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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小学生课外阅读状况调查报告
杨　柳

(湖南省少年儿童图书馆　湖南长沙　410005)

〔摘　要〕　湖南省少儿图书馆联合潇湘晨报对长沙市近万名小学生进行了调查 。调查结果

显示 ,大部分小学生是喜欢课外阅读的 ,但书太贵 、没时间 、找不到感兴趣的书 、阅读功利化 、缺乏

阅读指导 、图书馆数量少等因素阻碍了他们课外阅读的开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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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调查设计和被访者基本情况
1.1　调查表内容

调查表从阅读态度、阅读状况、阅读喜好 、阅读环境、阅读困难、阅读与

公共图书馆 、阅读建议七个方面,向被访者提出了 38个调查问题。

1.2　调查表发放和被访者情况

我们在长沙市五个区选取了 17所小学 3-6年级的小学生作为

人工问卷的访问对象。调查采用被访者人工问卷自填 、网络填写和

个案访问相结合的方式。人工问卷采用课堂上独立填写 ,当场收回

的方式。这一形式确保了调查情况的独立性和真实性 ,提高了问卷

的可信度。

人工问卷共发放一万份样本 , 收回 8488份有效样本 ,收回率达

85%,调查是有效的。被访者男女比例为 52︰ 48,男生略高于女生。

被访者群体以 7岁至 12岁儿童为主 ,占总体比例的 82%, 13岁以上

(含 13岁)的仅占 1.8%。被访者所就读年级人数分布比较均匀 , 6

-3年级分别为:26.3%, 26.1%, 24.1%, 23.4%。

网络问卷有两种 ,一种是针对小学生家长,调查其辅导孩子进行

课外阅读的情况 ,参与者 140人;另一种是针对所有公众 ,任何人都

可以作答 ,调查其对 “少儿阅读功利化 ”的情况 ,参与者 232人。

本次调查结果采用 SPSS专业统计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 ,并请

专业人员录入 ,保证了数据的准确性 、可靠性和权威性。

2　小学生课外阅读的态度与目的

2.1　阅读态度

从调查结果上看 ,喜欢进行课外阅读的人占 63.9%, “一般 ”占

29.8%, “不喜欢”占 1.3%, “说不清 ”占 3.8%。由此可见 , 小学生

是喜爱阅读的。从性别上来看 ,女生比男生更喜欢阅读, 喜欢阅读的

女生比例比男生比例高出 16.5个百分点。从不同年级上看 ,五年级

喜欢阅读的比例最高为 67.1%,三年级最低为 62.1%, “不喜欢 ”和

“说不清 ”的三年级比例最高为 7.4%。

调查显示 ,随着年级的增高, 喜爱阅读的比例也加大。 然而 ,到

了六年级 “喜欢 ”的比例有所下降 , “一般 ”和 “说不清 ”比例上升。根

据这一情况 ,访问员访问了部分六年级的同学,并结合本次调查的其

他数据分析 ,得出的结论是六年级面临升学的压力 ,部分家长和老师

要求学生减少课外阅读 ,所以 “喜欢 ”的比例就略为下降。

从调查结果上看 ,有 2 /3的被访者认为课外阅读是他们最喜欢

的课余活动 ,其次是体育活动 、看电视 、上网 、文艺活动等(图 1)。从

性别上看 , 课余喜欢体育活动和上网的男生多于女生 ,喜欢阅读 、看

电视和文艺活动的女生多于男生。 72.2%的女生最喜欢的课余活动

是阅读 ,而只有 56.9%的男生把阅读视为最爱。从年级上看 ,四年级

开始阅读才成为课余活动的第一爱好。文艺活动从四年级开始都在

最后 ,其他略有变化。

图 1　最喜欢的课余活动

2.2　阅读目的

在被访者中 , 61%的人认为课外阅读的主要目的是满足个人兴

趣 ,其他目的占 39%(图 2)。还发现以满足个人兴趣为目的的比例

随着年级的增高而增大 , 3-6年级依次为 46.6%、 58.5%、 66.1%和

72%。以提高学习成绩为目的的比例则与之相反。 3-6年级依次

为 42.2%、32.7%、 26.8%和 19.1%。

图 2　课外阅读的目的

3　课外阅读状况

3.1　阅读时间

每天进行课外阅读的人数占到了 74.5%, 女生比男生高出

10%。从每周阅读的时间上看 , 1小时的比例最高 , 3至 5小时的比

例最低(图 3)。小学生寒暑假 ,最喜欢的是旅游 ,其次是课外阅读 ,

最不喜欢的是补习。

图 3　每周阅读时间

3.2　阅读图书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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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课外阅读的书籍主要是父母或自己从书店购买 , 比例高

