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研究 
第 4 卷◆第 1 期◆版本 1.0◆2021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86 /（中图刊号）：380GL020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80 

Education Research 

在校大学生阅读现状调查 
 

韩元花 

河南财政金融学院 图书馆 

DOI:10.12238/er.v4i1.3535 

 

[摘  要] 研究通过问卷调查,从阅读认知、阅读内容、阅读数量、阅读方式以及图书馆建设方面考察师

范院校大学生的阅读现状,并探讨其改善策略。调查结果显示：①阅读认知方面,师范生普遍对阅读重要

性的认同度较高,“有阅读氛围”是主要的影响因素,阅读目的以“扩大知识面”为主,“不知读什么”

成为 大的阅读困惑；②阅读数量上,年读书量低于国民人均读书量,仅有少数学生具有良好的读书习惯

并能坚持做到；③阅读内容上以文学作品和休闲娱乐类型为主导；④阅读方式以电子阅读为主；⑤大

学校园举办的阅读活动频率较低,学生参与积极性欠佳；⑥图书馆是学生 喜欢的阅读地点,对图书馆的

阅读环境和阅读服务满意度较低。图书馆需联合教师队伍、学生辅导员开展全方位阅读教育,共同改变

大学生的阅读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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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著名教育家朱永新教授说过：“如果

我们的孩子在十多年的教育历程中,还

没有养成阅读的兴趣和习惯,一旦他们

离开校园就将书永远地丢弃在一边,教

育一定是失败的；相反,一个孩子在学校

的成绩普普通通,但是对阅读产生了浓

厚的兴趣,养成了终身学习和阅读的习

惯,一定比考高分的孩子走得更远[1]。”

可见,阅读教育在国家人才培养过程中

发挥重要作用。高校阅读教育是适应社

会发展和人才需求培养的必然选择,是

促进人的均衡发展的必然要求[2]。在全

民阅读背景和阅读推广实践的基础上,

研究大学生的阅读参与现状以及影响因

素对推动高校阅读教育实践具有指导意

义,同时对“书香校园”建设也具有重要

促进作用。 

1 阅读现状调查问卷及样本

概况 

本次问卷调查采用查颖2017年编制

的《阅读和大学生发展调查问卷》。问卷

内容涉及大学生的个体特征、大学期间

阅读情况以及阅读对发展的影响三大方

面[3]。本研究旨在针对在校大学生的阅

读参与情况展开调查分析,故仅采用原

问卷的前两部分。 

问卷发放与收回情况：整群随机发

放问卷450份,收回有效问卷406份,收回

率90%。男女生整体比例悬殊,样本中女

生338人,男生68人。涉及哲学、经济学、

英语、数学、文学、生物、教育学、管

理学8个专业,分布比例相当。各年级分

布情况分别是：大一162人,占比39.9%；

大二194人,占比47.8%；大三26人,占比

6.4%；大四24人,占比5.9%。 

2 问卷调查结果与分析 

2.1阅读认知 

调查问卷从阅读重要性、阅读的影

响因素、阅读目的以及阅读困惑四方面

反映师范生对阅读的认知情况：①阅读

重要性认同。调查显示,在校生对阅读的

重要性上,98.9%的学生持肯定态度。由

此可见,大部分学生在主观上对阅读持

积极认可的态度。②阅读影响因素。调 

综上所述,新时代大学生幸福观教

育需要社会、家庭、高校和个人共同发

力。在开展高校大学生幸福观教育的过

程中,社会、家庭、高校和个人各有不同

的侧重点,是一个有机衔接、密不可分的

统一整体。只有将社会、家庭、高校和

个人四个维度紧密结合起来,才能充分

展现思想政治教育春风化雨、潜移默化、

润物无声的独特魅力,让高校大学生幸

福观培育变得生动鲜活起来,让马克思

幸福观的信仰之光照亮大学生幸福成长

与自由全面发展的未来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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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结果显示,影响阅读的因素占比较高

的分别是：“社会浮躁,学校也没有读书

氛围”占比31.4%,“学习繁忙,没有时间”

