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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课外阅读状况的调查与分析

苗剑英

（河北联合大学轻工学院， 河北 唐山 063000）

摘 要： 通过调查问卷的方式， 采用随机和分层抽样在我院进行大学生阅读状况的调查， 并采用描述统计、 假设检

验、 方差分析等统计方法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以期指导大学生从自身做起培养良好的阅读习惯， 打造大

学图书馆， 在整个校园创造阅读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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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through questionnaire's way, uses stochastic and the stratified sampling carries on the university student

in Tangshan each big university to read the condition the investigation, and uses statistical methods and so on de-

scription statistics, supposition examination, variance analysis to carry on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to the data, With a

view to guide students starts from oneself develop good reading habits, make the university library and in the whole

campus create reading atmosp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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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调查目的

众所周知， 一个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 仅局限

于课本知识的学习是远远不够的。 因此， 想要提高

学生的素养、 拓展知识面， 就应该了解其在课外阅

读方面的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针对学生课外阅读情

况， 探索如何指导学生进行课外阅读的方法， 从而

提出合理化建议， 有针对性的给予指导和帮助， 使

学生对课外阅读产生兴趣， 养成课外阅读的习惯，

从中获取知识， 受到熏陶。

2 数据分析

对于大学生来讲， 阅读的意义不仅限于乐趣，

还有知识的获得， 自我的提升， 对世界的了解， 以

及个性的塑造。 鉴于此， 笔者对我院 1 446 名大学

生进行了问卷调查， 收到有效问卷 1 440 份， 并从

不同角度对调查数据进行描述统计、 假设检验、 方

差分析等统计， 笔者对得到的结果及启示给出一些

建议。

2.1 阅读状况初步调查

2.1.1 阅读时间调查分析

大学生课外阅读时间 （见表 1） 是初步的调查，

通过对样本数据的分析， 可以让我们从总体上对当

代大学生课外阅读时间的长短有一个初步了解， 而

后为进一步分析做准备 （见图 1）。
对样本数据进行处理得样本均值 U=1.7013 样本

标准差 S=1.3， 置 信 水 平 a=0.05， 所 以 总 体 均 值 的

置 信 区 间 为 （ ） ， 对

总体均值进行区间估计， 得到其值为 （1.4889667，
1.9136333） 所以我们有 95%的把握保证学生的课外

阅读时间在 1.4889667—1.9136333 之间。 这说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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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学生每天都会抽出一部分时间进行课外阅读。

以上分析只能反映总体的平均阅读时间， 为了

详细了解不同样本之间差别， 下面我们进一步对影

响阅读时间均值的各个因素 （性别、 年级） （见表

2） 进行双因素方差分析 （见表 3、 表 4）， 具体过程

如下：

建立假设：

对于因素 A：
H0： 1= 2 性别对课外阅读时间均值无影响。

H1： 1≠ 2， 性别对课外阅读时间均值有影响。

对于因素 B：
H0： = 2= 3= 4， 年级对课外阅读时间均值无影

响。

H1： 1， 2， 3， 4， 不全相等， 年级对课外阅

读时间均值有影响。

由表 可 知， 对 于 因 素 A， 因 为： FA<Fcrit， 故

接受原假设， 说明性别对阅读时间没有显著影响；

对于因素 B， 因为： FB<Fcrit， 故接受原假设， 说明

年级对阅读时间没有显著影响。

2.1.2 阅读费用调查分析

运用描述统计学， 从表 5 中可以看出， 阅读费

用占生活费支出在 5%以下的占比较优势， 从侧面

可以反映大学生除了去图书馆阅读外， 用于阅读的

支出很少。

下面我们就支出占 5%以下的部分， 运用假设

检验来考察性别因素对其是否有影响。

取显著性水平α=0.1
设 π1= 女生中阅读费用占生活费 5%以 下 的 比

例

设 π2= 男生中阅读费用占生活费 5%以 下 的 比

例

根据题意提出原假设和备择假设

H0： π1 — π2≥0
H1： π1— π2＜0
计算统计量为 Z=-1.59952
查表得 - Z0.1=-1.285
Z<- Z0.1， 所以拒绝原假设， 样本提供的证据支

持我们的想法。 男生阅读方面花费少的人数显著高

于女生。

综合以上阅读时间和阅读费用分析两方面， 可

以从表面数据看出大学生的课外阅读生活还不够充

足， 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下面我们将进一步从影响

表 1 阅读时间调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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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性别、 年级对阅读时间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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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计算方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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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双因素方差分析表

表 5 阅读费用占生活费用支出比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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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大学生阅读主要途径分析

