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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环境下新疆农业大学学生阅读现状调查分析 

      关键词：网络环境  大学生  阅读行为  实证分析 

1 研究背景及意义 

1.1 研究背景 

由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公布的第十二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2014 年我国成年国民

综合阅读率 78.6%，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 4.56 本，0-17 周岁未成年人图书阅读率为 76.6%，

人均图书阅读量为 8.45 本[1]。 

近些年来，我国积极推动全民阅读活动，图书馆阅读推广是我国全民阅读推广的主力军，

而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也尤为重要。近些年来，随着信息化社会的快速发展，国人的阅读受到

很大的冲击，阅读的人越来越少，阅读的时间越来越少，而在校大学生也不例外。对于高校大

学生来说，阅读是他们获取信息从而形成一定的知识体系、思维方式，以及理性思考能力、逻

辑思维能力和判断能力的主要方式之一。他们的阅读活动不同于其他人群。在校大学生身份要

求他们应更多地阅读严谨而深刻的内容[ 2-3]。 

阅读具有很强的时代性，近年随着互联网的普及、3G 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 网络阅读、 移

动阅读已经进入到学生的日常生活中,了解读者需求是开展读者阅读指导的前提,全面了解网络

环境下的学生阅读现状与问题, 对于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 有效开展阅读服务具有重要意义。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阅读是提高学生文化素养的一个重要的途径。随着互联网的普及、3G 移动通信技术的发

展, 网络阅读、移动阅读已经进入到学生的日常生活中,国内已有相关机构开展了大学生阅读行

为习惯调查、大学生手机阅读调查、大学生数字化阅读行为调查等研究，并建立了相关的阅读

指导体系[4-9 ]，但少见有关新疆地区大学生阅读行为调查的研究[10-11]。 

本研究课题拟通过对新疆农业大学大学生阅读行为的调查分析，全面了解网络环境下的大

学生阅读现状与问题, 以利于图书馆有针对性地进行文献资源建设，开展有特色的阅读推广活

动。 

2 研究内容 

2.1 研究思路  

本研究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问卷调查法及统计数据分析三种主要方法。以新疆农业大学

的汉族和少数民族本科生及研究生为调查对象，发放 1000余份调查问卷，就大学生的阅读现状

情况、大学生对图书馆的利用情况、图书馆对学生阅读需求的满足率等方面进行了调查，并在

调查的基础上进行了统计分析，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及影响因素，并从图书馆层面、学生层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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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个方面提出了对应的建议。 

2.2 研究方法 

此次项目研究中课题组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问卷调查法及统计数据分析三种主要方法。 

课题组成员在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维普中文期刊数据库上重点查阅高校大

学生阅读现状方面的文献资料，了解教育发达地区高校大学生阅读现状，总结这些高校图书馆

阅读推广取得的成果。 

具体包括：查阅文献、设计调查问卷、发放调查问卷，收集调查表，数据分析、撰写论文、

撰写结题报告。 

调查问卷由 3 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个人信息，由 5 题组成，第二部分为阅读现状情况，

