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建应用型本科学生阅读现状与提升策略

———以福建商学院为例

颜辉斌

( 福建商学院 艺术设计学院，福建 福州，350012)


［摘 要］ 高校学生是阅读的主要群体。通过问卷调查，分析福建商学院学生的阅读理念、阅读行为、阅读活

动等现状，得出学生存在功利性强、缺乏阅读引导、阅读时间较为被动、阅读方式不佳、阅读效率低、阅读氛围不

佳等问题。新建应用型本科应完善顶层设计，推进“读书社”阅读工作常态化，创新阅读活动的趣味性，增强新媒

体平台的应用，加大社会科学类图书采购，营造阅读氛围，从而提升学生的阅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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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说: “读书可以让人保持思想活

力，让人得到智慧启发，让人滋养浩然之气。”［1］正

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是滋养浩然之气的重

要途径。在信息爆炸的新时代，培养正确的 “三

观”最可靠和有效的方式莫过于阅读。阅读质量直

接关系到青年成长及 “三观”的形成，阅读高质量

发展是高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 “基石”。研究新

建应用型本科学生的阅读现状，有针对性地提出对

策措施，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营造良好的阅读氛

围，能有效促进高校内涵建设发展。

一、文献综述

目前，国内很多学者对大学生的阅读情况进行

研究。周畅［2］认为在思政教育视角下开展阅读推广

活动，打造思政主题的活动品牌，加强学生社团联

系，在学生社团建设中嵌入思政教育，同时优化图

书馆数字阅读平台，建立思政栏目，利用新媒体平

台全方位推广，完善高校思政教育体系，可以达到

全方位思政育人的目的; 张鹏飞［3］通过对江苏部分

应用型本科高校 2018 级新生的阅读习惯调查样本进

行统计，分析新生在阅读兴趣、阅读载体选择、阅

读环境选择和阅读规划等方面的特点和规律，提出

提升应用型本科高校新生阅读水平的建议和策略;

吴桂兰［4］认为很多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存在认

识不到位、与专业教育相脱节、针对性不强、形式

化倾向严重、运行渠道落后、评估体系缺失等问题，

指出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要针对教学实际和学

生的阅读需求分阶段、按层次开展，提出重视嵌入

专业教育、创新推广模式、建构长效机制、完善评

估体系等多项改进措施; 柴源［5］以西安航空学院大

学生为研究对象，认为阅读是大学生活不可或缺的

重要部分，并从阅读内容、阅读量、阅读偏好、影

响因素、阅读目的等方面调查分析该校大学生的阅

读现状，为该校的文化建设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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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问卷调查的设计与实施

( 一) 问卷调查对象的选取

福建商学院是 2016 年经教育部批准的普通地方

应用型本科高校。本次研究以该校在校生为对象，

采用整群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选取调查对象，保

证多年级、多层次、多学科、多范围的样本集群。
( 二) 问卷调查的研究方法与实施

因 2020 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影响，本次

研究以网络问卷的形式，调查福建商学院学生的阅

读现状。通过查阅相关文献，结合学校发展现状，

问卷设计了三个一级指标和十五个二级指标。调查

组围绕调查对象按照指标要求利用问卷星平台编制

了调查问卷，通过微信、QQ 等渠道进行调查问卷发

放，以各二级学院、辅导员工作群、学生班级群等

多种渠道将问卷推送给学生，保证了问卷调查对象

的层次、年级、专业全覆盖的样本集群，保障了调

查研究数据的公正性，具体见表 1。

在完成数据收集后，采用 Excel 软件对数据进

行统计、梳理、汇总，并依次对各二级指标数据进

行分析得出相应频率和占比，从而研究分析福建商

学院学生的阅读现状。
表 1 阅读现状问卷框架

Tab. 1 Ｒeading status questionnaire framework

阅读现状

1. 阅读理念

2. 阅读行为

3. 阅读活动

1. 1 对阅读意义的看法

1. 2 阅读的源动力

1. 3 大学生阅读目的

2. 1 阅读习性形成时期

2. 2 阅读工具

2. 3 阅读内容 ( 感兴趣)

