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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向：全媒体时代青少年复合阅读图景
∗

李桂华　 刘　 静

摘　 要　 进入全媒体时代，媒体融合打通了各类场景，使得时空交叠，阅读载体、阅读渠道、阅读情境均在复合维

度充分延展。 复合阅读是全媒体时代背景下，个体通过选择、阅览、评价、分享等多种活动，从书面语言和其他书

面符号中获得包括知识、审美、道德观念等在内的复合价值的一种社会行为，媒介复合、行为复合、价值复合是其

基本特征。 本研究围绕阅读前、阅读中、阅读后三阶段阅读行为对 ３ ９５４ 位青少年展开问卷调查，发现复合阅读

已成为当前青少年的主流阅读行为，从传统阅读到复合阅读的转向已成事实；通过聚类分析将青少年分为四个复

合阅读程度不同的种群，并识别了四个种群的阅读模式；通过对青少年种群和阅读态度的相关性分析发现，复合

阅读型青少年的阅读态度比传统阅读型青少年的阅读态度更显著积极。 最后提出应重视阅读行为转向所带来的

阅读情境改变，构建融合式阅读环境；细分阅读群体进行针对性阅读推广设计，以弥合阅读鸿沟；科学介入青少年

阅读行为的转变过程，以引导他们积极健康的阅读行为。 图 ５。 表 ６。 参考文献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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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ｏｎｌｉｎｅ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ｏｆｆｌｉｎｅ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ｔａｋｅｓ ｈｙｂｒｉｄ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ａｓ 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 ｔ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ｃｏｍｂｉｎｅｓ ｉｔｓ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ｗｈｉｃｈ ｈａｓ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ｄｏｅｓｎｔ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ｒａｎｄｏｍ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ｉｔｓ ａｌｓｏ ａ 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Ｆｕ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ａｎ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ａｄｅｒｓ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ｔｏ ｈｙｂｒｉｄ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ｌｏｗ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ｈｙｂｒｉｄ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ｓｏ ｏｎ． ５ ｆｉｇｓ． ６ ｔａｂｓ． ３２ ｒｅｆ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Ｈｙｂｒｉｄ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Ｔｈｅ Ｏｍｎｉｍｅｄｉａ ｅｒａ．

０　 导言

互联网正在创造前所未有的社会场景，并
对人们在社会中的角色定位、行动脚本、交往规

则、社交氛围产生基础性影响［１－２］ 。 这种场景是

空间与情境、虚拟与现实的耦合，包含了现实空

间、虚拟场景以及两者融合下产生的交叠场

景［３］ ，尤其在移动互联网条件下，社会场景不仅

具有时空维度、情境维度，更具有复合维度。 研

究这一新场景如何影响社会角色和行为成为当

前社会科学研究的关键问题［２］ 。 因而，复合学

习、复合消费等现象已受到相关学术领域和实

践领域的密切关注［４－５］ 。
事实上，移动互联网技术所衍生的媒介环

境变化改造着人们的阅读行为。 全媒体是“媒

体走向融合后的跨媒体产物” ［６］ ，进入全媒体时

代，媒体融合打通了各类场景，使得时空交叠，
阅读载体、阅读渠道乃至人们的阅读情境均在

复合维度上充分延展，复合维度的阅读行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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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繁荣生长。 本研究将这一复合维度下的阅读