由 21 题组成，第三部分为图书馆在学生阅读中的作用，由 14 题组成，其中 3 题为开放题。问

卷详见附件。 

本课题组选取了新疆农业大学的民汉族大学生作为此次研究对象。共发放调查问卷 1150

份，其中本科生 950 份，研究生 200 份，回收问卷 1030 份，有效问卷 999 份，占 86.87%。本

科生中民族学生发放问卷 500 份，回收 418 份，有效问卷 414 份，汉族学生发放 450 份，回收

415 份，有效问卷 405 份；研究生不分民族进行发放，共发放 200 份，回收 197 份，有效问卷

180 份。 

2.3 具体内容 

1.新疆农业大学学生阅读现状调查； 

    2.学生利用新疆农业大学图书馆的现状调查； 

3.如何解决学生存在的阅读问题。 

2.4 统计分析 

将调查问卷录入 excel，用 excel 进行统计分析。 

3 结论与建议 

3.1 结论 

第一部分 基本情况 

此次参加调查的男生有 399 人,占 40%，女生有 600 人，占 60%；汉族学生 595 人，占 60%，

维吾尔族学生为 281 人次，占 28%，其它民族的为 133 人，占 12%；大一学生有 318 人次，占

32%，大二学生有 245 人次，占 25%，大三学生有 132 人次，占 13%，大四学生为 58 人次，占

5.81%，研一有 124 人次，占 12%，研二为 41 人次，占 4%，研三为 18 人次，占 2%，其它博

士、预科或未表明年级的为 63 人次，占 6%。 

调查的学生分属 16 个学院 119 个专业。涉及人数较多的学院有管理学院、农学院、草业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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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学院、水利与土木工程学院、经济与贸易学院、林学与园艺学院。涉及较多的专业为土木

工程、工程管理、农学、植物保护、草业科学、农资等。 

 

第二部分 阅读现状情况 

1）新疆农业大学的学生需要进一步提高阅读水平，32.63%的学生表示经常阅读，有时间

就读的学生占 45.65%。 

2）每天阅读时间在 2-3 小时左右学生占 50.05%，3 小时以上 10 小时以下的合计占 17%左

右。 

3）阅读时间一般集中在课余时间。 

4）阅读语种以汉语为主，占 62.29%，其次是维吾尔语、英语、哈萨克语。 

5）阅读文献载体以纸质图书为主，其次分别是手机、IAPD 类、纸质报刊、电脑网络、电

子书阅读。 

6）纸质阅读的主要内容依次为新闻资讯(非娱乐)、经典类、基础教辅类、消遣类、实用工

具、技术类、科研文献类、求职应试类，而且差距不大。 

7）数字阅读的主要内容依次为新闻资讯(非娱乐)、经典类、基础教辅类、消遣类、科研文

献类、实用工具、技术类、求职应试类。科研文献类数量有所提高，说明学生利用网络获取科

研文献来完成毕业论文、文献综述等的需求在增加。 

8）对于同样的内容且均有纸本和电子形式，学生倾向于选择纸本图书，占 44.43%，其次

依次为下载离线阅读、数字在线阅读、视具体内容而定、无所谓都可以。 

9）63.27%的学生认为传统阅读能够满足阅读需求，33.88%的学生认为不能满足需求，另

有 2.86%的学生未置可否。 

10）66.46%的学生认为数字阅读能够满足阅读需求，32.18%的学生认为不能满足需求，另

有 1.36%的学生未置可否。 

11）18.12%的学生认为网络阅读会取代传统阅读，55.16%的学生认为两者是可以并存的，

26.73%的学生认为网络阅读不会取代传统阅读。 

12）学生的阅读渠道主要通过图书馆借阅，其次是自己购买，网上下载或在线阅读，借阅

其他同学的，在书店阅读。选择这一阅读渠道的原因依次为个人爱好、容易获得、经济成本、

时间、受周围环境影响、其它。 

13）学生阅读计划的制定以随机制定和自己制定为主，分别为 46.73%、41.36%，其次是教

师制定、其他人制定，分别为 7.55%、4.36%。 

14）学生阅读图书以 1~2 本的为主，占 47.37%，3 本及 3 本以上占 15.25%，不到 1 本占

26.87%，不确定的占 10.51%。 

15）学生阅读书籍时受各方面影响较均衡，一般选用名著或获过奖，经媒体、老师推荐 ，

看过作品改编的电影或电视剧，对本专业、工作有帮助，以及兴趣爱好。 

16）对自己阅读现状基本满意的学生占 48.15%，很满意的占 13.04%，不太满意 33.75%，

不在乎占 5.06%。 

17）对我校的读书氛围，认为好和较好的学生占 55.23%，认为一般的学生占 33.43%，说

不清的学生占 11.34%。 

18）看待大学生读书问题，56.56%的学生认为大学生应该博览群书、提高学术水平、增加

文化素养，17.49%的学生认为应重点阅读本专业书籍、平常也要广泛涉猎，15.07%的学生认为

应读有实际作用的书籍、并学以致用，另有 10.88%的学生认为读不读无所谓。 

19）学生阅读的主要目的依次排序为：拓展知识面、提高自身修养、课业学习需要、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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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好、休闲放松、实用性强、没有目的。 

