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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阅读需求和图书馆读者服务研究 

——以皖北地区为例 

王申红
1
 

（阜阳师范学院图书馆，安徽 阜阳 236041） 

【摘 要】：对于农村阅读问题的研究,学者较多关注阅读资源和阅读设施建设等方面的问题,对阅读主体农民读

者的关注较为缺乏。笔者通过对皖北地区的田野调查发现,当前农村普遍存在阅读需求贫困现象。分析农村阅读需

求贫困现状产生的原因,培养和激发农村读者的阅读需求,寻求有针对性的读者服务策略,对于图书馆从根本上做好

农村阅读推广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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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民阅读的时代背景下,关于农村阅读问题的研究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分析农村阅读现状及解决路

径。关于农民较少阅读的原因,一般认为是农民的阅读需求和落后的农村公共文化资源欠缺之间的矛盾所致。近些年,国家加大

对公共文化事业的投入,农村阅读设施得到很大的改善,图书馆等公共文化机构面向农村读者也开展了形式多样的阅读服务。但

是,农民阅读少的现状似乎并未得到太多的改善。笔者通过对皖北农村地区阅读现状的田野调查发现,当前农村普遍存在的阅读

需求贫困现象,才是导致农村阅读推广屡不见效的根本原因。分析农村阅读需求贫困现状产生的原因,培养和激发农村读者的阅

读需求,寻求适合农村阅读需求特点的读者服务策略,对于图书馆从根本上做好农村阅读推广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1 农村阅读现状 

关于农村地区阅读现状的田野调查以皖北地区农村居民为调查对象。调研组于 2018年 6-12月间的农闲期,在阜阳市颍州区、

颍泉区、太和县、亳州市等地的行政村进行阅读调查,主要调查对象:乡镇长(党委书记)、村长(支书)、村民,调查内容:农民的

阅读情况,调查方式:问卷调查和个别访谈。调研组共发出调查问卷 500份,剔除不完整问卷 54份,最终收到有效问卷 446份。问

卷分布情况:50岁以上 301份,占比 67.5%,20-49岁 145份,占比 32.5%;女性 310份,占比 69.5%,男性 136份,占比 30.5%;初中以

上文化程度的 305份,占比 68.4%,小学文化及以下的 141份,占比 31.6%。 

调研组发现,当前农村居民中认识到阅读重要性的不少,但经常阅读的不多。问卷调查显示,379 人认识到阅读对于民族、家

庭和个人的重要意义,占比 85%。但是,357 人近 10 年没看过书报(包括数字阅读),占比 80%。这种现象在中西部农村地区比较普

遍。皖北地区一半以上的行政村都设立了农家书屋,农家书屋一般都有藏书 1000-2000 册,但受访农民中去过书屋的仅有 89 人,

占比 20%,其中在农家书屋有过看书或借书经历的 45 人,占比 10%,换言之,农家书屋虽然建成了,图书也上架开放了,但书屋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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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流通量却是极小的。书屋在,图书也在,但农民的阅读状况依然没有改变。由此可见,以往研究认为,农村阅读资源匮乏和阅读

设施简陋是阅读率低的根本原因,这种观点是有失偏颇的。 

王余光认为,阅读是阅读主体(读者)与文本(可以是一本书,也可以是整个宇宙)相互影响的过程,是阅读主体实践活动与精

神活动的一种体现。在阅读活动中,阅读主体的阅读行为显然是一个主动的行为,其参与阅读是有其自身动机的。戴联斌所说的

“阅读行为本质上就是寻求文本意义的一个过程”就是这个意思。读者选择去阅读,就是为了寻求文本中蕴含的“意义”。读者

因为期待而去寻求文本、选择文本、寻找意义,在阅读中,读者获得寻求的满足。因此,阅读行为本质上是一个精神过程。在阅读

设施和阅读条件已经得到很大改善的当下,农民阅读率依旧很低的现象表明,导致农村阅读不尽如人意的原因不在阅读的外在条

件,其根本原因在读者本身,在农民读者缺乏从阅读中找寻意义的动机,即农民中普遍存在“阅读需求贫困”现象。 

不同阅读动机会产生不同的阅读需求,阅读需求一般有应试阅读需求、科研阅读需求、休闲阅读需求和从众阅读需求等类型。

以上阅读需求类型的划分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在当前的农村阅读中,根据农民的生产和生活需要,其主要阅读需求应该是科研阅

读需求和休闲阅读需求,若阅读氛围浓郁的话,农民还会产生从众阅读需求。当下广大农村阅读状况不容乐观的现实表明,农民缺

乏科研阅读、休闲阅读和从众阅读的阅读需求,出现了阅读需求贫困,这种现象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 

