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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目的 / 意义]阅读是一种社会活动，在社会学理论框架下对农村成年居民的阅读需求进行分析，

不仅能了解不同的社会人群阅读需求的差异，还能理清社会学因素与农村居民阅读需求的相互影响关系。

[方法 /过程]文章面向广东省三镇的农村居民，通过问卷调查，运用统计学方法分析社会学因素中的个人、

家庭、社会中的某些因素对农村成年居民阅读需求的影响，并据此提出满足农村居民阅读需求的策略。[结

果 / 结论]认为应该从优化资源结构、保障居家阅读、提升家庭阅读氛围，完善农家书屋的建设 4 个方面改

进服务质量，优化农家书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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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pose/Significance] Reading is a social activity. Under the framework of the sociological theory, the

analysis of the reading needs of rural adult residents can not only understand the differences in reading needs of dif-

ferent social groups, but also clarify how sociological factors affect rural residents' reading needs. [Methods/Process]

This article is aimed at rural residents in three towns in Guangdong Province. Through questionnaire surveys, sta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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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随着现代信息载体和传播技术的发展袁 文化生产

与消费的主导权逐渐由供给侧转向消费侧袁 文化资源

配置模式也由 野政府主导 - 集中决策冶 模式逐渐转向

野需求导向 - 分散决策冶 模式[1]遥 李慧等通过对吉林大

学的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发现绝大多数 渊92.17%冤 的

被调查者选择因 野个人兴趣和需求冶 进行阅读[2]遥 因

此袁 提升农村居民的阅读水平要从满足农村居民需求

的设计出发袁 解决供需脱节的问题遥 虽然有些学者通

过问卷调查对农村居民的阅读需求进行了研究[3-6]袁 并

据此提出促进农村居民阅读的策略遥 但细读这些文献

发现袁 这类研究主要侧重于阅读信息需求类型的调查袁
以社会学角度进行的实证研究较少袁 也没有使用相对

科学的统计学方法袁 导致不同社会人群的阅读需求并

不能在统计学范畴内有效区分遥
农村居民进行阅读的行为过程是一种社会活动袁

不同的社会人群袁 阅读的需求有所不同袁 阅读的行为

也有所不同遥 对农村成年居民的阅读需求进行社会学

研究袁 可为农村居民阅读的实证研究提供一个新的研

究方向遥 社会学是研究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发

展规律袁 是通过人们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来研究社

会的结构和功能尧 发生和发展规律的一门综合性的具

体社会科学[7]遥 社会研究是一种以经验的方式袁 对社会

世界中人们的行为尧 态度尧 关系袁 以及由此所形成的

各种社会现象尧 社会产物所进行的科学的探究活动[8]遥
农村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形成的社区类型袁 了解农村社

区一直是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9]遥 社会既包括整

体社会袁 也包括局部社会袁 即社会的某个方面尧 某个

领域尧 某个层次[10]袁 阅读活动就是人类社会化表现的

一个方面遥 黄晓新在对阅读行为开展社会学研究的必

要性论述中表示袁 中国的阅读已经社会化袁 读者阅读

行为具有社会性[11]遥 阅读需要与读者的社会存在和社

会实践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袁 即每个读者的阅读需要

都受其所处的社会地位尧 职业尧 文化水准尧 年龄尧 性

别等不同程度的影响和制约[12]遥 因此袁 在社会学视角

下对农村居民阅读需求进行研究袁 有助于了解农村居

民的社会学属性对阅读需求尧 对农家书屋服务需求的

影响袁 对不同社会学属性的农村居民的阅读需求加以

区分袁 为推动农村居民阅读活动的有效开展提供实证

研究支持遥 正如巴特勒所说院 野阅读是现代社会生活

的重要组成要素袁 但同样显而易见的是袁 阅读活动的

本质及其理性控制 渊Rational Control冤 内容都不是靠推

测性的思考来定义的袁 这必须作为一种社会现象通过

那些已经被充分检验过的科学的方法加以研究冶 [13]遥

2 研究方法

2.1 调查问卷设计与分析思路

由于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的社会属性差异较大袁 为

精准调研各类读者阅读需求的不同袁 本次问卷设计主

要针对农村成年居民袁 目的是获取不同社会学属性的

农村成年居民的阅读需求信息遥 在农村社会中袁 直接

影响阅读行为的社会学因素包含了 3 个方面袁 即个人尧
家庭尧 社会环境袁 因此问卷的第一部分设置为调查对

象的社会人口学特征尧 家庭藏书情况尧 居住地有无农

tical methods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such sociology factors as individual and family on the reading

needs of rural adult residents and then this paper proposed a strategy to meet the reading needs of rural residents.