20）目前影响学生读书积极性的原因依次是：课业较繁重、课外活动太多、缺少读书氛围、

获取图书的途径太少、自身惰性、没有阅读习惯。 

 

第三部分 图书馆在学生阅读中的情况  

1）有 1/5 的学生每天到图书馆，其余的不定期到图书馆。 

2）学生利用实体图书馆的功能已经发生了变化。学生使用图书馆的目的依次为自习、借书

刊、阅读课外读物、考研复习、其它。 

3）学生对图书馆的资源的利用率比较低。经常使用为 20.62%，偶尔使用 37.14%，很少使

用 26.43%，经常使用 20.62%，从来没使用过 15.82%。由于我校仅针对大三第二学期及大四第

一学期的学生开展《专业文献检索》课程，且大部分班级仅为 6 学时，造成许多大学生认为图

书馆只能借书及自习，对图书馆无法进行深层次的利用。 

4）图书馆现有的纸质书籍和电子资源基本能满足学生的阅读需要。 

5）对图书馆举办的“全民阅读活动”和“世界读书日”活动，仅有不到 5 成的学生表示了解。

仅有 11.51%的学生参加多次，31.73%的学生参与一些。由于我馆开展阅读推广活动较少，致使

许多学生对相关内容了解较少，参加的人就更少了。 

6）需要信息时，学生一般利用图书馆和网络结合来获取信息。 

7）对新疆农业大学图书馆推出的微信公众号的关注度还不够，仅有 5 成关注，微信提供的

图书续借功能仅有 24.02%的学生已经尝试用过。说明图书馆提供的各种新服务，如微信，还未

得到广泛推广。 

8）学生对图书馆的不足主要集中在图书资源不足，馆藏面积不足，读者服务水平不足。 

3.2 思考 

3.2.1 阅读现状情况 

从调查结果可看出新疆农业大学的学生读书习惯有待进一步提高，仅有 32.63%的学生表示

经常阅读；从阅读载体看，虽然网络在飞速发展，但由于纸本阅读具有方便、习惯等特性，因

此，学生仍以纸质图书为主；从阅读类型上看，大学生的阅读内容丰富多样，各类都有，且差

距不大；从阅读计划上看，新疆农业大学的大学生阅读缺乏计划，缺少阅读目标；从阅读数量

看，学生阅读图书以 1-2 本为主；从阅读满意度看，48.14%的学生认为较满意，整体满意度不

太理想；从阅读目的来看，拓展知识面、提高自身修养、课业学习需要、兴趣爱好、休闲放松

等都是学生阅读的目的。从影响阅读的原因看，课业较繁重，影响了学生的阅读。综上所述，

大学生阅读存在的问题主要是阅读习惯有待提高，阅读缺乏计划 ，缺少阅读目标，因课业重难

以保证阅读时间。 

3.2.2 阅读与图书馆 

关于阅读与图书馆，主要对“图书馆使用频率”、“图书馆资源满足率”、“图书馆阅读活动

参与情况”、“图书馆新型功能使用情况”进行了调研，结果表明学生对图书馆的利用率较低，

且对图书馆的使用功能也发生了变化，到图书馆主要以自习为主，这主要是因为网络的快速发

展所造成的。其次，学生对图书馆的资源及服务缺乏了解，对图书馆资源的利用率比较低，由

于我校仅针对大三第二学期及大四第一学期的学生开展《专业文献检索》课程，且大部分班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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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为 6 学时，造成许多大学生认为图书馆只能借书及自习，对图书馆无法进行深层次的利用。

第三，图书馆开展的阅读推广活动没有深入到学生中去，由于我馆开展阅读推广活动较少，致

使许多学生对相关内容了解较少，参加的人就更少了。第四，学生对图书馆的新型功能缺乏了

解，如微信平台。最后，图书馆少数民族藏书无法满足大学生的需求。 

3.3 建议 

3.3. 1 学校层面    

1）学校重视，各部门积极合作，建立良好的校园阅读环境，形成具有明显的地域特色和学

校特色的校园阅读文化氛围。校园阅读文化是一个综合性的文化形态，它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

