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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威宁乡村⼩学阅读基础现状调研报告 

调研目的：在“班班有个图书角”项目干预前，掌握项目学校学生的阅读现

状基础数据，项目干预一年后，基于同样的学生样本再进行一次问卷调研，对

比分析项目学校干预前后学生阅读指标的变化。 

调研方法：定量问卷调研、随机抽样。	

调研对象：考虑到乡村学校的学生对问卷能够理解、作答，我们选择 3-5 年

级学生进行调研；6 年级学生没有选择，是考虑到 1 年后已经毕业，无法再继

续进行有效跟踪。	

调研样本：3-5年级，每个年级段 16份（男：女为 1：1），每所学校 48份

问卷，11所学校共计 528份，符合抽样统计样本量要求。	

有效样本：528份。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有效 艾家坪小 48 9.1 9.1 9.1 

东风小学 48 9.1 9.1 18.2 

海田小学 48 9.1 9.1 27.3 

克沟小学 48 9.1 9.1 36.4 

乐利小学 48 9.1 9.1 45.5 

梅花小学 48 9.1 9.1 54.5 

抹倮小学 48 9.1 9.1 63.6 

清水小学 48 9.1 9.1 72.7 

妥打小学 48 9.1 9.1 81.8 

新丰小学 48 9.1 9.1 90.9 

营山小学 48 9.1 9.1 100.0 

合计 528 100.0 100.0  



调研指标：我们的调研从【阅读偏好】、【阅读频次与时长】、【阅读量】、

【图书拥有量】、【阅读的便捷性】、【老师在阅读中的引导性】、【孩

子们的学习志向和阅读观】等角度考察这 11 所学校孩子们的阅读情况。	

	

主要发现 

一、 阅读偏好 

91.7%的孩子都喜欢看课外书 

从孩子们回答的结果上看，孩子们对课外书非常的感兴趣，在回答“是否喜

欢看课外书”和“对书是否感兴趣”这两个问题上，回答“喜欢”和“感兴趣”

的学生比例明显高于其他选项。比如回答“喜欢”和“非常喜欢”看课外书孩子

占到全部接受调研孩子的91.7%，说明孩子们对于“阅读”有着浓厚的兴趣。 

 
 



69.5%的孩子对“童话、寓言、漫画”比较感兴趣 

孩子们对阅读“哪一种类型”的图书有着非常一致的口味，那就是对“童话、

寓言、漫画”比较感兴趣，比重占到了69.5%。这是比较能够理解的，孩子们对

于图画类书籍有着天生的爱好。 

 

 

仅有 7.95%的学生对“天文地理类的科幻图书”感兴趣 

    但我们发现，孩子们最不“感冒”的图书是天文地理类的科幻图书，在调研

的528名学生中只有42名学生喜欢读这一类的图书，仅占7.95%。这和我们形成的

影响以及在某些学校走访过程中形成的结果有些不一样，很可能是因为威宁的

孩子在获取有趣的科幻图书资源上很有限。 



 

 

二、 阅读的频次和时长 

我们很想知道在图书角还没进入学校之前，孩子们花在阅读上的时间是否充

足？从反馈的结果看，孩子们还是有比较充足的时间进行课外阅读。 

85.3%的孩子每天看书在半个小时以上 

比如从阅读的频次看，有近 39.8%的孩子每天都在家看书，近 63%的孩子在

家每周至少看一次书。从阅读课外书的时间看，近 31.3%的孩子阅读课外书在 1

个小时以上，而近 54%的孩子阅读时间在半个小时-1 个小时之间。反过来，从来

没有看书的学生只有 5.7%,在阅读课外书上没有花时间的学生为 0人。从以上反

映的结果看，这 11 所学校的学生有比较充裕的时间进行课外阅读。而这很可能

跟学校的图书馆有开放使用存在比较大的关系。这从孩子们回答“图书资源主要



是从哪里来”中可以印证两者的关系。孩子们阅读的图书有 43%来自于学校图书

馆。 

 

 

 

 

 



 

 

三、 阅读量和图书拥有量 

6 成多孩子一个学期的平均阅读量在 1-10 本之间 

从“本学期你在学校大约读了多少本课外书”、“本学期你在家里读了多少

本课外书”看，这 11 所学校的孩子阅读量并不高，6成多孩子平均在 1-10 本左

右。 

另外孩子们的图书拥有量也并不高，83%的同学在家里的图书大部分在 50

本以下。 

对比孩子们较高的阅读频次和阅读时间，较少的阅读量，我们会发现一个很

突出的问题，那就是孩子们阅读图书种类相对单一，也就是长时间内一本书

可能会反复看，反复阅读。 

 

 

本学期你在学校大约读了多少本课外书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有效   15 2.8 2.8 2.8 

0本 26 4.9 4.9 7.8 

1-5本 191 36.2 36.2 43.9 

5-10本 113 21.4 21.4 65.3 

10-20本 95 18.0 18.0 83.3 

20本以上 88 16.7 16.7 100.0 

合计 528 100.0 100.0  

 
本学期你在家里大约读了多少本课外书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有效   15 2.8 2.8 2.8 

