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结题验收单 

专家验收表（主持人所在单位组织 3-5名专家对项目进行验收、自评。） 

项目名称 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网络直播服务评价体系研究 

主持人 郑雯 职务/职称 助理馆员 

所在单位 华南农业大学图书馆（加盖单位公章） 

专 

 

家 

 

意 

 

见 

经过细致审阅“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网络直播服务评价体系研究”项

目的结题报告，我们专家团队对此项目给出以下评审意见： 

1、项目成果与目标的一致性：项目组虽然在研究过程中对研究内容

进行了调整，聚焦于“有声阅读”这一分支，但成果显示这种调整并未偏

离项目的初衷，且在新的研究领域内取得了显著成果。 

2、研究的深入性与细致性：项目组采用了文献调研、专家访谈、问

卷调查、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等多种研究方法，这些方法的综合运用体现了

研究的深入性和细致性。项目成果表明，项目组在有声阅读推广效果影响

因素方面的研究是全面和深入的，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和系统性得到了充分

体现。 

3、研究结果的应用价值：项目提出的有声阅读推广策略和建议，为

高校图书馆提供了实用的指导，具有较高的实践应用价值。研究成果有助

于高校图书馆更有效地满足用户需求，提升服务质量和用户满意度。 

4、项目成果：项目已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显示了良好的学术影响

力和实践指导意义。 

总体评价： 

经过专家团队的一致评审，我们认为该项目达到了结题标准。项目组

在有声阅读推广效果影响因素方面的研究不仅深入细致，而且成果丰富，

对高校图书馆有声阅读服务的改进和推广具有重要意义。 

项目组能够灵活调整研究方向，对新的研究领域进行了深入探索，并

取得了有价值的成果，显示了项目组的研究能力和适应性。 

建议项目组在未来的研究中继续保持这种深入细致的研究态度，为高

校图书馆服务的创新和发展做出更大贡献。目前，我们的研究已经取得了

初步成果，在北大核心期刊《图书馆工作与研究》发表了论文《高校图书

馆有声阅读推广效果影响因素研究》。揭示了基本心理需要、有声阅读平

台质量与有声阅读投入之间的显著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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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展“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网络直播服务评价体系研究”的过程

中，经过项目团队的研判，我们认识到评价体系的科学构建必须建立在

对影响因素的详尽分析之上。鉴于网络直播服务中包含多种形式，其中

“有声阅读”作为一种特殊的直播服务形式，已经引起了高校图书馆和

广大学生的广泛关注。因此，我们决定首先对“有声阅读”这一直播服

务的分支进行更为深入的影响因素分析研究。通过聚焦于有声阅读，我

们可以更准确地识别和评估影响其推广效果的多种因素，包括技术质

量、用户心理需求、社交互动等。这一研究转变不仅有助于深化我们对

网络直播服务推广效果影响因素的理解，而且为构建一个全面的评价体

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目前，我们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果，在北大核心期刊《图书馆

工作与研究》发表了论文《高校图书馆有声阅读推广效果影响因素研

究》。揭示了基本心理需要、有声阅读平台质量与有声阅读投入之间的

显著关联。 

通过对有声阅读这一关键分支的深入研究，不仅能够为高校图书馆

提供针对性更强的推广策略，而且能够为后续直播服务评价体系的构建

提供有力的理论和实证支撑。接下来，我们将继续扩展研究范围，将“有

声阅读”的研究成果逐步推广至网络直播服务的其他领域，以期构建一

个更为全面和完善的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网络直播服务评价体系。 

 



题目: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网络直播服务评价体系构建研究 

关键词: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网络直播；评价体系 

 

1研究背景、目的及意义 

1.1研究背景 

随着移动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中国互联网生态正在经历一场深刻

变革。特别是在移动互联网的推动下，网络直播技术迅速崛起，成为网

络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截至 2023 年，中国网民数量已达到 10.92 亿，

互联网普及率高达 77.5%，其中手机网民占比高达 99.9%，这标志着移动

互联网的全面普及和用户行为模式的转变。网络直播技术的发展，不仅

改变了人们的娱乐和社交方式，也为图书馆阅读推广服务带来了新的机

遇。 

网络直播按照内容和形式可以分为多种类型，如娱乐直播、教育直

播、电商直播、新闻直播、体育直播等。其中，教育直播以其知识传播

和教育普及的特点，与图书馆的使命高度契合。高校图书馆作为文化传

承和知识创新的重要基地，正积极探索与网络直播技术相结合的创新阅

读推广方式。在这一背景下，有声阅读（听书）作为一种新兴的阅读方

式，与网络直播服务相结合，为高校图书馆推广阅读提供了新的途径。 

有声阅读，即通过听觉接收有声作品信息的阅读方式，已经成为数

字时代下主流的阅读方式之一。据《第十八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

显示，国内有三成以上（31.6%）的成年国民有听书习惯，且这一比例还

在持续增长。高校图书馆通过直播服务推广有声阅读，不仅能够满足用



户多样化的阅读需求，还能够吸引更多的年轻用户，提高图书馆的服务

质量和影响力。 

1.2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讨高校图书馆有声阅读推广效果的影响因素，以及如

何通过直播服务提升有声阅读的推广效果。具体来说，本研究将解决以

下问题：①高校图书馆有声阅读推广效果的影响因素是什么？②哪些理

论可以为有声阅读推广效果影响因素模型的构建提供理论支撑？③这些

影响因素对高校图书馆提升有声阅读推广效果有何启示？ 

1.3研究意义 

本项目基于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网络直播建设与应用中存在的问题

出发，在分析国内外直播视频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基于层次分析法构建

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网络直播评价体系，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

