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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利用调查问卷的方式对广西医科大学医学生课外阅读的目的% 种类% 时间% 数量% 来源等进行调

查与分析$ 以期了解医学生的阅读心理和阅读倾向的现状以及医学生阅读与图书馆的关系$ 通过对医学生

阅读心理与实际阅读行为进行比较$ 找出影响医学生课外阅读的主要因素并提出改进建议$ 为图书馆建设

及医学人文教育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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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和医学模式的转变! 要求

医学院校培养的医学专业人才无论是在知识& 能

力! 还是在品德修养方面! 都必须达到更高的境

界"2#

% 为此! 医学院校在关注医学生学习成绩的同

时! 更要关注医学生的人格培养! 根据专业特点和

人才培养需求! 重视和加强对医学生的阅读指导!

使医学生形成良好的职业素质和健康的医学人格!

促进医学生的全面发展% 因此有必要对本校学生进

行阅读心理和阅读倾向的调查分析并了解图书馆在

学生阅读中的作用! 为图书馆建设及医学人文教育

提供参考%

=:调查对象与方法

=>=:对象

本次调查的对象主要是 I33V 级& I33S 级&

I33U 级不同专业的本科生! I33V 级& I33S 级 S 年

制本硕临床医学学生& 硕士研究生%

=>?:方法

于 I334 年 J bZ 月间! 采用调查问卷的方法!

对不同年级的学生进行随机调查% 共发放调查问卷

U33 份! 收回 S2Z 份! 其中有效问卷 V4Z 份! 有效

率为 UVTU]% V4Z 份有效问卷中本科生 ^^J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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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33V 级 24U 份& I33S 级 2JJ 份& I33U 级 III 份(!

S 年制学生 S4 份 'I33V 级 2U 份& I33S 级 V2 份(!

硕士研究生 VI 份% 由于 I33V 级 S 年制学生调查的

人数较少! 将其与 I33S 级合并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与分析

?>=:课外阅读的主要目的

该选项给出 S 个备选答案* 学习知识& 扩大视

野& 科学研究& 休闲娱乐& 完成学习& 求职& 其

它% 本科生和 S 年制临床医学生选择最多的前 J 项

均依次是* 扩大视野& 休闲娱乐& 学习知识! 而且

年级间差别不大% 硕士研究生选择的则是* 学习知

识& 科学研究& 扩大视野%

?>?:喜欢阅读的图书种类

备选答案包括* 医药卫生生物类& 文学类& 外

语类& 计算机类& 哲学类& 艺术类& 经济类& 历史

地理类& 政治法律类& 数理化类& 军事类& 文化教

育类& 其它% 本科生和 S 年制临床医学生选择最多

的前 J 项依次是* 文学类& 医药卫生生物类& 艺术

类% 硕士研究生选择最多的前 ^ 项则是* 医药卫生

生物类& 文学类& 外语类和计算机类 '两个并列(%

?>B:常用资源

选项有* 纸本图书& 纸本期刊& 电子图书& 电

子期刊 '全文数据库(& 文摘型数据库& 其它% 所

有调查对象均选择纸本图书为最常利用的资源! 本

科生和 S 年制学生选择第 I& 第 J 多的是纸本期刊&

电子图书% 硕士研究生则是电子期刊 '全文数据

库(& 电子图书%

?>D:日课外阅读时间及月课外阅读书刊数量

11这两项均为单选% 本科生和 S 年制学生选择每

天课外阅读时间小于 2 小时的比例最高! 其次是每

天 2 bI 小时% 硕士研究生则相反! 选择每天 2 bI

小时的最多! 其次是每天小于 2 小时% 在阅读数量

方面! 各年级学生选择每月阅读 2 bI 本课外书刊

均最多%

?>F :课外阅读的主要来源

各年级学生均以选择 +图书馆, 为最多! 比例

在 SI] bU2]之间% 其次是 +网络,& +同学间相

互借阅,& +个人购买,%

?>I:影响课外阅读时间的主要因素

各个选项均有学生选择! 可见影响课外阅读的

因素是多方面的! 但 +学业繁重, 是学生选择最多

的因素% 在本科生中! 该因素的影响随着年级的递

增而增加! 到了硕士研究生阶段却有所下降% S 年

制本硕生有高达 UITJ]的同学选择 +学业繁重,!