行为称为复合阅读。
“复合阅读”概念由袁昱明作为新图书馆学

哲学思想提出，他从主体间性理论出发，主张图

书馆在知识传播以外，还应通过审美、道德评价

的社会化交流和综合阅读来满足人的全面发展

需求［７］ 。 在图书馆作为知识传播机构的地位受

到巨大挑战的今天，该观点有其现实性。 相较

于这个宏观概念范畴的“复合阅读”，本文聚焦

于当前读者阅读行为在兼顾线上和线下、知识

价值和其他价值等方面表现出来的“复合” 特

性，因此，将复合阅读行为定义为：全媒体时代

背景下，个体通过选择、阅览、评价、分享等多种

活动，从书面语言和其他书面符号中获得包括

知识、审美、道德观念等在内的复合价值的一种

社会行为。 这一定义强调了复合阅读行为的三

方面“复合”特征：首先是媒介复合，即读者会选

择线上线下多种类型渠道进行阅读活动，同时

兼顾纸质和电子两方面阅读载体形态；其次是

行为复合，即读者阅读行为从以“读”为焦点的

行为转变成为囊括选择、决策、获取、阅读、分
享等多阶段、且各阶段均可能发展为行为焦点

的复合过程；第三是价值复合，即通过对多种

媒介和阅读行为方式的体验，读者会深刻感受

到阅读除了具有知识价值和功能价值外，在交

流价值、娱乐价值、审美价值等方面的表现也

很突出，进而将这些价值也作为自身的阅读

追求。
各类虚拟阅读社群、阅读工具的蓬勃兴起

暗示复合维度的阅读行为正在成型，一个从传

统阅读到复合阅读的转向正在进行，但是，这种

暗示仍需要数据确认。 当代青少年出生于全媒

体环境或者经历了全媒体环境产生的过渡期，
是新环境的“原住民” ［８］ ，其阅读习惯必然更能

体现全媒体环境的作用，因此，以当前青少年阅

读行为为观察起点可实现对全媒体时代阅读行

为走势的把握。
那么，当代青少年阅读行为是否已受到全

媒体环境的影响，呈现出向复合阅读转变的趋

势？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这种复合阅读行

为的具体特征和表现如何？ 其兴起有何意义？
应当如何建构与之相适应的全民阅读策略？ 为

回答这一系列问题，本研究启动了一项以青少

年为对象的阅读行为调查，试图发现从传统阅

读到复合阅读转向的迹象，并探讨其表现特征

及对阅读推广策略构建的影响。

１　 文献综述

阅读行为是个跨学科研究领域，被社会学、
教育学、图书馆学、传播学、出版学等各学科当

作研究对象，进入数字时代以来，数字阅读成为

各学科阅读行为研究的共同话题，而相关观点

也随着实践环境的变化悄然改变。 早期对数字

阅读的认识以负面评价为主。 如 Ｄｉｌｌｏｎ 发现屏

幕阅读与纸上阅读的信息加工过程有差异，人
们屏幕阅读比纸上阅读速度更慢，更不精确，更
难理解［９］ ；Ｌｉｕ 认为，屏幕阅读者会把更多的时

间花在浏览、扫描、关键词点读、一次性阅读、非
线性阅读上，花在深度阅读和精读上的时间减

少，持续注意力也会减少［１０］ 。 但近年越来越多

的中性观点甚至积极观点出现， 如 Ｅｄｅｎ 和

Ｅｓｈｅｔ⁃Ａｌｋａｌａｉ 指出今天的年轻读者阅读数字文

本与阅读纸质书一样熟练，因为数字阅读已经

成为他们的日常行为［１１］ ；Ｐｅｔｅｒｓ 认为，在线阅读

和云阅读的增长正在实时创造读者在线社群，
唤起读者和作者交流的兴趣，所以读者是有弹

性和创造力的，相比之下我们更应该担心图书

馆员的发展路径以及阅读异化［１２］ 。
基于此，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出要进一步研

究数字环境下阅读行为的改变问题，主张帮助

读者尝试各种新阅读体验。 如 Ｗｏｌｆ 和 Ｂａｒｚｉｌｌａｉ
认为，为促成在线阅读的深度理解，应对网上深

度阅读的过程构建加以研究［１３］ ；Ｓｈａｂａｎｉ 等指

出，对阅读行为变化研究有助于提高阅读推广

的针对性和有效性［１４］ ；而 Ｐｅｔｅｒ 则指出，今天的

读者有机会获得更多权力控制自身的阅读体

验，但这一过程势必要面临一些挑战，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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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帮助用户克服这些挑战，也应该鼓励甚至支

持和帮助读者进行各种阅读尝试［１２］ 。
近年也有大批国内学者关注数字化时代读

者的阅读行为转变。 王余光、汪琴指出，文本的

多元化发展，使得人们对阅读文本的选择倾向

更趋于分散和多元化［１５］ ；刘德寰认为，数字化时

代读者的阅读主体、阅读载体、阅读内容、阅读

方式、阅读时间等方面都发生了变化，目前学界

缺乏对这些变化系统而深入的研究［１６］ ；王佑镁

指出，目前阅读推广应与变化中的阅读行为相

结合，系统分析媒介融合发展态势等移动互联

网时代跨媒体阅读的 Ｏ２Ｏ 特质［１７］ 。
然而，国内现有数字化阅读研究更多是将

阅读行为过程中的各环节作为独立研究对象，
特别是将线上阅读与线下阅读割裂来观察，难
以深刻理解全媒体环境对阅读行为的深刻影

响，本研究以“复合阅读”为对象，对新型阅读行

为过程展开整体观察和剖析。

２　 研究设计与信效度分析

２．１　 基于阅读行为阶段的调查内容设计

阅读是读者与文本交流的过程，交流是否

成功依赖的是文本变成读者意识中的关联物的

程度［１８］ ，因此，阅读活动的成效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阅读过程中读者个人感知和信息加工能力被

激发的情况。 也就是说，“读”仅仅是阅读行为

的一个构成部分而不是全部。 基于此，Ｂａｌｌｉｎｇ
提出阅读体验是包括阅读前、阅读中和阅读后

三阶段体验的总和，各阶段都存在影响读者阅

读体验的不同要素，而阅读行为是这三阶段体

验相互作用的铰链式过程［１９］ 。 全媒体时代丰富

的媒介环境使得个体能够利用多种渠道、采用

多种方式充分地开展阅读活动，因此，本调查按

阅读时间轴，从阅读前、阅读中、阅读后三阶段

构建阅读行为调查框架，以便更细节地把握当

前青少年阅读行为的变化轨迹。
目前学界对复合阅读的实证研究尚未开

展，缺乏相应测量工具。 Ｔａｓｈａｋｋｏｒｉ 和 Ｔｅｄｄｌｉｅ 认

为，针对此种情况可先利用深度访谈或焦点小

组收集定性数据，确定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再
基于相关发现开展大样本问卷调查，以进行描

述性和探索性研究［２０］ 。 本研究先行使用深度访

谈法开展以“回溯阅读过程”为主题的开放式访

谈调查，挖掘阅读三阶段中的代表性活动，拟出

各阶段典型阅读行为变量，形成问卷初稿，然后

开展两轮预调查，对问卷容量的适宜性和行为

变量的典型性进行评估，优化后形成包括 ５２ 个

问项的最终问卷，主要包括两大部分：第一部分

调查个人背景资料，包括性别、年龄、阅读频率、
单次阅读时长、阅读喜好情况；第二部分调查各

阶段的阅读行为表现，从整体行为情况、阅读前

（包括目标锁定行为、阅读决策行为、阅读对象

获取行为）、阅读中 （包括独立行为和社交倾

向）、阅读后（包括独立行为和社交行为）四方面

展开。
鉴于课外自主阅读更能表征青少年阅读行

为受媒介环境的影响情况，本研究将“阅读”限

定为课外阅读，包括课堂外阅读任何内容的纸

质版和电子版的书籍、期刊杂志等。 调查问卷

内容采用 Ｌｉｋｅｒｔ 五度量表进行测量。

２．２　 样本及其结构

本调查以年龄在 １１—２５ 岁之间青少年［２１］

为对象，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发放问卷，
样本覆盖 ２１ 个省、市、自治区。

本调查始于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历时 ４ 个月，最终

回收线上问卷 ２ ８９７ 份、线下问卷 １ ０５７ 份，共
３ ９５４份，经剔除整理后获得有效问卷 ３ １８５
份。 其中 １１—１５ 岁（青少年早期）的男性占比

