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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结合未成年读者传统阅读动机量表、数字阅读动机的新特点以及社会化阅读的主题特性，本文以上海初

高中生微信阅读为例，考察青少年的社会化阅读动机问题。 问卷调查分析表明：①青少年社会化阅读具有多维性

特征，涉及三大类别六个维度，分别为内在性动机、社交性动机和成就性动机；②社交性动机是青少年开展社会化

阅读活动最为主要的动机，其“社会交往”维度包含“阅读对现实社交的促进作用”和“基于虚拟阅读社区本身的

社交”两个层面；③不同青少年群体在不同动机维度或维度组合上的表现强度有所差异，同时年级和所在区县这

两个人口统计学变量对青少年的总体动机和部分动机维度具有显著影响。 表 ４。 参考文献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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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作为一种从书面语言和其他书面符号中获

得意义的社会行为、实践活动和心理过程［１］ ，
阅读具有双重属性：个人独立的阅读体验和基

于互动的分享体验［２］ 。 纵观人类阅读发展史，
尽管存在俱乐部和读书会之类的机构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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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读者的阅读体验主要是由个人独立完成

的［３］ 。 进入 ２１ 世纪后，随着数字化文本和社

会化媒体的发展，基于互动和分享的社会化阅

读日 益 成 为 一 种 备 受 读 者 青 睐 的 阅 读 方

式［４－５］ 。 正如社会化阅读网站 ＢｏｏｋＧｌｕｔｔｏｎ 所认

为的：“社会化阅读的理念很简单，就是读者希

望分享所读的内容；而新技术的发展在很大程

度上促成了这种分享行为。” ［６］ 社会化阅读可

谓是在数字化文本的基础上进一步融合了社

会化媒体的特征。 相对于传统以书本为核心、
以内容为主的阅读模式，社会化阅读更加注重

读者，注重社交［７］ 。
作为一种新型的阅读形态，社会化阅读不

仅对“读者”和“阅读”这些核心概念提出了巨大

挑战，同时对文本的消费乃至生产实践都将产

生实质性的影响，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领域。
尽管这一议题开始进入学术视野，但相关的研

究成果不足。 目前为数不多的文献聚焦于社会

化阅读的概念特征［８－１０］ 、平台应用及发展［１１－１２］ 、
图书馆的角色定位和阅读推广［１３－１４］ ，但这些研

究都没有深入阐述包括社会化阅读动机在内的

读者心理机制。 阅读动机是指由与阅读有关的

目标所引导、激发和维持的个体阅读活动的内

在心理过程和内部动力过程［１５］ 。 动机因素对阅

读过程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没有一定的阅读动

机，就不可能有一定的阅读行为［１６］ 。 众多研究表

明，青少年群体更容易受到新事物和新媒介的影

响［１７－１８］ 。 因此，本研究以上海初高中生微信阅

读为例，深入探讨这一特定人群的社会化阅读

动机问题，包括动机的构成结构和群组差异。

１　 文献回顾

目前所见文献中，尚未有学者针对社会化

阅读动机开展系统研究。 由于本研究聚焦于青

少年社会化阅读动机，同时所界定的“社会化阅

读”是基于数字内容呈现方式并以分享和互动

为核心特征的新型阅读形态，隶属于数字阅读

的范畴，所以下面从未成年读者阅读动机和数

字阅读动机两个方面进行文献回顾。

１ １　 未成年读者阅读动机研究

传统阅读动机研究主要是针对未成年读者

展开的。 长期以来，阅读一直只是被视为基于

语言和认知的努力过程，相关学术研究也多强

调认知层面的探讨，不太关注阅读的动机研

究［１９］ 。 但是，多年基于阅读认知的研究并没有

对未成年读者阅读行为的培养和阅读能力的提

高起到实质性的作用［２０］ 。 于是，研究者开始意

识到在认知因素之外，读者的阅读行为很有可

能受到个体的动机、信念和需求的影响［２１］ ，并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前后开始寻找其他研究路

径［２２－２３］ 。 美国国家阅读研究中心在 １９９２ 年获得

了一笔来自政府的为期五年的项目资助［２４］ ，在该

中心的大力支持下，Ｇｕｔｈｒｉｅ 和 Ｗｉｇｆｉｅｌｄ 等人转而

采取参与视角的阅读研究路径［２５］ ，这一研究路径

整合了阅读的认知、动机和社会文化等因素［２６］ 。
参与视角引领了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未成年

读者阅读动机的研究工作，研究者开发了一系列

动机量表［２７－２９］ 。 其中，由 Ｗｉｇｆｉｅｌｄ 和 Ｇｕｔｈｒｉｅ 提

出的 “阅读动机问卷” （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ＭＲＱ）被广泛使用。 为了验证该量

表的测量效度，Ｂａｋｅｒ 和 Ｗｉｇｆｉｅｌｄ 进行了验证性因

素分析。 研究表明，除了“阅读逃避”分量表之

外，其他分量表都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３０］ 。 但

ＭＲＱ 也受到了某些学者的质疑。 比如，Ｗａｔｋｉｎｓ
指出，Ｗｉｇｆｉｅｌｄ 等人针对 ＭＲＱ 的探索性因素分析

和随后的验证性因素分析都存在某些问题。 利

用多样本交互验证的方式，Ｗａｔｋｉｎｓ 提出了未成

年读者阅读动机的八维度结构［３１］ 。 另外，我国台

湾、香港和大陆研究人员也根据本土的研究样本

对 ＭＲＱ 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修订［３２－３５］ 。

１ ２　 数字阅读动机研究

随着新技术的发展，数字阅读、网络阅读、
移动阅读和手机阅读等阅读形态出现在读者的

视野中。 尽管称谓不尽一致，这些阅读形态在

很大程度上是彼此交叠的。 相对于基于印刷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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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的传统阅读形态，数字化文本及呈现是它们

的共同特征。 社会化阅读则是在数字化文本的

基础上进一步融合了社会化媒体的特征，隶属

于数字阅读的范畴。 不同的载体形式对于读者

的阅读动机和阅读行为会带来明显的影响［３６］ 。
相关机构和人员比较关注读者数字阅读的行为

变化，但鲜有学者专门涉足数字阅读动机的专

题研究，为数不多的文献也基本以大学生群体

为研究对象，直接针对未成年读者开展的研究

更是凤毛麟角。
蔡少辉通过对大陆大学生的网络阅读情况

进行实地调查，指出大学生网络阅读动机是多

维度的，包括社会交往、情感抒发、信息获取、个
人修养和阅读兴趣五个方面［３７］ 。 汤明祥针对台

湾案例将大学生数字阅读动机区分为内在动机

和外在动机两大类别［３８］ 。 一项针对台湾高职生

的研究指出，高职生开展网络休闲阅读主要是

为了展现自我效能，迎接阅读挑战，与朋友分享

信息［３９］ 。 李武和罗昕分别针对上海地区和武汉

大学的大学生开展问卷调查，总结分析了大学

生手机阅读的动机和需求满足情况［４０－４１］ 。 在专

门针对未成年读者数字阅读动机开展的研究

中，赖怡君的研究可谓比较典型。 他在 ２０１０ 年

以台湾桃园县“公立国中”学生为研究样本，构
建了青少年网络阅读问卷，其中的动机量表囊

括十个维度［４２］ 。 当然，有些关于未成年读者数

字阅读行为的调查项目也在其中简单地考察了

读者的阅读动机或阅读目的［４３－４４］ 。
综上所述，研究者在未成年读者传统阅读

动机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比如说，他
们已经就 “阅读动机的多维性”达成共识，尽管

