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新媒体视阈下高校教师阅读行为 

引导全民深度阅读策略研究 

——以苏南高校为调查对象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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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苏州科技大学资产与后勤管理处；2.黑龙江大学信息资源管理研究中心； 

3.苏州市职业大学管理学院) 

【摘 要】文章面向苏南多个地区的高校教师的阅读行为习惯及其对于阅读引导活动的偏好展开问卷调查，基于

问卷调查的数据分析认为高校教师是深度阅读群体，同时针对性地提出其引导全民深度阅读的策略：做深度阅读的

示范者、引领者和推广者；强化价值供给，引导经典阅读；提倡知识能力做到智慧阅读；增强深度阅读用户黏性，

拓展产业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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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显示，数字化阅读方式（网络在线阅读、手机阅读、电子阅读器阅读等）的接触率为 76.2%,纸

质图书阅读量仅为 4.67 本，我国成年国民人均每天手机接触时长为 84.87 分钟。[1]新媒体时代的阅读转型已经成为事实，成年

国民的阅读行为普遍以消遣娱乐的浅阅读为主，深度阅读比例很低，选择媒介时也倾向于数字传媒，纸质读物占比逐年下降。

同时，第十次中国公民科学素养调查结果显示，在职业声望方面，教师以 55.50%的支持率位居职业声望排行榜首位[2]。由此，

高校教师群体的阅读行为颇具参考价值且对引导全民深阅读具有重要意义。 

1 设计和发放问卷 

为了精确地知悉高校教师阅读的相关信息，笔者设计了包含 52 道题目的调查问卷，其中包括 50 道选择题和 2 道开放题，

具体涉及如下内容:①学校类型、学科类别、年龄和性别等基础信息；②平均每天的阅读时长、阅读习惯、青睐的读物类型等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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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高校教师的阅读行为、习惯偏好类的问题；③阅读引导的方式和活动、个人阅读引导的意愿、对相关机构阅读引导的期望以

及对建设相关阅读引导制度的建议等关于高校教师阅读引导偏好的问题。问卷的 6-33题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对高校教师关于阅

读及作用的认识、阅读的方法、新媒体（数字）阅读、自我阅读的状况及对阅读的应用 6个维度进行了考察。 

2019 年 9 月至 2020 年 1 月，共回收问卷 2,938 份，有效答卷率为 89.17%。问卷由课题组各位老师广泛发动包括苏州科技

大学、苏州大学、常熟理工学院、常州大学、常州工学院、江南大学、苏州市职业大学、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无锡职业技

术学院、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等在内的十余所苏南地区高校教师填写(见表 1)。参与调查的高校教师的各项基础信息分布较均

衡，由此可以推断后续调查数据反映的高校教师的阅读偏好具有普遍性。 

表 1答卷高校教师的基础信息情况 

  有效填写人数 

学校类型 
普通本科 1,389(53.1%) 

高职高专 1,231(46.9%) 

学科背景 
理工医农科 1,170(44.7%) 

人文社科 1,450(55.3%) 

性别 
男 1,258(48%) 

女 1,362(52%) 

年龄段 

25岁以下 92(3.5%) 

25-34岁 349(13.3%) 

35-44岁 907(34.6%) 

45-54岁 841(32.1%) 

55岁以上 431(16.5%) 

总计（人）  2,620 

 

2 统计数据与分析 

2.1 新媒体时代高校教师阅读 

行为评价 

(1)平均每天的阅读时长方面，每天阅读 30分钟以内、30-60分钟、60-120分钟、120-180分钟、超过 180分钟的比例分别

是 8.19%、15.76%、23.65%、30.85%、21.55%。调查结果表明，平均每日阅读时间超过两小时的高校教师有一半以上，超过 70%

的高校教师每天至少有 1个小时以上的阅读时间，仅有不到 3成的高校教师平均每天的阅读时间少于 60分钟。 

(2)阅读数量方面，超过 58%的高校教师平均每年的阅读数量超过 15本，仅有不到 5%的教师阅读量不足 5本。 

综上，高校教师的综合阅读率较高，阅读状况良好。表 2 中每个题目的平均分对应的是高校教师的阅读水平现状，该评分

方法中高低判断的临界分值是 3分、3.75分和 4.2分，低水平区间为平均得分小于 3分，一般水平的得分区间是 3-3.75分，较

高水平的得分区间是 3.75-4.25分，大于 4.25分的得分为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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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高校教师阅读行为现状 