[Results/Conclusions]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service quality should be improved from four aspects: optimizing the re-

source structure, ensuring family reading, enhancing family reading atmosphere, and improving the construction of

farm bookstores, and optimize farm bookstore services.

rural adult residents; reading needs; sociological research; reading promotion;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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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书屋遥 社会人口学特征包括性别尧 年龄尧 学历尧 年

收入曰 设置的 野家庭藏书情况冶 这一选项可从侧面反

映家庭阅读氛围曰 而 野居住地有无农家书屋冶 这一选

项则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社会阅读环境的不同遥 问卷的

第二部分为阅读需求和农家书屋服务需求袁 详见表 1遥
调查问卷分别经过专家咨询尧 访谈尧 预调查尧 对预调

查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后形成最终版本遥
本研究主要用卡方检验的统计学方法分析不同社

会学因素的农村成年人阅读需求的情况袁 探讨不同社

会学因素对农村成年人阅读需求的影响袁 并根据统计

结果提出阅读促进的干预对策遥
2.2 调查抽样与实施

考虑到样本数据获取的便利性和典型性袁 本次调

查选取了广东省 3 个镇 渊珠三角的汤塘镇尧 粤北的珠

玑镇尧 粤西的八甲镇冤 的农村成年居民作为调查对象袁
采取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收集数据遥 线下与村委

会合作袁 对前来村委会办事的人进行问卷调查袁 并以

自愿为原则请求其在完成纸质问卷调查的同时帮忙向

与其居住地一致的亲人尧 邻居转发电子版问卷袁 线上

采用问卷星进行数据收集遥 其中线上收集问卷 122 份袁
线下收集问卷 176 份袁 共收集问卷 303 份袁 有效问卷

269 份袁 调查问卷的有效率为 90.3%遥

3 结果与分析

本研究采用卡方检验分析不同社会学属性的农村

成年人阅读需求的几个方面是否有差异袁 在 0.05 的显

著水平下袁 运用 SPSS21.0 进行统计袁 统计结果如下遥
3.1 阅读地点分析

由表 2 可见袁 不同性别尧 年龄尧 学历尧 年收入尧
家庭藏书情况的农村居民袁 无论居住地有无农家书屋袁
其阅读地点的选择都没有统计学差异袁 >0.05袁 都更

愿意在家里阅读遥
3.2 阅读资源类型需求分析

由表 3 可见袁 农村成年居民最喜欢的阅读资源类

型是 野生活实用类冶 和 野生活保健类冶袁 这与严贝妮

等[5]的实证调查结果一致袁 认为生活养生类信息是农村

居民获取的主要信息遥
性别尧 学历尧 家庭藏书情况不同的农村成年居民

对阅读资源类型的需求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袁 <0.05遥
男性最喜欢阅读的资源类型是时事政治类袁 女性则最

喜欢阅读生活实用类资源遥 学历为大专以上的农村居

民最喜欢阅读的资源类型是时事政治类袁 学历为初中

及以下的农村居民则喜欢阅读生活实用类资源遥 家庭

藏书量大 渊50 册以上冤 的农村居民袁 最喜欢阅读的资

源类型是时事政治类遥 家庭藏书量为 0 的农村居民袁
最喜欢阅读文化娱乐类资源遥 可见家庭藏书量较少的

农村居民袁 阅读的娱乐性相对较高遥 年龄尧 年收入不

同袁 居住地是否有农家书屋的农村成年居民对阅读资

源类型的需求没有统计学差异袁 各个年龄层袁 不同年

收入的农村成年居民都偏好阅读生活实用类的资源袁

问卷组成 调查项目分类 具体调查项目 

个人 社会人口学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学历、年收入） 

家庭 家庭藏书情况 第一部分 

社会 居住地有无农家书屋 

阅读地点 

阅读类型 阅读需求 

阅读资源形式 

数字化建设需求 

第二部分 

农家书屋服务需求 

其他服务需求 

 

表 1 调查问卷项目构成

Table 1 The questionnaire i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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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年收入的农村居民还偏爱健康保健类的资源遥
3.3 阅读形式需求分析

由表 3 可见袁 37.5%的农村成年居民最喜欢的阅读

形式是 野手机阅读冶袁 另外 28.3%选择 野纸本书刊报

纸冶袁 15.6%选择 野在线听音视频文件冶袁 14.1%选择

野电脑在线阅读冶袁 只有 4.5%选择 野由他人诵读冶遥
性别尧 年龄尧 学历尧 家庭藏书情况不同袁 居住地

有无农家书屋的农村成年居民选择的阅读形式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袁 <0.05遥 女性比男性更喜欢手机阅读袁
更喜欢在线听音视频文件袁 但男性比女性更愿意阅读

