馆协会参与日本认知症委员会，2019 年成

立认知症无障碍图书馆特别研究组，探讨图

书馆认知症应对的现状和策略。厚生劳动省

于 2019 年出台《认知症施策推进大纲》，强调

包括公共图书馆在内的公共设施和社会教育设

施应消除认知症患者的使用障碍，为轻症和

早发性认知症患者提供适当的支持 [14]。2023
年，日本认知症官民协议会推出《实现认知症

无障碍社会指南（图书馆篇）》，进一步强调

图书馆需要与各种社会资源合作，努力打造一

个包容认知症患者、保障其文化权益的共生 
社会 [15]。

2  公共图书馆轻度老年认知症读者的
学习资源服务

日本公共图书馆为轻度老年认知症读者提

供了 4 种类型的学习资源服务：①浅显型文献

资源服务。轻度老年认知症读者记忆退化，理

解力低，浅显型文献容易吸引他们进入阅读状

态与阅读情境，所以日本公共图书馆会挑选与

他们认知能力相匹配的浅显易懂的阅读内容，

如随笔、回忆录等，帮助唤醒记忆和增强表

达。本研究调查发现：爱知县高滨市立图书馆

提供图片、游戏体验型书刊、随笔和回忆录等

容易上手的文献，并与地区综合支援中心合作

制作“健忘检查表”。这些文献还通常包括图

片集册、有声读物、大型活字本、放大手稿、

触觉绘本、布艺绘本、CD、DVD 等，力图通

过图片、语音和简单文字描述从视听觉、触觉

等感官角度刺激老年认知症读者感知，吸引注

意，强化其信息接收与认知能力。本研究通

过邮件咨询日本图书馆协会发现：日本公共图

书馆浅显型文献资源馆藏丰富，如表 1 所示。 
②多学科类别文献资源服务。日本公共图书馆

设置了主题内容范围广泛的认知症专题文献书

架，以满足多学科类别的学习需求。本研究调

查发现：埼玉县立图书馆创建了“了解痴呆

症”书籍资料清单，类别包括认知症相关的医

疗书籍、小说、绘本、家庭和社区护理、护理

笔记、医疗记录、患者抗击疾病的回忆录等相

关书籍和杂志。神奈川县川崎市宫前图书馆

汇集了法律、医学、心理学、纪实文学（与病

魔斗争记、回忆录）等 180 多本认知症相关书

籍（如表 2 所示）。除了老年心理学、认知障

碍成人监护制度、预防认知症等内容外，该馆

设置了“特设专柜”集中提供老年认知症的



70  ·工作研究· 图书馆杂志（2024年第5期  总第397期）
Library Journal（Vol.43 No.5）

信息，还制作了老年认知症宣传单、图书推荐

表、网站清单等。③ 设置书籍探路者和认知症

友好型书架。为了让轻度老年认知症读者便捷

地寻找到所需的文献资源，有些日本图书馆设

置了书籍探路者（pathfinder）。书籍探路者是

对书籍材料和查找方法的通俗易懂的介绍，可

帮助轻度老年认知症读者快速查找认知症专题

库内的资源。日本图书馆还专门设置了认知症

友好型书架，以方便他们借阅。本研究调查发

现：和歌山县立图书馆、千叶县立东部图书馆

等都为老年认知症读者专门设计了一个“认知

症友好型书架”，包括认知症入门书籍、面向

认知症读者与家属的书籍、认知症治疗与护理

书籍和预防认知症书籍 4 个类别。④数字化学

习资源支持。日本公共图书馆通过 Sapier 图书

馆等为轻度老年认知症读者提供数字化学习资

