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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新媒体技术凭借传播

力度大、覆盖面积广以及影响力强等优势，已经渗透

到高校大学生的学习与生活中。在新媒体时代开展经

典阅读教育工作，将经典文本以现代化的方式进行呈

现，在保留经典文本中蕴含的民族情感与美学精神的

同时，借助新媒体对其进行宣传，将更好地深化学生

对于文学经典中所蕴含的精神价值的理解。但在实际

的高校经典阅读工作开展的过程中，部分高校存在一

些问题，需要加强教师队伍建设、进一步优化高校经

典阅读与新媒体技术的结合方式、为高校学生营造良

好的阅读环境与氛围，以推动高校经典阅读工作的顺

利开展，促进学生阅读能力的提升。

1 新媒体时代大学生经典阅读现状
新媒体时代高校学生经典阅读工作的开展是运

用新媒体技术传承中华文化和提升高校大学生综合

素养的有效方式，对于高校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以及

高等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下面将聚焦大学生经

典阅读行为，分析新媒体时代大学生经典阅读现状。

1.1 经典阅读存在泛娱乐化倾向

部分学生阅读目的存在一定的偏差，将休闲娱乐

作为课余阅读的主要目的，阅读态度不端正、阅读行

为不严谨，没能对经典文本中的知识与道理进行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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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new media era, carrying out the classic reading work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a key means to optimiz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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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地学习与了解。部分学生的经典阅读存在一定的

