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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对外经贸学院大学生阅读现状及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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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进入 21 世纪，在经济全球化与信息化浪潮的推动下，就业压力和相关企业对

人才要求不断提升迫使大学生需要进一步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高校也非常重视大学生的素

质培养，知识成为进步的重要武器。由于汲取知识的方式多种多样，因此传统的纸质版阅读

形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在此背景下，对辽宁对外经贸学院大学生阅读现状进行广泛调

查，最后针对如何增加辽宁对外经贸学院大学生阅读量提出相应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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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高新技术的兴起，电子信息行业迅速发展，尤其是互联网的发展，改变了媒

体格局和人们的阅读习惯，阅读倾向呈多元化态势。对于当代大学生来说，阅读是一种巩固

学习成果、丰富知识的有效手段。阅读不仅开阔了大学生知识视野，提高了学生们思维的敏

捷性，同时还丰富了学生的知识储备，使学生从中汲取精华。阅读有助于提升大学生的人文

素养、提高大学生们的写作能力。实际上，阅读的过程就是学习写作技巧的过程，书读多了，

自然就能润物无声地滋润着语言的潜能，而写作技能也就会自然形成。如古人所云“读书破

万卷，下笔如有神”。更重要的是，阅读还有助于大学生为今后就业打下坚实基础。时代在

进步、社会的发展和科技也在进步，因此给每个岗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大学生应结合自身

发展需要不断读书学习，读书越多，知识的实用性和应用性就越高，对工作帮助就越大。通

过该项目的研究就是为了让大学生意识到阅读的这些重要性。

二、国内外“阅读”概况

如今开展“全民阅读”活动，是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和新闻出版总署贯彻落实关于

建设学习型社会要求的一项重要举措。自活动开展以来，在中宣部、中央文明办、新闻出版

总署、文化部、国家广电总局、教育部、解放军总政宣传部、共青团中央、全国总工会、全

国妇联等部门的共同倡导下，全民阅读活动在全国各地蓬勃发展，活动规模不断扩大，内容

不断充实，方式不断创新，影响日益扩大。

“世界读书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了一个令国人多少有些不悦的调查结果，全世界

每年阅读量排名第一的是以色列，一年平均每人读 64 本书，法国 20 本，我们的邻国日本

8.45 本，而拥有十三亿多人口的中国平均每人读 4.3 本，其中还包括了教科书。为提高公

众对阅读的兴趣和促进图书出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01 年在世界读书日的框架下发起了

“世界图书首都计划”，并宣布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为 2001 年度的世界图书首都。此后，每

年都有一座城市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世界图书首都的称号。2014 年度的世界图书首都

是尼日利亚的哈科特港市。

三、大学生阅读调查背景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对于大学生来说，旅游已经成为一种颇为流行的开阔视野的方式，

然而，读万卷书反而变得不易。如今，有了来自网络上游戏、电影、追剧等的诱惑，或者面

对更丰富多彩的大学生活，读书时间是否被一再压缩？在手机上看电子书变得更加容易而且

方便，而纸质书是否还受同学们的青睐？那么现在的大学生是否还能像过去一样读名著读到

热血沸腾，还是他们有了新的更广阔的读书领域，亦或是沉浸在网络小说中无法自拔？怎样

能更好的利用阅读场所吸引广大学生的阅读兴趣，将对以上问题开展调研。

四、辽宁对外经贸学院大学生阅读现状及存在问题

针对辽宁对外经贸学院大学生的读书偏好、读书时间及对图书馆的相关情况等进行调

查，了解大学生的阅读状况。与此同时搜集了本校大学生的阅读量、阅读类型和阅读方式等

信息，分析大学生阅读质量和阅读满意度以及对“全民阅读”活动的态度与意见。

（一）大学生阅读时间

现如今拥有大量阅读时间习惯的大学生数量和比重相对较低，所占百分比甚小；少部分

学生甚至不在阅读上花费时间。读书时间在 1-3 小时的比例较大，约占调查人数的二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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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息化时代，1-3 小时阅读时间的人数应该逐渐增加，不在阅读上花费时间的学生应该深

