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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贫困地区农村小学生课外阅读现状及改进建议 

(2019 年 1 月) 

《全民阅读“十三五”时期发展规划》强调，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增长智

慧的重要方式，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精神发育、文明传承的重要途径，阅读能

力的培养应从小抓起。国际经验表明，阅读能力的差异随着阅读者年龄的增长会

迅速扩大，贫困儿童常因此输在起跑线上。但很少有研究关注贫困地区农村儿童

阅读问题。为此，北京大学和陕西师范大学学者于 2014-2015 年在江西、贵州和

陕西就贫困地区农村小学学生课外阅读现状、主要原因和潜在影响开展了深入的

调查和行动干预研究。本报告在总结该项研究成果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贫困地区农村小学生课外阅读现状及其与学生学业表现的关系 

课题组利用经本土化后的 2011 年“国际阅读素养进展研究（PIRLS）”测试题

对江西、贵州和陕西 4 个地级市 16 个县 142 所农村小学 6426 名四年级小学生

进行了标准化的阅读素养测试。PIRLS 是一项主要针对四年级学生的国际教育评

估计划，自 2001 年开始每五年在全球开展一次，2011 年有 44 个国家和地区参

加。样本县 2014 年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7384 元，比全国平均水平低 30%。三个

省样本学生分别占总样本的 84%、7%和 9%。 

（一）我国贫困地区农村小学生阅读成绩远低于国际上其他国家和地区 

测试结果显示，样本地区农村小学四年级学生阅读测试总成绩为 48 分（百

分制），其中，为了获得文学体验而进行的阅读得分为 34 分，为了获得和使用信

息而进行的阅读得分为 14 分。2011 年 PIRLS 公开了其中 11 个测试题目的国别

数据，与之比较，我国样本学生在这 11 个测试题目上的正确率（25%）排名在所

有参与测试的国家和地区之后（其中，中国香港地区：75%；新加坡：71%；美国：

69%；中国台北：66%；印尼：37%）。 

（二）贫困地区农村小学生阅读时间少，阅读频率低，尚未形成良好的阅读习惯 

样本地区农村四年级小学生平均每天课后阅读时间不到 30 分钟的占 62%，

30-60分钟的占22%，60分钟及以上的学生仅占16%。样本中一半以上的学生（59%）

从不与朋友谈论或交流阅读活动。与此相对照，《中国城市儿童阅读调查报告》

显示，73%的城市小学生每天阅读超过半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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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贫困地区农村小学生阅读成绩和学生学业成绩显著相关 

任何学习的过程都离不开提取和使用信息，而提取和使用信息的能力是阅读

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的研究发现，样本学生的阅读成绩与数学考试成绩之

间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为 0.69）。即，阅读成绩差的学生，数学成绩也差。其

中，阅读成绩最差的 1/5 的学生的数学测试成绩比平均成绩低 29%（17 分）。 

二、促进贫困地区农村小学生阅读面临的挑战 

我们的研究表明，缺乏支持性的阅读环境是导致贫困地区农村小学生阅读少、

阅读成绩差的主要原因，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 贫困地区农村图书可及性差导致很多学生无课外书可读 