过程，因此需要图书馆的建设，学校教师和学生彼此经过长期的努力，才能有所成就。 

2）重视图书馆发展。学校要给予图书馆发展足够的重视，把图书馆建设作为学校科研建设

的一部分。图书馆的发展、建设不仅要在文献资源建设下功夫，而且要在馆员队伍建设上下大

力气，努力提高馆员能力素质。 

3）可以在学校的教学大纲或者教学计划中明确的规定或指导各年级、院系、专业同学的每

学期的阅读计划，并且对同学们的读后感进行检查，从而督促学生们的阅读。 

4）发挥教师的引导作用 

高校教师是最贴近大学生的，因此他们对大学生的指导和培养具有重大意义。高校教师可

通过自己的行为及教学来引导大学生开展阅读。如在课堂上推荐一些好的人文类图书，可就某

些图书的观后感跟学生进行沟通。 

    5）成立本校阅读推广组织机构。 

可成立由校领导牵头，学生处、教务处、宣传部、团委、图书馆等机构组成的校阅读推广

委员会。合理利用学校各类资源，调动相关部门的积极性，统筹安排阅读推广活动。 

3.3. 2 图书馆层面 

1）根据学生的需求来调整文献资源建设，多层次、全方位的满足大学生对文献的阅读需求。 

加强纸质文献保障体系建设，可由各学院的教师、学生推荐书目，图书馆根据这些书目

来订购图书；采购各种新型的文献类型，如电子图书、移动图书馆、Kindler 阅读器等。 

2）可通过推荐图书的方式来向大学生推荐好书，鼓励他们阅读图书，如：校长推荐图书等。 

3）开展丰富多彩的阅读推广活动。 

可在每年 4 月结合“世界读书日”活动开展具有地域特色的“读书月” 活动，也可在 11

月开展“优质文明服务月”来推广阅读。 

在阅读推广活动中，可借鉴一些高校图书馆开展的有创意的、促进图书馆与读者互动交流

的活动，如同济大学图书馆开展的立体阅读推广活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好书排行榜和摄影展，

浙江工商大学图书馆开展的读书趣味知识竞赛和“我看书，我表演”名著改编话剧大赛，南京

师范大学图书馆举办的真人图书馆活动，武汉大学图书馆的名著知识竞赛在线游戏，重庆大学

图书馆的网络书评促阅读，清华大学图书馆开展的“图书馆，我想对你说”有奖征言等活动[12-18]。 

在阅读推广活动中，积极推出新型阅读推广活动。如图书“漂移”、移动图书馆、馆际互借、

参考咨询、社交网络等具有长期性、持续性的活动。 

4）建设阅读推广网站交互平台。 

 应在图书馆网站设立阅读推广栏目，开辟读者推荐专栏和互动交流区，开设经典阅读导读



6 

和读者网上书评栏目，设立网络资源导航，开展知识挖掘、智能推送、个性化定制等特色服务,

如河北师范大学图书馆的“师范生读书网” [19]
 。 

其次要借助 Web 技术开展阅读推广活动，引入阅读 2.0，应用与读者互动、与豆瓣双向互

检、能自动推荐图书给读者的 OPAC2.0，实现海量资源的一站式检索，让读者的阅读搜索更加

便利，并充分应用发挥 RSS、博客、微博、浏览器图书馆工具条等众多 Web 2.0 工具的互补功

能，吸引大学生参与网上阅读，如剑桥大学图书馆网站将 Facebook、Blog、Twitter 以及 RSS 进

行混搭运用，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将 RSS、Blog、Tag、IM、Toolbar 进行混搭运用[20-22]。 

5）加强对大学生的信息素质的培养。包括对图书馆提供的服务、对图书馆纸质资源的检索

与利用技巧、网络信息资源的检索与利用、数据库及搜索引擎的检索技巧的培训，可通过开展

《专业文献检索》课程、讲座、MOOC 教学等方式来实现。同时，可考虑针对不同年级的学生

开展内容不同的信息素养课程，如大一开设《图书馆的资源与服务》，大二开展《工具书的使用》、

《中文数据库的检索与利用》，大三开展《专业文献检索与利用》课程，分层分级的对学生进行

培养。 

6）成立学生机构———大学生阅读自助组织  

大学生阅读自助组织如阅读协会、志愿者协会等的成立，能够充分扩充阅读推广的参与主

体，有助于提高大学生阅读能力，激发其学习热情，丰富校园文化。可定期编辑出版大学生阅

读推荐书目，或定期举办书友会、阅读讲座、读书征文、知识竞赛等阅读交流活动。 

7）设立专门的或兼职的阅读推广岗位。 

3.3. 3 大学生层面 

除了学校、图书馆、教师的努力之外，大学生自己要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在低年级期间，

