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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青少年群体数字阅读接触率上升，是否会带来纸质阅读动机弱化以及阅读水平下降的问题，结

合已有理论成果，分析青少年数字、纸质阅读动机及智能手机阅读行为对阅读水平的综合作用，提出变量间的关

系假设。采用问卷调查了551名15~17岁高中生数字阅读动机、纸质阅读动机和智能手机阅读的情况，同时对阅读

理解水平进行测查，对收集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和路径建模。结果发现，数字阅读动机对纸质阅读动机和智能

手机阅读行为存在正向影响，对阅读水平却存在直接负向影响，但此负向影响被纸质阅读动机的正向影响所抵

偿。启示目前我国在青少年群体进行阅读推广需注意促进数字阅读动机向纸质阅读动机转化，引导数字资源向纸

质资源拓展，鼓励线下讨论分享向线上互动平台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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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网络的大范围普及，我

国全民数字化阅读方式的增长率呈直线上升趋势，

2018年数字化阅读方式（智能手机阅读、网络阅读、电

子阅读器阅读等）的接触率已达到76.2%[1]。纸质阅读

率的增长放缓，数字阅读已成为人们常见的阅读方式。

在青少年方面，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2016
年的报告指出[2]，青少年手机上网规模已达到2.59亿，

其中12~18岁占比40.5%，手机应用即时通信、搜索、

新闻、微博、网络文学、论坛/BBS分别占上网比例的

90.9%、81.0%、71.2%、51.6%、43.7%、14.2%。数字阅

读呈碎片化、松散化和快速化的特点，促使人们开始担

心青少年数字阅读动机的增强和数字阅读习惯会给阅

读能力和水平带来不利影响。国外研究发现，大量使用

网络进行阅读学习的孩子学习能力不但没有提高，反而

出现了下降[3]，近年来，选择纸质图书阅读的比例在人

群中逐年下降[4]，14~17岁青少年图书阅读率从2018年
的90.4%降到2017年的86.4%[1]，似乎也正在印证这种

担心。因此，探究青少年的数字阅读动机究竟与纸质阅

读动机及阅读水平存在何种关联，寻求进行阅读推广

的重点策略以提升青少年的阅读水平就成为亟待解决

的问题。

1  文献回顾

数字阅读也被称为数字化阅读（digital reading或
reading digitally），这一词汇被研究者广泛使用，但遗

憾的是，迄今为止，并没有公认的一致定义。美国研究

者Singer等 [5]指出，缺乏专门的数字阅读定义反映出

研究者不明确的态度，即纸质阅读和数字阅读间的差

别更多是阅读过程环境的区别而不是基本内涵的重新

界定。在国内研究者的综述中，网络阅读、智能手机阅

读、移动阅读、电子阅读、屏幕阅读、社会化阅读、平板

阅读、碎片化阅读等都被归类为数字阅读的类别[6]，可

见，数字阅读是与传统主要以纸质为媒介的阅读进行

用户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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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分，特指以数字设备为媒介，以数字化内容为对象的