在维度数目上仍然存在分歧［４５］ 。 众多研究也表

明，除了认知因素之外，阅读动机确实能够在某

种程度上解释和预测读者的阅读行为和阅读技

能的发展［４６－４９］ 。 但是，诸如 ＭＲＱ 这些成熟的未

成年读者阅读动机量表都是针对基于印刷媒介

环境下的传统阅读活动而开发的。 虽然近年来

有学者开始关注读者的数字阅读动机，也提出

了某些不同于传统阅读动机的新特点，但总体

而言，这些研究普遍缺乏科学的动机测量量表，
也尚未考虑到社会化阅读的特殊性。 因此，本
研究试图在未成年读者传统阅读动机研究的基

础上，结合数字阅读动机的新特点和社会化阅

读的主题特性，就青少年社会化阅读动机议题

开展探索性研究。

２　 研究方法

２ １　 案例选择

本研究选择微信阅读作为考察青少年社会

化阅读动机的案例。 这里所谓的“微信阅读”特

指微信用户阅读朋友圈内公众号或好友分享的

文章，并在阅读过程中可能开展的系列互动或

分享活动。 选择微信阅读有两个原因。 其一，
“微信阅读”非常符合社会化阅读的核心特征。
首先，微信朋友圈内公众号或好友分享的链接

通常是具有一定篇幅的文本，阅读这些内容是

真正意义上的“阅读行为”。 其次，当读者通过

微信朋友圈阅读文章（尤其是好友分享的文章）
的时候，其阅读入口就源于社交行为本身。 再

次，由于微信朋友圈的相对私密性，读者在阅读

文章中或之后更有可能开展互动或分享活动。
其二，微信的应用具有广泛的用户基础。 根据

２０１３ 年年底的官方数据，微信已经覆盖全球 ２００
多个国家，国内外月活跃用户超过 ２ ７ 亿［５０－５１］ 。
笔者前期针对青少年的深度访谈也发现有相当

数量的初高中生正在使用微信阅读这一功能，
而使用诸如 Ｆｌｉｐｂｏａｒｄ、Ｚｉｔｅ、扎客或鲜果等专门

社会化阅读软件的用户比例很低。 从这个意义

上讲，选择微信阅读考察青少年社会化阅读动

机也更具可行性。

２ ２　 问卷设计与预测试

由于目前尚未有学者针对社会化阅读动机

开展系统研究，所以对相关概念的测量还缺乏

成熟的量表。 在这种情况下，有学者建议可以

首先利用深度访谈或焦点小组来收集定性数

据，在此基础上确定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并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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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基于大样本的问卷调查方案［５２］ 。 本研究首先

基于立意抽样原则在上海地区访谈了 １６ 位有过

微信阅读经历的初高中生。 根据访谈结果，笔
者将社会化阅读的动机分为两大类别：“通过社

交进行阅读的目的”和“利用阅读进行社交的目

的”。 然后，在传统阅读动机量表的基础上设计

了测量第一个类别的动机量表（共五个维度），
在研究用户社会化媒体使用动机和信息分享动

机相关文献［５３－５６］ 的基础上设计了测量第二个类

别的动机量表（共两个维度）。 最后，本研究通

过网络问卷调查法对初步形成的量表进行预测

试，并根据通过方便抽样原则获得的 ４８ 名初高

中生的预测试结果对问卷做了适当的修改。

２ ３　 数据收集及样本构成

本研究的调查对象为青少年。 根据国际权

威发展心理学家 Ｅｒｉｋｓｏｎ 的个人发展阶段表，青
少年是指 １３ ～ １９ 岁的未成年人①［５７］ 。 借鉴

Ｅｒｉｋｓｏｎ 对青少年的界定，同时考虑到实际操作

的可行性和便利性，本研究将上海地区在校初

高中生作为研究样本。 采用的主要方法为问卷

调查法，问卷的正式调查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中

上旬。
本研究利用多阶段整群抽样方法获取研究

样本。 第一步，把上海 １６ 个区县（除崇明县外）
分为三大类型：浦西城区、浦西郊区（包括城郊

和远郊区）和浦东新区。 由于浦东新区包括繁

华的城区和偏远的郊区，笔者将浦东内环内外

分别视为城区和郊区。 第二步，在浦西城区随

机抽取三个区（徐汇区、长宁区和杨浦区），在浦

西郊区随机抽取两个区（闵行区和青浦区）。 第

三步，在上述五个区和浦东新区内环内外随机

抽取初高中各一所。 通过上述三个步骤，最终

产生七所初中和七所高中。 第四步，抽取班级

和发放正式问卷。 由于当时初三和高三学生面

临中考和高考，笔者调查的是一二年级。 具体

方法如下：首先，工作人员随机选择一年级的某

个班级，在获得班主任的同意后，利用课间或自

习课发放问卷。 在发放问卷之前，工作人员通

过提问的方式过滤从未有过微信阅读经历的学

生。 然后选择二年级的某个班级，重复同样的

步骤。 工作人员在一二年级中交替抽取不同的

班级进行问卷发放，直到在每所学校获取 １００ 份

问卷为止。
调查时间经历半个多月，工作人员在 １４ 所

中学成功收集了 １ ４００ 份问卷。 剔除填答不完

整和连续多道题选择同一选项的问卷后，本研

究最终保留的有效问卷为 １ ０３９ 份。 样本的构

成情况如下：在性别方面，男生 ４７０ 名（４５ ２％），
女生 ５６９ 名（５４ ８％）；在年级方面，初中生 ５０６
名（４８ ７％），高中生 ５３３ 名（５１ ３％）；在所在区

县方面，城区生 ５９９ 名（５７ ７％），郊区生 ４４０ 名

（４２ ３％）。

３　 数据分析及结果

３ １　 动机的探索性因素分析

本研究的首要目标是确定青少年社会化阅

读动机的构成结构。 问卷中关于动机的量表涉

及七个维度，共 ２２ 个问项。 整份动机量表的

ＫＭＯ 值为 ０ ９４７， χ２ ＝ １５ ０８４ （ ｄｆ ＝ ２３１， Ｓｉｇ ＜
０ ００１），符合开展因素分析的前提条件。 通过

采用主成分提取法和 Ｖａｒｉｍａｘ 旋转法，共萃取六

个公共因素。 本研究发现，原先在第一类别动

机下设置的测量“阅读社交目的” 变量（取自

Ｗｉｇｆｉｅｌｄ 的 ＭＲＱ 量表）和在第二类别动机下设

置的测量“社会交往”变量（取自 Ｐａｒｋ 等人的量

表）的所有问项构成了一个公共因素。 另外，原
先测量“情感抒发”变量的一个问项（“通过微信

阅读文章能让我暂时忘记烦恼”） 脱离了该变

量，跟测量“个人发展”变量的四个问项聚在了

一起，但其因素负荷量不足 ０ ５。
出于理论方面的考虑，同时结合上述提及

的问项在公共因素上负荷量较低的事实，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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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最终删除该问项。 表 １ 是删除该问项后重新