义。 

（1）理论意义： 

本研究旨在通过深入分析高校图书馆有声阅读推广效果的影响因

素，为图书馆学和阅读推广领域提供新的理论视角和实证基础。通过引

入自我决定理论、阅读投入理论和信息系统成功模型，本研究将丰富现

有理论框架，并为理解用户在数字时代下的阅读行为提供新的解释。此

外，构建的有声阅读推广效果影响因素模型将为学术界提供新的研究工

具，促进相关理论的发展和完善。 

（2）实践意义： 



本研究将为高校图书馆有声阅读资源的建设、管理和推广策略提供

具体指导和建议。研究成果有助于图书馆更有效地满足用户需求，提升

服务质量和用户满意度。通过分析影响有声阅读推广效果的关键因素，

图书馆能够制定更加精准的推广计划，提高推广活动的效率和效果。此

外，本研究还将为构建有声阅读推广效果评价体系提供参考，帮助图书

馆及时评估和优化推广策略，促进图书馆服务的创新和优化。 

2研究内容及方法（思路、方法、具体内容） 

2.1研究内容 

（1）文献综述： 梳理国内外有声阅读研究的现状，总结有声阅读

推广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进展。国内外学者从宏观、微观等层面对有声阅

读的理论和实践方面进行了有益的研究。现有有声阅读推广效果的研究

较欠缺成熟理论的支撑，多基于课堂、家庭背景下，研究对象局限于中

小学生或儿童。鲜见图书馆有声阅读推广效果的研究，大学生作为研究

对象的甚少。同时，影响因素的构成多来源于客体的有声读物本身，较

忽略心理需要、阅读动机、阅读投入等读者主体影响因素。 

对国内外相关文献梳理研读，发现有声阅读推广效果影响因素主要

包括技术因素、心理因素、社交因素等，其中技术因素包括有声资源或

平台的质量、可及性、可用性、易用性、吸引力等方面。心理因素包括

动机、需要、投入、情感等。社交因素包括社群影响、社会认同、主观

规范等。鉴于此，本研究创新性地引入下述成熟理论和模型，将主体因

素和客体因素一同纳入，科学分析探究高校图书馆有声阅读推广效果影

响因素及作用关系。 



（2）理论模型构建：基于自我决定理论、阅读投入理论和信息系

统成功模型，构建高校图书馆有声阅读推广效果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

所构建的研究概念模型包括 3 个二阶变量 10 个一阶变量，其中基本心

理需要、有声阅读投入、有声阅读平台质量等二阶变量均通过验证性因

子分析。在此基础上，本研究提出 4 个研究假设，如图 1 所示，“+”

表示具有正向影响作用。 

 

 

图 1 高校图书馆有声阅读推广效果影响因素概念模型 

 

（3）实证研究：设计问卷调查，收集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等

统计方法对理论模型进行验证。 

（4）提升策略提出：根据研究结果，提出提升高校图书馆有声阅



读推广效果的策略和建议。 

2.2研究方法 

（1）文献调研法 

通过检索相关文献，了解国内外有声阅读研究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进

展。在中外文数据库中使用关键词检索，收集 2001 年至 2022 年的相关

文献。对检索到的文献进行筛选，确保所选文献的质量和相关性。深入

研读选定的 282 篇文献，提取关键信息。 

（2）专家访谈法： 

选择高校图书馆工作人员和有声阅读用户作为访谈对象，设计访谈

提纲，包括有声阅读推广的各个方面。通过面对面或电话访谈的方式，

记录访谈内容。对访谈内容进行整理，提取有价值的信息。 

（3）问卷调查法： 

设计问卷，包括基本人口统计信息和量表测量项。确定调查对象，

选择合适的样本。通过电子问卷的方式收集数据。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

清洗和分析。 

（4）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法： 

基于理论构建影响因素的概念模型。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软件（如

AMOS）进行模型拟合度检验。对模型中的假设路径进行统计检验，分

析因素之间的关系。 

（5）实证研究： 

通过问卷调查收集数据。使用 SPSS 和 AMOS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包括信度和效度检验。根据数据分析结果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 



（6）理论模型构建： 

基于自我决定理论、阅读投入理论和信息系统成功模型构建影响因

素模型。确定模型中的变量及其关系，并提出研究假设。 

（7）路径分析与假设检验： 

使用路径分析技术确定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对提出的假设进行检验，

确定其在统计上的显著性。 

（8）中介效应检验： 

检验有声阅读投入是否在有声阅读平台质量与有声阅读推广效果之

间发挥中介作用。使用 Bootstrap 方法进行中介效应的检验。 

这些方法的结合使用使得研究结果更为全面和可靠，为高校图书馆

有声阅读推广效果提升策略的制定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证基础。 

3结论与建议 

3.1 结论 

（1）影响因素：有声阅读推广效果受技术、心理和社交因素的综合

影响，其中技术因素包括资源质量和平台特性，心理因素涵盖用户动机

和需求，社交因素涉及社群和社会认同。 

（2）心理需要与投入：用户的基本心理需要得到满足时，其有声阅

读投入显著增加，特别是能力提升需求对投入的驱动作用最大。 

（3）平台质量：优质的有声阅读平台能显著提升用户的阅读投入和

推广效果，其中信息质量是最关键的影响要素。 

（4）推广效果：用户的有声阅读投入深度直接影响推广效果，情感

投入在其中起着决定性作用。 



（5）中介作用：有声阅读投入在平台质量和推广效果提升之间起到

部分中介作用，表明提升平台质量能通过增加用户投入来增强推广效果。 

3.2 建议 

（1）满足用户基本心理需要：高校图书馆应提供多样化的有声阅读

资源，满足不同用户的兴趣和需求；保障用户的自主选择权，使用户能

够根据自己的喜好和习惯选择阅读内容和方式；创设社交互动环境，增

强用户之间的交流和分享。 

（2）提高有声阅读平台质量：图书馆应以用户体验为导向，不断优

化有声阅读平台的系统设计，提高平台的可用性、易用性和互动性；注

重有声阅读资源的质量和更新，提供丰富多样、内容优质的有声作品；

加强服务质量，提供个性化推荐、互动交流等服务。 

（3）加强有声阅读推广：高校图书馆应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

加强有声阅读资源的宣传和推广，提高用户对有声阅读资源的知晓度和

使用率；举办有声阅读活动，激发用户的阅读兴趣和参与热情。 

（4）特定人群阅读指导：针对不同用户群体，如视觉障碍者、老年

读者等，提供专业细致的有声阅读指导和服务，帮助他们更好地利用有

声阅读资源，提高阅读能力。 

（5）有声阅读实体空间建设：高校图书馆可以考虑建设有声阅读实

体空间，如朗读亭、有声阅读室等，为用户提供更加舒适便捷的有声阅

读环境。 

（6）持续跟踪研究：高校图书馆应持续关注有声阅读推广效果，定

期进行跟踪研究和评估，根据反馈和评价结果不断调整和优化推广策略。 



通过本研究，我们不仅深化了对高校图书馆有声阅读推广效果影响

因素的认识，而且为图书馆有声阅读服务的改进和优化提供了切实可行

的建议。希望本研究的成果能够为高校图书馆有声阅读推广工作提供参

考和指导，进一步推动高校图书馆服务的创新和发展。 

4项目成果（发表的文章、开发的软件、取得的实践效果等） 

项目研究成果为研究报告及论文，论文发表在北大核心期刊：关磊.