达 75.8%,第二是公共图书馆借阅占 6.6%,第三是同学和朋友借阅

占 6.1%,第四是学校图书馆借阅占 5.3%,第五是网上阅读浏览占

3%,最少是班上图书角借阅占 2.2%。

3.3　阅读载体

大多数被访者是通过图书进行课外阅读 ,阅读图书的比例高达

73%,其次是期刊 、报纸 、网络(图 4)。从性别上看 ,女生阅读图书的

比例高于男生 ,男生阅读期刊 、报纸 、网络的比例高于女生。 从年级

上看 ,随着年级的增高 ,阅读图书的比例下降 ,而阅读期刊 、报纸 、网

络的比例则增高。

图 4　阅读载体

3.4　阅读的数量

从调查结果上看 , 每学期阅读 5本以上图书的比例高达 62%

(图 5)。从性别上看 , 女生阅读 5本以上的比例高于男生。 从年级

上看 ,高年级(五 、六年级)比低年级(三 、四年级)阅读量大。

在对自己读书数量评价时 , 认为 “比较多 ”的比例为第一, “一

般 ”为第二 , “很多 ”则为第三 , “比较少 ”为第四, 最后的是 “很少 ”。

男生对自己读书数量评价为 “一般 ”的比例为第一 , 其次是 “比较

多 ”;女生评价为 “比较多 ”的比例为第一 ,其次是 “一般 ”。

图 5　阅读的数量

4　阅读的喜好

4.1　最喜欢的读物类型

从调查结果上看 , 童话是小学生最喜欢的读物类型 , 其次是动

漫。相比之下 ,喜欢教辅类读物的比例仅为 11.9%(图 6)。女生最

喜欢的读物类型是童话 ,男生最喜欢的读物类型是动漫。 3-5年级

最喜欢的读物类型是童话 ,六年级的是科幻。

图 6　最喜欢的读物类型

4.2　最喜欢的作家

在调查中 ,让被访者分别写出最喜欢的 3位中国作家和 3位外

国作家。统计结果显示 ,得票数较为集中的中国作家有 72位 ,外国

作家有 65位。中国作家中得票率最高的前 3位是老舍 、巴金 、冰心。

在前 20位中国作家中,古典作家 6位 ,老一辈著名文学家 5位 ,当今

一线儿童文学作家 6位 ,漫画作家 1位 ,台湾作家 1位。其中 ,并没

有青春文学作家 ,郭敬明排在 26位。外国作家得票率最高的前 3位

是安徒生 、列夫·托尔斯泰 、雨果 ,在前 20位外国作家中 ,当今一线

作家仅 3位 ,分别是排在第 7位的《哈利·波特 》作者英国作家 J· K

·罗琳 ,排在第 9位的《哆啦 A梦 》作者日本动漫作家藤子不二雄 ,

排在第 17位的《冒险小虎队 》作者奥地利作家托马斯·布热齐纳。

在前 20位中 ,列宁排第 15位。如将中国作家和外国作家按得票数

混合排名 ,排在前 3位的是安徒生 、列夫 ·托尔斯泰 、老舍。 在排名

前 20位的作家中(图 10),中国作家占据 12位 ,外国作家占 8位。杨

红樱排在 J· K·罗琳前一位。在将中国作家的前 10名与外国作家

的前 10名得票数对比时 ,发现仅有 3名外国作家得票数少于中国作

家 ,前 6名外国作家得票数都大大高于中国作家。从中国作家和外

国作家的前 20位排名中 ,我们可以发现有很多位是小学教材中课文

的作者。

图 7　最喜欢的中外作家前 20综合排名

4.3　最喜欢的书

被访者最喜欢的书中 ,得票数较集中的中国图书 125种 ,外国图

书 52种。中国图书前 3位是《西游记 》、《三国演义 》、《水浒 》, 《红楼

梦 》排在第 4位。在前 20名中 ,杨红樱所著的图书有 3种。 外国图

书前 3位是《安徒生童话 》、《格林童话 》、《多啦 A梦 》 ,在前 20名中,

有六种动漫书 ,如将中国图书和外国图书按得票数排列 , 前 3位是

《西游记 》《安徒生童话 》、《三国演义》、,在前 20名中(图 8),外国图

书占 13种 ,中国图书 7种;当代儿童图书中 , 外国图书占 2种 ,中国

图书占 1种;在 3种动漫图书中 ,中国图书《阿衰 》占得了一席之地。

在中国图书得票数排行中有 5种期刊进入了前 20位 ,它们分别

是排在第 6位的《儿童文学 》、排在第 10位的《我们爱科学 》、排在第

14位的《童话 》、排在第 18位的 《小哥白尼 》、排在第 20位的 《小溪

流 》。

图 8　最喜欢的中外图书前 20排名

5　课外阅读环境

(1)阅读地点。被访者中有 62.1%的认为家中是最好的阅读地点 ,

其次是图书馆 ,但仅占 20.7%,与在家中的比例相差甚远 ,并且其选

择无性别 、年级差异。 (2)学校对阅读的要求。绝大部分学校都对阅

读有要求。随着年级的增高 ,学校对阅读的要求略有降低。 (3)家庭

藏书状况。被访者中有 1 /3家庭藏书 100册以上 , 20%家庭藏书 50

-100本 , 26%的家庭藏书 10-50本, 12%的家庭藏书为 10本以下 ,

家庭没有藏书占到了 7.4%。 (4)能否容易得到想阅读的书。从调

查结果上看 ,容易得到自己想要阅读的书的被访者约占一半多一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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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约一半不太容易得到自己想要阅读的书。 (5)影响阅读的人。近

半数的被访者认为父母或亲戚是影响他们阅读最多的人 , 其次有四

分之一的认为是同学 、朋友或邻居占 1 /4,接着是老师和图书馆馆

员。 (6)了解新书的主要途径。被访者了解新书的主要途径主要是

书店和图书馆 ,其次是亲友和广告。 (7)喜欢参加的读书活动。从调

查结果上看 ,被访者有 60%的喜欢参加新书推荐的读书活动 , 22%喜

欢参加读书竞赛 , 19%喜欢参加主题读书会 , 18%喜欢参加读书论

坛 , 16%喜欢参加读书讲座。

6　课外阅读的主要困难
从调查结果上看 ,课外阅读最大的困难是 “书太贵 ”与 “没时间 ”