运行因素分析后的结果。 仍萃取六个公共因素

（包含 ２１ 个问项），解释总变异量达到 ７５ ６％。
笔者将这六个公共因素分别命名为：社会交往

（保持与他人的互动和沟通）、个人发展（扩展知

识和提高修养）、他人认同（获得他人的肯定或

认可）、信息获取（搜集和获取所需的信息）、兴
趣爱好（满足自身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和情感抒

发（调节情绪或打发时间）。 这六大动机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均值和标准差数据如下：信息

获取（α ＝ ０ ８１８，Ｍ ＝ ３ ４１，ＳＤ ＝ １ ００）、情感抒发

（α ＝ ０ ７７１，Ｍ ＝ ３ ２１，ＳＤ ＝ １ １２）、兴趣爱好（ α ＝
０ ８２５，Ｍ ＝ ３ ５１， ＳＤ ＝ ０ ９８ ）、 个人发展 （ α ＝
０ ８８９，Ｍ ＝ ３ １６， ＳＤ ＝ １ ０２ ）、 社会交往 （ α ＝
０ ９０５，Ｍ ＝ ３ ３８， ＳＤ ＝ ０ ９６ ）、 他人认同 （ α ＝
０ ８６２，Ｍ ＝ ３ ３６，ＳＤ ＝ １ ０１）。

表 １　 青少年社会化阅读动机的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按解释方差变异量的大小排序）

因素问项
社会

交往

个人

发展

他人

认同

信息

获取

兴趣

爱好

情感

抒发
共同性

我通过微信阅读文章，是为了更好地加入同学聊天的话题 ０ ７５９ ０ ３１６ ０ １３８ ０ １６１ ０ １７７ ０ ０９１ ０ ７６１

我通过微信阅读文章，是为了获取更多与他人交流的话题 ０ ７２７ ０ ３２５ ０ １６０ ０ １８６ ０ １５１ ０ １０６ ０ ７２８

在微信中分享文章，这能让我与好友保持互动和联系 ０ ６９３ ０ １０３ ０ ３５５ ０ １４９ ０ ２３４ ０ １５８ ０ ７１９

我通过微信阅读文章，是因为它对我与他人的交流有帮助 ０ ６５８ ０ ４２３ ０ １８６ ０ １６９ ０ １２１ ０ ０７８ ０ ６９５

在微信中分享文章，这能让我在朋友圈中更加活跃 ０ ６５４ ０ １７８ ０ ３５２ ０ ０７３ ０ １８２ ０ ２３４ ０ ６７７

在微信中分享文章，这能使我与好友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 ０ ６１１ ０ １９０ ０ ４３０ ０ ０８９ ０ １５９ ０ ２０１ ０ ６６７

我喜欢通过微信阅读文章，因为它有助于提高我的学业表现 ０ ２５２ ０ ８１３ ０ １９０ ０ ０３２ ０ ０８４ ０ １９３ ０ ８０６

我喜欢通过微信阅读文章，因为它有助于提高我的阅读能力 ０ ２２９ ０ ７９９ ０ １９０ ０ ０５７ ０ １３６ ０ １９３ ０ ７８５

我喜欢通过微信阅读文章，因为它有助于提高我的个人修养 ０ ２７２ ０ ７３７ ０ ２１８ ０ １１７ ０ ２１３ ０ １２４ ０ ７３９

我喜欢通过微信阅读文章，因为它有助于丰富我的课外知识 ０ ２３２ ０ ６７３ ０ ２０９ ０ ２６９ ０ ３００ －０ ００７ ０ ７１２

当通过微信分享文章的时候，好友会认为我在信息传播中发

挥了作用
０ ２９３ ０ ２０１ ０ ７９７ ０ １３８ ０ １２２ ０ １１８ ０ ８０９

总的来说，当通过微信分享文章的时候，好友会认为我是有价

值的
０ ２５３ ０ ３１２ ０ ７４６ ０ ０９３ ０ １１９ ０ １３６ ０ ７６０

当通过微信分享文章的时候，好友会认为我对他们是有帮

助的
０ ２７１ ０ ２０５ ０ ７３８ ０ １５８ ０ ２４１ ０ ０９１ ０ ７５１

我通过微信阅读文章，是为了获取各类信息 ０ １１０ ０ １０２ ０ １４０ ０ ８６７ ０ １８７ ０ ０２５ ０ ８２９

我通过微信阅读文章，是为了了解时事动态 ０ １４０ ０ １３３ ０ １２９ ０ ８１３ ０ １８６ ０ １９９ ０ ７８８

我通过微信阅读文章，是为了了解好友们最近关注的话题 ０ ４２６ ０ ０８８ ０ ０７０ ０ ６０６ ０ １３４ ０ ３７１ ０ ７１７

我喜欢阅读微信上与自己兴趣爱好有关的文章 ０ １８０ ０ １１６ ０ １６７ ０ ２５２ ０ ８０２ ０ ０９３ ０ ７９０

我经常通过微信阅读自己感兴趣的文章 ０ ２２３ ０ ２３４ ０ １６０ ０ ２０８ ０ ７７６ ０ １２７ ０ ７９１

通过微信阅读文章，能够满足我的爱好需求 ０ ２７２ ０ ３８８ ０ １９４ ０ ０７９ ０ ６０３ ０ ２６７ ０ ７０４

在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常常通过微信阅读文章 ０ １６７ ０ １１１ ０ １５０ ０ ２３１ ０ ３０２ ０ ７８３ ０ ８２４

在没事可做的时候，我常常通过微信阅读文章 ０ ２６０ ０ ３６８ ０ １８４ ０ １５７ ０ ０４２ ０ ７４９ ０ ８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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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２　 基于动机维度的聚类分析

探索性因素分析表明青少年社会化阅读动

机具有多维性特征，而且单样本 ｔ 检验也表明调

查对象对六个动机维度的回答均存在显著差异

性。 因此，本研究的第二个目标旨在探索是否

存在不同的群体，他们在不同的动机维度或某

些维度组合上所表现出来的动机强度具有明显

的差异。 聚类分析可以帮助我们实现这一目

标［５８］ 。 考虑到数据处理的效率问题，本研究采

用快速聚类法（ Ｋ －均值聚类法）。 与分层聚类

法不同，用户使用快速聚类法的时候需要事先

指定类别数目。 参考 Ｂａｋｅｒ 和 Ｗａｄｅ 等人的做

法［３０，５９］ ，本研究依次按 ２ 类到 １０ 类进行快速聚

类分析，然后从中选择最有意义的分析结果，即
基于 ６ 类的聚类结果。 表 ２ 提供了每个类别在

各个动机维度上的类中心值以及每个类别所包

含的学生样本量，类中心值实质上就是每个动

机在不同群体学生中的均值。

表 ２　 基于动机维度的青少年社会化阅读动机快速聚类分析结果

类别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信息获取 １ ５８ ２ ５４ ４ ２１ ３ ４５ ３ ３８ ３ ３８