2. 4 阅读方式

2. 5 阅读位置和场所

2. 6 阅读强度

2. 7 阅读时间

2. 8 影响阅读因素

2. 9 阅读少的原因

3. 1 阅读活动的参与度

3. 2 阅读活动的需求度

3. 3 举办阅读活动的方向

三、调查结果与分析

数据收集后，课题组利用 Excel 软件对数据进

行分类处理和分析，并测算问卷的信度。本次发放

问卷 1 324 份，收 回 问 卷 1 324 份，其 中 有 效 问 卷

1 304 份， 有 效 率 为 99. 49%。通 过 对 样 本 进 行

Cronbach 信度分析，经分析 α = 0. 626＞0. 6，表明问

卷的可信度较高。问卷调查样本中本科生 709 人

( 占比 54. 37%) ，专科生 595 人 ( 占比 46. 17%) ;

2016 级学生 2 人 ( 占比 0. 15%) ，2017 级学生 92 人

( 占 比 7. 06%) ， 2018 级 学 生 602 人 ( 占 比

46. 17%) ，2019 级学生 608 人 ( 占比 46. 63%) ; 其

中，男生 309 人 ( 占比 23. 7%) ，女生 995 人 ( 占

比 76. 3%) ; 经济类学生 206 人 ( 占比 15. 8%) ，管

理类学生 371 人 ( 占比 28. 45%) ，工科类学生 53 人

( 占比 5. 06%) ，艺术类学生 343 人 ( 占比 26. 3%) ，

人文类学生 331 人 ( 占比 25. 38%) 。
( 一) 阅读理念

关于阅读理念方面，问卷主要从对阅读意义的

看法、阅读的源动力和大学生阅读目的三个方面进

行调查。

一是对阅读意义的看法。调查显示，认为阅读

能塑造人格、陶冶情操的学生占比 89. 42%，认为阅

读能 拓 展 视 野、提 高 自 我 综 合 能 力 的 学 生 占 比

88. 73%，认 为 阅 读 能 提 高 写 作 能 力 的 学 生 占 比

72. 93%，认 为 阅 读 能 更 好 应 付 考 试 的 学 生 占 比

33. 51%，认 为 其 他 或 没 有 特 殊 的 意 义 的 学 生 占

比 6. 9%。

二是阅读的源动力。调查显示，认为备考或学

习相关的学生占比 71. 63%，认为扩大知识面、增长

见识的学生占比 77. 99%，认为满足兴趣爱好的学生

占比 77. 38%，认为休闲娱乐、打发时间的学生占比

54. 98%，认 为 课 程 枯 燥、内 容 难 懂 的 学 生 占 比

14. 57%，其他因素的学生占比 3. 07%。

三是大学生的阅读目的。调查显示，认为博览

群书、提高文化素养的学生占比 71. 32%，认为在精

通专业 基 础 上 多 浏 览 当 下 时 事 热 点 的 学 生 占 比

66. 18%，认为减少碎片化阅读的学生占比 26. 76%，

认为多读自己感兴趣书籍的学生占比 49%，认为怎

么读、读什么都可以的学生占比 17. 33%。

综上，在阅读理念方面，大部分学生的阅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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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较为端正。学生对阅读意义的看法整体向好，阅