功利化倾向，在选择读物的时候，更加倾向于阅读与

学习专业书籍及考试书目 [1]，对于经典文本的阅读有

限，仅在老师的要求下对经典文本进行借阅，阅读积

极性不高。另外，部分高校学生以电子阅读为主，阅读

过程中电子设备界面经常会跳出其他消息，打断学生

的阅读状态，导致学生阅读注意力不集中，阅读效率

下降。

1.2 浅阅读成为经典阅读的主要方式

部分高校学生存在重网络、轻文本的倾向。在线

阅读形式虽然提升了经典阅读的灵活性，但学生在阅

读过程中可能存在频繁更换阅读环境的情况，不利于

学生深度阅读的开展。部分学生存在碎片化阅读的问

题，经典文本由于自身独特的表达方式以及文本特

点，不适合以碎片化的方式对其进行解读，碎片化阅

读不利于高校学生学习与理解经典文本知识。部分高

校学生对于经典文本的阅读采取浏览以及跳跃性的

阅读方式 [2]，此种阅读方式不利于高校学生构建系统

完整的知识体系，对于学生实际知识的掌握以及阅读

质量的提升都造成了一定的阻碍。

1.3 大学生阅读能力普遍不高

部分高校大学生自身阅读能力存在不足，完成经

典文本阅读较困难。首先，部分高校学生的阅读思维

较为古板僵化，影响了其对于经典文本知识的吸收理

解。其次，部分高校学生阅读态度不端正，认为经典阅

读对于自身专业知识的增长以及专业实践能力的提

升帮助有限，于自身今后职业生涯的发展效用不大，

不愿付出时间和精力进行经典阅读。最后，部分高校

学生无法对自身从经典文本中所学的知识加以内化，

仅对经典文本中所学内容进行死记硬背，无法将所学

知识进行有效输出 [3]，影响了自身知识结构的完善以

及全面发展。

2 新媒体时代经典阅读教育回归过程中存

在的问题
2.1 高校经典阅读环境的构建以及氛围的营造有

待改善

高校经典阅读教育回归工作的开展是对高校传

统阅读工作的一次革新，对于高校学生的成长成才具

有重要意义。但在实际的高校经典阅读教育回归工作

开展过程中，部分高校阅读环境的构建存在一定的不

足。首先，部分高校图书馆建设不完善，图书馆藏书的

数量不足、种类不够丰富，不能有效地满足学生的阅

读需要。其次，部分高校网络平台建设存在一定的不

足，并未及时将校内书籍录入数据库中，导致学生在

阅读平台上查询不到自身所需书籍的信息，降低了学

生的阅读积极性。同时，部分高校存在在线阅读平台

不流畅的情况，导致学生在阅读过程中经常出现卡顿

以及闪退等情况[4]，影响学生的阅读体验。最后，部分

高校对于新媒体技术的运用有限，未充分利用新媒体

技术营造高校经典阅读环境以及氛围，导致师生对于

经典阅读教育回归工作的认识不足。

2.2 新媒体的宣传引导作用未能充分发挥

新媒体时代，高校经典阅读工作的开展离不开新

媒体多元化的宣传方式，但在实际的高校经典阅读教

育回归工作开展过程中，新媒体的宣传用引导作用未

充分发挥。首先，新媒体平台的娱乐化倾向明显，存在

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内容输出，与经典文本产生了

一定的冲突，造成学生思想迷惑，不利于学生成长成

才。其次，新媒体平台未有效融合经典阅读文本文体

以及表达特点，部分高校仅建立了在线阅读平台，但

没有将在线阅读平台与古籍数据库之间建立有效的

衔接 [5]，导致学生无法深度开展对经典文本的理解与

阅读。最后，部分高校没有充分发挥新媒体的宣传优

势，没有通过校园网站、公众号以及官方微博等方式

对经典阅读教育回归工作进行充分宣传，新媒体对于

经典阅读教育回归工作的开展帮助效果不明显。

2.3 高校教师整体素质有待进一步提升

部分高校教师对经典阅读教育回归工作的重视

程度不足，认为新媒体仅是学生课余时间休闲娱乐的

媒介。部分高校教师的教育理念有待革新，认识较为

片面，认为经典文本承载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以及民

族精神，需要学生以严谨认真的态度仔细研读，而非

运用新媒体进行非专业解读，对于新媒体的运用持排

斥态度[6]。部分高校教师对于新媒体技术运用不熟练，

在经典阅读工作的前期准备、宣传开展过程中对于新

媒体的运用有限，学生配合度不高，实际效果不佳。

2.4 高校经典阅读与新媒体技术结合不充分

部分高校并未将经典阅读工作与新媒体技术进

行有效结合，新媒体技术对于高校学生阅读质量与水

平提升的作用有限。首先，部分高校存在重新媒体、轻

经典阅读的倾向，过分重视新媒体的运用，忽略了经

典文本才是阅读的核心。部分高校新媒体平台未及时

更新与持续运营，虽然引入了新媒体平台，但对于经

典文本的前期录入以及后期校勘都存在一定的不足，

生僻字、异体字等难以及时录入[7]。部分高校对新媒体

技术的应用较为浅显，仅停留在课前导入以及图文展

示层面，没有结合经典文本具体内容展开研究。

3 新媒体时代经典阅读教育回归工作的开

展策略
3.1 营造良好的经典阅读环境以及氛围

新媒体时代，高校开展经典阅读教育回归工作需

要为学生营造良好的阅读环境，提升学生阅读专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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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提高阅读效率。首先，高校要加强图书馆建设，对