情感抒发 １ ２０ ２ ０９ ４ ３０ ２ ６６ ２ ３２ ３ ５９

兴趣爱好 １ ４７ ２ ４７ ４ ３６ ３ ０１ ３ ２１ ３ ３８

个人发展 １ ３９ ２ ６５ ４ １５ ３ ４４ １ ９４ ３ ０６

社会交往 １ ４０ ３ ０１ ４ ２８ ３ ７６ ２ １４ ３ ２８

他人认同 １ ４１ ３ ２３ ４ ２７ ３ ７８ １ ９１ ３ ２１

样本量及占比 ５９（５ ７％） １１３（１０ ９％） ２６２（２５ ２％） １７５（１６ ８％） ８９（８ ６％） ３４１（３２ ８％）

极低动机组 较低动机 Ａ 组 较高动机组 混合动机组 较低动机 Ｂ 组 中度动机组

接下来，本研究将这些数值与样本均值进

行比较，利用差值来阐述这 ６ 类群体的特征。 ①
极低动机组：所有动机的类中心值均低于样本

均值大约两个标准差。 ②较低动机 Ａ 组：所有

动机的类中心值均低于样本均值，但“信息获

取”、“情感抒发”和“兴趣爱好” 这三个动机的

类中心值与样本均值的差异程度较另外三个动

机更为显著，差值均在一个标准差左右。 ③较

高动机组：所有动机的类中心值均高于样本均

值大约一个标准差。 ④混合动机组： “信息获

取”和“个人发展”的类中心值大致等同于样本

均值；“情感抒发”和“兴趣爱好”的类中心值低

于样本均值大约半个标准差；“社会交往”和“他

人认同”的类中心值高于样本均值大约半个标

准差。 ⑤较低动机 Ｂ 组：所有动机的类中心值

均低于样本均值，但“个人发展”、“社会交往”和

“他人认同”的类中心值与样本均值的差异程度

较另外三个动机更为显著，差值均在一个标准

差以上。 ⑥中度动机组：所有动机的类中心值

均大致等同于样本均值。

３ ３　 动机在不同群组中的差异分析

本研究的第三目标是分析青少年社会化阅

读的不同维度及总体动机（取值为不同动机维

度的得分均值）是否因性别、年级和所在区县有

所差异。 本研究以性别、年级和所在区县为自

变量，依次利用 ２×２×２ 多因素方差分析法探索

这三个变量对青少年社会化阅读的总体动机和

六个动机维度的作用及其交互作用。 研究表

明：①总体动机和六个动机维度在男女群体中

均没有显著差异；②总体动机和部分动机维度

在来自不同年级和不同区县的群体中存在显著

差异；③性别、年级和所在区县的三者交互作用

或任何两组的交互作用对总体动机和六个动机

维度都没有显著影响。 表 ３ 是以总体动机为因

变量的主体间效应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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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以总体动机为因变量的主体间效应检验结果

源 ＩＩＩ 型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Ｆ

性别 ０ １３ １ ０ １３ ０ ２１

年级 ３ ５０ １ ３ ５０ ５ ５５∗

区县 ４ ６７ １ ４ ６７ ７ ４０∗∗

性别× 年级 １ ８８ １ １ ８８ ２ ９９

性别× 区县 ０ ０７ １ ０ ０７ ０ １０

年级× 区县 ０ ３６ １ ０ ３６ ０ ５７

性别× 年级× 区县 ０ ８３ １ ０ ８３ １ ３２

误差 ６５０ ５８ １０３１ ０ ６３

　 　 注：∗ ｐ＜０ ０５；∗∗ ｐ＜０ ０１

如表 ４ 所示，来自不同年级和不同区县的

青少年学生在社会化阅读的总体动机方面均存

在显著差异。 初中生比高中生具有更强的总体

动机，郊区生比城区生具有更强的总体动机。
具体到各个动机维度上，来自不同年级和不同

区县的青少年学生在部分动机维度上也都存在

显著差异。 相对于高中生，初中生具有更加强

烈的“兴趣爱好”、“个人发展”和“社会交往”动

机。 相对于城区生，郊区生在“情感抒发”、“个

人发展”、“社会交往”和“他人认同” 这四个动

机维度上都表现出更大的需求。

表 ４　 青少年社会化阅读动机的年级和区县差异

年级 区县

初中生 高中生 城区生 郊区生

动机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Ｆ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Ｆ

信息获取 ３ ４２ １ ０５ ３ ４０ ０ ９３ ０ ０５ ３ ４０ ０ ９８ ３ ４３ １ ０１ ０ ２２

情感抒发 ３ ２５ １ １６ ３ １７ １ ０８ １ ７３ ３ １４ １ １４ ３ ３０ １ ０９ ５ ５５∗

兴趣爱好 ３ ６０ １ ０２ ３ ４２ ０ ９３ ７ ６１∗∗ ３ ５０ ０ ９７ ３ ５２ ０ ９９ ０ １１

个人发展 ３ ２５ １ ０２ ３ ０９ １ ０１ ６ ２２∗ ３ ０７ １ ０１ ３ ２９ １ ０２ １０ １３∗∗

社会交往 ３ ４８ ０ ９８ ３ ２９ ０ ９２ ９ ２２∗∗ ３ ２９ ０ ９８ ３ ５１ ０ ９１ １３ ４２∗∗∗

他人认同 ３ ４１ １ ０３ ３ ３１ ０ ９９ ２ １６ ３ ２８ １ ０１ ３ ４８ １ ００ ８ ２０∗∗

总体动机 ３ ４０ ０ ８１ ３ ２８ ０ ７８ ５ ５５∗∗ ３ ２８ ０ ７８ ３ ４２ ０ ８１ ７ ４０∗∗

　 　 注：Ｎ（初中生）＝ ５０６；Ｎ（高中生）＝ ５３３；Ｎ（城区生）＝ ５９９；Ｎ（郊区生）＝ ４４０；∗ ｐ＜０ ０５；∗∗ ｐ＜０ ０１；
∗∗∗ ｐ＜０ ００１

４　 讨论

４ １　 社会化阅读动机的多维性特征

众多研究表明阅读动机是一个多维构

念［２３，２７－３１］ 。 本研究确定了青少年社会化阅读动

机的六个维度，再次验证了阅读动机的多维性

特征。 结 合 前 人 关 于 动 机 类 型 的 研 究 成

果［６０－６３］ ，这六个维度可被归纳为三大类别：内在

性动机（包括“信息获取”、“情感抒发”和“兴趣

爱好”三个维度）、社交性动机（包括“社会交

往”和“他人认同”两个维度）和成就性动机（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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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个人发展”维度）。 本研究采用事先确定因