源，本研究调查统计发现 63.8% 的都道府县

立公共图书馆是 Sapier 图书馆会员。轻度老年

认知症读者可在 Sapier 图书馆下载 DAISY 数

据，通过手机、电脑等设备进行播放。图书

馆也会给读者提供 CD 播放器，并提供邮寄服

务。部分图书馆还会在官网开设认知症网页专

栏。本研究调查发现：东京都立图书馆网页开

设了“东京的认知症支援”专栏，对认知症

支持服务进行分类汇总，下设“东京都的行

动” “国家和其他自治团体的行动”“认知症护

理的网站信息”“认知症的书籍和杂志”4 个板

块。东京都立图书馆还将本馆认知症护理支援

角的书籍目录、老年认知症讲座、研讨会等信

息上传至网页。日本其他公共图书馆的认知症

网络资源也存在一些特色，如大阪府立公共

图书馆网站注重从认知症读者视角提供学习 
资料。

3  公共图书馆轻度老年认知症读者的
学习空间与设施服务

轻度老年认知症读者在身体、感官等方面

存在一些限制，为满足他们便捷使用图书馆学

习空间与设施的需求，日本政府出台了方便轻

度老年认知症患者使用的建筑与环境设定标

准。《认知症友好型图书馆指南》中提出图书

馆应为认知症读者及其家人提供舒适的空间环

境 [16]。日本公共图书馆对老年认知症读者的

学习空间设计要求为：第一，图书馆采用象形

标识；第二，图书馆进行色彩搭配时考虑到了

老年人色觉功能退化的情况；第三，在地板和

墙壁、墙壁和门等的交界处形成对比，便于区

分；第四，不使用有花纹和图案的壁纸和地板

材料；第五，配置舒适的家具。学习空间设计

特色如图 1 所示。

（1）平层的空间楼层设计。由于轻度老年

认知症读者的视觉空间感受能力减弱，难以辨

别复杂的空间结构以及空间方位关系，所以不

表1  日本公共图书馆所藏认知症相关的 
浅显型文献资源的数量

资料 
类别

全国所藏数 都道府县所藏数

所藏数量
合计

平均 
所藏数

所藏数
量合计

平均 
所藏数

有声读物
（枚）

121 577 165 21 818 590

大型活字本
（本）

1 613 091 1 287 116 634 2 592

放大手稿
（册）

8 309 14 79 4

触觉绘本
（本）

7 070 10 404 17

布艺绘本
（本）

16 252 20 1 125 29

无障碍
DVD（枚）

6 433 10 165 8

表2  神奈川县川崎市立宫前图书馆认知症书籍分类

分  类 内    容

普通心理学 老年心理学

法律 认知障碍成人监护制度

福祉学
面向护理认知症患者的家庭和专业

人员

医学 了解认知症

体育 认知症患者室内游戏

文学 
（纪实文学）

老年认知症的家属或者本人的 
体验记录

美术 面向老年认知症护理的连环画

文学 老年认知症主题的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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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日本图书馆将老年认知症读者常到访的学习