２１ ０％，女性占比 ２４ ６％；１５—２５ 岁（青少年晚

期）的男性占比 ２１ ２％，女性占比 ３３ ３％（见表

１） 。 在性别和年龄分布上接近均衡，具有较强

的代表性。

２．３　 信效度分析

调查数据分析显示，本问卷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 ９４，达到了较高信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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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样本结构分布表

年龄 ／ 性别 男 女 总计

１１—１５ 岁
计数 ６６８ ７８３ １ ４５１

百分比 ２１ ０％ ２４ ６％ ４５ ６０％

１５—２５ 岁
计数 ６７３ １ ０６１ １ ７３４

百分比 ２１ １％ ３３ ３％ ５４ ４０％

总计
计数 １ ３４１ １ ８４４ ３ １８５

百分比 ４２ １％ ５７ ９％ １００ ０％

本研究数据主要采取描述性方法展开分

析，并通过多方面措施保证研究的效度水平。
首先，进行大样本调查并控制样本结构，保障了

调查的外在效度；其次，１５ 名课题成员共同参与

问卷设计，且通过多轮访谈调查、预测试进行问

卷完善，保证了问卷的内容效度；第三，对各项

数据分析均进行显著性检验（涉及卡方检验、Ｆ
检验、轮廓系数等），使得研究具有较高的准则

效度。

３　 全媒体时代青少年复合阅读行为现状
与格局分析

３．１　 青少年复合阅读行为现状

３．１．１　 青少年复合阅读行为基本状况描述

本调查数据显示，当前我国青少年人群已

呈现出清晰的复合阅读特征。
首先，对电子版和纸质版图书的复合选择

成为青少年的主流选择。 ６１ ８５％的青少年表示

既喜欢纸质图书也喜欢电子版图书，而 ３１ ６２％
表示喜欢纸质版但不喜欢电子版，仅有 ４ ６５％
喜欢电子版而不喜欢纸质版。 这意味着，对大

多数青少年而言，电子图书与纸质图书并不是

竞争关系，对二者的复合选择是全媒体时代青

少年阅读行为的主体选择。
其次，“阅读＋社交”推动着青少年对阅读价

值的多元理解和深度体验，并提升了青少年阅

读兴趣水平。 数据显示，２２％的青少年曾参与过

阅读社群活动，而对“喜爱阅读”与“阅读社群参

与”两个变量的相关分析显示，参与过阅读社群

活动的青少年更可能“喜爱阅读”。
第三，移动阅读工具的广泛应用使得虚拟

空间与现实空间耦合情境呈碎片化形式，青少

年乐意利用这些碎片时间阅读。 超过 ６８％的

青少年表示“常常用手机、ｉＰａｄ 等移动设备阅

读书籍” ，超过 ６５％的青少年表示“常常在乘坐

交通工具、排队等待时利用零碎时间进行阅

读” 。 技术发展及其产品已成为复合阅读发展

的重要物质基础。
３．１．２　 基于阅读行为阶段的青少年复合阅读特

征探析

　 　 为明确阅读行为三阶段的特征及相互作用

关系，我们对各阶段活动进一步解析，有以下

发现。
首先，阅读前阶段，丰富的阅读目标锁定方

式激活青少年阅读活动张力，使之倾向于同时

使用线上和线下多渠道获取阅读对象信息。 胡

塞尔曾指出，“每一个原始的构成过程都是由前

张力激发而来的，它建造和搜集将会发芽的种

子，并使它得以实现” ［２２］ 。 本调查发现，超过

６５％的青少年通过搜索引擎和社交媒体热点话

题来锁定阅读目标，超过 ６５％的青少年会参考

他人的决定，通过查找评论、试读、书籍比较等

进行阅读决策，超过 ６６％的青少年同时选择线

上购买图书和线下购买图书。 这显示，青少年

会利用线上线下双重渠道以及丰富的阅读前活

动构建阅读期待，使得阅读前活动的张力激发

价值得到充分挖掘。 但同时我们也发现，青少

年在渠道利用程度和形式上仍存在较大差异，
如“到网络上查找书籍评价” “进行网上试读”
“线上购买纸质书籍” “购买电子书” 等选项的

数据均出现较大标准差（大于 １．１） 。
其次，阅读中阶段是阅读期望的响应和再造

的过程，多数青少年会使用各类媒体的新功能、
新方式促成深阅读，而且乐于“边阅读边分享”。
根据本调查，超过 ７０％的青少年会采用“添加书

０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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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做笔记”等方式阅读，超过 ６０％的青少年会