图书馆现有的书籍进行整齐摆放、科学分类，同时对

阅读场地进行科学合理地规划，简化图书借阅流程，

为学生阅读提供便利。其次，高校要落实校园在线阅

读平台建设，可聘请专业技术人员对校园在线阅读平

台进行完善以及优化，避免出现闪退、卡顿以及查询

不到图书信息等情况，提升师生在线阅读体验 [8]。最

后，高校要充分运用新媒体营造经典阅读氛围，通过

新媒体平台宣传经典阅读的意义与作用，帮助高校教

师以及学生明确经典阅读对其发展的重要作用，营造

经典阅读人文环境与氛围，提升高校师生对于经典阅

读教育回归工作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3.2 充分发挥新媒体平台的宣传作用

高校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微博账号以及校园网站

上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宣传经典阅读这一活动的主旨

以及作用，帮助学生明确经典阅读对于丰富自身知识

储备、促进自身全面发展的重要作用，提升高校师生

对于经典阅读的接受以及配合程度。其次，高校与相

关部门通力合作，不断优化网络环境，为学生在线阅

读工作的开展提供流畅、便捷的网络空间，深化学生

对于经典文本理论与观点的思考与学习。最后，高校

新媒体平台建设要结合经典阅读文本文体以及表达

特点，灵活化用、深入推广。高校不仅要对导入的经典

文本进行全面的审核与校勘，同时还要在古文典籍与

在线阅读平台之间建立有效的衔接，[9] 帮助学生全面

了解相关的知识与理论，提升学生学习能力及其对于

经典文本的掌握程度。

3.3 加强高校经典阅读教师队伍建设

新媒体时代，高校经典阅读教育回归工作的开展

离不开教师的指引与支持，需要高校教师全面指导学

生运用新媒体技术，培养学生阅读思维。首先，高校教

师要提高对于经典阅读的重视程度，摒弃只关注专业

教学成绩的倾向，更多着眼于学生综合修养的提升。

其次，高校要不断完善教师培训机制，通过教师培训

更新教师的教育理念，鼓励教师接受新媒体技术的宣

传与表现优势，提升教师教学能力。最后，高校教师要

不断提升对于新媒体技术的运用程度。如今，新媒体

技术已经逐步渗透到学生的学习与生活中，教师运用

新媒体平台以及技术对学生进行阅读指导，不仅可以

提升阅读指导方式的新颖性，而且对于学生阅读能力

的提高具有积极意义。

3.4 优化新媒体技术与高校经典阅读工作的结合

方式

首先，要明确移动阅读与纸质阅读的关系，经典

阅读教育回归工作的开展并非完全否定纸质阅读，

而是借助技术手段创新经典阅读的方式 [10]，对于高校

经典阅读工作的开展有利无害。其次，新媒体技术作

用的发挥不应止于对经典阅读作用的宣传，高校可以

通过聘请权威人士对经典文本进行导读，同时借助新

媒体技术将权威人士的导读与见解制作成视频进行

传播，深化高校学生对于经典文本知识与理论的理

解，促进学生知识水平的提升。最后，高校还要积极聘

请专业的图书管理人员，提升其新媒体技术水平，避

免经典文本录入出现错误，提升高校学生阅读的流畅

度以及准确性，改善师生阅读体验。

4 结语
新媒体时代经典阅读教育回归工作的开展需要

高校打造良好的经典阅读环境，深化师生对经典阅读

重要性的认知，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优化新媒体技术

与经典阅读工作的结合方式，提升大学生综合素养。

【参考文献】
[1]李银丹,金凌虹,施建祥.共生视域下应用型本科高校专业

集群建设研究[J].江苏高教,2021(2):14-19.

[2]王洪华.“互联网 +”背景下高校图书馆经典阅读推广的几

点思考[J].内江科技,2021(4):3,44.

[3]何雨蓉.高校图书馆经典阅读推广服务现状及优化策略

研究[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21(4):124-128.

[4]郝雨,郭峥.试论新媒体“后阅读”与传统经典的相适与相

容[J].中国图书评论,2017(12):74-81.

[5]潘凤.微时代大学生经典阅读推广的有效路径[J].中国高

等教育,2015(24):41-43.

[6]丁桂香.新媒体时代大学生文学经典阅读的现状及对策

[J].中国成人教育,2014(12):150-152.

[7]陈丽妍.新媒体时代中国古代文学经典如何重焕新生[J].

出版广角,2019(19):88-90.

[8]姚玲杰.粉丝社群对高校图书馆经典阅读推广的启示与

思考[J].图书馆杂志,2019(4):41-46.

[9]韩梅花.新媒体环境下齐鲁传统文化经典藏读模式探析

[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6(7):74-77.

[10]江锦年.新媒体对经典的解构与重建[J].出版广角,2014

(Z2):114-116.

新媒体时代经典阅读教育回归意义与策略研究

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