纸本书刊报纸袁 更喜欢电脑在线阅读遥 18~35 岁年龄段

与大专以上学历的农村居民的阅读形式需求类似袁 这

是由于调查对象中袁 大专以上学历的人群以 18~35 岁

为主遥 这两类人都最喜欢手机阅读袁 而且喜欢纸本书

刊报纸的人数比例也远高于其他年龄段和其他学历层

次人群遥 家庭藏书量大 渊50 册以上冤 农村居民袁 更愿

意阅读纸本书刊报纸袁 约占 43%曰 而家庭藏书量为 0袁
家庭阅读环境较差的人群袁 选择 野纸本书刊报纸冶 的

比例最低袁 仅约为 15.3%遥 另外袁 居住地有农家书屋

的农村居民袁 选择 野纸本书刊报纸冶 的比例较高袁 为

39.5%遥 居住地无农家书屋的农村居民袁 选择 野纸本书

阅读地点 
农村成年居民的社会学属性 

家里 农家书屋（或农村图书馆） 工作地点（或学校） 其他公众场所 

男（n=137） 77（56.2%） 19（13.9%） 28（20.4%） 13（9.5%） 

女（n =132） 83（62.9%） 24（18.2%） 16（12.1%） 9（6.8%） 性别 

统计值及P值 X 2=4.175，P =0.194 

18~35岁（n =78） 41（52.6%） 15（19.2%） 15（19.2%） 7（9.0%） 

36~49岁（n =122） 77（63.1%） 21（17.2%） 15（12.3%） 9（7.4%） 

50岁以上（n =69） 42（60.9%） 7（10.1%） 14（20.3%） 6（8.7%） 
年龄 

统计值及P值 X 2=5.478，P =0.484 

初中及以下（n =94） 57（60.6%） 14（14.9%） 19（20.2%） 4（4.3%） 

高中或中专（n =68） 40（58.8%） 10（14.7%） 9（13.2%） 9（13.2%） 

大专及以上（n =107） 63（58.9%） 19（17.8%） 16（15.0%） 9（8.4%） 
学历 

统计值及P值 X 2=5.673，P =0.461 

1万以下（n =56） 36（64.3%） 7（12.5%） 10（17.9%） 3（5.4%） 

1-3万（n =62） 29（46.8%） 15（24.2%） 14（22.6%） 4（6.5%） 

3-5万（n =80） 51（63.8%） 12（15.0%） 7（8.8%） 10（12.5%） 

5万以上（n =71） 44（62.0%） 9（12.7%） 13（18.3%） 5（7.0%） 

年收入 

统计值及P值 X 2=13.141，P=0.156 

无（n=72） 39（54.2%） 10（13.9%） 20（27.8%） 3（4.2%） 

1~30册（n =128） 78（60.9%） 23（18.0%） 14（10.9%） 13（10.2%） 

30~50册（n =27） 16（59.3%） 5（18.5%） 3（11.1%） 3（11.1%） 

50册以上（n=42） 27（64.3%） 5（11.9%） 7（16.7%） 3（7.1%） 

家庭阅读环境 

（家庭藏书情况） 

统计值及P值 X 2=12.119，P =0.207 

有（n =124） 79（63.7%） 19（15.3%） 17（13.7%） 9（7.3%） 

无（n =145） 81（55.9%） 24（16.6%） 27（18.6%） 13（9.0%） 
社会阅读条件 

（居住地有无农家书屋） 
统计值及P值 X 2=1.979，P=0.574 

 合计（n =269） 160（59.5%） 43（16.0%） 44（16.4%） 22（8.2%） 

 

表 2 农村成年居民阅读地点分析

Table 2 Analysis of rural adult residents' reading pla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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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资源类型 
农村成年居民的社会学属性 