使用电子书的笔记功能和跳读等功能辅助阅读，
超过 ６０％的青少年会在阅读中与他人分享自己

的阅读进度和想法。 阅读进行中青少年读者对

这些服务和功能的利用不仅可以满足其预设的

阅读期望，而且易于引发其新的阅读价值期望。
第三，阅读后行为赋予阅读过程一种“回溯

力” ［１８］ ，青少年读者普遍会在这一阶段利用新

媒体渠道进行形式多样的延伸阅读。 鉴于新媒

体工具所提供的便利渠道，阅读后 ８８％的青少

年会“搜索同作者的其他书籍”，８０％的青少年

会“查找书籍的其他表现形式”，８７ ４％青少年

会“向朋友推荐”，７３ ８％青少年会“讨论相关书

籍”，７１ ８％青少年会“进一步查找该书籍相关

评论”。 这些阅读后活动会不断给读者记忆力

以刺激，使得阅读过程成为价值提升的闭环，特
别是读者互动将为其展示多样的阅读视角，使得

原本持单一视角的读者透视角度被交互唤起，促

成阅读内容以及阅读活动的价值延展和升级。

３．２　 基于复合阅读行为的青少年种群分析

数据显示，青少年人群中已出现明显的向

复合阅读行为转向的趋势，但转变进程仍存在

差异。 那么，青少年间复合阅读行为究竟有怎

样的不同？ 为回答这一问题，本研究使用 ＳＰＳＳ
２２．０ 对 样 本 进 行 Ｋ⁃Ｍｅａｎｓ 聚 类 分 析， 使 用

ＲＳｔｕｄｉｏ 计算聚类数 Ｋ 分别取 ２ 类至 １０ 类时聚

类效果的轮廓系数，在考虑轮廓系数的基础上

选择表现较好、Ｆ 检验显著度高（Ｐ＜０ ００１）且最

有意义的分析结果，即基于 ４ 类的聚类结果，最
终形成复合阅读行为差异较为明显、数量分布

较为均衡的四个青少年种群（见表 ２）。 对各行

为变量在四组间的差异做方差分析， 使用

ＡＮＯＶＡ 差 异 检 验， 结 果 显 示 其 ｓｉｇ 值 均 为

０ ０００，说明即便考虑各组存在组内差异，总体看

来，四个种群在各变量上的差异都是显著的。

表 ２　 聚类结果与测量指标均值分布

测量指标

各选项均值

（１、２、３、４、５ 分别代表非常符合、符合、基本符合、不符合、非常不符合）

１－传统

阅读者

２－被动复合

阅读者

３－标准复合

阅读者

４－高参与复合

阅读者

样本总体

均值

阅

读

前

目标

锁定

阅读

决策

朋辈影响 ３ ０１ ２ ６２ ２ ５８ １ ９８ ２ ５５

他人推荐 ２ ９０ ２ ３９ ２ ５０ １ ９２ ２ ４３

偶像效应 ３ ８６ ３ ６２ ３ １６ ２ ５４ ３ ３０

书单推荐 ３ ４６ ２ ８９ ２ ６７ ２ ０１ ２ ７６

排行榜 ３ ３５ ２ ７７ ２ ４５ １ ８５ ２ ６１

社交媒体热度 ３ ６６ ２ ９１ ２ ７６ １ ９５ ２ ８２

书籍其他表现形式 ３ ２４ ２ ７８ ２ ５２ １ ９８ ２ ６３

书籍外观 ３ ４８ ３ ４７ ２ ９４ ２ ４９ ３ １０

阅读内容偏好 ２ ２３ １ ９６ ２ ０４ １ ６７ １ ９８

他人阅读感受 ３ ３２ ２ ９３ ２ ７６ ２ １０ ２ ７８

网络评价 ３ ８３ ３ １４ ２ ８６ ２ ０４ ２ ９７

网络试读 ３ ６９ ３ ２１ ２ ６７ １ ９２ ２ ８７

比较 ３ ５２ ２ ７５ ２ ８４ １ ８９ ２ ７５

０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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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测量指标

各选项均值

（１、２、３、４、５ 分别代表非常符合、符合、基本符合、不符合、非常不符合）

１－传统

阅读者

２－被动复合

阅读者

３－标准复合

阅读者

４－高参与复合

阅读者

样本总体

均值

阅

读

前

书籍

获取

朋友借阅 ３ １０ ２ ２１ ２ ７４ １ ８１ ２ ４７

图书馆借阅 ３ ３２ ２ ２３ ２ ９１ １ ８７ ２ ５８

网上购买 ３ ３４ ２ ６１ ２ ７９ １ ８９ ２ ６６

实体店购买 ２ ９０ ２ １９ ２ ６１ １ ７８ ２ ３７

阅读活动获取 ３ ９４ ３ ０６ ３ ２７ ２ １０ ３ ０９

搜索引擎搜索 ３ ５２ ３ ６８ ２ ３６ １ ９０ ２ ８７

阅读社区 ４ ０７ ３ ８２ ２ ９１ ２ ０２ ３ ２１

购买电子版 ４ ０２ ３ ８２ ２ ９５ ２ ０４ ３ ２１

阅

读

中

独立

行为

社交

倾向

添加书签 ３ ０８ ２ １８ ２ ６８ １ ７４ ２ ４２

做笔记 ３ ４３ ２ ３８ ３ ０５ １ ９２ ２ ７０

使用电子笔记功能 ３ ９０ ３ ２６ ２ ９２ １ ９３ ３ ００

跳读 ３ ５５ ３ ５４ ３ ００ ２ ３３ ３ １１

独立行为均值 ３ ４９ ２ ８４ ２ ９１ １ ９８ ２ ８１

进度分享 ３ ７７ ２ ７９ ３ ０６ １ ９７ ２ ９０

想法分享 ３ ２６ ２ １０ ２ ７２ １ ８３ ２ ４８

阅

读

后

独立

行为

社交

行为

评论 ／ 读后感撰写 ３ ９２ ２ ７０ ３ ３７ ２ １０ ３ ０２

偏好形成 ２ ９８ ２ ０８ ２ ４３ １ ７１ ２ ３０

衍生物检索 ３ １６ ２ ４１ ２ ５９ １ ８１ ２ ４９

阅读笔记 ／ 感悟分享 ３ ８４ ２ ４９ ３ １７ １ ９７ ２ ８７

评论检索 ３ ７０ ２ ５５ ２ ８２ １ ８７ ２ ７４

推荐（线下） ３ ０２ １ ９６ ２ ５９ １ ７４ ２ ３３

推荐（线上） ４ ０３ ２ ９３ ３ １０ １ ８７ ２ ９８

评论发表 ４ １０ ３ １７ ３ ２８ ２ ０４ ３ １５

参与讨论 ３ ６１ ２ ４２ ２ ９４ １ ８１ ２ ７０

阅读经历记录 ４ １８ ３ ３８ ３ ４２ ２ １３ ３ ２８

交际圈拓展 ３ ８０ ２ ６５ ３ １２ １ ９１ ２ ８７

０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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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对比各种群同一行为选项均值与该行