高校图书馆有声阅读推广效果影响因素研究[J].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 

2023(11):2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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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图书馆有声阅读推广效果影响因素研究报告 

1. 引言 

随着移动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中国互联网生态正在经历一场深刻变革。特

别是在移动互联网的推动下，网络直播技术迅速崛起，成为网络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截至 2023年，中国网民数量已达到 10.92 亿，互联网普及率高达 77.5%，

其中手机网民占比高达 99.9%，这标志着移动互联网的全面普及和用户行为模式

的转变。网络直播技术的发展，不仅改变了人们的娱乐和社交方式，也为图书馆

阅读推广服务带来了新的机遇。 

网络直播按照内容和形式可以分为多种类型，如娱乐直播、教育直播、电商

直播、新闻直播、体育直播等。高校图书馆作为文化传承和知识创新的重要基地，

正积极探索与网络直播技术相结合的创新阅读推广方式。在这一背景下，有声阅

读（听书）作为一种新兴的阅读方式，与网络直播服务相结合，为高校图书馆推

广阅读提供了新的途径。 

有声阅读（又称听书）是读者通过听觉感官接受有声作品信息的一种阅读方

式。《第十八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显示，国内有三成以上(31.6%)的成年国

民有听书习惯，较 2019 年的平均水平(30.3%)提高了 1.3 个百分点。艾媒咨询

2020 年发布的中国有声书行业发展趋势研究报告分析指出，2020 年有声书用户

将达 5.62 亿人，预计未来用户数量接近 6.5 亿人。上述权威数据表明，有声阅

读越来越受用户青睐，已逐渐成为国内主流阅读方式之一。在现代信息数字技术

的驱动下，高校图书馆、公共图书馆、商业阅读推广机构等顺应阅读潮流开展有

声阅读推广服务。 

尽管有声阅读的研究已有数十年的历史，但鲜见高校图书馆有声阅读推广效

果研究成果。虽然高校图书馆购买或自建了一些有声阅读平台（有声资源数据库）

以开展阅读推广服务，但鲜见有学者对其推广效果的深入探讨。本文在研究中试

图解决以下 3个方面的研究问题：①高校图书馆有声阅读推广效果的影响因素是

什么？②哪些理论可以为有声阅读推广效果影响因素模型的构建提供理论支撑？

③这些影响因素对高校图书馆提升有声阅读推广效果有何启示？为了回答上述

问题，本文从文献调研、用户访谈等方面梳理出具体的影响因素，创新性地引入

自我决定理论、阅读投入理论和信息系统成功模型来实证影响因素，构建高校图

书馆有声阅读推广效果影响因素模型，以期为更好地理解用户有声阅读行为，提

升有声阅读推广效果，构建有声阅读推广效果评价体系提供有益的参考，对图书



馆有声资源建设及价值发挥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2. 文献调研 

课题组通过检索中外文数据库，以字段“图书馆”（library）、“有声阅读”

“有声读物”“有声书”（audiobooks）、“阅读推广”（reading promotion ）

或“阅读”（reading）为主题进行组合式检索，对可查文献筛选、去重和研读，

最后筛选出 282篇中外文可查文献，调研发现，国内外关于有声阅读的研究如下： 

国外研究主要包括以下 3个方面：一是国外学者对有声书的基础性理论问题

的研究，包括有声书的起源、有声书的定义、有声阅读的益处等。Wolfson 分析

指出，青少年读者听有声读物能提高口语流利度、扩大词汇量、激发已有知识、

培养理解能力、提升阅读积极性等；二是有声读物对学生、视觉障碍者、阅读困

难者等群体在阅读素养及学习表现方面的影响研究。Fansury等研究发现在教学

过程中利用有声书能促进盲人学生学习英语。Whittingham等研究发现有声阅读

对阅读困难者的阅读技巧和阅读态度有积极影响；三是有声书、纸本书、电子书

之间在地位、体验、作用等层面的比较研究。Have 认为，有声阅读并不是纸本

阅读的一种补救措施，两者在阅读体验上是完全不同的。Singh等研究认为，有

声阅读比纸本阅读更能促进阅读理解，有声阅读与纸本阅读相混合的阅读方式比

单一的纸本阅读更有助于阅读理解。 

国内研究较国外起步晚，主要体现在 4个方面：一是有声阅读的内涵本质研

究，主要是立足我国听书文化对有声阅读的演变脉络、定义和价值进行阐释。李

林容等从沉浸式的声音体验、情感唤起与声音社交、阅读文化传承与延续等方面

分析了有声阅读的独特意义；二是有声阅读推广与服务应用研究，主要是图书馆、

新媒体等利用有声阅读资源服务用户的原则、路径和策略等。顾元元以“懒人听

书”APP 为例，从作品质量、用户细分、多场景结合等方面分析了该 APP的创新

模式和运营策略；三是有声阅读中的用户行为研究，主要利用实证等方法分析各

类因素对用户行为的作用关系。叶阳等基于顾客感知价值理论，引入其他变量建

立有声阅读平台用户付费意愿理论模型，分析了各变量对用户付费意愿的作用关

系。四是有声阅读的产业发展和趋势研究，认为有声阅读产业正处于快速成长期，

在技术、政策和资本加持下行业规模将持续增长。秦艳华等指出我国“十四五”

时期的有声阅读产业将持续扩大，努力向智能化、精品化、全民化、规模化和标

准化方向迈进。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从宏观、微观等层面对有声阅读的理论和实践方面进



行了有益的研究。现有有声阅读推广效果的研究较欠缺成熟理论的支撑，多基于

课堂、家庭背景下，研究对象局限于中小学生或儿童。鲜见图书馆有声阅读推广

效果的研究，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的甚少。同时，影响因素的构成多来源于客体

的有声读物本身，较忽略心理需要、阅读动机、阅读投入等读者主体影响因素。 

对国内外相关文献梳理研读，发现有声阅读推广效果影响因素主要包括技术

因素、心理因素、社交因素等，其中技术因素包括有声资源或平台的质量、可及

性、可用性、易用性、吸引力等方面。心理因素包括动机、需要、投入、情感等。

社交因素包括社群影响、社会认同、主观规范等。鉴于此，本文创新性地引入下

述成熟理论和模型，将主体因素和客体因素一同纳入，科学分析探究高校图书馆

有声阅读推广效果影响因素及作用关系。 

国内外学者对有声阅读的基础理论、益处、以及对特定群体的影响进行了广

泛研究。然而，针对高校图书馆有声阅读推广效果的深入研究相对较少。本研究

通过文献调研和用户访谈，梳理出技术因素、心理因素和社交因素等影响因素。 

 

3. 理论基础 

3.1 自我决定理论 

自我决定理论是由学者 Deci和 Ryan提出的一种人类自我决定行为的动机过

程理论，以解释人类行为的自愿或自我决定的程度。该理论经过数十年的发展，

目前主要由基本心理需要理论、认知评价理论、有机整合理论等分支理论构成。

考虑理论经典性和适配性，本文主要借鉴基本心理需要理论。基本心理需要理论

的核心观点在于：人类为了实现成长发展，普遍存在三种基本心理需要，即自主

需要、能力需要和关系需要。人类通过阅读提升认知能力、发展思维，更好地认

识自我和世界，必然存在这三种基本心理需要。 

自我决定理论广泛应用到心理学、教育学和管理学等学科领域，来验证心理

因素、社交因素对个体行为的影响。目前，该理论在图书馆学以及阅读领域的应

用相对较少。 

本研究借鉴自我决定理论研究有声阅读推广效果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从该理论的核心思想来看，其清晰描绘出了人类行为动机的影响链