阅读形式。

1.1  我国青少年群体的数字阅读现状

国内专门就青少年群体进行数字阅读现状的调查

尚很少见，多是针对特定群体（如大学生和中学生）和

特定数字阅读形式（如网络阅读、移动阅读、社会化阅

读等）的调查。

2013年一项调查发现，约八成的湖北省中学生喜

欢网络阅读，四成使用手机阅读[7]。2014年首都青少年

阅读状况调查发现，青少年电脑阅读、手机阅读、移动

终端阅读总计占比过半，超过纸质阅读[8]。另一项在全

国范围内对6 400名未成年人的调查显示，超过七成的

青少年使用手机进行数字化阅读[9]。2015年一项针对

湖南省大学生的调查表明，71.7%的学生使用手机进行

阅读，65.4%的学生习惯浏览式阅读[10]。2017年湖南省

长沙市一项调查发现，有33%的高中生利用碎片时间

进行课外阅读，其中使用电子方式阅读的占69%[11]。

对广州市中小学生的调查发现，其中10.8%的中小学生

首选数字阅读，36.5%的两种阅读方式都接受 [12]。有

研究显示，初中生课下数字阅读每天0.5小时以内的占

46.7%，0.5小时至1小时的占比22.7%；利用手机阅读占

比73.4%，网络在线阅读占58.3%[13]。刘明玥[14]对黑龙

江省大庆市的500名高中生调查发现，51.3%的高中生

表示自己有通过互联网进行阅读的习惯，其中67.1%的

阅读载体为智能手机。总之，青少年群体的数字阅读已

经比较普遍，和纸质阅读几乎占有同等的比例。

1.2  青少年数字阅读与纸质阅读的差异

青少年的数字阅读与纸质阅读除在阅读媒介上存

在差别外，在内容偏好、阅读特征、阅读效果、阅读动

机以及对阅读水平的影响上也存在一定的差异。

从两种阅读方式的内容看，以我国中学生群体为

例，数字阅读更主要倾向于社交站点信息（如微信朋友

圈）、网络小说和新闻资讯等；课外纸质阅读选择较多

的是虚构类、教材、纪实类等书籍[14]。从两种阅读方式

的特点来看，数字阅读具有便利性、快捷性、自由性、碎

片式和松散化，具有短文本“浅阅读”的特点；纸质阅读

具有沉浸性、专注性、目的性和集中性，具有长文本“深

阅读”的特点[15-16]。从两种方式的阅读动机来看，二者

既存在区别也存在一定的联系，区别在于二者内容结

构不同，联系在于二者都存在内部动机驱动的阅读行为

（如兴趣和爱好）。不同研究者揭示的数字阅读动机结

构存在差异，但社会交往、信息获取、兴趣爱好和休闲娱

乐是共同的成分，而传统阅读动机结构的研究也存在差

异，其中阅读自我效能、阅读兴趣、成绩获得等是共同

的成分[17-19]。就两种方式的阅读效果来看，已有国内外

研究存在矛盾的结果，一些研究表明纸质阅读效果优

于数字阅读效果，一些相反，更多的研究则没有发现明

显差异[16]。从两种阅读方式的影响看，一方面，数字阅

读会给人们带来负面影响，认为数字阅读易导致想象

力缺失，不利于发展理性思考能力，因而更推崇纸质阅

读；另一方面，也有研究者持积极态度，认为数字阅读

有助于激发阅读兴趣，特别是对低龄儿童的识字和早

期阅读有积极作用[20]。

1.3  青少年数字阅读动机及其影响

阅读动机被认为是推动个体进行阅读活动的内部

驱动力，这种动因源自于个体对阅读活动的需求、信

念、态度和目标[21-22]。传统上从阅读行为的目标指向将

个体的阅读动机分为内部动机和外部动机两类，前者指

的是阅读活动目标指向满足自身心理需求，如兴趣、愉

悦、获取知识等；后者指的是活动目标指向满足外部要

求，如完成作业、获得奖励等。青少年的阅读动机对阅

读行为、阅读水平存在明显促进作用。阅读动机与阅读

频度、阅读量、阅读时间之间显著正相关；内部阅读动

机与阅读能力、阅读成绩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外部阅

读动机与阅读成绩则没有明显的相关或呈负相关[23-25]。

然而，上述发现主要是以纸质阅读为对象进行研究的

结果。

当前的青少年几乎是“完全沁润在数字环境中的一

代”。如前所述，数字阅读动机和纸质阅读动机的特点

和结构不同，少数研究分别讨论了网络阅读动机[26]、手

机阅读动机[27]、移动阅读动机[20]、社会化阅读动机[28]

的内容和结构，提示基于纸质阅读动机的研究结论并

不能简单推广到数字阅读中。在此基础上，极少数研究

则发现青少年社会化阅读动机对社会化阅读行为（微

信）[29]，以及自我主观评估的阅读能力[30]的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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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假设与研究方法