(各占 25%),其次是 “找不到感兴趣的书 ”(占 24%),不会选择书占

15%,无法从图书馆借阅占 11%。从性别上看 ,男生最大的困难是

“找不到感兴趣的书 ”,女生最大的困难是 “书太贵 ”。 从年级上看 , 3

-5年级最大的困难是 “书太贵 ” ,而 6年级则为 “没时间 ”。

在调查被访者阅读是否需要指导时 ,认为 “不需要 ”的比例高达

50%。无论是从性别上来看 ,还是从年级上看 , “不需要 ”都排在首

位 , “非常需要 ”(占 4%)都排在最后。一般而言 ,小学生在阅读中是

非常需要指导的。为什么调查结果恰好相反呢 ? 真是不需要指导

吗 ? 我们结合个案访问分析和网络 “少儿阅读功利化 ”专项调查 ,得

知了原因。在个案访问中 ,我们了解到不少家长在指导孩子进行课

外阅读时 ,总是抱着为提高学习成绩的目的 ,要求孩子们多看有利于

学习的作文书或教辅书。但孩子们渴望自由阅读和快乐阅读 ,他们

课外阅读主要受个人兴趣影响。他们喜欢阅读的书籍是童话 、动漫 、

科幻 、侦探。所谓 “不需要 ”指导就是孩子担心家长 、社会要求他们

去看他们不喜欢的课外图书 , 他们不想让功利化阅读的目的冲淡他

们心灵的愉悦。这一点也在 “课外阅读功利化是谁造成的 ”网络调

查中得到了证实 ,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父母(占 43%)和社会(占

30%)是造成课外阅读功利化的主要原因。

从调查数据上看 ,有 68%的被访者在进行课外阅读时没有教师

或家长指导。这里所说的课外阅读更多的是兴趣阅读 ,而不是为学

习成绩的阅读。这也反映了部分家长和教师没有充分认识到愉悦的

课外阅读能促进孩子心灵 、精神 、身体上各方面能力成长的重要性。

所以他们没有和孩子们一起去悦读 ,没有去引导孩子们悦读。

7　课外阅读与公共图书馆
从调查结果看 ,在课外阅读图书的来源中,公共图书馆借阅排在

第二位;除家中阅读外 ,图书馆是最好的阅读地点;有 10%的被访者

认为图书馆员是影响他们阅读最大的人;被访者认为图书馆是了解

新书最主要的途径;有 75%的被访者去过图书馆。从以上数据可以

清楚地看到公共图书馆在小学生课外阅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

但被访者认为公共图书馆远远无法满足他们课外阅读的需要。从调

查结果上看 ,有 62.3%的人认为他们周围公共图书馆缺少。目前 ,长

沙市市区有 8个公共图书馆 ,市馆在新建中 , 5个区馆刚刚建立 ,几乎

没有社区图书馆 ,仅有省图书馆和省少儿图书馆规模略大一点 ,但两

家省级馆与全国其他省级馆比较 ,规模上尚有差距。

由于公共图书馆数量少 ,规模不大 ,辐射面小 ,所以在调查被访

者是否经常去图书馆看书或借书时 , “不经常去 ”的为最多 , 占到了

31.2%, “经常去 ”的最少仅占 22%。

在调查中 ,对课外阅读建议的有 4468人 ,占总数 52.6%,总共提

出了 5262条建议 ,我们将建议主要归纳为 10个方面, 即:多购书 、改

进图书馆服务 、多给课外阅读时间 、学校建图书馆 、多建公共图书馆 、

自主阅读 、父母多买书 、多帮助孩子阅读 、多开展读书活动。

8　思考与启示

8.1　悦读是小学生的渴望

有 64.4%的小学生喜欢阅读 ,有 63.9%的小学生认为课外阅读

是他们最喜欢的课余活动 ,有 61%的小学生认为课外阅读纯粹是个

人兴趣所致。这三项数据表明大多数小学生在成长过程中对阅读有