2 阅读需求贫困产生的原因 

建设现代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提高广大农民的农业科技水平,提高其科学种田和科学养殖的技术能力。为了实现新农村

美好愿景,国家层面提出“科技下乡”,地方政府和科研院所在国家的号召下积极向农村传送农业科学技术。“科技下乡”使农

民直接受惠,也使农民真切感受到了科学技术对发家致富的重要意义。但是,在科学技术的教习中,积极性和主动性似乎总在

“教”的一方。农民虽乐于接受科技传授,但少见农民主动学习的,在学习中,农民总是处于被动的状态。之所以出现农民普遍缺

乏科研阅读需求的现象,一方面是因为农业生产仍主要靠天吃饭,而国家富民政策使农民生活得到可靠保障,不阅读似乎对其生

活产生不了太大的消极影响,阅读的动力不足。另一方面,农民自身的文化素质偏低也是其阅读需求缺乏的重要原因。接受问卷

调查的农民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者占比 31.6%,平均受教育时间为 7.2 年,识读能力和理解能力相对较低,阅读能力和阅读情感较

为缺乏。 

利用休闲时间开展无功利性阅读,在阅读中体味世界和人生,在阅读中修身养性,疗愈心情。休闲阅读是在全民阅读活动中所

大力提倡的一种阅读类型。农民读者大多缺乏休闲阅读需求,休闲阅读者寥寥无几,当然,这种现象绝非皖北农村独有,农家书屋

大多无人问津已经成为普遍现象。农民普遍缺乏休闲阅读需求的原因主要有:第一,农民的主要休闲娱乐方式是看电视和玩手机。

受访农民中,天天看电视者 380 人,占比 85.2%,其中,看电视时间 3 小时以上者 210 人,占比 47.1%,看电视 1-2 小时的 205 人,占

比 46%,“手机控”现象在农村也很常见。受访农民中,每天玩手机(主要指打游戏、看视频)1-2小时者 305人,占比 68.4%。第二,

农村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使农民“顾不得”阅读。当前农村的“文化菜篮子”丰富多彩,电影下乡、戏剧下乡、跳舞、下棋、打

球等各类文体活动应有尽有,深受农民欢迎,相比之下,阅读这种安静的、个体的、费眼费神的休闲娱乐方式就显得不那么受人青

睐了。 

除此之外,导致农民阅读需求困难的其他因素也不能忽视。其一,阅读条件的缺失。受访农民中,虽大多数农民的住房宽敞明

亮,但极少有专门的阅读空间;少量家庭因空间、照明等条件较差导致无法在家阅读;由于劳动强度大而没精力阅读的情况也是实

际存在的。以上情况的存在都大大影响了农民的阅读需求。其二,缺少阅读氛围。尽管几乎每个行政村都建有农家书屋,但绝大

多数农民都没有看书的习惯,所以,农家书屋门可罗雀,成为少有人问津的寂静之地。在缺少阅读氛围的广大农村,从众心理之下,

看书的人数越来越少。 

3 图书馆农村读者服务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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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分析说明,要提高广大农村地区居民的阅读率,仅仅依靠建设几个农家书屋、购买一些图书,抑或添置几台电脑、增加几

个电子阅读屏等手段是远远不够的。图书馆应该积极探索适合农村阅读需求特点的读者服务策略,以培养、激发和提升农民的阅

读需求和阅读能力为工作重点,改变自说自话自导自演的阅读推广模式,使农村阅读推广工作真正落地生根,富有成效。 

3.1有针对性地做好资源服务和咨询服务,激发和培养农民的科研阅读需求 

我国正处于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时期,没有专业化的农民队伍,我们的现代农业就是一句空话,因此,农民素质的提

升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然要求。随着现代农业种养技术逐步推广,农民必须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才能有“钱途”。在这种形

势下,农民应该是有科研阅读需求的。受访农民反映,现在农家书屋里关于农村生产、生活常识方面的图书很多,但多为专业书籍,

图书很厚,内容显得很深奥,看不懂。这种书不配人的问题不止皖北地区所独有,比较具有普遍性。以上情况说明,农民还是有科

研阅读需求的,只是由于缺乏适合他们文化程度的科学通俗读物,同时缺乏必要的阅读咨询服务,他们的阅读热情一点点地熄灭

了。 

对策:第一,出版社要加强科学通俗读物的出版。农民读者是全民阅读大军中的主要力量,应该多出版一些适合农民文化程度

的科学通俗读物,这对提高中国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实现全民阅读、建设现代农业具有重要意义。第二,优化馆藏资源。研究