维度 
对于阅读的 

认识 

阅读 

方法 

阅读 

习惯 

对阅读作用的 

认识 

引导阅读的行

为 

新媒体 

阅读 

总体 

情况 

样本总量 2,620 2,620 2,620 2,620 2,620 2,620 2,620 

总平均数 17.28 18.08 18.04 22.15 26.94 22.05 124.5 

题目数量 4 4 4 5 6 5 28 

平均得分 4.32 4.52 4.51 4.43 4.49 4.41 4.45 

 

通过表 2 可以看出，高校教师阅读行为的总体情况处于高水平区间。平均得分处于前两名的是阅读方法和阅读习惯，分别

是 4.52分和 4.51分，说明高校教师有良好的阅读习惯和有效的阅读方法。引导阅读行为的平均得分为 4.49分，可见高校教师

不但自身的阅读情况良好，同时也发挥了阅读领路人的作用。 

2.2 新媒体时代高校教师的阅读偏好 

(1)由图 1 可见，在与网络和移动终端密切接触的高校教师群体中，超过 70%的教师首选的阅读方式依然是纸质书，这可能

与他们积久养成的阅读习惯或长期进行的科研教学工作性质息息相关。尽管高校教师青睐于纸质阅读，但从图中也可以看出由

于存储量大、检索便捷、易于携带等优点，数字阅读方式正在逐渐被高校教师所接受，数字阅读的前景和意义不可轻视。 

 

(2)图 2显示，高校教师最爱阅读的书籍是经典名著类、专业科研类以及思政类读物，其比例分别是 65.56%、60.14%和 51.76%。

从育人价值来看，高校教师对经典名著的广泛阅读对大学生来讲是有所裨益的，可以帮助大学生形成良好的人生观、世界观、

价值观，提升思维能力。另外，图 2 同时显示出高校教师博览群书的特征，说明新媒体环境下高校教师有自主选择读物的能力

和条件，同时高校教师的阅读体验是很丰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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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新媒体时代高校教师的阅读 

引导偏好 

(1)鉴于对自身的评判，71.6%的高校教师比较满意目前的阅读状况。高校教师具备良好的阅读习惯，主要表现为高校教师

的阅读是有计划、有目标且在读书过程中善于思考，在阅读内容上，教师阅读的内容选择广而深。同时，高校教师掌握有效的

阅读方法及技巧，进而促进阅读水平的持续提升，具体表现为高校教师参与诗词鉴赏和各类书评比赛的频率很高。 

(2)信息素养是人们信息应用的综合表现,即检索、分析、整合、应用和传递信息的能力。调查可知，超过 7 成的高校教师

认可自身的信息素养，能熟练运用各种数据库的相关功能，为大众阅读提供信息参考、分析、咨询服务。因此，在新媒体时代

的数字化阅读中，高校教师要扮演起重要的角色来引导大众对爆炸式增长的网络信息的搜索及利用。 

(3)由图 3可见，高校教师参与主题书展、名家讲座、读书交流分享会的频率较高，对于读书征文/竞赛、朗诵/演讲交流、

名著剧场等活动的反响也很热烈。此外，65.57%的高校教师希望将阅读引导活动或者专业阅读课程融入到高校对学生的培养方

案和整体学习要求中，如开设阅读课程或素质拓展型阅读项目。有七成以上的高校教师在自己参与的同时也向身边的朋友推荐

过阅读活动和阅读媒介，表现出较强的引动意愿。 

第十六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的结果显示：“我国成年国民阅读活动行为中，以阅读新闻、社交和观看视频为主，娱乐化和

