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榜上有名

本次发布的《Z世代数字阅读报告》则显
示，Z世代的阅读画像为数字阅读“随时随地”
的特性，增添了更多可供解读的新意：从时间
上看，2022年，Z世代阅读时长累计超过20亿
小时，相当于读完2000万本《史记》的时间。
Z世代最爱的阅读时间是中午和晚上，中午12
点和晚上10点是阅读高峰期；从地域上看，广
东、江苏、河南、山东和浙江位列Z世代最爱读
书省份TOP5，长沙、重庆、北京、成都、广州则
跻身Z世代最爱读书城市。

Z世代更关注自我成长

《Z世代数字阅读报告》还呈现了Z世代
当下最喜欢读的书。报告显示，青春文学、文
学、心理学、传统文化读物、科幻是Z世代最爱
的五大出版书籍类型。《龙王：世界的重启》《鲁
迅全集》《自卑与超越》《论语》《三体》成为年轻
人最爱的对应类型读物TOP1。

值得注意的是，相比于其他年龄群体，Z
世代更关注自我成长和心理健康，心理学主题
书籍成为年轻人最爱的TOP3类型。数据显
示，2022年阅文心理学出版书籍新增读者中
58%为Z世代，《自卑与超越》《蛤蟆先生去看
心理医生》《提高情商的100种方法》是Z世代
最爱看的TOP3心理学书籍。

《论语》《红楼梦》《西游记》则是2022年
年轻人最爱的传统文化读物，《时间简史》《乡
土中国》也分别成为年轻人最爱的科普和社
科读物。

Z世代去年最爱科幻网文

与此同时，不容忽视的是网络文学已成为
数字阅读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所有精品内容中，科幻网文成网络文学
年度题材，是2022年Z世代的最爱。数据显
示，近70%的科幻读者年龄小于30岁；2022
年阅文Z世代阅读人次TOP3网文为《灵境行
者》《夜的命名术》《深空彼岸》，均属科幻题材
作品。 据上游新闻

4月21日，一份《Z世代数字阅读报告》正式出炉，给出了当下数字
阅读及其主要读者的“画像”。报告既有对当下数字阅读内容、产业的
整体画像，也呈现出了数字阅读读者的阅读习惯、内容偏好及全球阅读

趋势等。其中，重庆更是跻身Z世代（一般指“95后”）最爱读书城市。
据介绍，本次发布的《Z世代数字阅读报告》由上海图书馆、《中国新闻出版广

电报》和国内知名数字阅读及文学IP培育平台阅文集团共同推出。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的第十九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我国接

触数字阅读的成年人比例从2008年的24.5%大幅增长至2021年的79.6%；
2021年，成年国民人均纸质书阅读量为4.76本，人均电子书阅读量为3.3本，数
字阅读正在逐步撑起全民阅读“半边天”。

重庆跻身
“95后”最爱读书城市

中午12点和晚上10点是“95后”阅读高峰期

“为了给娃儿做读书分享会的PPT，我熬了半个通宵。”家住大学
城的市民李女士，儿子在读小学一年级，女儿还在上幼儿园。今年以
来，学校和老师给两个孩子布置的阅读作业，让她有点招架不住，“提
倡亲子阅读没有错，但最后读书怎么几乎变成了家长的事情？”

李女士说，儿子小天班上的老师，每月都会为每个孩子从图书馆
借一本书，要求他们一个月内读完。为检验读书效果，老师要求同学
们读完后，以PPT形式分享书中内容。

“刚开始孩子爸爸帮忙做PPT，分享会前一天我检查发现，他爸
爸做的只讲了其中一小片段的内容，不符合老师要求。我赶紧接手

‘纠正错误’，熬了半个通宵完成了一个80多页的PPT。”李女士看来，
对低年级理解力不够高的学生来说，把书看明白并讲出来已经不容
易，老师还要求把书中内容做成PPT，这件事情几乎只能家长代劳。
她为此颇为疑惑，如果低年级学生主要是为培养阅读的兴趣，检验方
式可否不这么“成人化”？

记者在调查走访中发现，李女士遭遇的并不是个案。监督打卡
或是辅助阅读等工作，让家长成了阅读的主角。

“在大力倡导读书以及营造爱上阅读的氛围过程中，有部分学校(幼
儿园)和老师希望通过仪式来体现读书成效，但没有考虑实际操作带来
的额外负担，导致读书打了折扣。”市教科院一位小学教育研究员表示，
一方面，针对低龄段的学生，阅读成效应尽量由家长来把握判断，在课堂
上适度引导和呈现。另一方面，针对高年龄段的学生，读书也不一定非
要以“打卡”形式来定义，老师应该更多以日常的作文、课堂演讲、小剧目
表演等方式，激发学生阅读的兴趣，了解学生阅读的收获。