因素来分析。

2.2 影响大学生课外阅读因素分析

2.2.1 阅读偏好分析

阅读偏好是影响大学生阅读的重要因素， 笔者

在设计文件时选取了不同方面的书籍供选择， 经过

数据的整理分析， 各方面所占比例如饼图 2 所示。

图 2 大学生阅读偏好饼图

大学生阅读各类图书所占比例相比来看没有绝

对占优势的类别， 文学名著、 通俗小说、 社会科学、

历史传记相对较多并且比例几乎近似。 笔者认为，

大学生阅读范围广泛是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 基于

这一推想， 大学生阅读范围广泛可能是由于兴趣广

泛所致， 反过来推想也可能是由于大学生读书针对

性较差、 盲目阅读， 亟需引导。

2.2.2 阅读途径分析

大学生的阅读途径是多渠道的， 一方面， 阅读

方式影响着阅读途径的选择； 另外， 一个设施健全、

藏书种类齐全的图书馆也是大学生有利阅读途径的

最佳选择； 再次， 发达的网络环境也为大学生提供

了另一种颇具影响力的阅读途径———电子阅读。

为了统计哪种阅读途径最受大学生欢迎， 笔者

设计了购买、 到图书馆阅读、 网上阅读等六个选项

（见图 3）， 从统计结果看， 到图书馆阅读和网上阅

读占绝对比例， 因此运用假设检验进一步考证！

设： π1= 到图书馆借阅的比例； π2= 网上浏览的

比例

依据资料提出的原假设和备择假设分别为：

H0： π1—π2≥0
H1： π1 —π2＜0
经计算， 检验统计量 -z0.05=-1.645
由于 z=-5.633< -z0.05=-1.645， 所以拒绝原假 设，

样本提供的证据是支持本次调查结果的， 进图书馆

阅读是最广泛的阅读方式。

2.2.3 阅读目的分析

人生目的对人生有导向作用， 同样阅读目的也

对课外阅读有一定的支持作用。

通 过 直 方 图 （见 图 4） 可 以 看 出， 开 阔 视 野，

提高修养及学习需要所占比例较大， 只有很少部分

是为了满足家长以及学校需要， 说明大多数人的阅

读目的是正确的， 对课外阅读有很好的促进作用。

图 4 阅读的主要目的的频数分布直方图

2.3 大学生阅读图书少的原因分析

图书作为财富的象征， 宝贵得很， 但我们发现

越来越多的人看淡了书籍对我们的影响， 读书越来

越少了， 以下是我们对其原因的调查 （见图 5）。

图 5 阅读图书少的原因分布直方图

没 有 时 间 看 书 占 28.87% ， 缺 少 读 书 氛 围 占

30.41%， 所以笔者初步认为， 缺少读书氛围所占的

比例显著高于没有时间看书所占的比例。 取显著水

设平 α=0.05， 检验样本提供的数据是否 支 持 我 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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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看法。

设 π1= 没有时间看书所占的比例

π2= 缺少读书氛围所占的比例

依题意提原假设和备择假设为：

H0： π1—π2≥0 π1 —π2＜0
计算检验统计量为：

-Z=-5.31768
由于 -Z=-5.31768＜-Z0.05 =-1.645， 所以拒绝原假

设， 样本数据的证据支持我们的看法。 缺少读书氛

围的比例高于没有时间看书的比例。

3 启迪

3.1 大学生自身方面

读书的好处大家都知道， 但 “知道” 和 “做到”

多读书之间还有一定差距， 从大学生自身的情况笔

者得到了启迪： 首先， 过多的社会时间和所谓的能

力锻炼把学生的心弄野了， 如果没有读书的习惯，

则一定要逐渐培养， 每天都抽出一个固定时间进行

课外阅读， 久而久之就会养成良好的读书习惯， 一

生受益。

其次， 读书环境是影响我们读书的一个原因，

但更重要的是要从自身找原因， 端正读书目的， 培

养良好的读书习惯才是提高修养学识的根本途径。

3.2 大学图书馆是大学生主要阅读途径

从阅读花费和阅读途径可以看出， 图书馆是当

代大学生阅读的主要途径， 这样不仅节省花费还可

有更多的阅读选择， 针对图书馆笔者获得的启示是：

首先， 丰富的图书资源是图书馆存在和利用的

价值所在， 根据我们对图书偏好的调查， 图书馆应

该增加文学、 社会科学和历史类的书籍供读者阅读，

并且定期对图书进行更新， 购进新的优秀作品可以

给同学们补充更多的新鲜营养。

其次， 节假日是同学们课余时间最充足的时候，

图书馆应该安排固定人员值班， 保证同学们在节假

日有书可读， 满足读者需求。

3.3 创造浓郁的阅读氛围

阅读氛围是影响阅读的最主要原因， 对于此，

笔者针对大学校园提出以下建议：

首先， 开展读书讲座， 如请一些同学喜欢的作

家， 这会对读书氛围起到很好的调动作用； 有奖读

书活动； 定期在校园网上推荐一些优秀的书籍作品。

其次， 笔者发现很多学生的课外阅读很盲目，

要么跟着兴趣走， 要么跟着考试走， 有时完全不考

虑自己的知识结构。 “偏食” 严重、 随意性较大、

阅读结构不合理。 笔者认为， 大学教师很有必要对

学生的阅读进行方向性的指导。

4 结束语

“开卷有益， 读书好处多” 这是自古以来人们的

共识， 读书涵养其性情， 高尚其情操， 健康其情绪，

成熟其性格， 培养直面人生的心态， 形成成熟的性

格。 相信通过学校、 师生的共同努力， 在实施素质

教育的今天， 大学生课外阅读将成为提高素质方面

的一把利刃， 让我们共同努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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