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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新媒体视角下的大学生碎片化阅读研究 
◆陈  雨  白文君 

（浙江农林大学暨阳学院人文学院文化传媒系  浙江诸暨  311800） 

 
摘要：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碎片化阅读成为主

流的阅读和思维方式，相比传统阅读而言，碎片化阅读更适应新媒体时

代下人们在阅读时间、阅读内容和阅读方式等方面的需要。本文通过对
基于新媒体视角下的碎片化阅读进行了研究，以小组访谈和问卷分析的

研究方法分析了近年来新媒体时代下大学生碎片化阅读的发展趋势与变

革，并指出了现今碎片化阅读仍需进一步改善的地方，提出碎片化阅读
发展过程中需完善信息过滤、平衡其与传统阅读的发展和进一步深阅读

化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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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5G 时代的到来，超高
速的移动互联网和移动通信网络的发展使得信息传播的发展进
入的新的阶段。人们在新媒体时代下的阅读方式和阅读习惯有了
更深的转变，数字化阅读的空间不断拓展，其趋势锐不可当。大
众阅读媒介从纸质媒介转化到数字设备，实现了跨时间与跨空间
的碎片化阅读。新媒体时代下碎片化阅读正成为大众生活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 

一、相关概念与文献回顾 
关于对碎片化阅读的界定关键在于对“碎片化”概念的恰当

理解。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喻国明对“碎片化”一词做了较为详细
的阐述。他认为“‘碎片化’表现在传播领域，一方面指传统媒
体市场份额的收缩，话语权威和传播效能不断降低；另一方面新
兴媒体的勃兴，媒介通路的激增，海量信息的堆积及表达意见的
多元——这便是现阶段传播力量构建所面临的语境。”①(喻国
明,2006) 

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发现国内学者对碎片化阅读的研究主要
有以下方面： 

1.对于碎片化阅读的定义及特征的研究 
通过对期刊和学术文章的整理分析，吴海珍阐述了自己从读

者角度和阅读内容两方面来理解碎片化阅读。她认为碎片化阅读
一方面是通过移动终端进行不完整的、断断续续的阅读，另一方
面是体现在阅读内容的零碎化、片段化。②李熠、谢宇、孙小花
对碎片化阅读进行了界定，他认为碎片化阅读是读者利用互联网
通过不同终端和平台所提供的根据不同消费群体的喜好提供个
性化服务的获取碎片化信息的阅读模式。③ 

2.对于碎片化阅读的成因和影响的研究 
学者董莉莉（2015）在一文中提到媒介传播的速度是碎片化

阅读兴起的重要成因，在此基础上对碎片化阅读进行利弊两方面
的分析。④ 

学者刘丹（2016）⑤比较详细的介绍了碎片化阅读的成因，
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阐述了碎片化阅读基于传播媒介、社会环
境和读者需求三方面而发展。针对移动互联网时代下碎片化阅读
的价值以及问题进行碎片化阅读影响的分析与探讨。 

3.对于碎片化阅读的发展方向的研究 
学者温优华（2015）⑥在认为应利用数字化技术和多媒体手

段用浅阅读吸引读者进行深阅读。学者宋彦霞（2016）⑦针对阅
读内容和生产流程提出碎片化阅读的利与弊，并提出建议，认为
因从国家政策和社会制度层面上倡导纸制阅读，碎片化阅读应扬
长避短。 

通过对国内关于碎片化阅读的研究分析可以发现，尽管我国
碎片化的研究在十年前就已经出现，近年来研究角度与方法也出
现了较多的层次。就研究内容来说，我国对碎片化阅读没有形成
统一的认识，从不同的研究侧重点进行论述，多数从其成因和特
点研究“碎片化阅读”，在影响和趋势上分析不足，对发展方向
的研究没有很好的更新时代背景，信息不够及时，所以未来还需
在投入较多的时间和精力进行研究。就研究方法来看，国内学者
多采用定性的研究方法，虽然很多结合了现代媒体数字技术的发
展趋势，但缺乏必要的数据支撑，且分析内容上有较大的差异。 

