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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问卷调查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国家通用语课外阅读题材偏好研究

阿布都外力·阿力木			凯丽比努

西北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部　甘肃　兰州　730030 

摘　要：本文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探究少数民族大学生的阅读兴趣偏好，分析少数民族大学生的阅读兴趣偏好与他们的

学历、年级等因素之间的关系，并对阅读材料的筛选和编排等方面提供实质性建议。数据分析表明：大多数少数民族学生

喜欢通过阅读文学、心理学和历史方面的书籍来提高自己的国家通用语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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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4 月 20 日，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第十七次

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调查显示，2019 年：我国成年国

民综合阅读率为 81.1%，数字化阅读接触率为 79.3% 。成年

国民人均阅读电子书 2.84 本，阅读纸质图书 4.65 本。基于

这种阅读状况，国家应加大对国民阅读的提倡，以及加强宣

传工作的力度，尤其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培养和提升少数民

族学生对国家通用语言的阅读能力和思维能力应当成为目

前我们共同探讨的和关心的话题。这同样关系到少数民族地

区高等教育的发展。

本次调研的对象主要是西北民族大学在校的少数民族

大学生以及其他院校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同时又涉及到已经

毕业了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可以真实地了解少数民族学生在

多语言环境下的阅读现状，进而探究学生的阅读兴趣与他们

的学历、年级等因素之间的关系。笔者希望这次调研结果对

于找到少数民族学生的阅读兴趣偏好并且在阅读材料的筛

选和编排方面有所帮助，以及对于相关部门在制定规划和政

策方面提供一个真实的数据支撑和参考。

一  调查设计和实施情况

（一）调查样本设计

本次调查共回收问卷为 450 份，其中西北民族大学的

少数民族学生有 115 名，占全体样本数量的 25.6% ，其他

大学的少数民族学生有 283 名，占全体样本数量的 62.9%，

其他职业学校的学生有 52 名，占全体样本数量的 11.5%。

各少数民族学生中维吾尔族学生有 419 名，占全体样本数量

的 93.1%，哈萨克族学生有 8 人，占全体样本数量的 1.8%，

柯尔克孜族学生有 5 人，占全体样本数量的 0.9%，其他少

数民族学生有 19 名，占全体样本数量的 4.2%。由于本次调

查属于随机抽样，因此可能会出现一些比例不平衡问题。

（二）调查问卷设计

调查问卷形式由单选题和多选题构成，因此有些题故

有一些数据会大于样本数量，比例也会超过 100%。调查问

卷的方式主要是通过利用网络手段，即通过微信小程序（腾

讯问卷），以公开的形式进行调查，对于调查所获得的数据

以统计学的方式进行分析。统计选项频数（选择频数和样本

的比值）的方法进行频数分析。调查问卷主要内容包括：

第一，调查对象的背景信息：民族、所（将）毕业的院校、

年级（在校生）。

第二，调查对象的阅读倾向：喜欢的书目类型。

（三）调查方式

第一，问卷调查法：调查问卷以公开的方式发放到西

北民族大学的在校生和其他大学对此感兴趣的学生，学生可

以通过微信扫码的方式参与问卷调查。

第二，访谈法：对于不同学校的少数民族学生作深入

访谈，了解他们的阅读兴趣偏好。

二  调查基本情况及数据分析

（一）调查对象的阅读兴趣分析

为了了解少数民族学生阅读兴趣偏好，我们统计了

376 份有效问卷。调查发现，少数民族学生阅读内容以文学

类、心理学类及历史类为主，各占全体样本数量的 49.5%、

56.4% 及 43.9%（见图 1）。文学类书籍具有趣味性、可读性、

激励性，此外书中人物的刻画，情景的描写、激动人心的故

事情节都是学生所被吸引的原因。历史类书籍能提升学生的

自我意识和文化素养。心理学类书籍能提高学生生活品质、

加强自我修养，在人际关系方面更加自信，因此阅读这这些

类型的书籍的学生较多。考古类书籍因其晦涩难懂，专业性

较强等因素，很少一部分学生才被考古类书籍所吸引，这也

反映了少数民族学生的阅读倾向。有些少数民族学生不能静

下来阅读专业化的书籍，还有少部分学生也不太讲究阅读一

图 1: 你喜欢的书目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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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提高自己国家通用语言阅读能力的书籍，因此通过阅读自

己喜欢的书籍来提高国家通用语言阅读能力是一个有效的

方法。

（二）调查对象的阅读兴趣与其他因素之间的关系

1. 与各高校间的关系

上面图 1 中我们发现，关于“你喜欢的书目类型”这

个问题，样本填写量为 376 份，我们对此进行统计并分析各

高校学生与他们的阅读兴趣之间的关系。

调查发现，西北民族大学的学生喜欢的书目类型主要

以文学类、心理学类及历史类为主，各占全体样本数量（以

下都是样本在所属样本中占的比例）的 74.1%、52.0% 及

50.0%。其他大学的学生喜欢的书类主要以文学类、心理学

类及历史类为主，各占全体样本数量的 45.8%、59.0% 及

43.7%。其他职业学校的学生喜欢的书类主要以心理学类、

经济类和其他类书籍为主，各占全体样本数量的 54.3%、

37.2% 及 37.2%。（见表 1）。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各校

学生中根据学历的不同，教育背景的不同，喜欢的书目类型

也有所不同，但是数据的总体情况来看各不同学校的的学生

中，喜欢文学类、心理学类和历史类的学生比较普遍，因此

这也能为教育部门筛选和编排书籍当作一个实质性参考。

表 1: 各高校学生的阅读兴趣

2. 与年级之间的关系

为了了解不同年级学生的阅读兴趣，我们统计了 322

份有效问卷。调查发现，少数民族学生的阅读兴趣根据年级

的不同而不同，大一的学生比较喜欢心理学类、历史类及时

尚类书籍，各占全体样本数量的 87.0%、47.1% 及 41.2%。

大二的学生比较喜欢文学类、心理学类及历史类书籍，各占

全体样本数量的 34.8%、56.5% 及 41.3%。大三的学生比较

喜欢文学类、心理学类及历史类书籍，各占全体样本数量的

56.0%、48.8% 及 42.9%。大四的学生比较喜欢文学类、心

理学类及历史类书籍，各占全体样本数量的 55.8%、53.5%

及 48.8%。毕业生比较喜欢文学类、心理学类及历史类书籍，

各占全体样本数量的 48.1%、48.4% 及 38.7%。被调查的 9

名研究生比较喜欢心理学类、文学类、历史类及新闻类书籍

（见表 2）。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到，不同年级的学生喜欢不

同的书籍，其中大家都比较喜欢的是文学类、心理学类及历

史类书籍，因此这对于学校，图书馆以及老师筛选和编排书

籍具有参考作用。

表 2: 学生阅读兴趣与年级之间的关系

三  结语

调查数据显示，各校和各年级学生的阅读兴趣偏好有

所不同，但是大致上可以看出，大多数少数民族大学生喜欢

通过阅读心理学、文学和历史方面的书籍来提高自己的国家

通用语言能力。通过这次调查，不仅使我们摸清了少数民族

大学生的课外阅读兴趣偏好，还对阅读材料的筛选和编排起

到参考作用。此外，少数民族大学生的阅读兴趣比较单一，

较多关注的是文学类、心理学类及历史类书籍。笔者认为，

少数民族大学生除了这些书籍，还应该关注科技类类、新闻

类、政治类及考古类书籍，从而提升自己的学术能力和综合

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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