素数目的方式（数目为 ３）对 ２１ 个问项进行再次

因素分析，分析结果也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社

会化阅读动机的这种构成结构。 具体而言，测
量“社会交往”和“他人认同”的所有问项共同构

成公共因素 １，测量“个人发展”变量的所有问项

和原先测量“兴趣爱好”变量的其中一个问项构

成公共因素 ２（该问项在公共因素 ２ 和公共因素

３ 上的负荷量分别为 ０ ５５ 和 ０ ４２，两者差别并

不大），剩余的原先测量“信息获取”、“情感抒

发”和“兴趣爱好”这三个变量的所有问项共同

构成了公共因素 ３。
本研究基于动机维度的聚类结果说明，不

同群体在不同动机维度或维度组合上的表现强

度有所差异，这也进一步验证了社会化阅读动

机的多维性特征。 运用上述三大动机类别对不

同的动机组进行分析，混合动机组的特点可概

括为内在性动机较高而社交性动机较低，较低

动机 Ａ 组的特点可总结为内在性动机更低，而 Ｂ
组的特点可归纳为社交性动机更低。 换言之，
在不同的动机组中，内在性动机和社交性动机

存在彼此共存 （比如较高动机组和极低动机

组）、相互促进（比如较低动机 ＡＢ 组）和此消彼

长（比如混合动机组）的情况。 由于社交性动机

大体属于外在动机［６４－６５］ ，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在

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为内在动机与外在动机两

者本身的复杂关系。 在动机研究领域，对于内

外动机关系的认识存在较多分歧。 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不同的研究分别得出外在动机削

弱内在动机、外在动机与内在动机共存、外在动

机能够对内在动机产生促进作用等不同的结

论［６６－６７］ 。 因此，今后也应该继续对社会化阅读

动机中的内在性动机和社交性动机的关系进行

深入探索。

４ ２　 社交性动机的构成和重要性

不同于以往的研究发现［２９－３０，３５］ ，社会化阅

读的“社交动机”包括传统意义上的“阅读对现

实社交的促进作用”和社会化阅读特有的“基于

虚拟阅读社区本身的社交”两个层面。 一方面，
青少年通过社会化阅读所获取的内容能够成为

日常谈话的资源，更好地促进彼此之间的现实

交往。 另一方面，社会化阅读社区实质上就是

以用户社交网络为基础、以用户信息流为载体

和以用户兴趣图谱为出发点的互联网产品［６８］ 。
就产品所提供的阅读服务而言，微信朋友圈实

质上构成了虚拟阅读社区，好友之间通过对文

本的点赞、分享和评论等行为实现彼此之间的

互动和沟通，在某种程度上起到补充甚至替代

现实社交的作用。 另外，本研究确定的“他人认

可”动机强调的是读者希望他人肯定和认同自

己在朋友圈中传播信息内容的作用和价值，而
非传统阅读中所界定的“希望借此获得老师、父
母或同学对自己阅读技能和阅读行为的表扬和

赞赏” ［２９－３０，３５］ 。 也正因为如此，“社会交往” 和

“他人认可”这两个动机维度可以很好地整合在

一起，共同构成社交性动机类别。
根据 Ｄｅｃｉ 和 Ｒｙａｎ 提出的自我决定理论，人

类动机是一个在自主性维度上从外在动机到内

在动机的连续体［６９］ 。 就青少年社会化阅读动机

而言，内在性动机位于该连续体的一端，社交性

动机位于另外一端，而成就性动机则位于该连

续体的中间位置。 从对动机方差变异量的贡献

来看，在六个动机中，“社会交往” 维度排在首

位，而“他人认可”仅次于“社会交往” 和“个人

发展”，其他三个维度则排在后三位。 从这个意

义上来说，社交性动机是青少年开展社会化阅

读活动最为重要的动机因素。 这不仅从读者认

知的角度验证了社会化阅读的分享和互动特

性，也说明了青少年更多地把社会化阅读定位

为以社交为目的的“浅阅读”，而非以获取信息

知识和满足阅读兴趣为目的的“深阅读”。 但正

如 Ｊｏｈｎｓｏｎ 等人所指出的，“（社会化阅读）允许

读者与他人共同开启一段既现实又充满想象力

的旅程” ［７０］ ，社会化阅读的价值不仅在于实现

个人的社交目的，而且体现在通过提供互动和

分享功能使读者更好地理解文本及其所传达的

内涵，甚至产生新的原创内容。 这点应该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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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充分重视。

４ ３　 社会化阅读动机的群组差异性

性别和年级是阅读研究者考察阅读动机群

组差异性最为常用的人口统计学变量。 众多针

对未成年人阅读的实证研究表明，男女生在总

体动机和大多数的阅读动机维度上都存在显著

差异［１５，２９，７１，７２］ 。 通常而言，女生的阅读动机水平

要显著高于男生。 但本研究并没有发现青少年

社会化阅读动机（包括总体动机和六个动机维

度）在男女群体中有任何的显著差异。 柳长友

针对天津市中学生的研究结果也表明，中学生

无论是在总体动机还是在该研究所确定的八个

阅读动机维度上都不存在性别差异［３５］ 。 另外一

项针对大学生网络阅读的调研同样也表明男女

大学生群体在网络阅读动机总分和各动机维度

上的得分都没有显著差异［３８］ 。 虽然该项研究并

非针对青少年群体，但所考察的网络阅读与本

文所研究的社会化阅读均属于数字阅读，所以

其研究结果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因此，后续

研究可就阅读动机的性别差异继续开展调查，
寻找可能存在的差异模式。

先前诸多实证研究相继揭示了阅读动机或

态 度 随 着 年 级 的 提 高 呈 现 下 降 的 趋

势［１５，２７，３５，４２，６７，７３－７４］ ，本研究再次验证了这种现

象。 初中生的总体阅读动机显著高于高中生，
同时在“兴趣爱好”、“个人发展”和“社会交往”
等动机维度也显著高于高中生。 这或许可以解

释为高中阶段学生有更为繁重的学业和课内阅

读任务。 相对而言，初中生的自由度更高，有更

多的时间追求自己的兴趣爱好，在线上线下有

更多的精力可以与他人进行阅读互动和分享。
另外，城乡差异是我国目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