条。即读者的阅读动机激发其有声阅读行为（如有声阅读投入），阅读行为接着

对阅读效果产生影响。另一方面，从该理论的关键要素来看，其所阐释的自主需

要、关系需要和能力需要，这同读者有声阅读中的自主选择、社交、能力需要等

均是相匹配的。 



3.2 阅读投入理论 

以 Guthrie 等为代表的西方学者经过多年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检验逐步建立

和发展了阅读投入理论，该理论主要探究了阅读投入的概念、结构维度和测量等

方面。其中，阅读投入的概念至今尚未达成统一。Guthrie认为阅读投入是阅读

理解过程中动机过程、认知策略共同作用产生的结果，指出投入性读者由知识驱

动并具有动机性、认知策略性和社交性等特征。Unrau认为阅读投入是个体阅读

活动相关的可观察和不可观察行为。国际学生评估项目将阅读投入直接定义为阅

读的时间、阅读兴趣和阅读态度。目前，在阅读投入的结构维度上，学界普遍认

为阅读投入是一个多维度的元构念，借鉴 Fredricks 对学习投入三维度划分的研

究思路，将阅读投入分为行为投入、情感投入和认知投入三个维度。近来也有研

究认为社交投入也是阅读投入的维度之一。在阅读投入的测量方面，已有研究主

要通过观察法、访谈法、自我报告法、眼动追踪技术实现测量。 

本文引入阅读投入理论以建立有声阅读推广效果影响因素模型主要基于以

下两点：一是从有声阅读本质上看，有声阅读是读者与有声资源在行为、认知、

情感等层面的互动，这同阅读投入多维度的划分相一致；二是从阅读推广效果影

响路径来看，该理论确定了阅读投入是影响阅读效果的前因，诸多理论和实证研

究已验证了此观点。综上，本文借鉴阅读投入理论的重要观点、结构维度探究有

声阅读背景下阅读投入对有声阅读推广效果的影响，为有声阅读推广效果影响因

素模型的构建提供理论支撑。 

3.3 信息系统成功模型 

信息系统成功模型（Information System Success Model，简称 ISS 模型）

由学者 DeLone和 McLean 提出，信息质量、系统质量、服务质量、系统使用、用

户满意度、净利益等六大要素构成了该模型。该模型被广泛应用于探索信息系统

中的技术性影响因素研究中。如关磊借鉴该模型的关键变量来研究技术性因素对

图书馆网站持续使用的影响。 

本研究引入 ISS 模型以实证技术性因素对有声阅读推广效果的影响，原因主

要在于：图书馆有声阅读平台属于信息系统，该平台作为有声阅读推广的媒介，

阅读推广效果与平台的技术性因素是密不可分的。同时，ISS模型在信息系统的

适用性已在多个研究领域得到验证。鉴于此，本研究将 ISS模型中三个关键变量

（系统质量、信息质量和服务质量）引入到有声阅读推广效果影响因素模型中。 

 

4. 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设 



本研究以自我决定理论、阅读投入理论和 ISS模型为理论依据，所构建的研

究概念模型包括 3 个二阶变量 10 个一阶变量，其中基本心理需要、有声阅读投

入、有声阅读平台质量等二阶变量均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在此基础上，本研究

提出 4个研究假设，如图 1所示，“+”表示具有正向影响作用。 

 

图 1 高校图书馆有声阅读推广效果影响因素概念模型 

4.1 基本心理需要 

基本心理需要由自主需要、能力需要和关系需要组成。Park以 Google docs、

Blogs、Facebook、Twitter 等 4种 Web2.0应用为例，阐述了这些应用如何满足

大学生三种基本心理需要，进而提升阅读投入的事实。Chen 等研究发现，一种

在香港流行的在线阅读器通过满足三种基本心理需要，能促使学生积极阅读。因

此，提出假设： 

H1：基本心理需要正向影响有声阅读投入。 

4.2 有声阅读投入和有声阅读推广效果 

借鉴 Guthrie等学者的观点，本文将有声阅读投入定义为：读者在有声阅读

活动中付出的认知、情感和行为努力。认知投入指的是读者为理解有声阅读内容

而付出的认知策略和脑力。情感投入指的是读者在有声阅读活动中的积极或消极

情绪。行为投入指的是读者参与有声阅读活动的行为程度。有声阅读推广效果指

的是图书馆利用有声阅读平台及其有声资源进行阅读推广过程中，读者阅读素养、



阅读能力、阅读兴趣、阅读满意度等提升的程度。Guthrie等研究认为，阅读投

入对阅读能力、阅读技巧等阅读效果的提升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梁凯丽等发

现阅读投入与阅读素养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温红博等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

了阅读投入显著正向预测阅读能力。 

H2：有声阅读投入正向影响有声阅读推广效果。 

4.3 有声阅读平台质量 

借鉴 D&M模型的理论观点，本文将有声阅读平台质量定义为有声阅读平台系

统质量、信息质量和服务质量的总称。有声阅读平台包括所调查 10 所高校图书

馆网站、微信公众号上存在的各类有声资源数据库。一个功能强大、作品丰富、

服务优良的有声阅读平台，能吸引读者积极投入阅读，读者的阅读素养、阅读兴

趣、阅读满意度也随之提高。郭文玲的案例研究发现，优化阅读分享平台质量能

有效提升读者的阅读兴趣，进一步引发读者的阅读行为。张明鑫在社会化阅读

APP的研究中发现，阅读平台质量的相关属性正向影响沉浸体验，而阅读投入是

沉浸体验的典型特征。其他学者研究表明：有声阅读平台、移动阅读 APP的感知

质量对用户阅读满意度产生正向影响。     

因此，提出假设： 

H3a：有声阅读平台质量正向影响有声阅读投入； 

H3b：有声阅读平台质量正向影响有声阅读推广效果。 

 