大学生阅读以基础专业课程及人生修养方面的图书为主，要尽可能加大阅读量，广泛阅读，多

读名著。在高年级期间，加强专业课程的阅读，多读一些学科知识前沿的图书，提高自己的思

考能力和创新能力。 

 

4 项目成果  

1. 待发表的学术论文 4 篇，其中 1 篇已投稿，编辑部审阅中，3 篇写作中。 

    李艳菊.新疆高校图书馆开展阅读推广实践现状调查与分析（待出版） 

        李艳菊,雷燕，努尔古丽.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阅读现状调查分析-以新疆农业大 

学为例（写作中） 

        李艳菊,赵春霞，张燕飞.西部农业高校汉族大学生阅读现状调查分析（写作中） 

        李艳菊, 贾建红，朱爱荣. 研究生阅读现状调查及指导-以新疆农业大学为例（写作中） 

2.项目结题报告 1 份。 

5 结束语 

5.1 不足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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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调查对象的配合度不高，造成课题组成员无法获得调查对象的真实想法和需求，后期

的工作开展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5.2 创新点 

通过新疆农业大学学生阅读行为的实证分析，反映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农业高校学生阅读的

现状和改进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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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附件 

新疆农业大学大学生阅读状况调查问卷 

亲爱的同学们！  

“青春好时光，正当读书时”，广泛的阅读，深入的思考是获取知识，提高文化素养的重要途

径。为了解我校学生的阅读状况，图书馆特制作了此次调查问卷。希望同学们认真填写，对您

的参与表示衷心的感谢。  

第一部 个人信息  

1. 您的性别： A. 男 B. 女  

2. 您的族别 A 汉族 B 维吾尔族 C.哈萨克族 D.柯尔克孜族 E.乌孜别克族 F.塔吉克族 G.其

它民族  

3. 您的年级： A. 大一 B. 大二 C.大三 D.大四 E研一 F研二 G研三 H博士 I  

4. 您的学院和专业（填写） 学院 专业  

第二部 阅读现状情况  

1. 您平时的读书习惯是：  

A. 经常阅读 B. 很少阅读 C. 有时间就读，没时间就不读 D. 几乎不阅读  

2. 您每天阅读的时间大约为：  

A .1小时以下 B. 2-3 小时左右 C. 3-5小时左右 D. 6-9小时 E.10小时以上  

3. 您阅读的时间主要集中在： A. 节假日 B. 课余时间 C .课上时间 D. 不确定  

4. 您阅读文献的主要语种是(多选)： A. 汉语 B. 英语 C. 维吾尔语 D. 哈萨克语 E.  

5. 您使用的阅读媒介(多选)：  

A.纸质图书 B. 纸质报刊 C.手机、IAPD类 D. 电脑网络 E. 电子书阅读器  

6. 您进行纸质阅读的主要内容(多选)  

A.经典类 B.消遣类 C.新闻资讯(非娱乐) D.基础教辅类 E.科研文献类 F.求职应试类 G.实用

工具、技术类  

7. 您进行数字阅读的主要内容(多选)  

A.经典类 B.消遣类 C.新闻资讯(非娱乐) D.基础教辅类 E.科研文献类 F.求职应试类 G.实用

工具、技术类  

8. 对于同样的内容且均有纸本和电子形式，您倾向于选择  

A.纸本图书 B.数字在线阅读 C.下载离线阅读 D.视具体内容而定 E.无所谓都可以  

9. 您认为传统阅读能否满足阅读需求？  

A.是 基本能满足阅读需求 B. 否 不能满足阅读需求 C.  

10. 您认为网络数字阅读能否满足阅读需求？  

A.是 基本能满足阅读需求 B. 否 不能满足阅读需求 C.  