一种本能的渴望 ,表明阅读对他们有着挡不住的诱惑和力量 ,表明他

们希望在课外阅读中追求快乐。他们喜欢童话 、动漫 、侦探 、科幻图

书 ,从阅读中获得心灵的愉悦。这样的阅读是和孩子们追求快乐的

天性相吻合的。所以我们的家庭 、学校 、图书馆 、出版社 , 不论是阅读

指导和服务 ,还是阅读产品都要为孩子们创造一个阅读的环境 ,提供

悦读的条件。

8.2　课外阅读爱你不容易

尽管大多数小学生喜欢阅读 , 但在调查中发现还有一些错误的

认识和困难阻碍着课外阅读 ,使爱阅读成了一件不容易的事。

阅读功利化的思想不利于孩子们的成长 ,阅读的坦然和轻松被

功名驱动力代替 ,自在轻松和阅读悠闲被苦闷取代。他们逐渐地丧

失了对阅读的兴趣 , “喜欢 ”转变成了 “厌烦 ”, 严重违背了孩子们追

求快乐的天性。这样 ,他们有可能会去寻找其他方式 ,如电子游戏等

来追求快乐。

沉重的课业负担 、频繁的考试竞争 、名目繁多的补习占据了小学

生们的绝大部分时间 ,特别是高年级的同学还面临升学的压力。他

们没有时间去阅读 ,没有时间去图书馆 , 慢慢地失去了阅读的兴趣 ,

阅读能力的培养和提高受到严重的阻碍。

书太贵 、近 20%的家庭藏书仅 10本以下和没有 、图书馆藏书量

不大等因素严重影响了课外阅读的开展 , 使喜欢阅读的孩子没有更

多 、更好的书阅读 ,即使爱阅读也无法进行阅读。

8.3　缺乏阅读指导

有 68%的小学生课外阅读时 ,没有家长和教师的指导 ,有 50.2%

的认为父母 、家人最能帮助他们解决阅读中的问题。这两组数据既

反映了阅读指导的缺乏 ,又反映了阅读指导的必要性。对儿童阅读

的指导不但是家庭 、学校的职责 , 也是图书馆的职责。有 10%的小

学生认为图书馆馆员是影响他们阅读最大的人。

8.4　课外阅读需要图书馆服务

调查显示 ,图书馆在课外阅读图书来源中位于第二 、在阅读主要

地点中也位于第二 ,图书馆对课外阅读有较大的帮助。但长沙市的

图书馆远远不能满足小学生课外阅读的需要。他们的建议是图书馆

多购书 、多建图书馆 、多举行读书活动 、改善图书馆馆员的服务态度。

这些建议既反映了对图书馆的需要 ,又给图书馆工作指明了方向。

ReportonExtracurricularReadingofthePrimary-schoolPupilsinChangsha

YangLiu

(HunanChildrenLibrary)
〔Abstract〕　HunanChildrenLibraryandXiaoxiangChenbaocarriedoutasurveytoapproaching10, 000primaryschoolpu-

pils.Thesurveyrevealedthatmostofthepupilslikeextracurricularreadingbutsomefactorshinderthedevelopmentofpupils'ex-

tracurricularreadingsuchashighbookprices, notimetoread, can'tfindthebookofinterest, theutilitarianismofreading, lack

ofreadingguidance, asmallnumberoflibraries, etc.
〔作者简介〕　杨柳 ,湖南省少年儿童图书馆副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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