生活实用类 健康保健类 时事政治类 文化娱乐类 少年儿童读物 

男（n=137） 36（26.3%） 36（26.3%） 40（29.2%） 19（13.9%） 6（4.4%） 

女（n =132） 46（34.8%） 34（25.8%） 18（13.6%） 27（20.5%） 7（5.3%） 性别 

统计值及P值 X2=11.001，P=0.027 

18～35岁（n =78） 19（24.4%） 14（17.9%） 21（26.9%） 20（25.6%） 4（5.1%） 

36～49岁（n =122） 40（32.8%） 39（32.0%） 21（17.2%） 17（13.9%） 5（4.1%） 

50岁以上（n =69） 23（33.3%） 17（24.6%） 6（23.2%） 9（13.0%） 4（5.8%） 
年龄 

统计值及P值 X 2=12.053，P=0.149 

初中及以下（n =94） 31（33.0%） 26（27.7%） 11（11.7%） 16（17.0%） 10（10.6%） 

高中或中专（n =68） 23（33.8%） 22（32.4%） 15（22.1%） 7（10.3%） 1（1.5%） 

大专及以上（n =107） 28（26.2%） 22（20.6%） 32（29.9%） 23（21.5%） 2（1.9%） 
学历 

统计值及P值 X 2=24.552，P=0.002 

1万以下（n =56） 19（33.9%） 13（23.2%） 9（16.1%） 13（23.2%） 2（3.6%） 

1～3万（n =62） 18（29.0%） 17（27.4%） 10（16.1%） 12（19.4%） 5（8.1%） 

3～5万（n =80） 22（27.5%） 23（28.8%） 18（22.5%） 14（17.5%） 3（3.8%） 

5万以上（n =71） 23（32.4%） 17（23.9%） 21（29.6%） 7（9.9%） 3（4.2%） 

年收入 

统计值及P值 X2=10.298，P=0.590 

无（n =72） 19（26.4%） 12（16.7%） 12（16.7%） 21（29.2%） 8（11.1%） 

1~30册（n =128） 43（33.6%） 41（32.0%） 25（19.5%） 16（12.5%） 3（2.3%） 

30~50册（n =27） 8（29.6%） 9（33.3%） 7（25.9%） 2（7.4%） 1（3.7%） 

50册以上（n =42） 12（28.6%） 8（19.0%） 14（33.3%） 7（16.7%） 1（2.4%） 

家庭藏书情况 

统计值及P值 X 2=25.050，P=0.011 

有（n =124） 39（31.5%） 35（28.2%） 25（20.2%） 20（16.1%） 5（4.0%） 

无（n =145） 43（29.7%） 35（24.1%） 33（22.8%） 26（17.9%） 8（5.5%） 居住地有无农家书屋 

统计值及P值 X 2=1.145，P=0.887 

 合计（n=269） 82（30.5%） 70（26.0%） 58（21.6%） 46（17.1%） 13（4.8%） 

 
刊报纸冶 的比例较低袁 约为 18.6%遥 这说明农家书屋

的建立袁 可能有利于纸本书刊报纸阅读需求的提升遥
不同年收入的农村成年居民阅读形式需求差异没有统

计学意义袁 都偏好手机阅读袁 但只看纸本书刊报纸选

项会发现袁 年收入越高的农村成年居民选择纸本书看

报纸的比例越高遥
3.4 农家书屋建设需求

本次研究把农村成年居民对农家书屋的建设需求

分成了两个方面袁 一方面为对数字化农家书屋的建设

需求袁 另一方面为对农家书屋的其他功能性需求遥

3.4.1 数字化农家书屋建设需求

各国研究者都将信息通信技术 渊ICT冤 的进步视为

提高农业等领域生产力的最佳机会 [14]遥 由表 4 可见袁
数字化农家书屋建设需求调查中袁 24.5%的农村成年居

民最希望数字化的农家书屋能 野定期播放电影冶袁 23%

最希望 野能观看关于农业知识的视频冶袁 21.9%最希望

野提供电子图书借阅服务冶袁 17.1%最希望 野有电子阅览

室上网冲浪冶袁 只有 13.4%希望 野建立微信微博等社交

媒体的科普平台冶遥
有研究指出读者的性别尧 年级尧 学科尧 工作尧 地

区尧 网速尧 阅读需求等都是影响读者数字阅读行为的

表 3 农村成年居民资源类型阅读需求分析

Table 3 Analysis of rural adult residents' needs of reading resource types

单位院 个

伍 碧，王 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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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形式 
农村成年居民的社会学属性 