2.1  研究假设

数字阅读动机与纸质阅读动机的关系究竟如何？

家长和学校所担心的由数字阅读动机所驱使的习惯化

数字阅读行为，是否会对青少年客观阅读水平造成负

面影响？这些问题还未见明确的研究结果。根据前述理

论分析，数字阅读动机和纸质阅读动机既有区别又存

在联系，共同成分是阅读兴趣，因此形成假设H1：数字

阅读动机和纸质阅读动机存在正相关关系，数字阅读

动机正向预测纸质阅读动机。

同时，数字阅读动机是驱使个体进行数字阅读行

为的主要动因，形成假设H2：数字阅读动机与智能手

机阅读行为存在正相关关系，数字阅读动机正向预测

智能手机阅读行为。

研究发现，纸质阅读动机是阅读水平的重要预测

因素，因此形成假设H3：纸质阅读动机与预测阅读水

平正相关，正向预测阅读水平。

此外，研究已发现，数字阅读动机以满足信息、社

交和休闲为主，这种动机及其行为很可能制约正式文

本的阅读水平，因此形成假设H4：数字阅读动机与阅

读水平呈负相关关系，负向预测阅读水平。假设H5：智
能手机阅读行为负向预测阅读水平。

2.2  研究方法

以15~17岁高中生使用智能手机阅读为例，通过问

卷调查的方法获取青少年数字阅读动机、纸质阅读动

机和阅读能力水平的数据，使用采用SPSS软件对数据

进行t检验和相关分析，使用AMOS软件建构路径分析

模型，验证上述假设。

2.2.1  调查对象

问卷发放对象为湖南省宁乡县一中、湘潭市一中、

湘潭市二中、广东中山龙山中学的551名年龄在15~17岁
的高一、高二学生。其中男生248人，女生303人，高一学

生251人，高二学生300人，城市学生226人，农村学生

325人。

2.2.2  问卷内容

（1）自制智能手机阅读问卷。结合访谈发现，高中

生常见与阅读有关的手机使用包含访问社交站点（微信

朋友圈、QQ空间等）、浏览论坛\贴吧，以及阅读网络小

说、电子书、电子漫画等，形成含5个项目的智能手机阅

读问卷。问卷采用五级计分，由“从不使用”到“总是使

用”，均为正向计分，分数越高表示使用智能手机阅读

相关功能越频繁。验证性因子分析表明问卷为单因子

结构，拟合指标良好。

（2）阅读动机问卷（包括数字阅读分卷和纸质阅

读分卷）。引用蔡光辉[26]编制的《大学生网络阅读动机

问卷》，将该问卷改编成纸质阅读动机分问卷和数字阅

读动机分问卷。该问卷涉及的网络阅读动机包括阅读兴

趣、社会交往、情感抒发、信息获取、个人修养5个方面，

与传统阅读动机既有区别也存在联系。将原问卷中的

“网络阅读”分别改为“电子阅读”和“纸质阅读”，并

将项目重新随机排序。每个分问卷均包含27个项目，采

用五级评分制。由“根本不符合”到“非常符合”，均

为正向计分，得分越高表示相关阅读动机越高。问卷回

收后，对两个量表的信度进行检验，项目的一致性α系
数分别为0.920和0.914，有很高的信度。

（3）全国统一高考语文阅读理解测试题。从2015—
2018年全国统一高考语文试题中的现代文阅读理解题，

选取4道大题，共12道小题，每小题3分，共36分（高一、

高二学生均未做过这些高考真题）。

3  问卷调查结果及分析

3.1  阅读动机和智能手机阅读行为的人口学
变量差异

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分析高中生数字和纸质阅读

动机、智能手机阅读的性别、城乡和年级差异，结果见

表1。
表1显示，女生在智能手机阅读行为和纸质阅读动

机上显著高于男生，数字阅读动机上女生和男生差异

不显著；高一年级纸质阅读动机高于高二年级学生，数

字阅读动机和智能手机阅读不存在显著差异；不同来

源地学生在3个变量间不存在明显差异。

高中生智能手机阅读动机调查及其启示罗荣  何孟苹  陈京军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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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阅读动机、智能手机阅读行为和阅读水
平的关系