读的源动力比较端正，认为新时代大学生应博览群

书，提高文化素养。
( 二) 阅读行为

在阅读行为方面，问卷主要从阅读习性形成时

期、阅读工具、阅读内容、阅读方式、阅读位置和

场所、阅读强度、阅读时间、影响阅读因素、阅读

少的原因九个二级指标进行调查。

一是阅读习性形成时期。调查表明，阅读习性

养成在小学、中学、高中、大学阶段的占比分别是

40. 8%、35. 81%、16. 49%、6. 9%。由 于 中、高 考

的高强度竞争，对学生阅读的要求较高，大部分学

生的阅读习性养成在进入大学之前，高校对学生阅

读习性的养成作用较小。

二是阅读工具。调查表明，大学常用的阅读工

具是纸质书籍和手机。学生通过纸质书籍、手机、

电脑、阅读器、其他工具进行阅读的方式占比分别

是 86. 2%、84. 28%、30. 75%、18. 87%、0. 15%。

三是阅读内容。调查表明，大学生对第三大类

社会科学的内容较为兴趣，倾向于老师和朋友的推

荐读物。本次对阅读内容按照 《中国图书馆分类

法》 ( 五大部类，22 个基本大类) 进行分类，本题

问卷选择不超过三个。通过对阅读的内容方向进行

调查，发现位列前五的类列为 G ( 文化、科学、教

育、体育) 、I ( 文学) 、J ( 艺术) 、H ( 语言、文

字) 、K ( 历史、地理) ，表明大学生最常阅读的内

容以社会科学类读物为主，在挑选阅读内容更倾向

于老师和朋友的推荐，占比 65. 41%。

四是阅读方式。调查表明，学生阅读以浏览和

碎片化阅读为主，偶尔才做笔记。从阅读方式上，

对阅读内容简单浏览、边看边批注、碎片化阅读、

阅读 后 分 享、精 读 的 学 生 占 比 分 别 是 66. 26%、
22. 16%、48. 24%、31. 98%、24. 46%。同时，也对

阅读时做笔记的习惯进行调查，学生经常做笔记、

有时做笔记、偶尔才做笔记、不做笔记的占比分别

是 6. 6%、29. 14%、40. 11%、24. 16%，进一步佐证

了学生的阅读习惯停留在简单浏览和碎片化阅读。

五是阅读位置和场所。调查表明，学生更喜欢在

图书馆、教室与自习室、宿舍场所进行阅读。学生喜

欢在图书馆、教室与自习室、宿舍、书店、公园、校

外图书馆、其他场所进行阅读的占比分别是 65. 87%、
52. 84、62. 58%、35. 28%、8. 51%、19. 4%、8. 21%。

六是阅读强度。调查表明，大部分学生阅读强

度小，甚至没有阅读。问卷中对学生每个月阅读强

度进行调查，每个月阅读 1 本及以内、1 ～ 2 本 ( 含

两本) 、2～3 本 ( 含三本) 、3 本以上的占比分别是

47. 85%、39. 49%、7. 21%、5. 44%。

七是阅读时间。调查表明，大部分学生每天的

阅读时间少于 1 个小时，集中在周末等闲暇时间。

每天阅读时间 1 个小时以内、1 ～ 2 个小时、2 ～ 3 个

小 时、 3 个 小 时 以 上 的 占 比 分 别 是 48. 24%、
37. 73%、9. 59%、4. 45%。

八是影响阅读因素。调查表明，阻碍学生阅读

的主要因素是个人主观意愿、阅读氛围和课余阅读

时间。学生认为影响因素中阅读氛围、个人主观意

愿、课余阅读时间、老师推荐、阅读场地受限、其

他因 素 的 占 比 分 别 是 57. 9%、73. 16%、40. 41%、
14. 65、21. 63%、2. 53%。

九是阅读少的原因。调查表明，学生阅读少的

主要原因是课程安排太紧没有时间、没有兴趣。在

调查中发现，学生认为课程安排太紧没有时间、没

有兴趣、要 上 网 ( 如 聊 天、打 游 戏、刷 抖 音 等) 、

认为 读 书 没 什 么 用、其 他 原 因 的 占 比 分 别 是

53. 76%、55. 75%、47. 62%、12. 96%、3. 76%。

综上，在阅读行为方面，主要存在以下几个特

点。一是大部分学生阅读习惯在中小学阶段养成，

常用的阅读工具为传统的纸质书籍和手机，对社会

科学类读物感兴趣的学生更多，倾向于老师和朋友

的推荐读物; 二是大部分学生以浏览和碎片化阅读

为主，偶尔才做笔记; 三是大部分学生较喜欢在图

书馆、宿舍、教室、自习室阅读; 四是大部分学生

阅读强度小，每天的阅读时间少于一个小时，集中

在周末等闲暇时间; 五是大部分学生认为阻碍阅读

的主要因素是个人主观意愿、阅读氛围和课余阅读

时间，同时自省读书少的主要原因是课程安排太紧

没有时间、没有兴趣。
( 三) 阅读活动

关于阅读活动方面，调查主要从阅读活动的参

与度、阅读活动的需求度和举办阅读活动的方向三

个二级指标进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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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阅读活动的参与度。调查表明，过去一个