纸本书刊报纸 在线听音视频文件 电脑在线阅读 手机阅读 由他人诵读 

男（n=137） 42（30.7%） 14（10.2%） 26（19.0%） 47（34.3%） 8（5.8%） 

女（n =132） 34（25.8%） 28（21.2%） 12（9.1%） 54（40.9%） 4（3.0%） 性别 

统计值及P值 X 2=12.396，P=0.015 

18~35岁（n =78） 27（34.6%） 5（6.4%） 8（10.3%） 37（47.4%） 1（1.3%） 

36~49岁（n =122） 31（25.4%） 26（21.3%） 19（15.6%） 41（33.6%） 5（4.1%） 

50岁以上（n =69） 18（26.1%） 11（15.9%） 11（15.9%） 23（33.3%） 6（8.7%） 
年龄 

统计值及P值 X 2=17.903，P=0.022 

初中及以下（n =94） 17（18.1%） 25（26.6） 15（16.0%） 31（33.0%） 6（6.4%） 

高中或中专（n =68） 22（32.4%） 9（13.2%） 9（13.2%） 23（33.8%） 5（7.4%） 

大专及以上（n =107） 37（34.6%） 8（7,5%） 14（13.1%） 47（43.9%） 1（0.9%） 
学历 

统计值及P值 X 2=26.035，P=0.001 

1万以下（n =56） 11（19.6%） 12（21.4%） 7（12.5%） 25（44.6%） 1（1.8%） 

1~3万（n =62） 15（24.2%） 13（21.0%） 9（14.5%） 20（32.3%） 5（8.1%） 

3~5万（n =80） 24（30.0%） 12（15.0%） 11（13.8%） 29（36.3%） 4（5.0%） 

5万以上（n =71） 26（36.6%） 5（7.0%） 11（15.5%） 27（38.0%） 2（2.8%） 

年收入 

统计值及P值 X 2=14.672，P=0.260 

无（n=72） 11（15.3%） 12（16.7%） 14（19.4%） 30（41.7%） 5（6.9%） 

1~30册（n =128） 40（31.3%） 27（21.1%） 14（10.9%） 43（33.6%） 4（3.1%） 

30~50册（n =27） 7（25.9%） 2（7.4%） 6（22.2%） 11（40.7%） 1（3.7%） 

50册以上（n =42） 18（42.9%） 1（2.4%） 4（9.5%） 17（40.5%） 2（4.8%） 

家庭藏书情况 

统计值及P值 X 2=25.971，P=0.011 

有（n =124） 49（39.5%） 11（8.9%） 14（11.3%） 45（36.3%） 5（4.0%） 

无（n =145） 27（18.6%） 31（21.4%） 24（16.6%） 56（38.6%） 7（4.8%） 居住地有无农家书屋 

统计值及P值 X 2=18.529，P=0.001 

 合计（n =269） 76（28.3%） 42（15.6%） 38（14.1%） 101（37.5%） 12（4.5%） 

 因素 [15]遥 本次调查也发现性别尧 学历尧 年收入不同袁
居住地有无农家书屋的农村成年居民对数字化农家书

屋的需求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袁 <0.05遥 男性比女性更

希望 野能观看关于农业知识的视频冶袁 女性则更希望能

野定期播放电影冶 和 野提供电子图书借阅服务冶遥 由于

学历为大专以上农村居民大多数为 18~35 岁年龄段袁
因此两个群体对数字化农家书屋建设需求也相似袁 都

更希望能 野提供电子图书借阅服务冶遥 而 36~49 岁年龄

段和学历为高中或中专的人群更希望能 野定期播放电

影冶遥 50 岁以上年龄段以及学历为初中及以下的人群则

更希望 野观看关于农业知识的视频冶遥 年收入较低的农

村成年居民更希望农家书屋能定期播放电影袁 年收入

高 渊5 万以上冤 的农村成年居民则更希望能观看关于农

业知识的视频和提供电子图书借阅服务遥
3.4.2 农村成年居民对农家书屋的其他功能性需求

越来越多研究表明袁 近代公共图书馆的角色是开

启民智的教育机构袁 现阶段图书馆则是包含信息传播

与交流中心尧 终身教育中心尧 文化娱乐中心的多重角

色[16]遥 这一调查项目正是为探讨农家书屋的多重角色

而设袁 为多选题袁 每一项选择的比例如图 1 所示遥 由

图 1 可见袁 医疗保健科普袁 农业技术指导袁 教育资料

获取袁 政策法律法规咨询袁 提供休闲活动场所的选择

表 4 农村成年居民的阅读形式需求分析

Table 4 Analysis of rural adult residents' needs of reading media

单位院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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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均超过 30%袁 某些选项的选择比例差异并不是很