碎片化特征明显，深度图书阅读行为的占比偏低”⑴。然而通过以上对问卷调查的数据分析发现，总体上高校教师的阅读行为

还是令人满意的，表现为以下几点：①个人阅读体验良好，能将对阅读良好的认识转化为行动，促进自身的阅读；②具备良好

的阅读习惯和有效的阅读方法；③在肯定纸质阅读方式的同时，也能理性对待数字化阅读，与时俱进地改变自己的阅读方式；

④对经典阅读、思政类和科研学术类信息资源的质与量要求很高；⑤具有强烈的推广阅读意愿，具备出色的阅读引导能力。3高

校教师引导全民阅读策略分析 

3.1 做深度阅读的示范者、引领者和推广者 

高校教师应充分利用其社会声望，在强化阅读、提升自身的阅读能力和效果的同时更应用自身的阅读行为影响周围的人。

一方面，高校教师要做一个身体力行的深度阅读者，另一方面，高校教师应主动加强宣传力度，作深度阅读的示范者。此外，

高校教师要从实际出发，多参与能够面对面交流的阅读活动，如读书沙龙、阅读竞赛、书评点评人等，这些活动既能够宣传读

书的价值与理念，扩大阅读的影响力，还可以对受众的阅读问题提供针对性的指点，从而推动全民深度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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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强化价值供给，将经典作为引导深度 

阅读的核心 

所谓经典就是深度与高度并具的大道之作，需细读方可体悟。哲学类和文学类名著都是经典读物，前者有利于读者感悟人

生的哲理和生命的智慧，后者对于陶冶情操、丰富情感和提升人文素养大有裨益。王余光教授一直在呼吁“阅读与经典同行”，

指出经典应是阅读推广工作的重点因此，在新媒体时代信息量无限增长的背景下，高校教师更应主动承担起引导全民深度阅读

的责任。而阅读的深化，不仅取决于阅读者是否主动思考，以及思考的深度，更取决于作品是否能够引发思考。因此，新媒体

时代高校教师应在其中扮演内容提供者的角色，优选经典以引导读者阅读。 

3.3 提倡知识能力做到智慧阅读 

倡导知识能力，就是通过有序化的知识因子和网状化的知识关联，沟通不同学科领域，形成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的有机体，

从而发挥知识的价值[4]。2018 年教育部发布的《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指出要以教育信息化引领教育现代化，从提升师生

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向全面提升其信息素养转变
[5]
。高校教师是信息素养较高的群体，新媒体时代高校教师应发挥自身的优势，做

好知识能力的倡导者。新媒体时代的深阅读，知识点纷繁复杂，只有通过不浮于表面的深度阅读才能让读者整合知识点，同时

新媒体时代的深度阅读还需做到“智慧阅读”，即基于个人的信息素养而进行的参与式阅读[4]。因此，一个社会的持久进步需要

广泛的智慧阅读，它能增强社会的智力水平、创造财富。高校教师是引导智慧阅读的智慧群体，在其中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

一方面，可以通过辅导读者提高信息检索的能力，快速精确找寻到想要的信息，促进其综合阅读能力和效率的提升；另一方面，

引导阅读群体将碎片化的信息转化为完善自身专业素养的知识点，从而将无序信息的消费形成有序信息的素质训练即智慧阅度，

引导全民最终达到推动深度阅读的目的。 

3.4 增强深度阅读用户黏性，拓展产业链 

新媒体时代，互联网信息技术发展迅速，以往的传播接收信息的关系被打破，用户不再是单纯的信息接收者，还参与、发

布和消费媒体内容。新媒体时代的阅读活动形式多样，可以增强阅读活动的多元性与趣味性。如，将阅读与摄影结合起来的“寻

找最美阅读风景活动”，将阅读与吟诵结合起来的“诗词朗诵比赛”。高校教师引导全民参与各类阅读活动，可以激发全民的

阅读热情，还能满足其对于复合体验的需求。此外，高校教师可以通过开通直播平台和个人微信公众号来分享读书心得、推荐

好书以及开展线上读书沙龙活动。新媒体时代高校教师将传统阅读与数字阅读有机融合起来，和读者建立长期稳定信任的关系，

用丰富多彩的精品活动吸引读者，以促进读者主动进行深度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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