为选项总体均值的差异，比较各种群之间同一

行为选项的均值差异，综合各种群具体行为表

现特征，最终将四个种群的青少年读者分别命

名为：传统阅读者、被动复合阅读者、标准复合

阅读者和高参与复合阅读者。
（１）第一种群：传统阅读者（占比约 ２５％）
该种群主要包括在整个阅读过程中与环境

交互极少、行为表现相对传统的青少年。 他们

目标锁定和阅读决策的行为均值分别为 ３ ２４、
３ ５９，均高于总体均值，这表明他们在阅读前不

擅于综合利用各种渠道获取阅读信息并做出阅

读决策；就书籍获取而言，这类读者线上获取电

子书的行为均值接近“４—不符合”，这表明他们

对数字阅读的接受程度很低；他们在阅读时社交

倾向均值为 ３ ５２，高于总体均值，社交倾向低；阅
读后社交行为均值为 ３ ７９，接近“４—不符合”，这
表明他们阅读后也几乎不会产生社交行为。

综上所述，新环境对这类读者的阅读行为

影响并不明显，因此，我们将其命名为“传统阅

读者”。 此类读者约占总样本量的 １ ／ ４。
（２） 第二种群： 被动复合阅读者 （ 占比

约 ２１％）
该种群读者在阅读中、阅读后两个阶段的行

为均值表现总体都仅次于高参与复合阅读者，这
表明他们在整个阅读过程中存在媒介复合、行为

复合、价值复合等特征。 值得关注的是，他们在

书籍获取阶段对线下获取纸质书的均值为 ２ ４６，
线上获取电子书的均值为 ３ ７７，差距非常明显，
这表明他们对纸质阅读的偏好明显，对数字阅读

的接受程度较低；而且阅读相关的社交行为中，
线下行为均值多大于线上行为，表明这一人群阅

读后仍然更乐于利用传统渠道进行交流。
我们认为，这类青少年虽然出现了复合阅

读行为，但其思想仍较为保守，由此将其命名为

“被动复合阅读者”。 此类青少年数量占比略高

于 １ ／ ５。
（３） 第三种群： 标准复合阅读者 （ 占比

约 ３２％）

该种群主要指在三个阅读阶段均与环境产

生交互、表现出复合行为特征的青少年。 这些

青少年在阅读前行为均值为 ２ ７４，仅次于高参

与复合阅读者，这表明他们能够较好地利用各

种渠道获取阅读信息。 不同于被动复合阅读

者，他们线上获取电子书和线下获取纸质书的

行为均值相差仅为 ０ １２，远低于被动复合阅读

者的 １ ３１，这表明他们对电子书阅读接受能力

强，对电子书和纸质书均喜欢；在阅读后的社交

行为上，线上行为和线下行为的均值差仅为

０ ３１，低于被动复合阅读行为。 这说明他们阅读

后社交行为较为均衡，线上和线下行为兼顾。
由于该种群的阅读行为明显地具有复合阅

读的三个特征，我们将其命名为“标准复合阅读

者”。 这类读者在四类种群中数量最多，占比接

近 １ ／ ３。
（４） 第四种群：高参与复合阅读者 （ 占比

约 ２２％）
该种群主要包括那些在整个阅读过程中与

环境积极交互、三个阅读阶段均存在大量线上

线下行为的青少年。 他们在整个阶段的行为均

值均低于总体均值，这表明他们了解新媒体工

具，能综合利用各种渠道获取阅读信息，有很强

的社交倾向，产生了较多的线上线下社交行为。
因此，我们将其命名为“高参与复合阅读者”。
此类青少年数量占比略高于 １ ／ ５。

４　 全媒体时代青少年复合阅读行为模式
分析

４．１　 青少年种群的阅读行为表现分析

已然浮现的四类青少年种群为我们提供了

观察当前阅读行为模式的契机。 为更好地梳理

阅读行为模式，我们对四个种群在阅读行为各

阶段的特征表现进行具体分析和比较。
首先，阅读前阶段，传统阅读者锁定阅读目

标的行为方式较为单一，更关注纸质书的获取，
而高参与复合阅读者往往会利用多种渠道并付

诸更多努力锁定阅读目标，且兼顾纸质书和电

０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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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书的获取。
一方面，在阅读目标锁定因素的选择上，传

统阅读者普遍会“基于阅读内容偏好锁定阅读

目标”，而基本不会受到“朋辈影响” “书单推

荐”等其他因素影响；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高
参与复合阅读者则会全面利用各类阅读目标锁

定渠道来发现阅读目标，付诸更多努力来锁定阅

读目标（见图 １）。 另一方面，在获取书籍的渠道

上，传统阅读者与被动复合阅读者常发生与纸质

书籍相关的获取行为，鲜少发生与电子书相关的

获取行为；而标准复合阅读者和高参与复合阅读

者的纸质书、电子书获取行为通常同等程度发生

（见图 ２）。 也就是说，传统阅读者和被动复合阅

读者更热衷于纸质书获取渠道，而标准复合阅读

者和高参与复合阅读者则兼顾两类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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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四类青少年目标锁定行为表现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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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四类青少年书籍获取行为差异