明显袁 但仔细剖析每一个选项选择的人群可以发现袁
不同社会学属性的农村居民袁 对农家书屋的其他功能

性需求差异很大遥
其中选择 野医疗保健科普冶 的人群最多袁 占调查

总人数的 42.8%袁 卡方检验结果表明袁 学历为大专以

上袁 家庭藏书量大 渊50 册以上冤 的农村居民比其他学

历层次尧 其他藏书量的农村居民更倾向于选择 野医疗

保健科普冶袁 学历为大专以上的农村居民袁 选择 野医疗

保健科普冶 的比例为 50.5% 渊 2=8.557袁 =0.014冤袁 家

庭藏书量大 渊50 册以上冤 的农村居民袁 选择 野医疗保

健科普冶 的比例为 59.5% 渊 2=15.373袁 =0.002冤遥
选择 野农业技术指导冶 的人群占调查总人数的

42.4%袁 卡方检验结果显示袁 不同社会学特征的人群这

一选项的选择比例差异几乎都没有统计学意义袁 也就

是说袁 选择这个选项的人数比例虽高袁 但社会属性区

分度不高遥 只有 野居住地有无农家书屋冶 不同的人群

此选项的选择比例有差异袁 居住地无农家书屋的农村

居民有 51.7%选择了 野农业技术指导冶袁 居住地有农家

书屋的农村居民这一比例只有 32.3%遥 也就是说袁 没

数字化农家书屋建设需求 

农村成年居民的社会学属性 有电子阅览 

室上网冲浪 

定期播放 

电影 

能观看关于农业 

知识的视频 

建立微信微博等社 

交媒体的科普平台 

提供电子图 

书借阅服务 

男（n=137） 26（19.0%） 30（21.9%） 42（30.7%） 16（11.7%） 23（16.8%） 

女（n =132） 20（15.2%） 36（27.3%） 20（15.2%） 20（15.2%） 36（27.3%） 性别 

统计值及P值 X 2=12.355，P=0.015 

18~35岁（n =78） 15（19.2%） 16（20.5%） 12（15.4%） 15（19.2%） 20（25.6%） 

36~49岁（n =122） 21（17.2%） 39（32.0%） 27（22.1%） 12（9.8%） 23（18.9%） 

50岁以上（n =69） 10（14.5%） 11（15.9%） 23（33.3%） 9（13.0%） 16（23.2%） 
年龄 

统计值及P值 X 2=15.231，P=0.055 

初中及以下（n =94） 11（11.7%） 13（35.1%） 23（24.5%） 10（10.6%） 17（18.1%） 

高中或中专（n =68） 15（22.1%） 20（29.4%） 19（27.9%） 5（7.4%） 9（13.2%） 

大专及以上（n =107） 20（18.7%） 13（12.1%） 20（18.7%） 21（19.6%） 33（30.8%） 
学历 

统计值及P值 X 2=28.383，P=0.000 

1万以下（n =56） 7（12.5%） 20（35.7%） 11（19.6%） 8（14.3%） 10（17.9%） 

1~3万（n =62） 8（12.9%） 16（25.8%） 17（27.4%） 9（14.5%） 12（19.4%） 

3~5万（n =80） 22（27.5%） 23（28.8%） 10（12.5%） 10（12.5%） 15（18.8%） 

5万以上（n =71） 9（12.7%） 7（9.9%） 24（33.8%） 9（12.7%） 22（31.0%） 

年收入 

统计值及P值 X 2=28.931，P=0.004 

无（n =72） 13（18.1%） 18（25.0%） 21（29.2%） 9（12.5%） 11（15.3%） 

1~30册（n =128） 23（18.0%） 40（31.3%） 24（18.8%） 13（10.2%） 28（1.9%） 

30~50册（n =27） 5（18.5%） 3（11.1%） 8（29.6%） 3（11.1%） 8（29.6%） 

50册以上（n =42） 5（11.9%） 5（11.9%） 9（21.4%） 11（26.2%） 12（28.6%） 

家庭藏书情况 

统计值及P值 X 2=19.906，P=0.069 

有（n =124） 22（17.7%） 20（16.1%） 32（25.8%） 15（12.1%） 35（28.2%） 

无（n =145） 24（16.6%） 46（31.7%） 30（20.7%） 21（14.5%） 24（16.6%） 居住地有无农家书屋 

统计值及P值 X 2=11.878，P=0.018 

 合计（n =269） 46（17.1%） 66（24.5%） 62（23%） 36（13.4%） 59（21.9%） 

 

表 5 农村成年居民对数字化农家书屋建设需求分析

Table 5 Analysis of rural adult residents' needs for digital rural libraries' services

单位院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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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农村成年居民对农家书屋的功能性需求

Fig.1 Analysis of rural adult residents' needs for rural libraries'

functions

有农家书屋的地区的农村居民超过一半的人希望农家

书屋能进行农业技术指导袁 但是对于已有农家书屋的

地区袁 野农业技术指导冶 这个功能却显得没那么 野重
要冶 了袁 这是由于 野农业技术指导冶 服务在农家书屋

的开展较普遍还是其他原因袁 还有待进一步的调查研

究遥
选择 野教育资料获取冶 的人群占调查总人数的

37.2%袁 卡方检验结果表明袁 这一人群的社会学特征较

为明显袁 描述如下院 年龄段为 18~35 岁尧 学历为大专

以上尧 家庭藏书量大 渊50 册以上冤尧 居住地有农家书屋

的农村居民袁 他们选择 野教育资料获取冶 的比例分别为

为 62.8% 渊 2=34.945袁 =0.000冤尧 54.2% 渊 2 =23.298袁
=0.000冤尧 50% 渊 2 =7.948袁 =0.047冤尧 44.4% 渊 2 =