空间设置在大厅同层（一般在 1 楼），将认知

症对策室、健康信息服务柜台、认知症阅读角

等都设置在与大厅平层的楼层，并与总服务台

保持适当距离，便于老年认知症读者访问、使

用和寻求帮助。本研究调查发现：北海道札幌

市中央图书馆将摆放大量图片、照片和象形图

的认知症图书角设置在 1 楼，以减少老年认知

症读者楼层移动，实现一站式访问。东京都昭

岛市民图书馆把定期展出绳纹陶器、传统节日

祭礼物品和常用生活物品的乡土资料室设在 1
楼，便于老年认知症读者访问。

（2）回忆型空间氛围设计。考虑到轻度老

年认知症读者容易健忘，为帮助他们强化回

忆，日本公共图书馆会在学习空间内配置他们

熟悉的家具与使用频率较高的物品。本研究调

查发现：东京都立川市图书馆在老年认知症支

持角放置了怀旧风格的吊饰和小物品等，设法

让他们感觉置身于熟悉环境。濑户内市民图书

馆内摆放旧生活用具，可以唤起他们的记忆。

日本公共图书馆也为轻度老年认知症读者设置

了与咖啡馆类似的交流共享学习空间，促进代

际沟通，以加强老年认知症读者与家人间的情

感纽带。本研究调查发现：三重县立图书馆在

每年“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月”举办展览，展出

能刺激轻度老年认知症读者的怀旧物件。大阪

府汉南市立图书馆也从 2018 年 9 月开始，每

周举办一次“社区咖啡厅活动”，轻度认知症

读者及其家人可以在活动中与其他读者、图书

馆志愿者和市政工作人员共同交流分享彼此生

活，在人际交流中建立更多联结，创造更多的

相处记忆。

（3）醒目的空间标识设计。因为轻度老年

认知症读者的色彩度与明暗度感知能力减弱，

对未知空间等存在判断困难，所以日本公共图

书馆丰富色彩布局，不同的学习区使用不同的

主色调，通过跳脱的色调变化帮助老年认知症

读者区分功能空间。此外，图书馆还引入色彩

鲜明、字体加粗放大的标识作为空间定位的参

照物，以确保老年认知症读者能接收到准确的

指路信息。不少图书馆还在老年认知症书架、

读书角、阅览室、活动室等场所贴上橙色醒目

标签，馆员佩戴橙色手环，在通道、门牌、墙

上等贴有橙色地标与空间指引的标识牌。本

研究调查发现：埼玉县立图书馆为加强认知症

情报角的导向效果，将标识设计为醒目的橙

色；岐阜县立图书馆设置有彩色的楼层指引标

识、信息服务柜台标识、书架标识、标签牌标

识等。

（4）符合人体工学的学习设施设计。在考

虑轻度老年认知症读者身高体型的情况下，日

本图书馆对空间内部设施设备的尺寸、摆放位

置进行了重新设计。例如，依照低高度、易拿

取的标准，对老年认知症读者阅览室中的书

架、柜台、座椅进行重新设计，调整书架高

度、书架通道距离，并进行定期检查维护。为

了保证轻度老年认知症读者在馆学习的安全性

与舒适性，日本公共图书馆还配备了墙面安全

· 醒目标识：

色彩设计、字体加粗放大

· 回忆性物件

· 符合人体工学的设施：

外观、尺寸、间距

· 感官补足性设施：

朗读设施、连环画播放设

施、护理设施

平层

认
知
症
对
策
室
、
认
知
症
阅
读
角
等

健
康
信
息
服
务
柜
台

（一楼）

馆外空间、设施

就近图书馆站点、

站前还车信箱 

图 1  公共图书馆轻度老年认知症读者的学习空间与设施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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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手，购置舒适柔软的沙发和书桌等，并且室