5. 研究设计 

5.1 问卷编制及变量 

问卷包括测试样本的基本信息（性别、专业等）和量表测量项（表 1）。测

量项使用李克特 5级量表形式，样本对测量项所述情况予以打分。为保证问卷科

学合理、清晰易懂，问卷在发放前交由专家、有声阅读爱好者、学生等 20 人进

行阅读和作答，并向其征求意见建议，结合问卷作答和意见反馈情况，对问卷的

题数、次序及题项表达进行优化，形成测试问卷（见附件）。量表部分取自国内

外学者的成熟量表，并结合具体研究情景进行完善。 

表 1 高校图书馆有声阅读推广效果影响因素量表 

一阶潜变量 量表测量项描述 编号 

自主需要 使用图书馆的有声阅读平台，我自主决定阅读时间 Q1 

使用图书馆的有声阅读平台，我自主决定阅读方式 Q2 



使用图书馆的有声阅读平台，我自主决定阅读内容 Q3 

能力需要 我能够在图书馆的有声阅读平台选择需要的有声作品 Q4 

我能够理解图书馆有声阅读平台的作品 Q5 

我能够在图书馆有声阅读平台获取相关知识或信息 Q6 

关系需要 在图书馆有声阅读平台，我会关注我喜欢的主播 Q7 

在图书馆有声阅读平台，我会关注我喜欢的听书社区 Q8 

在图书馆有声阅读平台，我会同听友互动交流感兴趣的话题 Q9 

系统质量 只要联网，随时随地我可以使用图书馆有声阅读平台（可用性） Q10 

我认为图书馆有声阅读平台界面设计科学，导航清晰准确（导

航性） 
Q11 

我认为图书馆有声阅读平台是容易使用和操作的（易用性） Q12 

我认为图书馆有声阅读平台的播放功能完备（功能性） Q13 

信息质量 我认为图书馆有声阅读平台的作品表现形式丰富多样（文字、

图片、音视频）（丰富性） 
Q14 

我认为图书馆有声阅读平台的作品同我的阅读需求是相关的

（相关性） 
Q15 

我认为图书馆有声阅读平台的作品是新颖的，能体现时下热点

（新颖性） 
Q16 

我认为图书馆有声阅读平台的作品声音清晰动听（音质） Q17 

服务质量 我认为图书馆有声阅读平台的服务是有保证的（保证性） Q18 

我认为图书馆有声阅读平台的服务能满足我同其他人互动交

流（分享、评论等）的需求（互动性） 
Q19 

我认为图书馆有声阅读平台的服务能关注我的个性化需求（移

情性） 
Q20 

认知投入 有声阅读时，我会记忆所听内容 Q21 

有声阅读时，我会理解反思所听内容 Q22 

有声阅读时，我会将已有知识同所听内容相联系 Q23 

情感投入 有声阅读时，我会调节情绪 Q24 

有声阅读时，我会倾注情感 Q25 

有声阅读时，我能体验到情感的变化 Q26 

行为投入 有声阅读时，我会集中精力聆听 Q27 

我会听我喜欢的有声阅读作品 Q28 



我会与他人分享交流有声阅读作品 Q29 

有声阅读推

广效果 

有声阅读能增长我的知识 Q30 

有声阅读能提高我的阅读素养 Q31 

有声阅读能提升我的阅读兴趣 Q32 

有声阅读令我感到满意 Q33 

 

5.2 数据来源及统计方法 

问卷调查分为预测试和正式测试。在华南农业大学进行预测试，回收问卷 200

份，获得有效问卷 172 份，问卷有效率为 86%，该次问卷调查目的是进一步清洗

纯化问卷，以保证正式测试有效。正式测试中，考虑到所选取高校图书馆的代表

性、覆盖面和影响力，利用问卷星在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暨南大学、华南

农业大学、华南师范大学、深圳大学、广东工业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州

大学、广州中医药大学等 10 所高校向学生发送电子问卷，共回收问卷 287 份，

有效问卷 254份，去除全部题项选择同一选项、未体验过有声阅读和作答时间过

短的问卷 33 份，问卷有效率为 88.5%。通过访问网站、公众号，本文对上述 10

所高校图书馆的有声阅读平台（有声资源数据库）也进行了调查统计。借助

SPSS24.0、AMOS24.0 对问卷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6. 数据分析 

6.1 高校图书馆有声阅读平台基本情况 

调查结果显示：10所高校图书馆的有声阅读平台（有声资源数据库）主要存

在于其图书馆网站、微信公众号。每个高校图书馆拥有的有声阅读平台数量差别

不大，最多的有 10 个数据库，最少的有 5 个数据库。从有声阅读平台的种类来

看，共有 26种有声资源数据库，其中外语学习类 12种，主要包括环球英语多媒

体资源库、MET全民英语学习资源库等。专业技能类 5种，主要包括中科 UMajor

专业课学习数据库、中科 VIPExam数据库等。文化社科类 9种，主要包括爱迪科

森《网上报告厅》、超星名师讲坛数据库，库客数字音乐图书馆等。24 种有声资

源数据库来源于向公司购买，占 92.3%（24/26），其中 2 种为免费资源数据库，

未见有图书馆自建的数据库。 

6.2 问卷调查样本基本情况 

样本人口学基本信息及有声阅读情况如表 2 所示，结果表明：样本群体中，

女性较男性比例高。文科生较理科生比例高。教育程度以本科生居多，占到 70.1%。



从有声阅读主要目的来看，轻松娱乐、调整情绪、学习知识，占比均超过 50%，

学习型阅读动机、娱乐性阅读动机成为主流。数据表明：74.4%的样本具有 1-3

年的学校图书馆有声阅读平台使用经历，65.7%的样本每周有一至数次的有声阅

读频率，88.6%的样本每次有声阅读时长在 2 小时以内，这些保证了量表相关题

项回答的有效性和科学性。 

表 2 样本人口学统计 

项目 类别 人数 比例 

性别 男 97 38.2% 

女 157 61.8% 

专业 理科 88 34.6% 

文科 166 65.4% 

教育程度 本科生 178 70.1% 

研究生 76 29.9% 

有声阅读的

目的 

（多选） 

学习知识 136 53.5% 

轻松娱乐 180 70.9% 

调整情绪，安抚心灵 149 58.7% 

打发时间 89 35.0% 

听觉享受 85 33.5% 

缓解视觉疲劳 116 45.7% 

一心二用节省时间精力 81 31.9% 

使用图书馆

有声阅读平

台时间 

1 年以内 35 13.8% 

1-2 年 125 49.2% 

2-3 年 64 25.2% 

3 年以上 30 11.8% 

有声阅读的

频率 

每天一至几次 67 27.2% 

每周一至几次 166 65.7% 

每月一至几次 21 7.1% 

每次有声阅

读的时长 

1 小时以下 165 65.0% 

1-2 小时 60 23.6% 

2-3 小时 21 8.3% 

3 小时以上 8 3.1% 

 