第二，阅读中阶段，高参与复合阅读者和标

准复合阅读者通常会使用新工具、新功能辅助

阅读，而传统阅读者活动方式比较单一，被动复

合阅读者则特别乐于分享。
数据显示（见图 ３），高参与复合阅读者在阅

读时的行为方式最为丰富，标准复合阅读者也

乐于尝试一些新阅读方式。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

的是，传统阅读者阅读方式较单一，鲜少发生添

加书签、做笔记等活动，更不会使用电子笔记、
跳读等功能。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被动复合阅

读者在“想法分享” “添加书签” “做笔记” 等方

面热衷程度高，甚至超过标准复合阅读者。 说

明此类偏爱纸质图书的青少年读者也会热衷于

阅读社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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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四类青少年阅读中活动差异

第三，阅读后阶段，传统阅读者鲜少有进一

步的阅读相关活动，而高参与复合阅读者会利

用多种渠道多种方式开展延伸阅读，被动复合

阅读者则热衷于阅读后线下社交行为。
数据显示（见图 ４），高参与复合阅读者和标

准复合阅读者更乐于读后撰写评论，并进行相

关衍生物检索（包括电视剧、电影等其他表现形

式、作者其他书籍等）。 同时，高参与复合阅读

者阅读后会尝试各类社交活动，而被动复合阅

读者“交际圈扩展” “感悟分享” “推荐” 等行为

比较活跃（见图 ５），即此类青少年对线下社交的

热衷会从阅读中持续到阅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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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四类青少年阅读后的社交行为差异

４．２　 青少年复合阅读行为模式

根据以上对青少年种群阅读行为特征的分

析，可归纳出四种类型读者的阅读行为模式（见

表 ３）。

表 ３　 四个种群读者阅读行为模式比较

模式名称 阅读行为模式图示

传统阅读

模式

被动复合

阅读模式

标准复合

阅读模式

高参与复合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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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传统阅读模式：基于部分相对传统的因