深反思，逐渐改善。

（二）大学生阅读书籍类别比例

在阅读书籍类别中，阅读小说人数所占比例较大，达到 32%，而选择名著与诗歌的比重

很低。自然科学、历史哲学、应用技术阅读的人数少之又少，可见，大学生的喜好更加倾向

于各类小说，而对中国古典书籍历史哲学科技并没有太大热情。这种现状的持续不利于学生

对社会、文化、历史和技术等的了解。

（三）大学生阅读书籍目的

此次调查选取了 100 人作为样本，结果显示有 10%的人为了增长见识选择阅读，而有 10%

的人是为了休闲而进行阅读，其中读书是为了通过考试和精通专业的比例较高。由此可见，

大学生读书功利性逐渐加强。还可以看出，如英语四六级、计算机考试、考研等很多技能型、

实用型以及相关的专业书籍占书架上的大部分比例。从调查中可以看出，提升文化修养也是

阅读目的之一。

（四）大学生获取书籍渠道

调查结果显示，有 53%的学生选择在网络上下载书籍进行观看，可见校内图书馆已经不

能满足于学生的需求，但仍有 24%的学生选择在图书馆借阅书籍。由此得出，电子阅读越来

越成为大学生不可忽视的媒介。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电子读物的出现已经开始挑战传统的

纸质书籍，并悄然改变大学生的阅读方式。

（五）大学生阅读书籍习惯

调查结果显示，有 53%的学生对于阅读只是为了兴趣而快速浏览，精读细读占了快速浏

览比重的二分之一。这反映了学生阅读并不是为了深层次地了解知识点，满足一时兴趣是主

要的阅读原因，而边读边做批注的比例仅有 15%。

（六）大学生阅读存在问题

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在阅读过程中存在问题主要是时间不充裕、购买书籍负担重等。

不知道读哪些书的学生人数占有一定比例，这样的学生可与老师或同学沟通交流而进行选

择。

五、增加辽宁对外经贸学院大学生阅读量的策略

（一）高度重视第一课堂，安排定量的阅读任务

大学生第一课堂在大学校园里同样至关重要，在学生的第一课堂要想方设法激发学生的

阅读热情和浓厚兴趣，采取一系列办法吸引学生，课后也要安排可行的阅读任务。在教学过

程中，教是被动外在的，学是主动内在的；教为学创造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鼓励学生

主动阅读。

（二）协同高校分布的休闲场所，进一步提高大学生内在修养

阅读不仅仅可以在正式的阅读地方读书，还可以将平时大学生经常去的场所充分利用起

来，比如咖啡厅，设置阅读一角，在学生休闲同时读一卷书会更加修养身心，让阅读气息更

广泛走进大学生内心，放松身心汲取知识两不误。

（三）联合各大高校定期开展读书活动，营造读书氛围

定期联合各大高校以不同形式开展阅读活动，如有奖竞答，比比谁读书多有奖活动等等，

让更多学生参与其中，定期开展读书交流活动，将读书活动开拓得更广大，影响更加深远，

提供多方位、灵活性的知识让学生的读书兴趣更加浓厚。

（四）减少功利化阅读，将读书作为长远文化投资

在市场经济大背景以及高等教育功利化的影响，随着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当

代大学生内部动机逐步减弱，学习功利化倾向日渐增强，英语四六级、计算机二级等出现了

考证热功利化阅读。作为学生要不断地接受思想政治教育，努力学习专业知识，注重多方面

的能力的培养。将读书作为课余时间对自己的投资，切勿读之过于功利化。

（五）做好阅读宣传工作，引导大学生对书籍期刊的重视

阅读宣传工作在平时也是不可缺少的，下课堂对学生进行阅读活动的有效宣传，并对学

生阅读书籍的类型加以指导，明确阅读不同类型书籍意义所在，进一步激发学生阅读兴趣。

（六）引导大学生合理利用图书馆，班指导教师对学生阅读加强督促

图书馆是人类智慧的聚宝盆，是学生获得第一手图书资源的场所，要定期引导学生合理

利用图书馆资源，让读者一进入就有种想挖掘、想探索的欲望，同时要有效利用馆内藏书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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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做好引导工作以激发学生求知热情和读书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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