3.2.1  阅读动机、智能手机阅读行为和阅读水平的

相关分析

采用皮尔逊相关系数，对各变量间的相关进行分

析，结果见表2。
图1显示，纸质阅读动机显著预测阅读理解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在同时考虑到纸质阅读动机的作用后，

数字阅读动机对阅读水平的直接预测呈负向显著效

果，还通过纸质阅读动机的中介正向预测阅读理解分

数，采取Bootstrap方法进行检验，重复抽取2 000次样

本，偏差矫正的百分位95%置信区间为[0.020，0.117]，
不包含0，中介效应显著，间接效应大小为0.068，占总

效应比例为34.48%。数字阅读动机还可能通过智能手

机阅读行为对阅读理解水平产生间接负向预测作用，

Bootstrap方法进行检验，间接效应的估计值为-0.003，
标准误为0.013，偏差矫正的百分位95%置信区间为

[-0.028，0.025]，包括0，说明该间接效应是不显著的，

中介效应不成立。验证模型的拟合指数见表3。

4  讨论与总结

本研究除发现各变量的人口学统计描述特征之

外，还验证了假设H1~H4，但H5未得到验证。

本研究结果显示，女生的纸质阅读动机和智能手

机阅读行为显著高于男生。这说明女生比男生的阅读动

机更强，利用手机的阅读行为也比男生更多。国内外许

多研究都证实未成年学生中，女孩比男孩的阅读动机更

强[31-32]。已有研究也发现，男孩更倾向于上网玩游戏和

下载软件，女生更多是搜寻信息和朋友联系[33]，本研究

则进一步发现，女生利用智能手机阅读可能比男生更广

表1  阅读动机和智能手机阅读的人口学变量差异分析（M±SD）

数字阅读动机

纸质阅读动机

智能手机阅读行为

3.20±0.59

3.28±0.64

15.07±4.07

3.19±0.66

3.31±0.62

14.29±4.10

3.18±0.61

3.24±0.62

14.58±4.10

3.10±0.64

3.13±0.62

14.13±4.14

3.13±0.58

3.13±0.63

14.94±4.13

3.14±0.62

3.19±0.65

14.69±4.15

1.84

2.86**

2.68**

 1.01

 3.34**

-1.83

0.66

0.98

-0.32

性  别
t

女（n=303） 男（n=248）

年  级
t

高一（n=251） 高二（n=300）

城  乡
t

城镇（n=226）农村（n=325）

注：**表示p < 0.01

表2  阅读动机、智能手机阅读行为和阅读水平的相关系数

纸质阅读动机

智能手机阅读行为

阅读理解分数

0.143**

0.339***

-0.062

数字阅读动机

0.053

0.459***

纸质阅读动机

-0.024

智能手机阅读行为

注：**表示p < 0.01，***p < 0.001

表2显示，被试群体数字阅读动机与纸质阅读动

机、智能手机阅读行为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纸质阅

读动机和阅读理解分数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

数字阅读动机、智能手机阅读行为和阅读理解分数间

不存在直接的相关关系。但同时应该注意到，数字阅读

动机和纸质阅读动机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其和阅读理

解分数的关系可能由于个体同时存在纸质阅读动机的

作用而被掩盖。因此，在下一步的分析中，我们将同时

纳入两种动机来预测阅读理解分数。

3.2.2  阅读动机、智能手机阅读行为预测阅读水平

的路径分析模型

根据前人研究结果，我们假设数字阅读动机预测

纸质阅读动机和智能手机阅读行为，两种阅读动机均

预测阅读理解分数，构建路径分析并采用AMOS结构

方程模型软件对假设模型进行验证，结果见图1。

0.48***

0.34***

-0.13***
 0.14***

-0.01

图1  阅读动机、智能手机阅读行为预测阅读水平的验证模型

注：图中实线表示显著，虚线表示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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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就年级而言，本研究发现，高一年级学生纸质阅读