内设施的边角设计以圆弧形为主，以避免发生

磕碰等意外情况。同时，在卫生间、洗手间、

电梯等狭小空间内配备警报按钮，为轻度老年

认知症读者提供更多安全保障。

（5）感官补足性学习设备设计。为优化老

年认知症读者的到馆体验，日本公共图书馆针对

性地提供感官补足性学习设备，如放大镜、老花

镜、阅读追踪器、有声朗读机等学习辅助工具和

设备，以弥补其视觉、听觉等方面的感官缺陷。

本研究通过邮件咨询各个都道府县立公共图书

馆，对结果汇总、计算发现，其轻度老年认知症

读者的学习设备设置率较高，如表 3 所示。

表3  都道府县立图书馆老年认知症读者的 
感官补足性学习设备

设备和辅助工具名称
设置馆数
（个）

设置率 
（%）

放大镜、老花镜 47 100

阅读追踪器 37 78.7

放大阅读器 43 91

有声朗读机 25 53.2

配备文字朗读软件的电脑 24 51.1

此外，在馆外设施方面，本研究统计发

现：44.2% 的都道府县立图书馆开设了面向老

年认知症读者的馆外服务，还会向养老院等老

年人机构提供资料外借服务。本研究调查发

现：宫崎县日向市立图书馆会向其他地区老年

认知症患者友好图书室提供图书巡回分发，支

持各地区居民开展阅读活动。日本公共图书馆

还会在服务区域内设置多个“还书信箱”，方

便轻度老年认知症读者不到馆还书。本研究调

查发现：神奈川县川崎市宫前图书馆在汽车文

库里设置了老年认知症专柜，并为全市 21 个

点位提供服务。另外，日本公共图书馆还会借

助快递提供外借服务，减轻老年认知症读者的

出行压力，方便居家阅读。

4  公共图书馆轻度老年认知症读者 
服务的团队建设

日本各公共图书馆重视老年认知症读者的

服务队伍建设，主要搭建 3 种类型的服务团

队。第一，馆内服务团队。日本公共图书馆会

配备专属职员与志愿者，专属馆员会配备橙色

手环、橙色服装、橙色戒指等标志性配饰，以

便老年认知症读者及其家属能够及时寻求帮

助。本研究调研统计发现：87.2% 的都道府县

立公共图书馆配备了专门负责特殊读者（包括

老年认知症）的服务职员，其中配备了 1 名

专员的都道府县立公共图书馆占比 25.5%，配

备了 2 名专员的占比 17%， 3 名专员的占比

10.6%， 4—6 名专员的占比 17%，7—9 名专员的

占比 12.8%。另外，工作人员有残障服务专业

资质的都道府县立公共图书馆占比 85.1%。第

二，区域联盟服务团队。日本图书馆主动参与

到区域综合关怀体系中，譬如与地区老年机构

合作，建立研究会，为老年认知症等特殊群体

提供服务。2019 年，日本还成立了认知症官

民协议会，该协会致力于促成政府组织、公共

机构、行业团体和认知症患者一体化合作，推

进认知症无障碍工作。本研究调查发现：千叶

县浦安市设立了浦安市高龄者的地区参与计划

示范研讨会，该研讨会由高龄服务部、地区综

合支援中心、老年福利中心、社会福利协议

会、市民大学、图书馆、公民馆、乡土博物

馆、教育政策科以及终身学习科等 10 个部门

构成，并且由浦安市教育委员会终身学习科将

当地的公民馆、图书馆、乡土博物馆等社会教

育机构以及教育政策科协同组织起来，如图 2
所示。日本公共图书馆还会与地域综合支援系

统内的机构共同培养专业的支持队伍。本研究

调查发现：三重县四日市立图书馆召集馆员研

终身学习科

综合支援中心

高龄服务部

图书馆

社会福利协议会

老年福利中心

市民大学

公民馆

乡土博物馆 教育政策科

图 2  浦安市高龄者的地区参与计划示范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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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由地区全面支援中心和市认知障碍地区支