和分析农民读者的阅读需求,采用多种形式为农民读者提供农民需求的图书。定期分析书屋借阅信息,及时增购读者需要的图书;

让农民读者参与选书工作;采取馆际间联合、互借的方式来最大限度满足读者需求;实施以县为单位的阅读资源统筹模式,实现

“流动图书”,共享公共图书资源。第三,做好阅读指导和咨询服务。定期安排农技专家和高校师生来农家书屋进行阅读指导,结

合农民的实际需求对相关图书进行讲解。田间学校是一种非常值得推广的阅读推广模式。 

3.2打造多功能阅读空间,激发和培养农民的休闲阅读需求 

首先,打造条件适宜的农家书屋。阅读环境和阅读条件会对读者的阅读需求和动机产生影响,从而影响读者的阅读行为。阅

读环境可能会给读者留下深刻的第一印象,以至影响其进馆后的阅读情绪和阅读行为。农家书屋的内部标志应该清晰规范,灯光、

座椅以及室内空气、环境卫生等应符合阅读场所的标准要求。其次,优化农家书屋的功能布局。应将农民的阅读活动与农村文化

活动有机结合,使农家书屋成为以图书阅读功能为基础的,集阅读、娱乐休闲、研讨交流等功能为一体的农民集体活动场所。最

后,积极拓展阅读空间。形成乡镇图书馆—农家书屋—公共区域阅读空间等互为补充的立体阅读空间格局,为方便农民阅读搭建

平台。 

3.3以多样化的阅读服务形式营造乡村阅读氛围,培养农民的从众阅读需求 

有些读者并没有明确的阅读动机,但他们走进图书馆之后往往会被馆内的文化氛围激起从众阅读需求,从而成为图书馆的忠

实读者。浓郁的乡村阅读氛围会刺激和培养农民的阅读需求,使他们从不想阅读到乐意阅读。阅读需求困难群体应该成为图书馆

阅读服务的重要对象。应该采取多样化的阅读服务形式来营造浓郁的乡村阅读氛围,是针对这部分读者群体的有效服务形式。 

3.3.1加强导读服务,增强读者的阅读积极性 

图书馆应该根据读者阅读需求的可开发性,开展图书推介和导读服务。此类活动形式可以多种多样。如以开办讲座、名人图

书馆、读书会等形式,增强与读者的互动,调动读者的阅读兴趣;分类举行读者培训活动,根据不同类别读者的不同需求,制定有针

对性的培训方案,提升读者的信息素养,满足读者的多样化阅读需求;利用图书馆宣传展板、显示屏和图书馆网站、微信平台等及

时推荐和介绍新进图书。 

3.3.2组建阅读社团,依靠读者群众开展阅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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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家书屋的力量是有限的,应该充分调动农村阅读积极分子,组建受行政村委会和农家书屋支持的读书社团,如亲子读书会、

妇女读书会和老年读书会等农民自助阅读团体,也可以根据本地实际情况组建文学社、诗社、书画社等。在各类社团活动中,让

读者与大家分享读书的感悟,让致富带头人现身说法,让家庭和睦者谈论幸福的真谛。阅读活动将农民阅读升级为农民“悦读”。

引导农民读者在各类活动中自我表现、自我教育、自我服务,依靠读者群众开展阅读活动,培养广大农民群众的阅读兴趣,是一种

比较可行的阅读推广形式。 

3.3.3联合各级政府开展阅读推广活动,积极营造乡村阅读氛围 

图书馆应主动向各级政府组织献言献策,并积极联合政府开展各类阅读推广活动。深入行政村开展读书演讲比赛、知识竞赛、

读书征文活动等,组织农民开展“书香农家”“农民读书之星”等评选表彰活动,在读书月活动中积极宣传读书先进典型,利用

媒介的影响带动更多农民投身到学习之中,营造浓郁的乡村阅读氛围。 

农民阅读事关全民阅读大计。全民阅读的实现有赖于农民群体的“全民阅读”,而农民的“全民阅读”的瓶颈是长久以来无

法打破的农民阅读需求困难。深入研究农民阅读需求困难的现状,及时调整农村阅读服务策略,提升阅读服务质量,改变农村阅读

困难群体的阅读需求的现状,让农民读者乐于阅读,热爱阅读,是图书馆人应该积极研究和付出努力的重要工作。 

参考文献： 

[1]尹莉.中国图情界农村文化建设研究综述——基于图情类核心期刊的文献计量分析[J].图书馆,2018(09). 

[2]王余光等.中国阅读文化史论[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 

[3]戴联斌.从书籍史到阅读史阅读史研究理论和方法[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