素（如朋辈影响、他人推荐等）锁定阅读对象（通

常为纸质书籍），独立完成书籍阅读，阅读后会

产生撰写读后感、查找同作者其他书籍等行为。
（２）被动复合阅读模式：基于相对传统因素

（如他人推荐、书单 ／ 排行榜推荐等）锁定阅读对

象（通常为纸质书籍，偶尔也会有电子书籍）；偶
尔通过试读、对比等手段进行阅读决策确定阅

读内容并获取书籍；在阅读中会考虑较多阅读

方式，有较强的社交倾向；在阅读后会主要通过

线下行为进行阅读延伸。
（３）标准复合阅读模式：根据多种因素（如

他人推荐、书单 ／ 排行榜推荐等） 锁定阅读对象

（包括纸质书和电子书）；偶尔通过试读、对比等

手段确定阅读对象，相对独立地完成书籍阅读；
在阅读后有社交行为（如到社交平台发布评论、
跟线上线下的朋友讨论等）。

（４）高参与复合阅读模式：综合各种因素锁

定阅读对象（包括纸质书和电子书），通过试读、
对比、查找书评等综合决策确定阅读对象；阅读

中阅读手段多样且有强社交倾向；阅读后会产

生多种延伸活动和丰富的社交行为。

５　 青少年种群阅读态度表现差异分析

那么，青少年向复合阅读的转变究竟意味

着什么？ 它是一种积极趋势抑或预示着新的危

机？ 为解答这一问题，我们对各青少年种群在

阅读态度上的表现差异展开进一步分析。
阅读态度即个体对阅读的感情，这种感情

导致阅读者趋近或者规避阅读情境，因而是阅

读行为的重要心理构件［２３］ 。 现有研究已证明阅

读态度能够预测阅读绩效，并会影响个体阅读

行为的持续性［２４－２６］ 。 对阅读态度通常从阅读情

感、阅读量、阅读认知等角度进行测量［２７－２９］ ，本
问卷设计了“阅读兴趣” “阅读时长” “阅读频

率”三个变量，从阅读情感和阅读量两方面判断

被调查对象阅读态度的积极程度，并对四个青

少年种群阅读态度展开比较。

首先，对阅读种群与阅读情感（即“我喜爱

阅读”）两个变量的方差分析显示，阅读种群和

阅读情感有显著相关关系（ Ｆ 检验 Ｐ ＜ ０． ００１）。
根据对这一态度的肯定程度由高到低对各阅读

种群排序，依次为：高参与复合阅读者、被动复

合阅读者、标准复合阅读者、传统阅读者。 也就

是说，复合阅读型青少年比传统阅读型青少年

对阅读更感兴趣（见表 ４）。

表 ４　 种群类型与“我喜爱阅读”的方差分析

种群类型 平均值 频数 标准偏差

传统阅读者 ２ ３６ ７９７ ０ ９１９

被动复合阅读者 １ ７５ ６８２ ０ ６６９

标准复合阅读者 ２ １６ １ ０２０ ０ ７５４

高参与复合阅读者 １ ６６ ６８６ ０ ６４３

总计 ２ ０１ ３ １８５ ０ ８１０

（注：调查问卷中 １、２、３、４、５ 分别代表非常符合、

符合、基本符合、不符合、非常不符合）

其次，对读者种群与单次阅读时长的交叉

表分析显示，读者种群与单次阅读时长有显著

相关关系（皮尔逊卡方检验 Ｐ ＜０ ００１）。 比较实

际样本数和期望样本数之间的残差，可以发现：
传统阅读者更倾向于选择“单次阅读时长低于 １
小时”，被动复合阅读者更倾向于选择“单次阅

读时长在 １ 小时到 ３ 小时之间”，标准复合阅读

者更倾向于选择“单次阅读时长在 １—２ 小时”，
而高参与复合阅读者更倾向于选择“单次阅读

时长超过 ３ 小时” （见表 ５）。 总的看来，复合阅

读者比传统阅读者的单次阅读时长更长。
第三，我们对读者种群与阅读频率的交叉

表分析显示，二者也有显著相关关系（皮尔逊卡

方检验 Ｐ ＜ ０ ００１）。 比较实际样本数和期望样

本数之间的残差，可以发现：传统阅读者更倾向

于选择“每周阅读 １—２ 次”，被动复合阅读者和

高参与复合阅读者更倾向于选择“每周阅读 ６
次以上”，而标准复合阅读者更倾向于选择“每

周阅读 ３—６ 次”（见表 ６）。 根据这一数据，复合

阅读者较传统阅读者的阅读频率也更高。

０８２



李桂华　 刘　 静：转向：全媒体时代青少年复合阅读图景
ＬＩ Ｇｕｉｈｕａ ＆ ＬＩＵ Ｊｉｎｇ：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Ｈｙｂｒｉｄ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Ｏｍｎｉｍｅｄｉａ Ｅｒａ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９

表 ５　 种群类型与单次阅读时长交叉分析

传统阅读者 被动复合阅读者 标准复合阅读者 高参与复合阅读者

１ 小时以下
实际样本数 ３５１ １９６ ３３７ １７７

期望样本数 ２６５ ５ ２２７ ２ ３３９ ８ ２２８ ５

１—２ 小时
实际样本数 ３５１ ３８６ ５５４ ３７８

期望样本数 ４１７ ６ ３５７ ４ ５３４ ５ ３５９ ５

２—３ 小时
实际样本数 ５６ ６９ ８６ ７３

期望样本数 ７１ １ ６０ ８ ９１ ６１ ２

３ 小时以上
实际样本数 ３９ ３１ ４３ ５８

期望样本数 ４２ ８ ３６ ６ ５４ ８ ３６ ８

表 ６　 种群类型与阅读频率交叉分析

传统阅读者 被动复合阅读者 标准复合阅读者 高参与复合阅读者

１—２ 次 ／ 周
实际样本数 ３７５ ２４５ ３９８ ２４２

期望样本数 ３１５ ３ ２６９ ８ ４０３ ５ ２７１ ４

３—４ 次 ／ 周
实际样本数 ２３６ ２３１ ３５７ ２３９

期望样本数 ２６６ ２２７ ６ ３４０ ４ ２２９

５—６ 次 ／ 周
实际样本数 ８１ ９０ １４０ ８１

期望样本数 ９８ １ ８３ ９ １２５ ５ ８４ ４

６ 次以上 ／ 周
实际样本数 １０５ １１６ １２５ １２４

期望样本数 １１７ ６ １００ ６ １５０ ５ １０１ ２

　 　 综上，复合阅读青少年在阅读兴趣、阅读时

长、阅读频率三方面均优于传统阅读青少年，而
其中又以高参与复合阅读型青少年表现最佳。
据此，我们可以认为复合阅读对青少年阅读态

度应有积极促进作用。 数字阅读往往功利性

强［１０］ ，而复合阅读挖掘出多种阅读价值，增强阅

读内驱力，对青少年阅读兴趣培养、阅读习惯养

成、阅读频率提升均会产生正面作用，可视为人

类对数字阅读负面问题的自我修复，是全媒体

时代的阅读行为进化。

６　 结论与启示

６．１　 研究结论

首先，本研究显示，全媒体环境下复合阅读

已成为青少年的主流选择，青少年从传统阅读

行为到复合阅读行为的转向已成事实。 数据显

示，全媒体环境下大部分青少年表现出对电子、
纸质两种阅读载体形式的喜爱；全媒体环境促

进了青少年读者间的社交联系，大部分青少年

在阅读过程中有明显的社交倾向，相当数量的

青少年曾加入阅读社群；同时，全媒体环境使得

青少年在阅读前、阅读后利用各种新方法、新渠

道展开各类阅读活动，各阶段行为价值均充分

彰显，且互为促进。 总之，超过 ３ ／ ４ 的青少年实

现了媒介复合、行为复合、价值复合，呈现出较

为清晰的复合阅读特征。
其次，本研究发现，媒介环境的改变对青少

年的作用效果存在差异，按阅读行为的复合程

度可将青少年分为传统阅读者、被动复合阅读

者、标准复合阅读者、高参与复合阅读者，四个

种群的阅读模式不同。 总的来看，传统阅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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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关注纸质书籍，而且在阅读前的决策环节一