援推进员担任讲师，共同举办“认知障碍支援

者培养讲座”；大阪府阪南市立图书馆协同市

内的社区综合支助中心、长期护理保险科和护

理者家庭协会，合作成立认知症咖啡馆，增进

认知症读者及其护理人、家属与区域认知症支

援机构的沟通交流，有利于地域综合支援系统

内队伍服务水平的提高。第三，馆外专业服务

队伍。日本公共图书馆还与医疗、健康研究中

心、高校等机构进行合作，邀请具备医疗知识

的专家、学者、医疗工作者，成立看诊、专业

咨询的服务团队，共同探讨老年认知症预防、

康复，促进信息共享与经验交流。本研究调查

发现：京都府立图书馆与京都府立医科大学附

属图书馆携手开展了“从生活习惯中看待认知

症”讲演会，为老年认知症读者普及如何从饮

食习惯方面预防认知症的相关健康知识；鸟

取县立图书馆为了进一步推广朗读，举办医

师、轻度老年认知症读者和家属代表参加的演

讲会。

5  公共图书馆轻度老年认知症支持 
服务的特色方法

（1）回忆疗法

回忆法是由美国精神科医生罗伯特·巴

特勒（R. Butler）于 20 世纪 60 年代提出的一

种心理疗法。被干预者在进行回忆疗法过程

中，会对过往的事情进行记忆重现，并在回

忆过程中产生共鸣。回忆法有预防认知症和

抑制轻度认知症发展的作用，可以改善记忆

力。日本公共图书馆进行的回忆疗法活动通常

分为两种类型，分别是个体回忆法和小组回忆

法 [17]。个体回忆法分为两种：一种是从日常

随意的谈话开始，畅所欲言；另一种是以一

对一访谈的形式谈论特定的主题。小组回忆法

则通常是在一个 10 人左右的小组内，由组长

组织回忆，通过组内交流，共享乐趣。为刺激

轻度老年认知症读者产生回忆，图书馆会收集

与读者相关的资料，形成回忆法工具包，其主

要包括故乡照片、读者年轻时看过的图书、用

过的玩具或者当年流行的 CD、DVD 等一切

能够刺激记忆的物品。这些回忆法工具包会按

照主题进行分类，还可以通过馆藏检索系统进

行检索。本研究调查发现：爱知县北名古屋

市具有较完善的回忆法体系，将回忆物件分

成了出版物与印刷品、使用过的东西、刺激 5
种感官的物件以及影像资料 4 种类别，如表 4 
所示。

表4  北名古屋市回忆工具包分类

分  类 具体物件

出版物与印刷品
书籍、报纸、海报、地图、日历、

照片、相册

使用过的东西
各种日常生活用具、配饰、玩具、

活动用具

刺激 5 种感官 
的物件

鲜花、水果、音乐、食物、饮料、
香味（化妆品、肥皂、香水）

影像资料
《电视回忆法》的录像、 

电视和电影的片段

日本各公共图书馆的回忆法工具包中的物

件各有侧重。本研究调查发现：埼玉县立久喜

图书馆在回忆展区内放置了许多怀旧的商品、

旧教科书和连环画。香川县坂出市立大桥纪念

图书馆重在提供历史相关书籍、有关当地风土

人情的照片和视频，还会提供搓衣板、饭盒和

算盘等生活用品和工作用具。神奈川县大和市

涉谷图书馆主要采用昭和 30 年代的报纸来进

行回忆。

回忆活动一般选在图书馆会议室、视听室

或多功能室中进行，但是为推广回忆疗法，图

书馆也会开展馆外服务或者线上服务。本研究

调查发现：大阪府京都市醍醐图书馆职员会前

往医院、养老院等老年人聚集场所开展回忆法

活动；冈山县濑户内市立图书馆开展了“移动

图书馆”项目，将书籍和回忆法所需旧生活用

具送到小型日间服务机构。日本部分公共图书

馆的回忆法工具包也允许进行外借，如群马县

高崎市立图书馆民俗类回忆工具包支持外借，

内容如表 5 所示。

（2）朗读教室活动

朗读可以帮助轻度老年认知症读者集中注

意力，提升语言表达能力。日本公共图书馆也

认识到了朗读对于老年读者认知症预防和治疗

的独特作用 [18]。 在朗读教室活动中，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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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会在导入环节加入手语、英文诗和英文歌