学期大部分学生都没参加过阅读相关活动。在调查

中，从未参与阅读活动的学生占比达到了 65. 26%，

参加 1 次、2 次、3 次、3 次 以 上 的 占 比 分 别 是

19. 02%、8. 44%、2. 15%、5. 14%。

二是阅读活动的需求度。调查表明，大部分学

生希望学校多举办活动。希望学校多举办阅读活动

的占比 57. 67%，阅读活动没有吸引力没兴趣的占比

31. 75%，浪费时间不想参加阅读活动的学生占比

6. 83%，其他类的学生占比 3. 76%。

三是举办阅读活动的方向。调查表明，学生更

喜欢参加人文艺术类阅读活动，这个与前面的阅读

兴趣内容调查结果相符合。希望举办马列经典、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类阅读活动的占

比 8. 81%，希望举办人文艺术类阅读活动的占比

40. 3%，希望举办古典文学名著类阅读活动的占比

21. 8%，希 望 举 办 专 业 理 论 类 阅 读 活 动 的 占 比

11. 2%，希望举办职业规划考试辅导类阅读活动的

占比 10. 3%，希望举办其他类活动的占比 7. 41%。

综上，在阅读活动方面，学生的参与度较低。大

部分学生在过去一个学期没有参加过阅读相关活动，

希望学校相关部门能够多举办人文艺术类阅读活动。

四、福建商学院学生阅读现状的不足和原因

经过调查和分析，福建商学院学生阅读的基本

情况存在六个不足: 一是部分学生阅读功利性强。

虽然大部分学生的阅读观向好，但还存在小部分学

生对阅读的意义不明确、阅读理念不清晰、阅读态

度不端正; 二是学生缺乏有效的阅读引导。通过问

卷可知学生阅读习惯养成于中小学，大学在阅读习

惯培养上作用较小，没有进一步强化，比较依赖老

师和朋友的推荐。学生常常出现阅读方向迷茫，需

要职业生涯指导教师的引导，树立大学生职业规划

意识，积极借助专业教师的书籍推荐，初步确定大

学中期目标，制定中期计划，有目标有计划执行，

提升阅读的有效性; 三是阅读时间较为被动。学生

反馈课程安排太紧，课余时间余额不足，通常只有

在周末和睡前才有时间阅读，阅读的时间短且较为

被动; 四是阅读方式不佳，阅读效率低。学生阅读

时多采用浏览和碎片化阅读，没有精读和做笔记的

习惯，很多阅读内容都是浅阅读。浅阅读是指阅读

不需要思考而采取跳跃式的阅读方法，所谓囫囵吞

枣、一目十行、不求甚解，它所追求的是短暂的视

觉快感和心理的怡悦［6］。因为浅阅读的随机性和偶

然性会导致阅读学习能力低下，知识体系不容易建

立，阅读思考能力降低，理解能力下降，会产生知

识吸收效果不好和消化不良现象，导致整体的阅读

效率不高; 五是学生阅读量小，强度低。有近半成

的学生每天阅读的时间不到一个小时，一个月不到

一本书的量，充分说明学生的阅读主观能动性较弱，

缺乏自主阅读的意识，这也与前面的阅读被动相呼

应; 六是学生对阅读活动参与较少，阅读氛围不佳。

学生反馈学校阅读活动较少，且宣传不够突出，要

求承办方拓展宣传渠道和力度。当然也存在活动吸

引力不够，导致学生对阅读的参与度不高等原因。

另外，新媒体时代对手机和网络游戏的沉迷导致很

多学生沉迷于网络而无心阅读。

综上，形成以上问题的主要原因有学生阅读观

缺乏有效的引导和教育、阅读氛围不够浓厚、新媒

体平台的应用不足、缺乏阅读推广队伍的建设和长

效的运行管理机制、针对性的阅读书目类别还有待

进一步采购、阅读活动不够新颖且与专业教育相脱

节等。

五、提升新建应用型本科学生阅读能力的建议

( 一) 完善顶层设计，推进 “读书社”阅读工

作常态化

要提升新建应用型本科学生的阅读能力，首先

要从学校层面做好顶层设计规划。建立完善的阅读

能力培养机制，以专业课程阅读为主、课外阅读资

源为辅、阅读活动为依托多渠道、多举措并举，全