5.078袁 =0.024冤遥
选择 野政策法律法规咨询冶 的人群占调查总人数

的 30.9%袁 卡方检验结果表明袁 年龄段为 18~35 岁尧
学历为大专以上的农村居民比其他年龄段尧 其他学历

层次的农村居民更倾向于选择 野政策法律法规咨询冶遥
年龄段为 18~35 岁的农村居民袁 选择 野政策法律法规咨

询冶 的比例为 50% 渊 2 =19.255袁 = 0.000冤袁 学历为大

专以上的农村居民选择的比例为 45.8% 渊 2 =19.471袁
= 0.000冤遥

选择 野提供休闲活动场所冶 的人群占调查总人数

的 30.1%袁 卡方检验结果表明袁 年龄段为 18~35 岁尧
学历为大专以上的农村居民尧 家庭藏书量大 渊50 册以

上冤 的农村居民比其他年龄段尧 其他学历层次尧 其他

家庭藏书量的农村居民更倾向于选择 野提供休闲活动

场所冶遥 年龄段为 18~35 岁的农村居民袁 选择 野提供休

闲活动场所冶 的比例为 43.6% 渊 2=10.467袁 =0.005冤袁
学历为大专以上的农村居民选择的比例为 48.6%

渊 2=31.660袁 =0.000冤袁 家庭藏书量大 渊50 册以上冤
的农村居民选择的比例为 50% 渊 2=12.801袁 =0.005冤遥

另外袁 选择 野提供生活帮助冶 的人群占调查总人

数的 29%袁 女性尧 18~35 岁尧 学历为大专以上的农村

居民比男性尧 其他年龄段尧 其他学历层次的农村居民

更倾向于选择 野提供生活帮助冶袁 比例分别为 36.4%

渊 2=6.833袁 =0.009冤袁 43.6% 渊 2=14.004袁 =0.001冤袁
43.0% 渊 2=19.469袁 =0.000冤遥

最后袁 选择 野定期举办讲座和活动冶 的人群占调

查总人数的 19%袁 虽然比例最少袁 但是选择 野定期举

办讲座和活动冶 的人群社会学倾向性也比较明显袁 分

别为 18~35 岁成年人尧 比例为 37.2% 渊 2 =23.869袁
=0.000冤袁 大专以上农村居民袁 比例为 29.9% 渊 2=

16.531袁 =0.000冤遥
由以上分析结果可以看出袁 农村图书馆或农家书

屋如果要提供其他服务袁 应以提供医疗保健科普尧 农

业技术指导尧 教育资料获取尧 政策法律法规咨询尧 提

供休闲活动场所为主袁 还应根据地区的人口社会学特

征有重点地提供服务遥 对这些服务接受或参与程度较

高的社会群体应该是 18~35 岁的青年尧 学历较高的人

群和家庭藏书量较大的人群遥

4 讨论与思考

4.1 依据农村居民的社会特征袁 精准优化农

家书屋的资源结构袁 重点保障高需求群体的

阅读需求

通过调查分析可知袁 农村居民的阅读需求具有多

样性和一定的规律性遥 例如男性最喜欢阅读时事政治

类资源袁 女性则更喜欢阅读生活实用类资源袁 对农家

书屋的服务接受或参与程度较高的群体是 18~35 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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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尧 学历较高的人群遥 农家书屋应针对高需求群体