样本中有 18%的学生没有任何途径可获得课外图书。其中，26%的学校没有图

书馆，72%的学生家庭没有或仅有不到 10 本课外图书供学生阅读。农村乡镇几乎

没有一家书店或者商店出售儿童课外阅读图书。相反，占我国儿童总数约 30%的

城市儿童购买了每年出版的儿童读物的 80%（人民网），平均每个城市家庭约拥

有 50 本儿童读物（中国城市儿童阅读调查报告）。即便在有图书馆的农村学校，

44%的学生报告说学校图书馆不允许学生把书借回家。 

（二） 适龄读物少，难以激发学生对课外阅读的兴趣 

贫困地区农村小学图书馆的图书配备很少考虑学生阅读能力培养的需求。调

研中发现，图书馆中教辅书籍、非幼儿读物很多，甚至个别图书馆装备了一些内

容庸俗的劣质图书。在 85 所有图书馆的学校，仅 26%的学生报告说他们通常能

从学校图书馆借到自己感兴趣的图书。 

（三） 贫困地区农村小学学生缺乏阅读指导 

在阅读者中，61%的学生报告说他们并不能完全理解自己借阅的课外书的内

容。国际经验显示，初级阅读者需要一定的指导才能从阅读中获得乐趣，提高阅

读能力。否则，长此以往，他们很可能变成“不情愿的阅读者”。但是，样本中

仅 13%的学生报告说老师曾在课堂上教过他们如何阅读； 50%的学生家长说从来

没有与孩子一起阅读过，更没有对学生进行阅读指导。没有提供阅读指导的原因

之一在于教师和家长自身缺乏开展阅读指导的能力。 

（四） 竞争性的教育体系下，贫困地区农村普遍对阅读的作用存在错误的认知 



	 3	/	5	
	

国内外研究都发现，学生阅读成绩与学生其他科目的成绩显著正相关。但是，

相对于城市地区而言，我国农村地区教育质量薄弱，贫困地区农村的学校、教师

和家庭为了帮助学生在高考中取得成功通常选择严格按照标准化的课程设置开

展教学，忽视学生课外阅读。样本中分别有 6%、62%、63%的老师、学生家长和学

生本人认为课外阅读对提高学生语文成绩没有帮助；分别有 26%、74%和 77%的老

师、学生家长和学生本人认为阅读对提高数学成绩没有帮助。 

三、为班级配备适龄读物和开展教师阅读指导培训对促进小学生阅读的影响 

为探讨有效提高贫困农村小学生阅读成绩的途径，课题组开展了两项研究。

结果表明，为学生提供适龄读物能培养小学生良好的阅读行为。但是，只有在提

供适龄读物的同时结合培训教师为学生提供阅读指导，才能显著提高小学生的阅

读成绩和学业表现。 

第一项研究是在江西省某地级市 3个样本县 120所学校 11083 个 4-5 年级小

学生中开展的班级图书角干预性试点研究。我们将学校随机分成两类。第一类学

校为干预学校（40 所），我们给干预学校样本班级免费配备了班级图书角（包含

一个书架和 70 本左右的适龄读物），班级图书角由班级自主管理；第二类学校为

控制学校（80 所），干预期间不配备班级图书角。干预八个月后的评估结果显示： 

（1）班级图书角增加了学生对阅读的喜爱程度，改变了学生对课外阅读的错

误认识。和控制组学生相比，给班级配备图书角将学生对阅读的喜爱程度量表评

分提高了 0.17 分（基线量表得分=0.01），将持有“阅读对数学成绩有负面影响”

的观念的学生的比例减少了 13%。 

（2）班级图书角增加了学生的借阅和和阅读行为。配备班级图书角将学生借

阅图书的比例从 36%提高到了 85%；将每天课外阅读 30 分钟及以上的学生的比例

从 51%增加到了 63%；将与朋友谈论阅读的学生比例从 48%增加到了 63%；将与朋

友一起阅读的学生比例从 39%增加到了 46%。 

（3）仅配置班级图书角对提高学生的阅读成绩、数学成绩和语文成绩均没有

显著作用。究其原因，我们发现班级图书角虽然增加了教师提醒学生阅读的可能

性，但是并没有改变教师以及学生家长对阅读错误认识，也没有增加教师和学生

家长为孩子提供阅读指导的行为。 

第二项研究基于贵州省某地级市某三个县 30农村小学 3-6年级 4108个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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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据评估了某公益组织开展的阅读项目的影响。与第一个干预试点不同，该阅

读项目不仅为班级提供了图书角，还对项目班级教师开展了阅读指导培训。评估

结果发现，配置班级图书角结合阅读指导，能显著提高学生的阅读成绩、数学成

绩和语文成绩。具体来讲，该项目将学生的阅读成绩、数学和语文成绩分别显著

提高了 0.43 个标准差（相当于 8.43 分）、0.34 个标准差（相当于 5.92 分）和

0.57 个标准差（相当于 10.39 分）。 

四、政策建议 

（一）为贫困地区农村小学建立图书馆或图书室，保证学生有课外书可读 

有书可读是培养学生阅读兴趣和阅读习惯、提高学生阅读能力的基础。考虑

到贫困地区农村小学生接触到公共图书馆和图书市场的机会少，建议在贫困地区

每所农村小学建立一个图书馆（或者图书室）。教育部在《中小学图书馆（室）

规程》中明确规定了中小学图书馆的开放时间。贫困地区农村小学师资有限，可

以考虑充分发挥高年级小学生的作用，建立一个师生共管的图书馆管理方案。 

（二）加强对少儿阅读规律的研究和运用，为学生提供适龄的质量可靠的图书 

教育部门应当组织力量加强对少儿阅读规律的研究和运用，科学研究不同年

龄、不同群体的学生的成长发育特点，为农村小学图书馆藏书的选择进行讨论和

论证，选择适宜农村儿童的高质量图书进入学校图书馆。 

（三）加强贫困地区农村小学阅读指导教师的培养工作，为学生提供阅读指导 

在贫困地区农村，学生家长由于外出务工等原因为小学生提供阅读指导在当

前还面临较大的挑战。因此，小学教师应当承担起为学生提供阅读指导的主要职

责。教育部门应当组织阅读专家为小学生编写阅读指导教材，定期对小学教师开

展阅读指导培训，提升小学教师开展阅读指导的能力，并将教师开展阅读指导纳

入到教师绩效考核，鼓励教师积极为学生提供阅读指导。 

（四）开展宣传和教育，改变贫困地区农村对阅读与学生学业关系的错误认知 

只有改变了贫困地区农村教师、学生家长和学生对阅读与学生学业关系的错

误认知才能为学生创造一个支持性的阅读环境。但是，认知的改变常不能一蹴而

就，除了公共媒体的宣传与教育之外，还可以考虑通过学校图书馆建设和教师指

导为这些初级阅读者提供愉悦的阅读体验、多开展阅读竞赛等多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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