6.3 共同方法偏差 

共同方法偏差指的是由同样的数据来源、测量情形、收集方法等原因造成的

一种系统性误差。运用 Harman 单因素方法来检验共同方法偏差。经检验，提取

出特征根大于 1的因子有 6个，最大因子方差解释率小于 50%，故本研究不存在

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6.4 信度检验 

问卷信度主要以克朗巴哈系数来检验，若该系数在 0.8以上，表示信度非常

好。利用 SPSS24.0 对问卷进行克朗巴哈系数检验，分析结果表明：量表总体该

系数为 0.964，所有潜变量的系数均高于 0.8（表 3），说明问卷信度好。 

6.5 效度检验 

效度检验主要包括聚合效度和区分效度。依据统计学观点，CR值（组合信度）

＞0.7，AVE 值（平均提取方差值）＞0.5，说明量表聚合效度好；AVE 值的平方

根大于其他因子的相关系数，说明量表区分效度好。利用 SPSS24.0 对本文数据

进行聚合效度和区分效度检验，结果表明数据达到标准（表 3）。 

表 3 因子载荷、克朗巴哈系数、CR、AVE 值 

因子 指标 因子载荷 克朗巴哈系数 CR AVE 

自主需要 Q1 0.830 

0.893 0.894 0.738 Q2 0.882 

Q3 0.864 

能力需要 Q4 0.806 

0.887 0.890 0.729 Q5 0.872 

Q6 0.882 

关系需要 Q7 0.831 

0.857 0.861 0.674 Q8 0.870 

Q9 0.757 

系统质量 Q10 0.786 

0.912 0.916 0.732 

Q11 0.925 

Q12 0.900 

Q13 0.802 

信息质量 Q14 0.835 

0.919 0.919 0.74 

Q15 0.876 



Q16 0.910 

Q17 0.817 

服务质量 Q18 0.827 

0.855 0.853 0.660 Q19 0.805 

Q20 0.804 

认知投入 Q21 0.811 

0.901 0.903 0.756 Q22 0.882 

Q23 0.912 

情感投入 Q24 0.798 

0.866 0.868 0.687 Q25 0.826 

Q26 0.862 

行为投入 Q27 0.907 

0.888 0.889 0.728 Q28 0.839 

Q29 0.811 

有声阅读

推广效果 

Q30 0.836 

0.907 0.917 0.735 

Q31 0.911 

Q32 0.825 

Q33 0.855 

 

6.6 模型评估 

6.6.1 拟合度检验 

利用 AMOS24.0 对模型拟合度进行检验，得出拟合指标的实际值，主要拟合

指标的实际值符合学者吴明隆推荐的参考值。如表 4所示，实际值均低于参考值，

结果表明模型拟合度较好。 

表 4 结构方程模型拟合指标参数 

模型拟合指标 实际值 参考值 

CMIN/DF 1.8 ＜3 

RMR 0.03 ＜0.05 

SRMR 0.045 ＜0.05 

RMESA 0.056 ＜0.08 

IFI 0.945 ＞0.9 



TLI 0.939 ＞0.9 

CFI 0.945 ＞0.9 

PGFI 0.715 ＞0.5 

 

 

6.6.2 路径分析 

路径系数体现出各变量间的相互关系和作用大小。各变量间标准化路径系数

如图 2所示。结果表明：基本心理需要、有声阅读平台质量均显著正向影响有声

阅读投入。有声阅读投入和有声阅读平台质量均正向影响有声阅读推广效果。例

如有声阅读平台质量对有声阅读推广效果的路径系数达到 0.327，即有声阅读平

台质量每提高 1个标准差，有声阅读推广效果就提高 0.327个标准差。 

 

 

图 2 结构方程模型标准化路径系数图 

***表示 P≤0.001 

6.6.3 中介效应检验 

利用 Amos24.0 的 Bootstrap 法检验有声阅读投入在有声阅读平台质量和有



声阅读推广效果间是否发挥中介作用，重复抽取 5000 次，计算 95%置信区间。

由表 5可知，有声阅读平台质量到有声阅读推广效果的间接效应值为 0.252，95%

置信区间为[0.087,0.480]，不包含 0，说明有声阅读投入产生的中介效应显著，

同时直接效应也显著，即为部分中介效应。 

表 5 有声阅读投入在有声阅读平台质量和有声阅读推广效果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效应值 Boot SE 
Boot LLCI

（95%） 

Boot ULCI 

（95%） 
效应占比 

总效应 0.577 0.110 0.367 0.799 100% 

直接效应 0.325 0.171 0.086 0.759 56.3% 

间接效应 0.252 0.102 0.087 0.480 43.7% 

 

7. 结论 

本文通过文献调研、访谈等方法梳理出高校图书馆有声阅读推广效果的影响

因素，引入自我决定理论、阅读投入理论、D&M 模型等构建高校图书馆有声阅读

推广效果概念模型，以实证这些影响因素对有声阅读推广效果的作用。本文提出

的 4条研究假设均得到验证，并得出以下 5 项研究结论： 

（1）有声阅读推广效果影响因素主要包括技术因素、心理因素、社交因素

等 

通过文献调研、专家及用户访谈，技术因素包括有声资源或平台的质量、可

及性、可用性、易用性、吸引力等方面。心理因素包括动机、需要、投入、情感

等。社交因素包括社群影响、社会认同、主观规范等。 

（2）基本心理需要显著正向影响有声阅读投入 

基本心理需要对有声阅读投入的正向影响系数为β=0.443（P＜0.001），反

映出有声阅读资源越能够满足用户基本心理需要，用户有声阅读投入也越高。其

中，在基本心理需要的三维度中，自主需要、能力需要和关系需要对有声阅读投

入的影响系数分别为 0.36、0.38和 0.34，能力需要对有声阅读投入的影响最大，

表明用户有声阅读主要动机是提升个体各类能力，适应时代发展需要。 

（3）有声阅读平台质量显著正向影响有声阅读投入和有声阅读推广效果 

有声阅读平台质量对有声阅读投入的影响系数为β=0.443（P＜0.001），对

有声阅读推广效果的影响系数为 β=0.443（P＜0.001），即有声阅读平台质量越

高，为用户提供更佳的有声阅读体验，用户有声阅读投入和有声阅读推广效果越

大。 



有声阅读平台质量三维度中，系统质量、信息质量和服务质量对有声阅读投

入的影响系数分别为 0.47、0.51和 0.50，信息质量对有声阅读投入的影响程度

最大。系统质量、信息质量和服务质量对有声阅读推广效果的影响系数分别为

0.29、0.31和 0.31，信息质量和服务质量对有声阅读推广效果的影响程度最大。

表明信息质量是有声阅读平台质量最核心的要素。此外，对影响系数进行归一化

处理，计算得出有声阅读平台质量和有声阅读推广效果得分分别为 3.95和 4.0，

百分制分别为 79分和 80分，表明高校图书馆有声阅读平台质量依然有较大提升

空间。 

（4）有声阅读投入显著正向影响有声阅读推广效果 

有声阅读投入对有声阅读推广效果的影响系数β=0.460（P＜0.001），表明

随着用户有声阅读投入的提高，有声阅读推广效果也随之提升。 

有声阅读投入三维度中，认知投入、情感投入和行为投入对有声阅读推广效

果的影响系数分别为 0.33、0.43和 0.40，其中情感投入对有声阅读效果的影响

程度最大，表明情感投入是决定有声阅读推广效果的最关键变量。 

（5）有声阅读投入在有声阅读平台质量与有声阅读推广效果之间发挥部分

中介作用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有声阅读平台质量能通过提高有声阅读投入来提升

有声阅读推广效果。有声阅读平台质量越高，越能吸引用户持续使用和关注，继

而产生高程度的有声阅读投入，进而提升阅读推广效果。因存在其他因素影响，

造成有声阅读投入只发挥部分中介作用。 

 