这可能与 S 年制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 具有就学时

间长& 淘汰制严格& 生源优秀等特点"I#

! 学习强度

和密度大有关% 选择 +社会活动或工作较多, 的比

例则随着年级的递增而递减%

?>J:阅读计划

在是否制定阅读计划的选项上! 超过 U2]的本

科生选择无计划% 硕士研究生选择有计划者相对较

多! 占 JST2]% 可见大部分学生的阅读处于一种盲

目和随意的状态%

?>P:使用图书馆的频率

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选择 +每周 2 bI 次, 的

比例均最多! 分别为 Z2T4] 'I33V 级(& ^JTZ]

'I33S 级(& Z4T̂] 'I33U 级( 和 J^T̂] '硕士(%

选择 +几乎每天, 的比例分别是 2ZT̂]& 2JT̂]&

I^TI]和 2ZT̂]% S 年制学生选择 +几乎每天, 的

比例最高! 为 ZZTJ]! 其次才是 +每周 2 bI 次,!

占 ISTU]%

?>[:不利用或不常利用图书馆资源的主要原因

在本科和 S 年制学生中! 选择前 J 项的均是

+需要但没时间, '该选项比例各年级均超过

^3](& +不了解,& +其它,! 且各年级间差别不

大$ 硕士研究生则分别为 +需要但没时间, '占

^3T3](& +不能满足需求, 'IITV](& +其它,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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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VT2](% 可见时间是制约学生利用图书馆资源的

主要原因%

?>=Z:到图书馆的主要目的

大部分学生的选项均在 J 个或 J 个以上! 说明

学生到馆的目的不再单一% 各个选项的比例在各年

级间略有不同! 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选择 +借书,

的比例均最高! S 年制学生选择 +自习, 的比例最

高! 这与他们选择 +几乎每天, 利用图书馆相对

应% 本校新图书馆实行全方位开架的方式! 书库既

是阅览室也是自习室! 读者还可自带电脑上网! 人

性化的设计为学生提供了良好的学习环境! 图书馆

已经成为学生自习的重要场所%

?>==:是否希望图书馆推荐相关的图书书目

各年级学生选择 +非常希望, 和 +希望, 的均

占大部分! 但也有学生选择 +没想法, 和 +不希

望,! 从另一个方面也反映学生课外阅读的盲目性

和随意性"^#

%

B:讨论

B>=:医学生阅读心理与阅读倾向的现状

本科生最喜欢阅读文学类书籍! 研究生阶段则

以学习知识和科学研究为主! 最喜欢阅读医学专业

类图书% 此调查结果与曹洁冰的报道一致"J#

% 阅读

的主要来源虽然是 +图书馆,! 但 +网络, 来源的

比例也在 I3]以上! 网络已成为医学生阅读的第 I

大来源% 传统的纸本图书和期刊仍是学生最常看

的! 同时电子图书的阅读率也越来越高% 在研究生

中电子期刊 '全文数据库( 的阅读比例较高

'Z3TJ](! 说明科学研究离不开全文数据库% 由于

医学生学业繁重! 所以课外阅读时间和阅读书刊数

量相对较少% 半数学生平均每月阅读书刊的数量是

2 bI 本! J bZ 本的比例在 2I] bIJ]之间! Z 本以

上的比例在 2I] bIU]! 也有 2 本不看的! 说明学

生在阅读数量上存在一定差异% +学业繁重, 是影

响课外阅读最主要的因素! 在本科生中! 该因素的

影响随着年级的递增而增加! 但到了硕士研究生阶

段却有所下降% 硕士研究生阅读计划性强于本科

生! 但与浙江海洋学院的 VUTS]

"Z#相比! 有计划者

明显偏少%

B>?:医学生阅读与图书馆的关系

使用图书馆的频率方面! 大部分学生经常利用

图书馆! 这与 +图书馆, 是阅读的主要来源相呼

应% 不利用或不常利用图书馆资源的主要原因方

面! 时间依然是制约学生阅读的主要因素% 值得注

意的是也有部分学生选择 +不了解,! 说明对图书

馆资源的宣传和教育还不够% 学生到图书馆的目的

并不单一! 自习的同时可以阅览或者借书& 上网!