二、研究设计与调查结果 
（一）小组访谈 
结合相关文献，设计一份访谈大纲，提前预约好访谈对象确

保时间足够充足访谈能顺利进行。访谈大纲以引导性问题为主，
同时在此基础上对细节进行深入访谈，问题为：经常使用什么方
式进行阅读？为什么选择手机等数字移动终端进行阅读？阅读
时主要关注那些内容？为什么？更喜欢阅读哪种内容形式？更
喜欢长篇:文字还是短篇信息内容？为什么？在访谈过程中，研
究者基于实际情况，对访谈问题进行弹性处理，不需要严格按照
大纲问题的次序。 

访谈时间为 2019 年 3 月 20 日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访谈方
式有当面访谈、微信访谈。平均访谈的时间是 20 分钟左右，在
征得对方同时的情况下，研究者根据访谈的回答进行记录。 

（二）问卷调查 
此问卷基于对国内外文献的参考，同时结合其他学者验证并

经常使用的成熟问卷，结合新媒体下大学生群体的阅读习惯、阅
读方式及阅读内容的特征修改而成，从阅读媒介、阅读内容、阅
读习惯、阅读时间、碎片化阅读情况构建问卷变量，且每个变量
都包含一个及以上的题项，经过预测试的筛选最终剩下 9 个题
项： 

Q1：您经常使用什么方式进行阅读？ 
Q2：通过手机等数字移动终端进行阅读的原因。 
Q3：您在阅读的过程中多关注哪些内容？ 
Q4：您关注这些内容的原因？ 
Q5：您经常通过哪些平台进行阅读？ 
Q6：您更喜欢阅读哪种内容形式？ 
Q7：关于阅读内容的篇幅，您能倾向于哪种类型？ 
Q8：您喜欢阅读短篇幅文字的原因是？ 
Q9：碎片化阅读已成为新媒体下常见的阅读方式。碎片化

阅读是指在数字移动终端上通过零散的时间片段式接收一些分
散的信息的方式进行阅读。对于碎片化阅读，您的态度是？ 

（三）调查结果 
新媒体时代下受众碎片化阅读的影响因素主要为四类：阅读

媒介、阅读内容、阅读习惯和阅读时间，通过对 47 名访谈对象
的深入访谈以及分发 200 份问卷后收集问卷最后分析数据得出
以下结论。 

100%的大学生群体使用手机等数字移动终端进行阅读，由
此可见媒介是碎片化阅读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数字移动网络和
移动互联网的不断发展，新兴媒介的随意性、分众性等特征加剧
了碎片化阅读取代传统阅读的趋势。 

受众的阅读习惯一部分体现在阅读平台的多元化，可见阅读
习惯使得受众群体趋向分众化、小众化。由调查的结果来看，受
众对不同类型的信息均有接收，可见阅读习惯另一部分体现在信
息的多元化，从内容上看信息的海量化即信息的种类繁杂、信息
内容的广泛性、信息发布的分散性、信息与信息之间的强关联性，
从形式上看信息的交互性、动态性，从效用上看信息的共享性、
可选择性、增值性等递进了信息的碎片化，随之而来的是受众阅
读方式的改变。 

时间的碎片化引导阅读方式的碎片化。85%以上的大学生群
体在阅读时更趋向于阅读短篇信息，而 80%以上的大学生群体是
因为节省时间而选择阅读短篇幅文字。由此可见社会在不断加速
发展，快节奏的生活习惯带来的时间的零散化使得人们的阅读方
式改变。 

但对于碎片化阅读这一阅读方式的发展，80%以上的大学生
群体持支持的态度，他们认为碎片化阅读能够更适应现下的社会
节奏和社会状态，能够在短时间内更有效地获取信息。15%的大
学生群体持反对态度，他们认为碎片化阅读使得人们忽略了阅读
思考，不能够深入作品，不能理解作者的创作理念。 