象［７５］ ，也有研究从这个角度对读者的阅读兴趣

和阅读动机做过差异性分析［３８，７６－７７］ 。 本研究表

明，郊区生在总体阅读动机和多个动机维度上

的强度都显著高于城区生。 具体而言，相对于

后者，前者在“情感抒发”、“个人发展”、“社会

交往”和“他人认同”这四个动机维度上都表现

出更大的需求。 由于所生活的条件相对落后，
郊区生或许希望有更好的个人发展，并更加强

烈地渴望得到他人的认同。 这在一定程度上可

以解释研究中出现的这种青少年社会化阅读动

机的城乡差异现象。

５　 贡献及不足

通过对来自上海地区 １ ０３９ 名青少年学生

样本的统计分析，本研究系统深入地探索了青

少年社会化阅读的动机问题，研究结论具有一

定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本研究指出青少年社会

化阅读动机具有多维性特征，涉及三大类别和

六个维度，分别是内在性动机（ “ 信息获取” 、
“情感抒发”和“兴趣爱好” ） 、社交性动机（ “社

会交往”和“他人认同” ）和成就性动机（ “个人

发展” ） ，不仅再次验证了阅读动机作为多维构

念的复杂性，同时也明确了社会化阅读动机构

成结构的独特性。 此外，本研究提出社会化阅

读的“社会交往” 动机维度包括传统意义上的

“阅读对现实社交的促进作用” 和社会化阅读

特有的“基于虚拟阅读社区本身的社交” 两个

层面，在某种程度上也拓展和丰富了传统阅读

“社会交往”动机在社会化媒介阅读环境下的

内涵和外延。 上述即为本研究在学理层面的

意义。
从实践角度来看，促进全民阅读活动是当

前我国建设学习型社会的一项重要举措［７８］ ，而
青少 年 又 是 促 进 全 民 阅 读 的 重 点 对 象 人

群［７９－８１］ 。 作为公益性社会服务机构的图书馆

（尤其是公共图书馆和学校图书馆），有责任与

其他机构和人员一道，共同致力于青少年的阅

读促进活动。 本研究表明社交性动机是青少年

开展社会化阅读最为重要的动机因素，并指出

不同的群体在动机方面具有明显不同的特征

（比如按样本在不同动机维度上的表现，可将青

少年群体区分为“极低动机组”、“较低动机组”、
“中度动机组”、“较高动机组”和“混合动机组”
等类型。 从人口统计学变量的差异性分析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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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青少年社会化阅读动机在年级和区县方

面存在显著差异）。 这些结论对于图书馆员及

其他相关人士正确引导青少年开展社会化阅读

活动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比如启发他们思考

如何帮助青少年处理好社会化阅读和传统深度

阅读之间的关系，思考如何针对不同的群体提

供不同的引导和服务策略。
但本研究也存在不足之处。 首先，虽然通

过多阶段整群抽样在 １４ 所初高中成功收集了

１ ０００多份问卷，但本研究的样本采集工作囿于

上海地区。 众所周知，上海是中国大陆经济和

教育最为发达的城市之一，因此研究结论不可

避免地会带有强烈的地域性。 今后可考虑在中

国其他区域开展同样的研究，以提高研究的外

部效度。 其次，本研究对青少年社会化阅读动

机的研究尚属探索性质，研究表明青少年社会

化阅读是一个具有多个维度的复杂构念。 但

是，探索性因素分析所要达成的是建立测量量

表或问卷的建构效度，而验证性因素分析则是

要检验建构效度的适用性和真实性［８２］ 。 今后应

该开展验证性因素分析，对目前所提出的社会

化阅读动机的三大类别六个维度的构成结构进

行进一步的验证。 最后，本研究聚焦于分析青

少年社会化阅读动机的构成结构和群组差异，
但没有阐述社会化阅读动机和社会化阅读行为

之间的关系，也没有剖析青少年社会化阅读行

为的发生机理。 笔者将在后续工作中对这些议

题开展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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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０（２５）： １７２－１９５

［２４］ 　 Ａｌｖｅｍａｎｎ Ｄ Ｅ， Ｇｕｔｈｒｉｅ Ｊ Ｔ Ｔｈｅｍ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ｉｎ ｒｅａｄ⁃
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ｎｏ １）［Ｍ］．Ａｔｈｅｎ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１９９３：１５

［ ２５］ 　 Ｇｕｔｈｒｉｅ Ｊ Ｔ， Ｗｉｇｆｉｅｌｄ Ａ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ｒｅａｄｉｎｇ［Ｍ］ ／ ／ Ｋａｍｉｌ Ｍ Ｌ， Ｍｏｓｅｎｔｈａｌ Ｐ Ｂ， Ｐｅａｒｓｏｎ Ｐ Ｄ，
ｅｔ ａｌ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Ｖｏｌ ３） Ｍａｈｗａｈ， Ｎｅｗ Ｊｅｒｓｅｙ：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Ｅｒｌｂａｕｍ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ｓ， Ｉｎｃ ，Ｐｕｂｌｉｓｈ⁃
ｅｒｓ：４０３－４２２

［２６］ 　 Ｂａｋｅｒ Ｌ， Ａｆｆｌｅｒｂａｃｈ Ｐ， Ｒｅｉｎｋｉｎｇ 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ｅｎｇａｇｅｄ ｒｅａｄｅｒｓ ｉ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ａｎｄ ｈｏｍ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 Ｍ］ ／ ／ Ｂａｋｅｒ Ｌ， Ａｆｆｌｅｒｂａｃｈ Ｐ， Ｒｅｉｎｋｉｎｇ 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ｅｎｇａｇｅｄ ｒｅａｄｅｒｓ ｉ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ａｎｄ ｈｏｍ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ＮＪ： Ｅｒ⁃
ｌｂａｕｍ，１９９６： ｘｉｉｉ⁃ｘｘｖｉｉ

［２７］ 　 Ｃｈａｐｍａｎ Ｊ Ｗ， Ｔｕｎｍｅｒ Ｗ Ｅ Ｄｅｌ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ｙｏｕｎｇ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ｓｅｌｆ⁃ｃｏｎｃｅｐｔ： ａｎ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ｓｕｂ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ｗｉｔｈ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１９９５
（８７）：１５４－１６７

［２８］ 　 Ｇａｍｂｒｅｌｌ Ｌ Ｂ， Ｐａｌｍｅｒ Ｂ Ｍ， Ｃｏｄｌｉｎｇ Ｒ Ｍ， ｅｔ ａｌ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ｒｅａｄ［ Ｊ］ ．Ｔｈｅ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Ｔｅａｃｈｅｒ，１９９６
（４９）：２－１８

［２９］ 　 Ｗｉｇｆｉｅｌｄ Ａ， Ｇｕｔｈｒｉｅ Ｊ 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ｏｒ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ａｍｏｕｎｔ ａｎｄ ｂｒｅａｄｔｈ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１９９７（８９）：４２０－４３２

［３０］ 　 Ｂａｋｅｒ Ｌ， Ｗｉｇｆｉｅｌｄ Ａ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Ｊ］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１９９９（３４）： ４５２－４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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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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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Ｗａｔｋｉｎｓ Ｍ Ｗ， Ｃｏｆｆｅｙ Ｄ Ｙ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ｉｎ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ｅ［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ｓｙ⁃
ｃｈ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４，９６（１）：１１０－１１８