11. 您认为网络阅读是否会冲击或取代传统阅读？  

A. 会，我以网络数字阅读为主 B.两者兼有 C. 不会，我以传统数字阅读为主 D.  

12. 您阅读的主要渠道是：（可多选或自己填写）  

A. 图书馆借阅 B. 借阅其他同学的 C.自己购买 D.网上下载或在线阅读 E.在书店阅读 F.  

13. 选择上一渠道的原因(多选)：  

A.时间 B. 容易获得 C.经济成本 D.个人爱好 E. 受周围环境影响 F.其它  

14. 您是怎样制定阅读计划的(多选)： A. 自己制定 B. 随机 C.教师制定 D.其他人制定 E.  

15. 您每个月大约读几本书：  

A. 不到 1本 B. 1~2本 C. 3本及 3本以上 D. 不确定，具体有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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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您阅读选择书籍时受哪方面的影响较大？(多选)  

A. 名著或获过奖 B.经媒体、老师推荐 C.看过作品改编的电影或电视剧 D.对本专业、工作有

帮助 E.兴趣爱好  

17. 您对自己目前的读书状况的满意度如何? A. 很满意 B .基本满意 C .不太满意 D.不在乎 

18. 您认为我校的读书氛围如何： A.好 B.较好 C. 一般 D. 说不清  

19. 您怎么看待大学生读书问题：  

A. 大学生应该博览群书，提高学术水平，增加文化素养 B. 重点阅读本专业书籍，平常也要广

泛涉猎 C. 读有实际作用的书籍，并学以致用 D. 读不读无所谓  

20. 您阅读的目的主要在于：（可多选）  

A. 课业学习需要 B. 拓展知识面 C. 提高自身修养 D. 休闲放松 E. 兴趣爱好 F. 实用性强 

G.没有目的  

21. 您认为目前影响自己读书积极性的原因是：（可多选）  

A.课业较繁重 B. 课外活动太多 C. 获取图书的途径太少 D. 没有阅读习惯 E. 缺少读书氛围 

F. 自身惰性  

第三部 图书馆在学生阅读中的情况  

1. 您到图书馆的频率  

A. 每天 B. 1-2天一次 C. 3-4天一次 D. 每周一次 E.每月 F. 偶尔 G.几乎不去  

2. 您使用图书馆的目的  

A 考研复习 B. 借书刊 C.阅读课外读物 D. 自习 E.其它  

3. 您经常使用我校的图书馆的数据库资源吗？（）  

A 经常使用 B. 偶尔使用 C. 很少使用 D. 从来没使用过  

4. 您认为图书馆现有的纸质书籍能否满足您的阅读需要？  

A. 满足 B. 基本满足 C. 不满足 D. 不清楚  

5. 您认为图书馆现有的电子资源能否满足您的阅读需要？  

A. 满足 B. 基本满足 C. 不满足 D. 不清楚  

6. 您了解图书馆举办的“全民阅读活动”和“世界读书日”活动吗？  

A 比较了解 B. 了解 C.不太了解 D.  

7. 您参加了图书馆举办的“全民阅读活动”和“世界读书日”活动吗？  

A 参加多次 B. 参与一些 C. 从没参加过 D.  

8. 您需要信息时，一般会利用图书馆查阅相关图书吗？  

A 会，经常这样做 B.会，偶尔可能还会通过网络获取 C.不会  

9. 您知道微信公众号推出的新疆农业大学图书馆了吗？  

A 知道，已经关注 B. 不知道，愿意关注 C. D. 不知道，不愿意关注  

10. 您知道微信公众号推出的新疆农业大学图书馆能实现图书续借吗？  

A 知道，已经尝试用过 B. 知道，未使用过 C. 不知道，有意向使用 D. 不知道，不愿意使用  

11. 您认为目前我校的图书馆存在哪些不足：（可多选）  

A 图书资源不足 B.读者服务水平 C.馆藏面积 D. 电子数据库资源 E.  

12. 请列出一些你喜欢阅读的图书：  

答：  

13. 请列出一些您在阅读中遇到的问题。  

答：  

14. 请列出一些对本校图书馆阅读活动和导读服务的建议：  

答：  

                                                                感谢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