占22.7%,“得不到阅读指导和分享”占

21%。③阅读目的。46.4%的学生认为是

“学习知识和扩大视野”,其次是“因学

业及就业需要”占17%,少数学生因为科

研和休闲娱乐而阅读。④学生 大的阅

读困惑是“不知道读什么”占比40%,另

外“不知道怎么读”以及“不知道读了

以后有什么用”分别占比17.2%和13.2%,

还有少数学生表示“阅读后容易遗

忘”,24.4%的学生没有阅读困惑。 

在阅读认知方面,学生普遍对阅读

持积极认可的态度,具备开展阅读推广

的基础。营造读书氛围是学校阅读教育

应该特别注意的问题,尽管“社会浮躁”

这一现象学校和图书馆不能直接去改

变,但阅读辅导非常重要,能够解决学

生的阅读困惑,包括对阅读目的的重申

和引导。 

2.2阅读数量 

阅读数量的衡量从年读书量和阅

读习惯两方面考察。①年读书量。每周

的阅读时间调查显示仅有3.5%的学生

达到6小时以上。在年阅读数量上,20%

的学生年读书量达到8本。第十一次全

国国民阅读调查：2013年,我国国民人

均纸质阅读4.77本,电子书2.48本,共

7.25本。与其他国家相比,2008年各国

年人均读书量,犹太人是读书 多的民

族,他们的年阅读量是65本书；美国在

读大学生,文科生的平均每周阅读量至

少是500页[4]。作为阅读主体的大学生

和全国的人均阅读量相比没有绝对的

优势和超越,与国外相比差距更加明显,

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②阅读习惯。大

部分学生没有每天阅读的习惯。统计显

示：能够长期坚持每天阅读的学生占比

11%,50%以上的学生阅读随意性较强,

没有固定的计划。对于新时代大学生而

言,阅读是一种学习与生活的习惯,更

是也是一种学习与生活的能力。良好有

序的生活学习状态不仅有助于大学生

的健康顺利成长,更是社会工作中不可

或缺的能力。因此,提醒督促大学生养

成良好的阅读习惯是我们今后阅读推

广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 

2.3阅读内容 

大学生喜欢的书籍类型。调查显

示：文学作品主导型占比28.4%,经典著

作主导型占比12.3%,专业类书籍主导

型占比9.9%,休闲娱乐类书籍主导型占

比25.4%,各类书籍平衡型占比24%。大

学生目前以文学作品和休闲娱乐书籍

为主要阅读内容,而经典著作和专业书

籍偏少。 

2.4阅读方式 

信息化时代,大学生的阅读方式已

经发生了巨大转变,不再局限于纸质书

刊,而是转向使用电脑、手机等多种网络

媒介进行阅读。统计结果显示：传统纸

质阅读主导的学生占比32%,电子阅读

(包括电脑阅读、手机阅读和电子阅读器

阅读)占比43.4%,纸质和电子阅读平衡

型的占比24.6%。与2018年张乐飞的研究

结果相比,以电子阅读为主导的学生数

量大幅度提升,通过纸质书刊参与阅读

的比例有所下降,更多的学生愿意使用

便捷的网络媒介进行阅读。 

2.5大学图书馆软硬件 

大学生 喜欢的阅读地点依然是

图书馆,剩余场所依次排名是宿舍、家、

书店、教室、校园。极个别学生认为只

要是安静舒适的地方都是阅读的 佳

场所。大学图书馆对阅读需求的满足情

况显示,40%以上的学生对图书馆的阅

读环境不满意,认为图书馆太过拘谨,

不自由,他们更青睐具有“随意性、自

由性”的休闲场所,更容易缓解精神压

力,修养身心。学生希望图书馆也能提

供类似的休闲场所,创造更加自由和舒

服的阅读环境。 

从阅读环境、提供的阅读方式和

书籍种类、图书馆的阅读服务四方面

对阅读需求满足情况进行调查,仅有

20%的大学生认为图书馆的阅读环境、

提供的阅读方式(包括传统纸质阅读

和电子阅读等设施)和书籍种类能“经

常”满足阅读需求。关于图书馆的阅

读服务只有16.1%的学生认为能“经

常”满足阅读需求。此次结果均远远

低于2016年查颖的调研结果。这说明

传统的阅读服务已经不能满足新时代

大学生的阅读需求。 

3 基于师范生阅读现状的改善

建议 

高校图书馆作为教育教学的三大支

柱之一,拥有丰富的馆藏资源、良好的阅

读环境、浓郁的人文和学术氛围,肩负着

为广大师生营造大学文化氛围,引导大

学生多读书、读好书的重任,因此,积极

开展阅读推广服务创新工作是高校图书