动机显著高于二年级，数字阅读动机和智能手机阅读行

为不存在显著的年级差异。有研究指出，随着学生进入

更高年级，传统阅读动机显示出下降的趋势[17]，本研究

重复了这一结果，同时发现年级因素未对15~17岁年龄段

学生的数字阅读动机产生影响。另外，来自城乡的学生

在阅读动机和智能手机阅读行为上均不存在显著差异。

这两方面间接表明，“数字原住民”似乎完全对数字阅

读习以为常，而纸质阅读动机则需要进行强化培养。

本研究发现，数字阅读动机可直接正向显著预测

纸质阅读动机，说明数字阅读动机和纸质阅读动机存

在正向联系，这意味激发与培养个体的数字阅读动机

会对纸质阅读动机有一定程度的帮助。然而，更重要的

发现是，数字阅读动机导致智能手机阅读增加，同时会

给阅读理解水平带来负面影响，这的确证实了人们的担

忧。国内很多研究提到目前个体的数字阅读多是“浅阅

读”，不利于阅读理解能力的发展[34]。研究者认为，网

络数字阅读需要消耗的认知资源比纸质阅读更多，网

络读者更倾向于读浅显、简短的文字，快速浏览成了网

络阅读的主要形态。长期的网络阅读行为将我们的“阅

读大脑”塑造成了“数字大脑”以适应快速的信息加

工行为[35]，这可能有损传统纸质阅读能力。另外，本研

究没有发现智能手机阅读与阅读理解分数间的负向关

系，这可能跟高中生群体手机使用受限有关，很多学校

明文规定高中生在校期间禁止使用手机，进一步的研

究可将对象年龄扩展至更广泛的范围。

研究总体表明，纸质阅读动机对阅读理解分数具

有显著的直接正向预测作用，是抵偿数字阅读动机与

阅读理解间负向联系的重要中介变量。幸运的是，家庭

和学校自孩子幼儿时期所激发、培养的纸质阅读动机一

直发挥着作用，这很好地抵偿了数字阅读动机的负面

影响。有研究表明，阅读偏好与阅读行为常常相悖，很

多受访者虽然在数字媒体上花费时间，阅读偏好却更

倾向于纸质媒体，绝大多数学生认为如果免费提供纸

质读物，他们更喜欢纸质阅读[16]。实际上，两种阅读媒

介在青少年的学习生活中都必不可少，但纸质阅读比电

子阅读更适合学习类阅读[36]。

5  建议

青少年数字阅读动机对纸质阅读动机和智能手机

阅读行为存在正向影响，对阅读水平却存在直接负向

影响，但此负向影响被纸质阅读动机的正向影响所抵

偿。因此，在当前现实情况下，在青少年中进行阅读推

广，需要继续培养、坚持和强化纸质阅读动机，以宣传

和提供纸质阅读为主，适当控制数字阅读，其原因在于

使用数字设备进行阅读活动更容易分心进行游戏、聊天

和其他休闲娱乐行为。

5.1  促进数字阅读动机向纸质阅读动机转化

“在学校看来，智能手机阅读和纸质阅读各有长

处，但如何引导学生可能需要克服的东西比较多。从

目前来看，学生可能更多地依赖智能手机阅读，这一

点不是我们希望的，我们希望把他们拉到传统阅读上

来，然后思考如何慢慢地利用这样手段（智能手机阅

读）”[13]。因此，在阅读推广中，需注意促进青少年数字

阅读动机向纸质阅读动机的转化。

根据动机的转化理论，阅读动机之间既可能存在

相互联系，也可能存在相互冲突。前者以满足社交和休

闲为主的动机，后者以满足休闲和学习为主的动机。内

部动机和外部动机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相互转化。青少

年的数字阅读主要以满足社交、休闲、信息需要等动机

为支撑，纸质阅读以兴趣、学业、知识等动机为支撑，

所以在阅读推广中，我们需要创造条件，将数字阅读动

机与纸质阅读动机建立起紧密联系，以化解二者的冲

突。一方面，因势利导，教会学生对信息资源进行甄别

和筛选，分析数字阅读的利弊，家校合作适当控制数字

设备使用时间，培养自控力，采取措施鼓励以信息资源

搜索为主的数字设备利用，避免漫无目的的网上冲浪和

打发时间成为习惯；另一方面，宣管结合，宣传一种“搜

索信息用设备，享受阅读靠书本”的理念，造就学校和

家庭的书香文化，班级鼓励学生搜集各有兴趣的阅读

题材、名录，统一购置纸质图书和杂志，在班级内借阅

互换阅读，鼓励制订阅读计划和任务等。这样既可以

表3  路径模型验证拟合指数

拟合指数 0.014 1.0001.000 < 0.0010.906 0.0021.000

RMSEANFIp SRMRGFI CFIχ2/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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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青少年的纸质阅读动机，也可以利用其对数字媒

介的兴趣进行纸质阅读的引导。

5.2  引导数字资源向纸质资源拓展

青少年群体，尤其是中学生，因学习和作业任务重，

课外时间有限，期望课外阅读占用过多的休闲时间是不

现实的。调查表明，超过80%中小学生有过数字阅读经

历，并且倾向于15分钟以内或15~30分钟的短时段数字

阅读[13]。网络数字资源获取便捷、内容广泛、可选择性

强，对学生课外浏览阅读而言具有独特的优势，但缺点

是“沉浸感”不足，也容易带来思维惰性。因此可采取一