这与图书馆的设施& 布局及环境等有很大的关系%

图书馆在学生阅读中应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和如何发

挥作用是应该思考的问题% 大部分学生希望获得阅

读上的指导! 这应成为推动专业阅读指导的契机%

B>B:医学生阅读心理与阅读行为的比较

流通情况% 为了解学生的阅读心理与实际借阅

行为是否一致! 利用图书馆自动化管理系统 NWX!G

6,N

C

中的流通管理模块! 对本馆 I33U 年印刷型图

书流通情况进行统计% I33U 年图书馆外借图书总数

为U^ 4IJ人次& 2JU ^VI 册次! 其中本科生为 VU 3IV

人次 '占总数的 S4TI](& 23Z ^IU 册次 '占总数

的 S^TZ](! 研究生为 2J 2^U 人次 '占 2^TJ](&

IZ VV3册次 '占 2STU](! 本科生与研究生合计占

总人次的 4ZT̂]& 总册次的 4JTI]! 可见他们是图

书馆的主要读者群! 这与图书馆是阅读的主要来源

相一致%

借阅图书种类% 尽管 II 大类图书均有读者借

阅! 但在本科生中外借率排在前 ^ 位的依次是* 医

药卫生类 JJTS]& 文学类 I4T̂]& 语言文字类

22TJ]& 工业技术类 '主要是自动化技术& 计算机

技术类( ZTI]& 历史地理类 JTU]! I33U 年的统

计结果与 I33V& I33S 年一致"V#

% 毛景珠统计广东

医学院学生借阅的前 J 位也是文学类& 语言文字类

和医学类"S#

! 但在排名上与本校有一定的区别! 说

明不同学校医学生的借阅行为有所不同% 这个排名

与学生 +喜欢阅读的图书种类, 的调查结果并不一

)J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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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反映出意愿与现实的矛盾% 研究生外借率排在

前 ^ 位的依次是* 医药卫生类 ^UT3]& 语言文字类

23TU]& 文学类 23T3]& 生物科学类 STS]& 工业

技术类 JTI]% 这个统计结果与研究生阅读的目的&

喜欢阅读的图书种类调查结果基本一致%

D:结论

通过这次调查发现大部分 2 bJ 年级本科生课

外阅读的主要目的是扩大视野! 提高自身素养! 但

紧张的学习也使他们希望通过阅读放松心情& 释放

压力% 在学习的压力下! 尽管他们能做到以学业为

重! 没有把自己的真实意愿表现出来! 但学生的阅

读仍带有很大盲目性和随意性% 因此! 本科生 2 bJ

年级时期! 是进行课外阅读指导的重要时期% 研究

生进入了另一个层次! 有明确的研究方向& 研究课

题! 自主学习能力相对较强! 可以把自己的阅读愿

望真实地反映出来%

与综合性大学图书种类相对齐全相比! 医科大

学图书馆偏重专业图书的收藏! 在学校不断增加新

专业的同时! 应更新观念! 加强读书环境与读书条

件的建设! 加大投入! 增加图书的种类和数量! 满

足学生的阅读需求% 医学生学业繁重是个不争的事

实! 如何让学生在获取足够的专业知识& 专业技能

的同时获得更多的人文知识! 是值得教育工作者思

11

考的问题% 学生课外阅读是一个综合问题! 需要学

校& 老师& 学生的共同参与! 图书馆有再好再多的

书! 学生如果不爱读& 不会读& 没时间读! 也是一

种浪费% 医学院校应加快医学教育改革的力度和进

程! 合理减轻学生的专业压力! 创造素质教育的必

要条件! 真正实现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协调发展!

促进学生全面& 协调& 可持续& 健康发展"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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