8. 高校图书馆有声阅读推广效果提升的策略 

在上述研究结论的基础上，结合用户调查及访谈，对标广东 10 所高校图书

馆及喜马拉雅、懒人听书等国内 12 家主流商业机构所开展的有声阅读推广特色

及优势，就高校图书馆如何提升有声阅读推广效果提出如下几点策略： 

8.1 满足用户基本心理需要，契合有声阅读需求 

（1）为用户提供自主选择权，满足自主需要 

高校图书馆开展有声阅读推广，为用户提供有声阅读资源，应赋予用户自主

选择权，确保用户可自主选择有声阅读的内容、类别、偏好、时间、场景、设备

等。用户查找有声阅读资源时可自由实现关键词搜索、语音搜索等，方便快捷获

取所需要的资源。例如懒人听书 APP的听书兴趣标签采集模块，允许用户自主选

择与其年龄性别相匹配的听书主题，如 23-40 岁的男性可选择职场、励志、教育



等 20个主题。 

（2）为用户细分各类有声阅读资源，满足能力需要 

高校图书馆有声阅读推广主要面向学生、教师等群体，故有声阅读资源应侧

重于学科类、学术类、技能类，涵盖诸如专业课程知识点、学术论文撰写、职业

规划、面试技巧等，以 5-10 分钟微音频方式呈现，满足师生提升个人能力素质

的需要。同时，图书馆也可增加娱乐类、文化类、生活类等有声阅读资源，满足

读者不同的阅读需要。 

（3）为用户创设社交互动环境，满足关系需要 

高校图书馆可建立线上听书社区，用户可在听书社区对共同感兴趣的有声作

品进行交流讨论，同时实现有声作品的点赞、分享、评论等社交功能。图书馆也

可同微信、微博等主流社交媒体合作，用户的听书动态可同步至社交媒体，引起

用户好友的关注，进一步满足用户关系需要。例如喜马拉雅 APP的圈子版块，允

许具有相同听书偏好的用户加入，用户可在圈子收听、发布、评论、分享感兴趣

的有声作品或动态。 

8.2 提升有声阅读平台质量三要素，提高有声阅读推广水平 

（1）提升系统质量以用户体验为导向 

①图书馆定期面向用户开展有声阅读平台的系统质量调查，允许用户对平台

的可用性、易用性、导航性和功能性等多级指标进行评分，精准了解用户体验情

况。②图书馆要开通问题反馈专区，如用户遇到系统问题时，可随时向客服反馈，

并及时修复或改善。例如蜻蜓 FM 的帮助反馈专区中，用户可对平台有声作品内

容质量问题进行反馈，可具体到内容、主播、音质、背景音、广告等问题类型，

也可对这些问题进行文字补充。凡是反馈问题的，平台可予以积分等奖励。③图

书馆可学习和借鉴其他兄弟院校图书馆平台在系统质量方面的优点，对自身进行

优化调整。 

（2）提升信息质量坚持全链条管理 

①有声阅读资源的生产组织：外部购买与内部自建同步进行。高校图书馆的

有声阅读资源主要来自于购买第三方数据库的成品，应朝着自建有声阅读资源的

方向迈进，逐步形成有图书馆自身特色的有声阅读资源。条件成熟时，图书馆可

成立有声阅读资源制作中心，自行开发有声阅读 APP，设立有声阅读资源服务部

门，配备专人统筹开发有声阅读资源。②有声资源的人才配备：内部培养与外部

引入统一筹划。图书馆可通过在校内招募有声阅读业余爱好者、建立有声阅读社

团、名家或专业机构合作等方式强化团队建设，有声阅读资源确权后列入有声阅



读资源数据库。③有声阅读资源的反馈评价：主观评价与客观评价有机结合。图

书馆可建立有声作品的评价系统，允许用户对有声作品进行评价和反馈，利用大

数据定期分析作品评价情况，并对作品进行优化调整。 

（3）提升服务质量注重情感交流 

图书馆开展有声阅读推广服务，馆员与用户不仅是一种服务关系，也是一种

情感关系。因此，加强与用户的情感交流是提升服务质量的关键所在。①一线馆

员要熟悉馆内有声阅读资源的现状，主动了解有声阅读发展趋势，及时掌握有声

阅读推广的做法和技巧。②积极热忱地回应用户对有声阅读推广服务的咨询，赢

得用户的信任和口碑。③图书馆可专门举行有声阅读资源推广分享交流会，倾听

用户心声建议，对用户提出的服务需求尽量予以满足。 

8.3 加强有声阅读资源的宣传推广，激发阅读兴趣 

图书馆可在读书节、开学季、重要节日等节点开展线上线下结合的有声阅读

活动，形式包括有声阅读数据库推介、在线导读、在线诵读、真人图书馆等，无

形有形中向读者宣传推介了有声阅读资源，也激发了用户的阅读兴趣。 

8.4 加强特定人群有声阅读指导，提高阅读能力 

鉴于高校图书馆有声阅读推广的对象不仅包括在校师生，也包括离退休教工、

职工子女等。图书馆应为少年儿童、老年人、视听障碍人士等不同人群提供贴心

专业的有声阅读支持和指导，设立针对特定人群的有声阅读指导版块，版块涵盖

听书方向引导、方法介绍、兴趣培养、作品推荐等，以提高特定人群的有声阅读

投入，从而提升有声阅读推广效果。 

8.5 推进有声阅读实体空间建设，升级阅读体验 

高校图书馆可在馆内配置朗读亭，用户可在朗读亭内诵读有声作品，优秀有

声作品经双方协商确定版权后，可充实到有声资源库中。有条件的图书馆可建设

有声阅读室，为读者提供有别于传统书库的有声阅读空间，读者可在有声阅读室

诵读、制作、上传、分享有声作品，实现有声阅读推广在实体空间与虚拟空间的

无缝对接。 

 