定措施促进数字阅读和纸质阅读的优势互补。

一方面，自主阅读与指导阅读相结合，学校和家庭

在给予学生一定数字阅读自主性的同时，应有计划地将

学生感兴趣的数字资源向纸质资源拓展，如浏览式阅读

以数字资源为主，补充扩展阅读提供完整版本的丰富纸

质资源；另一方面，数字资源导引和纸质资源利用相结

合，学校图书室和公共图书馆可定期在家校平台推介图

书杂志目录和内容简介，以简略精要的形式提供数字内

容引起学生的阅读兴趣，进而寻求纸质图书阅读。

5.3  鼓励线下讨论分享向线上互动平台延伸

社会化阅读动机是青少年进行数字阅读的主要动

机之一[29,37]。使用手机即时通信APP功能的青少年占青

少年网民比例的90.9%[2]，可想而知访问微信朋友圈、

QQ空间等社交站点浏览好友的帖子或转发信息和评论

等已成为青少年网络社交中的惯常行为。因此，在阅读

推广中，可以利用青少年的社会性动机，将其和纸质阅

读相结合。

青少年的课外阅读一般建立在个别化基础上，阅

读中的所思所感、问题和疑惑并不能随时随地与同伴

进行交流。一般而言，只有意趣相投的伙伴在阅读了同

样的内容后，可能在线下（如课间）相互讨论，这样就会

使阅读交流、思考受限。因此，我们可以考虑建立以班

级或年级为单位的“社会性阅读平台”[38]，教师和家长

可以加入到平台中，由大家共同商定推荐的阅读书目，

布置阅读任务，在阅读过程中或者阅读后，读者可随时

在平台上发布问题，发表感想，参与讨论等活动，这样

既利用了学生的社会性动机，又满足了支持学生纸质阅

读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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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view of whether the increase of the digital reading exposure rate of teenagers will lead to the weakening of paper reading motivation and 
the decline of reading level, combined with the existing theoretical result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mprehensive effect of teenagers’ digital/paper reading 
motivation and mobile phone reading behavior on reading level, and hypothes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se variables.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among 551 high school students aged 15-17 about their digital reading motivation, paper reading motivation and mobile reading. The reading 
comprehension level was also measured. The data were conducted to correlation and path analysis by SPSS and AMOS. The results show that digital 
reading motivation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paper reading motivation and mobile reading behavior, but has a direct negative effect on reading level, which is 
offset by the positive effect of paper reading motivation. The promotion suggestion of reading among teenagers is following: to promote the conversion of 
digital reading motivation to paper reading motivation, guide the essential digital resources to fully paper resources and encourage the extension of offline 
discussion and sharing to online interactive platf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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