从以上分析得出碎片化阅读在科技加速发展的未来里会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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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传统阅读，逐步成为人们的阅读方式。 
三、碎片化阅读的影响分析 
在科技不断进步的现在通过新媒体收集信息的方式盛行，以

大学生阅读方式为例展开调查。据调查统计，参与调查的大学生
中几乎都使用新媒体阅读，手机阅读的方式达到 90%以上。碎片
化阅读是新媒体环境和数字化生活高速发展的一种必然结果。碎
片化阅读很好地将文字、图片、声音、视频简化，形成短小核心
的信息迎合大众的需求。 

（一）碎片化阅读的价值 
1.有效利用阅读时间，提高阅读效率 
首先，新媒体时代下移动互联网迅速发展，信息的更新速度

不断加快，新媒体的出现扩展了读者获取信息的渠道，信息呈爆
炸态势。海量的信息，快节奏的生活，人们往往通过最便捷的方
式获取最精简的能达到目的的信息。媒介技术的发展和互联网的
支持，使得各领域之间的信息能够更为方便的进行检索，信息量
和信息领域都有所扩大。其次，新媒体时代下移动终端的产生，
由于移动终端体积小、速度快、易携带等特点，催生了碎片化阅
读。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留给阅读的时间减少，而碎片化阅读
正好适应社会环境的变化，人们可以在少量时间里进行碎片化阅
读，移动端的易携带保证了人们能够随时随地快捷的获取信息。 

“在碎片化的时间运用碎片化的方式阅读碎片化的内容”，
碎片化阅读能给读者提供精准的信息需求。充分利用零散时间寻
找最有价值的内容进行快速有效的阅读。 

2.阅读成本低、阅读内容个性化，更为大众接受 
在新媒体移动终端上进行阅读，阅读的成本相较于传统媒体

的纸质媒介阅读更低，因为大部分内容都是免费的，即使是收费
相较于书籍的购买价格也是较为低的。而移动终端上的阅读可以
随时进行也可以随时选择放弃。 

新媒体的交互性致使人们在进行碎片化阅读过程中对阅读
内容的选择性越来越强。尤其是体现在新媒体下的自媒体平台，
受众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收藏自己感兴趣的内容。 

3.增强阅读参与感，加强互动交流 
用户对于自己感兴趣的想要了解的内容而已通过检索关键

词对信息进行筛选，就可以找到相关内容。根据“受众与说服效
果”中的个人趋同倾向源于群体归属感，人们在进行互联网社交
的同时找寻群体归属感。人们通过各种新媒体端花费大量时间去
寻找和获取信息，除了避免与社会脱节以外，还在寻找与自己趋
同的群体，与之进行交流和互动，追求归属感。 

碎片化阅读让人们在相互交流的同时发现与自己兴趣爱好
或者文化水平相近的社群。新媒体以用户为基础筛选信息内容，
提供制定化信息，不同社群根据不同的需求进行阅读。碎片化阅
读大大满足了人们的需求。 

（二）碎片化阅读的问题 
1.对传统阅读造成冲击，浅层次地接受信息限制思维能力 
快节奏的生活、移动终端的出现、新媒体的多元化，碎片化

阅读占据人们大量的阅读时间。 
生活在快节奏的社会中人们只能利用零散时间进行阅读，传

统阅读无法满足这样的情况，碎片化阅读满足了人们的需求。手
机、电子书等移动阅读设备的出现使得报纸、杂志等纸质媒介遭
到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据统计，2016 年全国共出版图书、期
刊、报纸、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 512.53 亿册，较 2015 年降低
了 6.9%，其中期刊降低了 6.29%，报纸降低了 9.31%。[8]碎片化
阅读成为阅读的主流，纸质媒介淡出人们的视野，更多出版社倒
闭、期刊停刊。 