9. 结语 

本文的理论贡献在于，将自我决定理论、阅读投入理论和信息系统成功模型

引入到高校图书馆有声阅读推广效果影响因素研究中，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实

证了各因素之间的作用关系。证明了有声阅读投入在有声阅读平台质量与有声阅

读推广效果之间存在中介作用。 



本文的实践价值在于，从用户、有声阅读平台等主客体视角出发，为图书馆

等机构如何提升有声阅读推广效果提供了若干具体建议，如应重视用户基本心理

需要的满足，提升有声阅读平台质量三要素、加强有声阅读资源宣传推广、加强

特定人群有声阅读指导和推进有声阅读实体空间建设等。 

本文建立的 3个二阶潜变量 10个一阶潜变量 33个观测变量的高校图书馆有

声阅读推广效果影响因素模型，结果表明模型适配度较高。研究阐释了有声阅读

推广效果的影响机制，也为图书馆提升有声阅读推广效果、构建有声阅读效果评

价体系等提供了有益参考。本文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因疫情防控等客观原因，

研究样本局限于大学生，后续研究可扩大至多类群体。可能忽略了其他影响因素，

有待后续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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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有声阅读（听书）调查问卷 

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本调查旨在了解您进行有声阅读（听书）的相关情况，所有问题不会涉及您的

隐私，所有选项无对错之分，不会影响对您的任何评价。所获数据仅用于学术研究。您的如

实回答对我们的研究十分重要，真诚地感谢您的合作与支持！ 

1、您的性别是 

A. 男  B. 女 

2、您的学历是 

A. 本科生 B. 硕士生 C. 博士生 

3、您的年级是 

A. 一年级 B. 二年级 C. 三年级 D. 四年级  

4、您的专业是 

A. 理工类 B.文史哲法类 C.农林类 D. 经济和管理类 E. 艺术类 

5、您是否体验过有声阅读？ 

A、体验过 B、未体验过 

6、您进行有声阅读的目的是？（多选） 

A、学习知识 B、轻松娱乐 C、调整情绪，安抚心灵 D、打发时间 E、听觉享受 F、缓解

视觉疲劳 G、一心二用节省时间精力 

6、您进行有声阅读的频率？ 

A、每天一至几次 B、每周一至几次 C、每月一至几次  

7、您每次进行有声阅读的时间？ 

A、1 小时以下 B、1-2 小时 C、2-3 小时 D、3 小时以上 

7、您使用过哪些有声阅读平台?（多选） 

A、喜马拉雅 B、懒人听书 C、掌阅听书 D、氧气听书 E、荔枝 FM F、蜻蜓 FM G、学校

图书馆有声阅读资源 H、其他（请填入） 

 

 

 



本部分主要了解您的有声阅读（听书）情况，所有题目答案有四个，分为非常符合、比较符

合、不确定、比较不符合、非常不符合，请选择与你真实情况相符的选项打勾即可 

项目 非常符

合 

比较符

合 

不确定 比较不

符合 

非常不

符合 

在有声阅读中，我自主决定阅读时间 
5 4 3 2 1 

在有声阅读中，我自主决定阅读方式 
5 4 3 2 1 

在有声阅读中，我自主决定阅读内容 
5 4 3 2 1 

在有声阅读中，我有能力选择需要的有声作品 
5 4 3 2 1 

在有声阅读中，我有能力理解有声作品 
5 4 3 2 1 

在有声阅读中，我有能力获取相关知识或信息 
5 4 3 2 1 

在有声阅读中，我喜欢和同学或朋友分享交流 
5 4 3 2 1 

在有声阅读中，我结交了更多兴趣相投的朋友 
5 4 3 2 1 

在有声阅读中，我和我的同学或朋友之间有了更多共同语言 
5 4 3 2 1 

我认为有声阅读很新颖 
5 4 3 2 1 

我认为有声阅读能拓展知识面 
5 4 3 2 1 

我认为有声阅读能提高阅读体验 
5 4 3 2 1 

我认为有声阅读让我的学习、生活有意义 
5 4 3 2 1 

我认为有声阅读是我学习、生活的一部分 
5 4 3 2 1 

我认为有声阅读能丰富我的学习、生活 
5 4 3 2 1 

有声阅读出于我的兴趣 
5 4 3 2 1 

有声阅读是为了享受其带来的乐趣 
5 4 3 2 1 

有声阅读能让我内心感到愉悦 
5 4 3 2 1 

有声阅读是因为硬性要求 
5 4 3 2 1 

有声阅读是因为他人的期望 
5 4 3 2 1 

有声阅读是为了获得他人的认可 
5 4 3 2 1 

有声阅读会让他人觉得我紧跟潮流 
5 4 3 2 1 

有声阅读会让其他人觉得我有学问 
5 4 3 2 1 

如果我不有声阅读，我会觉得不安 
5 4 3 2 1 

只要联网，随时随地我可以使用有声阅读平台（可用性） 
5 4 3 2 1 

我认为有声阅读平台界面设计科学，导航清晰准确（导航性） 
5 4 3 2 1 



我没有遇到或很少遇到有声阅读平台出现故障的情况（可靠性） 
5 4 3 2 1 

在手机、平板等移动终端，我也能使用有声阅读平台（兼容性） 

我认为有声阅读平台是容易使用和操作的（易用性） 

5 4 3 2 1 

我认为有声阅读平台是安全的，不会产生安全风险（安全性） 
5 4 3 2 1 

我认为有声阅读平台的播放功能完备（功能性） 
5 4 3 2 1 

我认为有声阅读平台提供的作品在广度深度上是足够的（完整性） 
5 4 3 2 1 

我认为有声阅读平台的作品表现形式丰富多样（文字、图片、音视频）

（丰富性） 

5 4 3 2 1 

我认为有声阅读平台的作品同我的阅读需求是相关的（相关性） 
5 4 3 2 1 

我认为有声阅读平台提供的作品是新颖的，能体现时下热点（新颖性） 
5 4 3 2 1 

我认为有声阅读平台的作品声音清晰动听（音质） 
5 4 3 2 1 

我认为有声阅读平台的服务是有保证的（保证性） 
5 4 3 2 1 

我认为有声阅读平台提供的服务能满足我同其他人互动交流的需求（互

动性） 

5 4 3 2 1 

我认为有声阅读平台的阅读推广服务能关注我的个性化需求（移情性） 
5 4 3 2 1 

有声阅读时，我会记忆所听内容 
5 4 3 2 1 

有声阅读时，我会理解反思所听内容 
5 4 3 2 1 

有声阅读时，我会将已有知识同所听内容相联系 
5 4 3 2 1 

有声阅读时，我会调节情绪 
5 4 3 2 1 

有声阅读时，我会倾注情感 
5 4 3 2 1 

有声阅读时，我能体验到情感的变化 
5 4 3 2 1 

有声阅读时，我会集中精力聆听 
5 4 3 2 1 

我每天会花时间有声阅读 
5 4 3 2 1 

我会与他人分享交流有声阅读 
5 4 3 2 1 

有声阅读能增长我的知识 
5 4 3 2 1 

有声阅读能提高我的阅读素养 
5 4 3 2 1 

有声阅读能提升我的阅读兴趣 
5 4 3 2 1 

有声阅读能令我感到满意 
5 4 3 2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