提供更多的服务遥 比如袁 与上级图书馆已经建立合作

渠道的农家书屋袁 还应向学历较高袁 年龄段为 18~35

岁的年轻农村成年居民提供更进一步的 野教育资料获

取冶 野政策法律法规咨询冶 服务遥 另外袁 不少研究表

明袁 农村居民对医疗科普的需求很大袁 但本次调查发

现袁 对提供医疗科普服务需求很大的人群实际上只有

高学历人群和家庭藏书量较大的人群袁 都占比达 50%

以上遥 而学历较低的人群和家庭藏书量为 0 的人群中

分别只有 30.9%和 26.4%的人有这一需求遥 学历较低以

及年收入较高的人群主要需求都是农家书屋能农业技

术指导服务遥 因此袁 不同乡镇的农家书屋在进行资源

建设时袁 应首先考虑当地的人口的社会学特征袁 根据

不同社会人群的阅读需求袁 优化农家书屋的纸质资源

和电子资源结构遥 在建设纸质馆藏资源时袁 根据当地

农村居民文献需求类型其需求程度袁 编制符合农村居

民需求的书目遥 同时将调查所得的农村居民的需求程

度和现实读者数等因素作为文献复本量配置的标准[5]遥
这种有针对性的精准建设袁 能更大程度地优化农家书

屋的资源结构袁 更好地提高农家书屋图书资源的利用

程度遥
4.2 为农村居民的居家阅读提供保障

调查表明袁 不同社会学属性的农村成年居民都更

愿意在家阅读遥 农家书屋应根据农村居民对阅读资源

类型尧 阅读形式的需求袁 为农村居民提供居家阅读保

障遥 一直以来袁 农家书屋工程的建设目标是通过在农

村建立 野供书尧 读书尧 管书尧 用书冶 的长效机制来满

足广大农村群众最基本的精神文化需求和日益增长的

多层次尧 多方面文化消费需要 [17]遥 从调查结果来看袁
农村居民在农家书屋进行阅读的意愿并不高遥 从农村

居民阅读形式需求的分析结果可知袁 农村居民最喜欢

的阅读形式是 野手机阅读冶遥 因此农家书屋的建设目标

不仅要着眼于 野书冶袁 为了促进农村居民阅读的进行袁
农家书屋还应通过各种手段袁 特别应该注重加强技术

投入袁 完善手机互联网阅读的途径和形式袁 为农村成

年居民的手机居家阅读提供保障遥 一个管辖区域内的

农家书屋可联合建立一个专门面向农村居民的线上平

台袁 提供农村居民感兴趣的知识推送服务袁 让农村居

民在家也能获取权威的科普知识遥
4.3 提升农村居民家庭阅读氛围

家庭的藏书量多少袁 在一定程度上从侧面反映了

家庭的阅读环境袁 由调查结果可知袁 家庭藏书量对成

年人的阅读偏好和阅读倾向有显著影响袁 家庭藏书量

较大的农村居民袁 阅读内容的娱乐性更低袁 阅读的倾

向性更明显遥 有大量关于儿童阅读的研究表明袁 家长

对儿童阅读的影响至关重要[18-20]袁 与经济条件尧 父母所

在阶层尧 父母刻意的阅读教育相比袁 父母的阅读习惯

对子女的阅读行为影响最大[21]袁 高频次阅读的家长更

有可能采取有效措施鼓励儿童阅读袁 家庭阅读氛围对

儿童阅读行为有着正向的促进作用遥 由于中国社会人

群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普遍较高袁 提升家庭阅读氛围袁
可以从有儿童的家庭入手袁 举办各种亲子阅读活动袁
促进家庭内部的阅读交流袁 使得阅读行为在互动频繁

的家庭人际网络中得以激发[22]遥 这样不仅能提高阅读

活动在家庭生活中的分量袁 影响儿童现在及未来的阅

读行为袁 还能潜移默化使成年人也逐渐养成阅读的习

惯袁 进而达到促进农村居民群体阅读的目的遥
4.4 完善农家书屋的建设

究竟是社会结构决定了个人的行为袁 还是个人的

微观行动塑造了社会结构袁 用社会学家 Peter L.Berger

的话来说就是人在社会和社会在人的问题一直是社会

学研究的重要问题遥 SITI 研究发现袁 农村图书馆的资

源袁 服务袁 获取标准和互动袁 都与农村社区的生活方

式有着积极而显着的关系[23]遥 据此袁 本次调查以 野居
住地是否有农家书屋冶 作为其中一个社会阅读环境改

变的衡量标准袁 讨论了是否有农家书屋的地区袁 人们

的阅读需求和对农家书屋的服务需求是否有所不同遥
结果发现农家书屋的有无袁 对农村居民的阅读需求有

显著影响遥 例如袁 居住地有农家书屋的农村居民袁 选

择 野纸本书刊报纸冶 的比例较高遥 在数字化农家书屋

建设需求中袁 有农家书屋的地区农村居民希望有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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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借阅的比例最多遥 在对农家书屋的其他功能需求方

面袁 居住地有农家书屋的农村居民更希望农家书屋能

提供教育资料获取服务遥 这都说明袁 已建设农家书屋

的地区袁 人们的阅读倾向可能更明显袁 更希望农家书

屋能提供阅读支持袁 提供教育资讯服务遥 早在 1982 年

KAGAN 就认为农村图书馆应该是社区的教育和文化

中心[24]遥 因此袁 应继续完善农家书屋的建设袁 使其成

为农村居民智力支持的公共服务机构, 成为满足不同年

龄尧 不同教育水平尧 不同阅读兴趣的居民文化需求的

基础保障[25]遥

5 总结与展望

本研究主要通过分析社会学因素中的个人尧 家庭尧
社会 3 个因素对农村居民阅读需求的影响袁 来探讨社

会学因素与农村居民阅读需求之间的相互影响遥 初步

了解了不同社会学因素影响下农村成年居民不同的阅

读需求遥 同时袁 笔者还要提醒一个与方法有关的问题袁
由于定量研究的操作化要求袁 也为了避免被调查者的

主观影响袁 本研究用相对简单的测量指标袁 即 野家庭

藏书量冶 和 野居住地有无农家书屋冶 从侧面观察原本

十分复杂尧 内涵十分丰富的 野家庭阅读氛围冶 和 野社
会阅读条件冶 两个概念对农村居民阅读需求可能产生

的影响遥 这种指标的选择袁 既受到研究者学识水平的

影响袁 也受到一项具体研究所拥有的人力尧 物力尧 和

时间等客观条件的制约遥 今后的研究应将家庭阅读氛

围和社会阅读条件两个因素作进一步的分解和细化袁
用更科学的项目和定义来丰富家庭尧 社会与农村居民

阅读需求尧 阅读行为之间关系的研究袁 深入探讨农村

居民阅读的社会学影响袁 推动农村居民阅读的社会学

实证研究的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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