［３２］ 　 黄馨仪 “国小”学童阅读动机量表之编制与相关研究［ Ｄ］．台南：“国立台南师范学院”，２００２ （ Ｈｕａｎｇ Ｘｉ⁃
ｎｙｉ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ｏｆ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 Ｄ］． Ｔａｉｎ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ａｉｎａｎ”， ２００２ ）

［３３］ 　 宋曜廷，刘佩云，简馨莹 阅读动机量表的修订及相关因素研究［ Ｊ］ ．测验学刊，２００３，５０（１）：４２－７２ （ Ｓｏｎｇ
Ｙａｏｔｉｎｇ， Ｌｉｕ Ｐｅｉｙｕｎ， Ｊｉａｎ Ｘｉｎｙｉｎｇ Ａ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ｆｔｈ
ｔｏ ｓｅｖｅｎｔｈ ｇｒａｄ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Ｊ］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ｅｓｔｉｎｇ，２００３，５０（１）：４２－７２ ）

［３４］ 　 Ｌａｕ Ｋ 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Ｊ］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ｓｙ⁃
ｃｈ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４（２４）：８４５－８６５

［３５］ 　 柳长友 中学生阅读动机发展的研究［ Ｄ］．天津： 天津师范大学，２００７ （ Ｌｉｕ Ｃｈａｎｇｙｏｕ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ｉｄｄｌ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ｓｃａｌｅ［Ｄ］．Ｔｉａｎｊｉｎ： Ｔｉａｎｊｉｎ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ｖｉ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０７ ）

［３６］ 　 陈冠华 媒体形式对于阅读动机和行为的影响：以实体小说和电子版小说为例［ Ｊ］ ．“国立中央图书馆”台

湾分馆馆刊，２００２，８（１）：６６－８４ （Ｃｈｅｎ Ｇｕａｎｈｕａ Ｍｅｄｉａ ｆｏｒｍｓ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ｕｓｅｒｓ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ｐｒｉｎｔｅｄ ａｎｄ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ｆｉｃｔｉｏｎ［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ａｉｗａ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２００２，８（１）：６６－８４ ）

［３７］ 　 蔡少辉 大学生网络阅读动机问卷的编制及相关研究［Ｄ］．重庆：西南大学，２０１３ （ Ｃａｉ Ｓｈａｏｈｕｉ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Ｄ］．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Ｓｏｕｔｈ⁃
ｗｅｓ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３ ）

［３８］ 　 汤明祥 大学生的数位阅读动机与数位阅读策略相关研究［ Ｄ］．台湾嘉义：南华大学，２０１２ （ Ｔａｎｇ Ｍｉｎｇｘ⁃
ｉａｎｇ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ｉ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Ｄ］．Ｊｉａｙｉ，Ｔａｉｗａｎ： Ｎａｎ Ｈｕａ Ｕｎｉｖｅｒ⁃
ｓｉｔｙ， ２０１２ ）

［３９］ 　 郑美珍 台北市高职学生网路休闲阅读动机与行为之调查研究［ Ｄ］．台北：“国立台湾师范大学”，２０１１
（Ｚｈｅｎｇ Ｍｅｉｚｈｅｎ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ｗｅｂ⁃ｂａｓｅｄ ｌｅｉｓｕｒｅ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ｏｆ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ｉｇｈ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ａｉｐｅｉ ｃｉｔｙ［Ｄ］．Ｔａｉｐｅｉ：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ａｉｗａｎ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１１ ）

［４０］ 　 李武 在校大学生手机阅读使用与满足分析———以上海地区为例［ Ｊ］ ．图书情报工作，２０１１，５５（ １４）：１５－
１９ （Ｌｉ Ｗｕ Ｕｓｅｓ ａｎｄ ｇｒａ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ｍｏｂｉｌｅ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ａｍｏｎｇ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ａｒｅａ
［Ｊ］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２０１１，５５（１４）：１５－１９ ）

［４１］ 　 罗昕，丛挺 大学生手机阅读动机实证研究———以武汉大学大学生为例［ Ｊ］ ．出版广角，２０１３（ １４）：８－ １１
（ Ｌｕｏ Ｘｉｎ， Ｃｏｎｇ Ｔｉｎｇ 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ｍｏｂｉｌｅ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Ｗｕｈ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Ｊ］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３（１４）：８－１１ ）

［４２］ 　 赖怡君 桃园县青少年网路阅读动机与网路阅读行为之相关研究［ Ｄ］．台湾桃园：“国立中央大学”，２０１０
（Ｌａｉ Ｙｉｊｕ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ｏｆ ｔｈｅ ｊｕｎｉｏｒ ｈｉｇｈ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ａｏｙｕａｎ ｃｏｕｎｔｙ Ｔａｏｙｕａｎ，Ｔａｉｗ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０ ）

［４３］ 　 Ｓｃｈｏｌａｓｔｉｃ Ｎｅｗ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ｋｉｄｓ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ａｇｅ［ Ｒ ／ ＯＬ］． ［ ２０１４ － ０９ － １０］． ｈｔｔｐ： ／ ／ ｍｅｄｉａｒｏｏｍ ｓｃｈｏｌａｓ⁃
ｔｉｃ ｃｏｍ ／ ｐｒｅｓｓ⁃ｒｅｌｅａｓｅ ／ ｎｅｗ⁃ｓｔｕｄｙ⁃ｋｉｄｓ⁃ｒｅａｄｉｎｇ⁃ｄｉｇｉｔａｌ⁃ａｇｅ⁃ｎｕｍｂｅｒ⁃ｋｉｄｓ⁃ｒｅａｄｉｎｇ⁃ｅｂｏｏｋｓ⁃ｈａｓ⁃ｎｅａｒｌｙ⁃ｄｏｕｂｌｅｄ⁃２０１０

［４４］ 　 林巧敏 台湾“国小”学童数位阅读兴趣与行为之调查分析［Ｊ］ ．“国家图书馆馆刊”，２０１１（１２）：３０－５９ （ Ｌｉｎ
Ｑｉａｏｍｉｎ Ａ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ｎ ｅ⁃ｒｅａｄｉｎｇ ｈａｂｉｔｓ ａｎ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ｏｆ 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ａｉｗａｎ ［ Ｊ］ ．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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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ｊｕｎ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 ａｎｄ ｅｘｔｒｉｎｓｉｃ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Ｊ］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ｃｉ⁃
ｅｎｃｅ， ２００３，１１（５）：５４５－５５０ ）

［６８］ 　 詹恂，康梅花 社会化阅读社区对数字出版的影响研究［Ｊ］ ．科技与出版，２０１３（１）：５３－５６ （Ｚｈａｎ Ｘｕｎ， Ｋａｎｇ
Ｍｅｉｈｕａ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ｏｎ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Ｊ］ ．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
２０１３（１）：５３－５６ ）