相较于传统媒体，新媒体所带信息的多元化在碎片化阅读下
限制了读者的想象力。信息不仅仅局限于文字，更有声音、图片、
视频等形式，阅读这种浅表的信息限制了读者的思考能力，不能
通过对信息的理解和思考，加以创新，无法实现阅读过程中思维
的深度参与。 

2.引起读者阅读速度改变，读者的阅读关注力下降 
在海量的碎片化信息阅读中，阅读速度的加快、阅读内容的

增多，导致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专注程度发生改变。长时间的进
行碎片化阅读，使得读者习惯于在零碎的时间内快速阅读筛选好
的信息，不需要读者进行精神力的高度集中，导致读者的阅读耐
心减少，甚至放弃深阅读。 

3.阅读目的性不明确，阅读动机娱乐化 

快节奏的生活和新媒体的快捷性影响下，大众进行对碎片化
信息的接受都是在碎片化时间下进行的，没有固定的时间的要
求，也没有对内容的限制。在大量的信息浏览下，进行无针对性、
无目的性的阅读，被动地接受信息。 

在各类新媒体上进行碎片化阅读的内容大多是娱乐报道和
明星八卦等，以微博为例，在微博上发布的政治与军事新闻点击
量、阅读量、评论量和转发量往往少于娱乐新闻，并且微博热搜
头条被被娱乐八卦占据的次数大大超过了政治与军事新闻。 

四、新媒体时代下碎片化阅读趋势与不足 
（一）发展趋势 
1.碎片化阅读变革的技术必然性 
中国的网民规模在 2016 年达到了 7.31 亿。2017 年，6.62 亿

的中国网民经常访问社交网络，预计 4.83 亿中国网民将在手机
上访问社交媒体，占中国人口的 35%。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的网
络普及率达到了 50%以上，这意味新媒体以及完全进入中国人的
生活。碎片化阅读的出现是适应新媒体时代发展的，满足人们对
获取信息需求的必然结果。快节奏的生活下人们对信息的要求是
精简化、核心化的，利用零散的时间进行高效的阅读，碎片化阅
读新媒体时代人们阅读方式的常态。 

2.碎片化阅读变革的信息有效性 
碎片化阅读在阅读形式上进行了变革，这有助于信息检索系

统的形成和发展。信息检索系统能帮助人们在有限的时间内更快
更精确地找到自己想要的信息，并进行深入了解。信息检索系统
对大数据时代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碎片化阅读在阅读发布上呈深阅读与浅阅读相结合的变革，
这一变革使得人们对阅读内容具有选择权，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
爱好进行个性化的内容选择，对于喜欢的、感兴趣的文章可进行
深阅读。 

但碎片化阅读的变革仍需进一步的加深。 
（二）不足之处 
碎片化阅读的出现与发展给传统阅读造成巨大的冲击，传统

阅读已进入“日暮西山”的境地。传统阅读能够提升人们的专注
力、集中度和忍耐力，这是碎片化阅读所不能做到的。碎片化的
方式汲取信息在带来好处的同时也造成了许多问题，而传统阅读
能弥补这些问题。 

伴随着科技的进步，新媒体出现了许多新的阅读形式，带来
了关于重建新媒体深阅读的探讨。而真正的深阅读并不局限于看
长篇文章或者进行长时间的阅读，深阅读是指文字作为一种语言
符号通过大脑去思考探究其所代表的意义，理解该符号所带来的
影响的思维方式。以长微博为例，长微博的出现刷新了短篇文章
的阅读模式但长微博叙述文字并没有深度化，还停留在“用眼睛
思考”的阶段，读者能直接通过文字明白叙述的意思并没有经过
大脑思考，这不是真正的深阅读。深阅读应该从政治理论和学术
论文入手，让读者在阅读该类文字的同时思考其蕴含的意义以及
其带来的影响，通过思维去理解文字。这是现今碎片化阅读在变
革过程中最需改善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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