面提升学生阅读能力的保障机制; 其次，全校统筹

推进，以提高阅读兴趣、强化阅读习惯、增加阅读

时长、加大阅读量、开拓阅读视野、加深阅读深度、

提高阅读效率为目的，设立校、院两级读书社。组

建由校党委领导牵头、学生管理部门配合支持、院

党委书记主抓、各读书社指导老师落实、读书社学

生干部行动，由上到下、逐级责任落实、分级管理、

层层深入“五点一线”的全员、全方位、全过程的

“阅读文化育人”体系; 再次，在实施过程中既要

考虑校级活动的全面覆盖性，也要考虑院级活动的

专业特色性。完善考核机制，设立学生工作创新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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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激发师生的积极性，抓好牵引性工作，营造阅

读氛围，形成有效的学生阅读常态化机制; 最后，

学校在培养服务地方经济应用型人才的同时，要不

断完善人才培养方案。在编制和更新人才培养计划

时，既要注重专业人才的培养，也要重视通识文化

素养的塑造; 既要注重第一课堂教学，推荐以就业

创业为导向的专业书籍，也要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

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和弘扬中华传统美德，以树立良

好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为目的，坚持立德树

人的根本任务，打造学生阅读的“第二课堂”。
( 二) 加强“阅读推广人”建设，激励阅读行为

北京大学王余光教授认为，阅读推广人是具有

一定资质，可以开展阅读指导、提升读者阅读兴趣

和阅读能力的专业或业余人士［7］。阅读推广人对大

学生阅读素养培育有着重要影响，其不仅要热爱阅

读，具有阅读素养，还必须具备调查研究、活动评

估、协调组织等能力。除了图书馆相关管理员，各

专业老师、社团指导老师、思想政治辅导员等要从

自己的专业和业务角度分门别类加以指导，营造共

同阅读的氛围。此外让优秀的大学生充实队伍，可

以培养阅读传播者，传承书香文化。另一方面，对

阅读行为优秀学子进行表彰，鼓励他们努力做表率，

带动身边的同学积极阅读。建议将阅读行为纳入大

学生培养体系中，创建阅读课程，设置阅读课程考

核，完善学生阅读素养培育机制，让阅读课程成为

大学生的公共必修课，强化学生内在的阅读素养。
( 三) 创新阅读活动的趣味性，增强新媒体平

台的应用

以现有 “读书社”为平台，完善社团运行机

制，提升社团积极性，以学生兴趣点和专业为基础，

打造学科精品阅读活动，强化考核机制，推进阅读

机制的规范化。鼓励各学院开展学科特色明显、趣

味性强的读书活动。加强各专业教师的继续教育培

养，在专业理论的基础上学习思想政治教育知识点，

鼓励校、院开设相关阅读课程和选修课，打造 “课

程思政”项目，让课程、专业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四史” ( 党史、新中国史、改

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 等思想政治教育 “元

素”相融合，形成协同发展效应。积极引导师生讲

信念、谈理想、共阅读，让阅读进校园、进课堂、

进课程、进专业，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学校应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阅读活动，