0本 14 2.7 2.7 5.5 

1-5本 164 31.1 31.1 36.6 

5-10本 172 32.6 32.6 69.1 

10-20本 85 16.1 16.1 85.2 

20本以上 78 14.8 14.8 100.0 

合计 528 100.0 100.0  

 
你现在自己家里有多少本课外书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有效   15 2.8 2.8 2.8 

0本 25 4.7 4.7 7.6 

1-10本 291 55.1 55.1 62.7 

10-50本 148 28.0 28.0 90.7 

51-100本 30 5.7 5.7 96.4 

100本以上 19 3.6 3.6 100.0 

合计 528 100.0 100.0  

 

四、阅读便捷性  



为了能够了解到孩子们获得图书资源的难易程度，我们从孩子们“平时是否

容易得到自己想看的课外书”，“图书主要是从哪里得到的”,“平时爸妈是否

给他们买过课外书”，三个指标进行评估。 

6 成多的孩子要想获得自己喜欢的课外书是不容易的 

在孩子们的自我感受里面有将近 34%的孩子觉得拿到课外书不容易，加上回

答“一般”的孩子，这个比重高达 60%。 

 

 

 

大部分父母很少给孩子买课外书 

从来没有买过的比例达到 25.4% 

从另一个侧面看，平时爸妈从没有给孩子们买过课外书的有 25.4%。每周都

买的父母仅仅只有 5%。大部分父母每个学期或一年买一两次左右。 

 



	
	

五、老师在阅读引导上的角色 	

从孩子的角度看老师在阅读引导上的角色或者说作用，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

角度。一般我们会站在和校长、老师等成人的角度谈学校老师在阅读中的引导。

那么从反馈的结果看，令人比较欣喜的是，这 11所学校的老师在对孩子们进行

阅读引导上还是有做一些工作的。	

虽然高品质图书资源欠缺， 

但老师在阅读引导上还是主动做了一些工作 

比如从来没有在班上给孩子们建议过课外书的老师只有 8.7%，没有推荐过

课外书的只有 12.1%。可能老师们在获取高品质图书信息和资源上有不足和

欠缺的地方，但是老师在带动孩子们进行课外阅读的主动性还是有的。 	



	
	

	

	

	
	



六、孩子们的学习志向和阅读观 	

上述五个方面的衡量主要围绕的孩子们在过去的一个学期里面所发生的故

事，而最后一个指标则希望能够透过一个比较偏向理念的题目，看看现在这批孩

子们是如何理解阅读的，如何理解成长，如何理解什么对自己的成长和未来产生

影响？我们发现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结果。	

只有 52%的孩子希望未来读大学 

在我们设置的第一个题目里面探问孩子们未来希望获得什么样的学历，略带

悲观的发现，只有 52%的孩子希望读到大学，也就是说有近一半的孩子认为自

己没有能力读得了大学，而回答这些问题的孩子大部分集中在 10岁至 13岁

的孩子。 	

 

 

孩子对阅读的价值认知视野表现出较大的局限性 

除此，孩子们无论是在回答阅读对语文有用，还是对数学有用上，亦或者是

在回答哪一个项目对自己的成长会有帮助的问题上，都可以看出孩子们对于阅



读和其他一些事物上理解的不足，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孩子们的视野比较

窄，一个小小的侧面彰显了城乡教育的差距，乡村教育的不足。 

    和传统的老师们认知一致的是，孩子们也认为阅读对语文，比对数学更有帮

助。有近 75%的孩子认为阅读对语文有帮助，却只有 57%的孩子认为阅读对数学

有帮助。 

 

 

孩子对现代多元活动的价值认知视野也存在较大的局限性 

有趣的是，在我们调研的最后一个问题里问孩子们“哪一项活动对自己的成

长最有帮助”上，近一半的孩子认为“熟读课文或做作业”和“阅读课外书”对

自己的成长有正向的影响。	

反之认为“课外活动”，“夏令营”，“出外旅游”，“看电视或电影”对自己的

成长没有正向影响。显然在这方面的认知上，有部分来自于老师的教导，比如老

师会告诉孩子们“玩”对学习没有好处，而上述四类活动很有可能被孩子们归入

“玩”的行列。	



另一方面则非常重要的说明了，这里的孩子基本上不会有类似“暑期

夏令营”一类的事物，也不会有父母带孩子们外出旅游的机会，这才会有

可能导致孩子们对这一类活动的认识偏差。 	

 

 

 



 

最后，从本次调研的整体结果看，威宁这 11所学校的孩子

们在阅读上有着浓厚的兴趣和意愿，并且 11所学校的老师也在

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努力做着一些尝试。 	

但是从调研中我们也发现孩子们能够获取的图书资源是非

常匮乏的，能够阅读到的图书是比较单一的。由于受限于经济

条件、地理环境、文化资源等等，孩子们在缺乏广阔的阅读面

下，可以看到孩子们的认知是存在一些偏差的，是偏向于传统

的过去的，视野也是比较狭窄，以至于竟然有一半左右的孩子

没有信心考上大学。 	

从某种意义上，这恰恰说明了在种种条件的限制下，在其

他经济资源无法立即得以获得的情况下，我们通过高品质的图

书资源的提供，也许能够更好的打开孩子们的视野，通过暑期

夏令营等项目的介入更好的提升孩子们的内在自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