馆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5]。 

笔者认为开展阅读教育,促进书香

校园建设,改善现有阅读现状,高校图书

馆应从以下几方面展开： 

3.1把握学生阅读心理 

在图书馆设置专门部门,对大学

生的社会心理、阅读兴趣、阅读动机

及阅读困惑进行研究和日常指导,引

导他们树立科学的阅读观。结合学生

不同的心理需求给学生提供相应的书

单,比如人际交往、职业规划等方面的

优秀书籍。 

3.2联合多机构开展阅读指导教

育 

从调查结果看,在校生对阅读具有

良好的主观认知,但在具体的阅读实践

中存在许多障碍和困惑。图书馆作为主

要的阅读推广主体,应联合教师队伍、

学生辅导员开展全方位阅读指导。图书

馆负责阅读教育平台的建设和维护。整

合学校资源,根据教师、辅导员队伍在

师范生人才培养中的功能,构建统一的

阅读教育与互动平台。①专业教师方面,

根据讲授的课程专业每科至少推荐3本

专业参考书；学科带头人或行业专家推

荐专业必读书目；另外教师也可分享对

自己有积极影响的其他书目,进行阅读

互动。②辅导员队伍,对“辅导员与学

生的阅读互动”调查显示,仅有7.5%的

学生选择“经常”推荐阅读书目,阅读

分享和阅读指导情况更加糟糕。辅导员

是与大学生关系 近的人,不仅肩负学

生思想工作,更是学生成长道路上的指

路人。定期开展阅读活动,如：向学生

推荐优秀书籍、动员全班学生参与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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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建立班级好书榜单、开展“共读

一本书”活动,鼓励学生分享阅读心得。

通过班级阅读活动,引导学生树立正确

的阅读观,在班级范围内营造良好的阅

读氛围。③开展专门的阅读指导课程。

解决学生“不知道读什么”、“不知怎么

读”、“得不到阅读指导和分享”等阅读

困惑。课程体系应包括引导学生如何根

据自身情况选择专业与非专业阅读、纸

质阅读与网络阅读、精读与快读、体系

阅读与主题阅读、阅读疗法功效等方向

性内容,包含阅读与时间管理、阅读的

方法与技巧、阅读规划、名人阅读事迹

激励等基础阅读能力和习惯培养,也要

包含如何阅读一本书、阅读的记忆与理

解以及相关阅读训练等提高阅读能力

层次的内容[2]。 

3.3举办有效的读书活动,提升校园

阅读氛围 

本次调查中仅有8.9%学生认为自己

所在大学经常举办阅读相关活动。以往

相关研究认为,83.2%学生认为阅读推广

活动收效甚微的原因在于学生没有接收

到该方面的信息。读者获得读书活动信

息的渠道中,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所占

的比重较低[6]。阅读推广活动是营造校

园阅读氛围的重要途径。因此高校图书

馆需扩大读书活动的影响力,除了与社

团合作,张贴海报等传统的宣传方式外,

还应利用社交媒体、书展、图书推荐、

好书介绍信息,打造立体化,多渠道的宣

传平台,提升宣传效果,营造浓厚的读书

氛围。 

3.4完善图书馆服务 

调查结果显示,图书馆作为阅读推

广的主体部门,还不能充分地满足学生

基本的阅读需求。目前阅读环境和提升

服务质量是亟待改善的两大方面。学生

对阅读环境有较高的要求,需要图书馆

改变已有的严肃拘谨,向时尚休闲的风

格转变。比如设立类似钟书阁的区域,

包含阅读、网络、饮品享用于一体的服

务。给学生提供轻松舒适的阅读环境。

针对图书馆的阅读服务,定期组织业务

培训,提升服务质量。 

4 结语 

大学校园阅读推广的终极目标是通

过阅读提升在校生的综合素质,使不爱

读书的学生爱上读书,不会阅读的学生

学会阅读,帮助有阅读困惑的学生解除

障碍。开展在校大学生的阅读教育工作,

改善现有的阅读现状,必须联合多方力

量,立足长远,勇于改革创新,不断优化

现有的阅读教育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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