等项目，通过肢体语言和不同语种表达刺激老

年认知症读者的大脑。其次，图书馆会向老年

认知症读者传达快乐朗读的理念，让他们大声

朗读类型丰富的文本，其中包括绘本、民间故

事、短篇小说、古文、论语、汉诗、童谣等。

图书馆朗读教室活动还会引导老年认知症读者

为其孙辈诵读。此外，朗读教室活动也被用来

帮助他们进行口腔康复训练。

本研究调查发现：爱知县名古屋市鹤舞中

央图书馆开设了朗读教室活动，在朗读教室活

动的破冰环节，馆员引导老年认知症读者进行

自我介绍小游戏，或者朗读“谚语”和“绕口

令”等耳熟能详的短文，帮助他们缓解紧张情

绪，训练唇、齿、舌，避免口吃，提升其记忆

力和反应能力。该图书馆还与市社会福利协

会合作，从老年认知症读者所熟悉的地域话

题中选取朗读内容，为他们提供“中川区风土

记”系列的地区历史读物，以引起他们参与的

兴趣。考虑到部分轻度老年认知症读者存在视

觉障碍，图书馆特别注意朗读文本的字号与行

距，并对文本进行注音。馆员也会对难以理解

的古典文章进行解说，以加深老年认知症读者

对文本的认识与理解。

此外，为推动各级图书馆朗读教室活动的

普及应用，日本公共图书馆之间还会进行馆际

合作，形成多层级、链条式协同支持服务模

式。本研究调查发现：鸟取县立图书馆在开展

“头脑活泼的朗读教室”活动的同时，也会支

援下级单位开展认知症相关的朗读教室活动。

在支援的过程中，鸟取县立图书馆的馆员会在

下级图书馆的第一次朗读活动中担任主持人，

示范如何引导老年认知症读者参与朗读，以达

到最佳朗读效果，为下级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提

供学习模板；其次，由于版权的限制，许多朗

读材料不能够复印，所以县立图书馆会向下级

图书馆提供老年认知症读者使用的朗读图书套

装借阅；此外，县立图书馆会与市町村立图书

馆合作举办认知症护理相关的演讲，演示朗读

教室活动，并对合作实施朗读教室活动的公民

馆、老年照护机构、医院等进行资源交换。目

前，针对轻度老年认知症读者的朗读教室活动

已在日本多地公共图书馆中开展，该活动也已

超越朗读，成了一个轻度老年认知症读者聚集

和社交的平台，给予他们更多开口发声和交流

的机会。

（3）认知症咖啡馆活动

认知症咖啡馆是为认知症读者及其家属创

设的一个学习交流环境，致力于营造一种轻松

的氛围，以促进认知症读者、家属和相关人员

进行互动交流，建立社会联系。认知症咖啡馆

会邀请相关专家来参与活动，帮助认知症读者

与认知症支持组织进行联系，参与者可以在其

中喝咖啡或吃点心，与其他参与者进行交流，

还可以向专家咨询认知症医疗和护理信息。有

资料表明：2020 年都道府县认知症咖啡馆数量

表5  群马县高崎市立图书馆可借回忆工具包（民俗类）表

名  称 可    借    实    物 可    借    图    片

旧衣物 短上衣（大）、短上衣（中）、草鞋、稻草鞋、浴衣 木屐、斗笠

旧鞋子 高齿木屐、女用木屐、稻草鞋、草鞋 木屐、雪地用草鞋、草鞋

旧洗涤用具 金属洗脸盆、搓衣板、火熨斗 抹泥刀、炭火熨斗、蒸汽熨斗、木盆

旧炊具
煮饭锅（大）、煮饭锅（小）、饭盆、锅垫、擂钵、

擂槌
米饭保温器、吹火用竹筒、水桶、 

铝饭盒、刨丝器、制木鱼干用的刨片器

旧取暖工具 汤婆子（陶器）、火钵 白金怀炉、被炉、电炉、火盆、手炉

旧农具 插秧线、绑腿带、簸箕、笸箩 犁、锹、水田耙、除草耙

旧搬运工具 竹背篓（大中小）、藤编背篓、带盖藤编背篓 梯子、背篓

旧渔具
带透明底座的水箱（常用于捕捞鲍鱼、海胆等）、
竹编鳗鱼篮、鱼篓、竹编桶装捕鱼篮、养鱼笼

鱼笼、鳗鱼笼、蟹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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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 8 000 家，如表 6 所示 [19]。