注重阅读活动的内容选择，多开展学生感兴趣的活

动 ( 如人文艺术类活动) 。活动开展前期要做活动

需求和兴趣调研，分析学生的活动需求，分门别类

开展活动，逐步培养阅读活动的品质和影响力。不

要局限于阅读古典书籍、诵读经典美文、征文比赛

等，要将阅读与专业结合、将阅读与实操结合、将

阅读于宣传教育结合，如把弘扬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

与专业阅读相结合，让理论进班级、进宿舍、进社

区、进社团; 多开展阅读量高的书评专家讲座和论

坛，启发深入思考，强化阅读思维能力，提高阅读

效率; 阅读活动还可以与党、团支部共建，以党建

引领团建，团建促党建，强化学生基层党支部的战

斗堡垒作用。学生可以在参加红色党日系列活动的

同时学习党史，加强实地教育、调研，积极分享给

他人，加深对党史的认识，端正入党动机，学习中

国共产党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等创新型阅读活

动，既能阅读相关知识，陶冶情操，增强趣味性，

也能践行 “长征路”，进一步厚植爱国主义情怀，

强化党性修养。开展活动时要加大活动宣传力度，

在开展活动过程中要注重学生参与活动的感受，充

分进行跟踪和反馈，建立活动激励制度，提高阅读

活动的质量。

学校要构建阅读体系，引导学生深入阅读，培

养良好的阅读习惯，强化阅读思维、知识结构的连

贯性和系统性。在信息爆炸的新时代，融媒体、全

媒体等多媒体平台的出现，要求我们利用新时代媒

体平台，搭建“两微一端”，充分利用微信公众号、

微博、手机 APP 等平台，选用高质量、多学科的文

献供学生阅读，提供更多的渠道和方式让学生随时

随地都能享受阅读的 “盛宴”。鼓励大学生在微时

代利用闲暇时间制作微电影，推送精彩作品，提升

阅读兴趣。融媒体平台的建设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

进行: 一是融媒体平台的搭建需要运营人员，特别

是排版、编辑和维护; 二是融媒体的运行需要源源

不断的素材，对内容的塑造也有一定的要求，需要

专门的人去寻找巨大的知识库; 三是融媒体的推广

是一门艺术和难题，阅读对象和阅读量是一个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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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考核标准，要完善反馈机制，畅通阅读推广渠道。
( 四) 加大社会科学类图书采购，营造阅读氛

围，提高学生阅读的积极性

学校应逐步加强图书馆 “硬件条件”建设，设

立研讨空间和科研工作室，营造更为多样的阅读场

所供学生选用。加大开放式阅读场所的建设，如亭

子、长凳等安静的户外场所，供学生自由阅读，同

时可以在宿舍周边设立阅读空间，供学生就近阅读。

学校也要加强图书馆 “软件条件”建设，特别是图

书馆每年应提供更为丰富的图书文献，依据阅读内

容的调查结果，注重对社会科学类读物的偏重采购，

提高学生阅读的兴趣。图书馆可以设立新书、优书、

畅销书“三书”体验展览，加大有效宣传，保证阅

读活动的有效传导，积极营造阅读氛围，提高学生

阅读的积极性。

六、结语

通过对福建商学院学生的阅读理念、阅读行为、

阅读活动三个方面的现状进行调查问卷，并进行实

证调查和分析，发现目前该校大学生阅读整体方向

向好，但也存在诸多问题，如阅读目的不够明确、无

法抵挡手机娱乐项目的诱惑、缺乏良好的阅读方法

等，在阅读活动上还有待进一步提升。增强新建应用

型本科学生的阅读意识，让阅读常态化，营造阅读氛

围，真正提升大学生阅读能力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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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Ｒeading Situation and Promotion Strategies for
New Applied University Students
—A Case Study of Fujian Business University

YAN Huibin

( Academy of Art Design，Fujian Business University，Fuzhou 350012，China)

Abstract: Ｒeading can keep one’s mind alive，inspire one with wisdom and nourish one’s noble spirit. Student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re the main groups of reading. Through the questionnaire，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reading situation of students in Fujian Business University in dimensions of reading，namely，the concept of reading，

the behavior of reading，the activity of reading，and other aspects. Some critical problems are listed in the paper，
namely，over utilitarian， lacking of guidance，passive reading time， improper reading methods， low reading
efficiency and intensity，low engagement and negative atmosphere，etc. Schools should improve the top－level design，

promote the normalization of“reading club”，make reading activities more interesting，enhance the application of
new media platforms and increase the purchase of social science books so as to create a reading atmosphere and
improve students’reading ability.
Key words: new applied university; current reading situation; reading ability; improving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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