般不会花太多精力，在阅读行为延伸阶段不够

活跃；被动复合阅读者在阅读前与环境交互较

弱，对数字阅读的接受程度较低，但在阅读中、
阅读后均会产生丰富的线下社交行为；标准复

合阅读者的阅读过程完整，对纸质书和电子书

无明显偏好，但社交倾向和社交行为的产生并

不是很丰富，仍有挖掘潜力；高参与复合阅读者

在阅读行为模式上环节更加完整，各阶段与环

境的交互都非常充分，有丰富多样的复合阅读

行为表现。 当前有超过 １ ／ ５ 的青少年已成为高

参与复合阅读者，而传统阅读型青少年仅占

１ ／ ４。
第三，相较于传统阅读型，复合阅读型青少

年呈现出更积极的阅读态度。 本研究显示，比
之传统阅读型青少年，复合阅读型青少年“喜欢

阅读”的态度更加明确、阅读频率更高、单次阅

读时长更长，尤其是高参与复合阅读型青少年

的阅读态度最为积极。 也就是说，复合阅读行

为对青少年阅读积极性的提升有显著促进

作用。

６．２　 研究启示

技术进步不会逆转，阅读行为转向是历史

必然。 青少年从传统阅读向复合阅读的转变为

我们展现了一个新的阅读社会图景，而阅读推

广研究者和实践者也应直面这一改变。
首先，复合阅读的兴起显示出数字阅读环

境和传统阅读环境并不是你死我活的两难关

系，新型深阅读方式已然形成，基于复合维度的

融合式阅读环境构建正当其时。
数字时代社会面临“阅读危机” ［２８］ ，而其实

质是“深阅读危机” ［３０］ 。 然而，深阅读是读者这

一具有心智能力的有机体与适合其条件的阅读

对象相遇，在适宜的情境下产生积极的行为动

力，进而发展而来的高参与度的阅读行为，而传

统阅读不是实现深阅读的唯一路径［３１－３２］ 。 本研

究所描述的青少年复合阅读行为轨迹显示，读
者会主动或被动地通过多渠道获得阅读目标信

息，并在阅读中乐于分享自己的进度和想法，阅
读后会借助多种新媒体渠道进行延伸阅读，且
这一过程中发展出更为积极的阅读态度。 这些

现象意味着，复合阅读行为在阅读参与的三方

面（行为参与、感情参与、认知参与）均达到了较

高程度，因而是一种新型的深阅读方式。 图书

馆作为阅读环境的构建者，应以历史眼光审视

这一新阅读情境，改变传统的单一、线性服务渠

道，构建多渠道融合的阅读服务平台，激发读者

对阅读过程中各环节活动的需求和认知，引领

读者阅读行为向良性转变。
其次，青少年复合阅读层级的分野意味着

新时期“阅读鸿沟”的存在，阅读推广活动应细

分阅读群体，细化活动设计，满足不同层次阅读

需要，弥合阅读鸿沟。
本调查显示，相对传统阅读型青少年，其他

三种复合阅读型青少年阅读过程完整，对阅读

载体的包容性更强，在阅读兴趣、阅读频率和阅

读时长上表现更好。 也就是说，一些青少年可

能因为无法接触和享受到技术进步，抑或因为

自身的媒介素养问题，而与其他青少年产生阅

读差距。 基于此，我国全民阅读工程需要积极

普及阅读类技术产品的应用，并通过媒介素养

教育，缩小由技术环境带来的青少年阅读信息

接触的不平衡。
同时，阅读推广实践者可以基于本研究所

发现的四类种群对青少年细分并进行有针对性

的阅读推广安排，以促进其阅读行为向良性转

变。 如针对传统阅读型青少年阅读前阶段不活

跃的情况，可在其书籍获取环节嵌入书籍推荐、
书籍分享的服务设计，满足其需求的同时丰富

其阅读行为；针对被动复合阅读型青少年热衷

于阅读社交但对线上渠道利用较少的情况，可
通过阅读决策指导和线下读书会等形式带动其

参与线上阅读活动，提升阅读体验；针对标准型

复合阅读者阅读社交不够活跃的情况，可为其

提供多元阅读资源，通过分享会、读者交流等促

进其对阅读交流价值的深度体验；针对高参与

型复合阅读者，则可为其提供多渠道阅读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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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多样化阅读交流平台，以充分满足其阅读活

动需求和阅读价值追求。 同时，还应当在细分

读者群体的基础上充分促进复合阅读各层级间

的互动，特别是通过高参与阅读者影响、带动传

统阅读者，弥合阅读鸿沟。
第三，应以复合阅读为对象开展对阅读行

为的整体性观察，探索复合阅读行为规律，科学

介入青少年阅读行为的转变进程。
本研究发现，尽管当代青少年的阅读行为

转变是一个混沌的过程，不同种群读者有不同

的转变路径，但他们在阅读行为三环节上均有

丰富的活动需求。 如能在青少年阅读行为的恰

当环节进行恰当的引导，综合利用各种媒介渠

道进行多样化阅读行为的推广，全民阅读势必

会事半功倍。 然而，现有阅读行为研究更多是

将数字阅读作为独立研究对象，将线上阅读与

线下阅读割裂来观察，使得面向复合阅读的阅

读推广设计缺乏理论指导。 因此，面向复合阅

读全过程的阅读行为研究是当务之急。
同时，我们也关注到，复合阅读所涉及的阅

读资源不仅包括阅读对象本身，也包括评价资

源、体验资源、知识资源、读者信息、沟通平台与

渠道、延伸文本、衍生载体等各类资源，这些资

源分别在阅读行为的三阶段内流动、聚合，并深

入影响读者的反应结构。 阅读推广研究者应关

注复合阅读情境下以读者反应结构为中心的阅

读资源流动规律和阅读能量聚合规律，探索统

合阅读资源的科学方法，寻求与读者需求更匹

配的阅读推广效能结构的构建路径，在青少年

阅读行为转向过程中发挥更具建设性的作用。

７　 不足及展望

本研究观察了全媒体环境下青少年阅读行

为的整体变化，发现了阅读行为的转向，通过数

据分析验证了复合阅读这一新的阅读行为趋

势，且梳理了阅读行为格局，阐明了新的阅读服

务场景。 但本研究尚存不足：首先，囿于研究条

件，在样本抽取上未达到随机概率抽样，影响了

研究结果的效度；其次，侧重于现象描述，所涉

及变量的数据采集主要以更具可见性的行为变

量为对象，并未采用量表测量，所以结论也并不

能严格反映相关变量间作用的规律性关系；第
三，信息与通讯技术发展迅猛，全媒体环境仍在

演进之中，本研究是基于当前这一时间点所做

的探索，属于现状研究，所得结论不可避免地具

有暂时性。
复合阅读已是一个普遍现象，但目前相关

研究尚未展开，未来研究可围绕读者从传统阅

读向复合阅读转变的发生机制、复合阅读过程

中信息资源和其他资源的流动机制、复合阅读

行为的个体差异等问题进行深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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