表6  2020年都道府县级别认知症咖啡馆数

都道府县
认知症 
咖啡馆数
（家）

都道府县
认知症 
咖啡馆数
（家）

东京都 608 滋贺县 89

北海道 311 岩手县 115

京都府 176 宫城县 242

大阪府 434 兵库县 351

秋田县 101 奈良县 91

山形县 104 和歌山县 74

福岛县 155 鸟取县 46

茨城县 126 岛根县 53

枥木县 55 冈山县 132

群马县 190 广岛县 233

埼玉县 444 山口县 108

千叶县 247 德岛县 60

青森县 81 香川县 72

神奈川县 372 爱媛县 62

新潟县 156 高知县 112

富山县 82 福冈县 251

石川县 153 佐贺县 32

福井县 48 长崎县 61

山梨县 54 熊本县 149

长野县 161 大分县 74

岐阜县 192 宫崎县 58

静冈县 176 鹿儿岛县 151

爱知县 499 冲绳县 78

三重县 118 总计 7 737

本研究通过邮件咨询都道府县立公共图书

馆发现，日本开设认知症咖啡馆的都道府县立

公共图书馆比例超过 87%。目前日本公共图书

馆内的认知症咖啡馆较为普遍，还会举办一些

趣味活动，提升轻度老年认知症读者的社交兴

趣和社交能力。本研究调查发现：东京都品川

区立图书馆的认知症咖啡馆举办了明信片制作

活动、认知症迷你课程和交流会，通过引导老

年认知症读者参与手工制作活动来增强其动手

能力；福冈县筑后市立图书馆的认知症咖啡馆

会设置特定主题引导参与者交换意见，增进认

知症读者及其家属的信息交流。

（4）读书处方法

读书处方法是指通过向老年认知症读者推

荐老年认知症相关书籍，利用“阅读”为轻度

老年认知症读者提供“思考”和“行动”的机

会，还能加强参与意识。该方法出自《认知症

友好型图书馆指南》中提出的认知症书籍处方

计划。本研究调查发现：日本三重县伊势市立

图书馆联合伊势地区医师协会和伊势志摩地区

合作型认知症疾病医疗中心，与伊势市高龄者

支援科合作，制作了认知症书籍的处方。处方

内容包括认知症治疗与护理知识、认知症读者

本人观点、回忆法和娱乐方式介绍、地域支援

等，书籍形式也多种多样，其中有绘本、调研

报告和诗歌集等，如表 7 所示。

表7  日本伊势市立图书馆轻度老年认知症读书处方

类  别 推荐书籍

关于认知症
的正确知识
和治疗护理

《认知症并不可怕，正确的知识和理
解中产生的护理》

《认知症专科医生谈诊断、治疗、 
护理》

《认知症故事·护理从“诊断”到
“入住集体之家”》

《图解老年认知症护理，使护理和支
持变得轻松》

《从漫画中了解认知症的 9 大法则 
和 1 个原则，使护理变得轻松的 

12 种方法》

患者视角

《认知症患者的信息》
《克服认知症，与生存的“断绝处方”

做斗争，恢复日常生活》
《去见小洋葱的母亲》（漫画）

从家庭和支
持者的角度

《与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母亲 
一起生活》

《会上错菜的料理店》

通过绘本了
解认知症

《奶奶家》
《爷爷的手账本》

日本公共图书馆注重读书处方法的效果。

轻度老年认知症读者如果在阅读过程中产生了

疑问，可直接与图书馆联系，图书馆会协助安

排药剂师和医疗人员与其对接，回应咨询。为

促进读书功效，日本公共图书馆还会制定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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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反馈计划，在完成部分或阶段性阅读任务

后，图书馆选派馆员或志愿者询问轻度老年认

知症读者的感想与意见，引导他们进行记录和

思考，自行创作感想笔记。图书馆还会根据读

者的感想制作和分发书签，并且适当调整处方

内容与计划方案。

6  启示与建议
公共图书馆为轻度老年认知症读者提供服

务，既具备社会责任，也有资源优势。我国公

共图书馆处于探索阶段，可借鉴日本经验，从

以下方面入手：

（1）完善公共图书馆轻度老年认知症读者

服务的政策与指南标准。日本制定的图书馆认

知症服务支持的政策，为服务提供了标准，其

中包括建筑环境无障碍、空间色彩布局、服务

人员、服务资源与项目等。我国公共图书馆可

制定相应标准，主动参与地区认知症友好社区

建设规划，为老年认知症支持服务提供指导与

规范。

（2）完善公共图书馆轻度老年认知症读者

服务的空间环境与资源设施。我国公共图书馆

可基于老年认知症读者的特点开设专馆或专用

学习空间，将色彩、布局、家具等要素纳入重

点考量指标。国内公共图书馆也应为其提供专

属的学习资源，如图画书、大字本、影音视频

等，还应完备游戏工具、回忆相册等辅助干预

疗法的工具。

（3）优化公共图书馆轻度老年认知症读者

服务的模式。当前我国个别公共图书馆开始为

老年认知症读者开展健康讲座、认知症专题荐

书、认知症预防展览等活动。不过，整体上我

国公共图书馆的老年认知症读者服务项目单

一，手段与方法相对落后。我国公共图书馆可

增加如回忆疗法、玩偶疗法、故事疗法和同伴

疗法等方法，还应重视老年认知症的个体需

求，根据老年认知症读者特点和倾向来制定相

应的支持服务计划，为轻度老年认知症读者实

施个性化支持服务，提升读者服务方法的适

配性。

（4）开展公共图书馆老年认知症读者服务

的合作共享。国内图书馆可以参考日本经验，

参与区域综合照护网络，与地域内的企事业单

位、社区中心、地方政府等公共机构合作，共

同为老年认知症读者提供全面、综合的支持服

务。同时联合公共卫生机构、康复理疗中心、

大学研究所等具备专业知识的机构，开展老年

认知症科普、预防、问诊等活动，形成区域老

年认知症读者支持服务联盟，还可以进行馆际

合作，互相分享与学习轻度老年认知症读者服

务的经验，共同促进区域内轻度老年认知症患

者的服务能力与服务水平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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