一个网络流行语，也指新时代人群。
Z世代，也称为“网生代”“互联网世代”“二次元世代”“数媒土著”，通常

是指1995年至2009年出生的一代人，他们一出生就与网络信息时代无缝对
接，受数字信息技术、即时通信设备、智能手机产品等影响比较大。

Z世代

明天是世界读书日，你有时间读书吗？
2023年全国教育工作会提出，“要把开展读书活动作为一

件大事来抓，引导学生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
大力倡导读书如今已成为全社会共识。如何让孩子成为

阅读的主导？如何安排孩子的阅读时间？如何让每个年龄段
拥有适合阅读的书籍？

在4月23日“世界读书日”到来之际，我们带着这些问题
进行了走访。

1 问：读书怎么成了家长的事情?

“我女儿很喜欢看书，但现在她连最喜欢的篮球都没时间打，更
别说静静地坐下来读书了。”对家住南岸区的刘女士来说，关于读书
的烦恼是另外一种。

刘女士的女儿在一所重点中学读初一。因为小学是数一数二的
“学霸”，女儿成了学校和各科老师格外关照的对象。“全校演讲比赛
喊她参加，舞蹈队也喊她参加，还有奥数竞赛，以及小小科学家项
目。”刘女士说，课外活动花费了不少时间，有时候她的作业都要做到
夜里12点，她看了很心疼。

平时没时间，周末呢？“像演讲比赛、舞蹈比赛这些活，基本都安排
在周末，基本就是一天，孩子几乎没时间和精力来阅读。”刘女士说。

在调查走访中，我们发现，学生的课外阅读时间随着年级升高、
功课增加而减少，成为比较普遍的现象。本月初，广州日报发起一次
针对中学生读书问题的问卷调查显示，虽有74.5%学生认为课外阅读
不可取代，但现实中只有7.6%的学生每天阅读课外书时间“至少1小
时”；77.8%的学生“想阅读，但时间都被功课或其他安排挤满”。

“中学生每天至少应有1个小时时间进行课外自由阅读。”重庆市
青少年社会教育协会秘书长曾剑表示，课外阅读与课本学习不矛盾，
与高考也不矛盾，它只会促进课本学习、提高高考水平。他建议，家
长们要善于引导孩子合理分配好时间，平时不能读，周末可以抽点时
间读一下。时间多，可以自由设定，“每天不要太多时间，饭前饭后几
分钟到十几分钟就够了，整天坚持几个时段也不错。”

2 问：学生还有时间读书吗？

“我喜欢读科幻类书籍，可是爷爷喊我多读名人传记，爸爸叫我
多读文学名著，妈妈要我多看课辅教材。”正在读小学六年级的小珂，
读书选择很多，却都不是自己喜欢的。

读高二的李越告诉记者，上小学和初中时，父母经常为她买回一
些名著，鼓励她多阅读，平时多看看新闻，休息日也看看电视剧。但自
从上高一以后，学校布置了大量习题，老师还特别叮嘱她“你成绩不错，
参加高考需要拔尖才能上一所好大学”。这无形中增加了她的压力。

“小学、中学阶段是人生阅读的黄金时段，无论是学校还是家长，
都应给孩子留出阅读的空间和时间。文学、社科、中国古代、外国、当
代的都读。”重庆大学图书馆馆长杨新涯说，“我们要培养不同层次的
人才，因此也需要不同层次的阅读和不同种类的阅读，这是全民阅读
应该考虑的方向。”

“学生阅读需要引读者、引领者。”重庆南开中学语文教师李青称，想
让学生喜欢读书，首先家长要喜欢阅读，做好榜样。其次，老师要帮助
学生打开视野，给他们一些方向和提醒，因为阅读不仅仅是读文字，
还有读文字背后的时代背景、人物情感，作家的思想和心境，要引
导学生泛阅读、深阅读，学会批读。例如，不仅仅要读不同作
家的作品，还要读同一个作家不同时代的作品，引导学生

从阅读中学会洞察社会、思考人生。
据重庆日报

3 问：学生读的是自己喜欢的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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