［６９］ 　 Ｄｅｃｉ Ｅ Ｄ， Ｒｙａｎ Ｒ Ｍ Ｔｈｅ “ｗｈａｔ” ａｎｄ “ｗｈｙ” ｏｆ ｇｏａｌ ｐｕｒｓｕｉｔｓ： ｈｕｍａｎ ｎｅｅｄ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ｅｌｆ⁃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ｅｈａｖ⁃
ｉｏｒ［Ｊ］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ｑｕｉｒｙ， ２００８，１１（４）： ２２７－２６９

［７０］ 　 Ｊｏｈｎｓｏｎ Ｌ， Ｓｍｉｔｈ Ｒ， Ｗｉｌｌｉｓ Ｈ，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２０１１ ｈｏｒｉｚｏｎ ｒｅｐｏｒｔ ［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４ － ０５ － １５］． ｈｔｔｐ： ／ ／ ｎｅｔ ｅｄｕ⁃
ｃａｕｓｅ ｅｄｕ ／ ｉｒ ／ ｌｉｂｒａｒｙ ／ ｐｄｆ ／ ＨＲ２０１１ ｐｄｆ

［７１］ 　 Ｅｃｃｌｅｓ Ｊ Ｓ， Ｗｉｇｆｉｅｌｄ Ａ， Ｈａｒｏｌｄ Ｒ Ｄ，ｅｔ ａｌ Ａｇｅ ａｎｄ ｇｅ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ｓｅｌｆ ａｎｄ ｔａｓｋ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ｄｕｒ⁃
ｉｎｇ 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Ｊ］ ．Ｃｈｉ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１９９３，６４（３）：８３０－８４７

［７２］ 　 Ｍａｒｓｈ Ｈ Ｗ Ａｇｅ ａｎｄ ｓｅｘ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ｉｎ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ｅｌｆ⁃ｃｏｎｃｅｐｔ： ｐｒｅ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ｃｅ ｔｏ ｅａｒｌｙ ａｄｕｌｔｈｏｏｄ［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１９８９，８１（３）：４１７－４３０

［７３］ 　 Ｋｕｓｈ Ｊ Ｃ， Ｗａｔｋｉｎｓ Ｍ Ｗ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 ｔｏｗａｒｄ ｒｅａｄｉｎｇ［Ｊ］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１９９６，８９（５）：３１５－３１９

［７４］ 　 Ｗｉｇｆｉｅｌｄ Ａ， Ｅｃｃｌｅｓ Ｊ Ｓ， 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ｚ Ｄ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ｃｏｎｔｅｘｔｓ［Ｍ］ ／ ／ Ｐｅａｒｓｏｎ
Ｐ Ｄ， Ｉｒａｎ⁃Ｎｅｊａｄ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 ２３）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１９９８： ７３－１１８

［７５］ 　 张军华 幸福感城乡差异的元分析［ Ｊ］ ．社会，２０１０，３０ （ ２）：１４４ － １５５ （ Ｚｈａｎｇ Ｊｕｎｈｕａ Ａ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ｕｒｂａｎ⁃ｒｕｒ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Ｊ］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０，３０（２）：１４４－１５５ ）

［７６］ 　 李素足 台中县市“国小”、高年级学童阅读动机的探讨［ Ｄ］．台中：“国立台中师范学院”，１９９８ （ Ｌｉ Ｓｕ⁃
ｚｕ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ｈｉｇｈ ｇｒａｄｅ ｐｕｐｉ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ａｉｃｈｕｎｇ［Ｄ］．Ｔａｉｚｈｏ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ａｉｃｈｕｎｇ Ｕ⁃
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９９８ ）

［７７］ 　 于凤贤 理工科大学生课外阅读兴趣的调查研究［Ｄ］．长春：东北师范大学，２００７ （Ｙｕ Ｆｅｎｇｘｉａ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ｏｆ 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ｆｔｅｒ⁃ｃｌａｓｓ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Ｄ］．Ｃｈａｎｇｃｈｕｎ：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０７ ）

［７８］ 　 邬书林 总结经验、把握规律、扎实开展全民阅读活动［ Ｎ ／ ＯＬ］．中国新闻出版报，２００９－ １１－ １０［ ２０１４－ ０９－
１０］．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ｘｗｃｂ ｃｏｍ ／ ｉｎｄｅｘ ／ ２００９－１１ ／ １０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８３６７８ ｈｔｍ （Ｗｕ Ｓｈｕｌｉｎ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
ｅｎｃｅ， ｍａｓｔｅｒ ｔｈｅ ｌａｗ， ａｎｄ ａｄｖ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ｍｏｎｇ ａｌｌ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Ｎ ／ ＯＬ］．Ｃｈｉｎａ Ｐ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０９－１１－１０［２０１４－０９－１０］．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ｘｗｃｂ ｃｏｍ ／ ｉｎｄｅｘ ／ ２００９－１１ ／ １０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８３６７８ ｈｔｍ ）

［７９］ 　 柳斌杰 建长效机制、繁荣少儿出版、推动青少年阅读［ Ｎ］． 中国新闻出版报，２００９ － ０４ － １６ （ Ｌｉｕ Ｂｉｎ⁃
ｊｉ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ｐｒｏｓｐｅｒ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ｒｅａｄｉｎｇ［Ｎ］．Ｃｈｉｎａ Ｐ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０９－０４－１６ ）

［８０］ 　 朱永新  拯救青少年阅读［ Ｎ ／ ＯＬ］．北京青年报［ ２０１４ － ０９ － １０］． ｈｔｔｐ： ／ ／ ｂｊｙｏｕｔｈ ｙｎｅｔ ｃｏｍ ／ ３ １ ／ １０１１ ／ ０３ ／
４９２１３３３ ｈｔｍｌ （Ｚｈｕ Ｙｏｎｇｘｉｎ Ｈｅｌｐ ａｎｄ ｓａｖｅ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ｒｅａｄｉｎｇ［Ｎ ／ ＯＬ］．Ｂｅｉｊｉｎｇ Ｙｏｕｔｈ Ｄａｉｌｙ［２０１４－０９－１０］．ｈｔ⁃
ｔｐ： ／ ／ ｂｊｙｏｕｔｈ ｙｎｅｔ ｃｏｍ ／ ３ １ ／ １０１１ ／ ０３ ／ ４９２１３３３ ｈｔｍｌ ）

［８１］ 　 范并思 扩展图书馆未成年人阅读服务［Ｊ］ ．图书与情报，２０１３（２）：２－５ （ Ｆａｎ Ｂｉｎｇｓｉ Ｏｎ ｔｈｅ ｍｉｎｏｒｓ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Ｊ］ ．Ｌｉｂｒａｒｙ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３（２）：２－５ ）

［８２］ 　 吴明隆 结构方程模型———ＡＭＯＳ 的操作与应用（第２版）［Ｍ］．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２１２ （ Ｗｕ Ｍｉｎ⁃
ｇｌｏｎｇ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ＭＯＳ（ Ｖ２） ［ Ｍ］．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９：２１２ ）

李　 武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副教授。
通讯地址：上海市莲花南路 １１１１ 弄 ２０ 号楼 １１０１ 室。 邮编：２００１１０。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８－１３；修回日期：２０１４－０９－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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