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２７卷 第４期
２０２４年７月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ｏｌ．２７Ｎｏ．４
Ｊｕｌ．２０２４

ｄｏｉ：１０．１３５８２／ｊ．ｃｎｋｉ．１６７２－７８３５．２０２４．０４．０１９

具身阅读：数字时代乡村阅读发展新路径

向志强，吴彦孜
（湖南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０８２）

摘　要：数字技术的发展为具身阅读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更为乡村阅读发展提供了新路径。在系统梳理阅读与
具身阅读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湖南省、江苏省、重庆市与天津市的６县６区共１５个乡镇的数字时代乡村阅读现状进行
了实地调研，探讨了当前乡村阅读的宏观环境以及微观阅读状况，并基于ＳＷＯＴＰＥＳＴ分析了当前乡村具身阅读推进的
基础与困境。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乡村具身阅读的推进策略：充分利用乡村具身阅读现有优势，夯实乡村具身阅读基础；

抓住乡村具身阅读发展机遇，落实乡村具身阅读建设；突破乡村具身阅读发展短板，提升乡村具身阅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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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问题的提出
当前印刷阅读正受到短视频、听书软件等数

字形态内容与技术的显著影响。从历史发展来

看，尽管印刷阅读使信息交流传播变得方便与快

捷，人们可以“低成本”与他人，甚至是前人进行

交流，印刷阅读成为人们“谋求世界图像”的重要

方式①，但印刷阅读往往忽视了人体所能提供的

多元化感知途径。因此，当新的媒介技术与传播

手段出现之后，印刷阅读的主导地位逐步让位。

目前阅读方式正经历从“纸读”到“屏读”的转变。

２０２３年４月第二十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
示，中国成年国民数字化阅读率正逐渐提升，其中

有７７．８％的成年国民进行手机阅读，３５．５％的成
年国民具有听书习惯②。

自党的十八大报告历史性提出“开展全民阅

读活动”后，《政府工作报告》已经连续十一年出

台推进“全民阅读”的政策措施，国家“十四五”规

划和２０３５年远景目标更是进一步提出，“深入推
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③。在上述政策措

施的推动下，目前中国乡村阅读活动、阅读服务和

阅读设施建设呈现良好发展势头。尽管如此，乡

村阅读的发展仍有明显不足，特别是与城市阅读

相比依然存在显著差异。据２０２２年《全国国民阅
读调查》数据显示，中国城镇居民不同介质的阅

读率为６８．５％，而农村居民不同介质的阅读量仅
为５０．２％④。因此如何推动乡村阅读进一步发
展，是一个亟待探讨的议题。

具身阅读作为数字时代新的阅读方式，是推

进乡村阅读的重要方式与手段。在数字时代，阅

读呈现出以听觉为主导的具身认知和场景碎片化

的特点，有声阅读带来的具身体验对意义构建具

有重要作用，特别是共享听觉环境为阅读文化的

延续提供了新的可能⑤。新技术的应用激活了阅

读主体的身体感知，从而彻底改变了阅读界面的

展现形式。在技术的不断推动下，具身阅读在界

面传播中实现了从身体缺席到身体回归、单向传

播到共享交流、意识沉浸到知觉沉浸的现实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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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①。特别是阅读物运用虚拟现实技术，将使用

各类工具阅读的人们置于虚拟场景中，从而使人

获得逼真的在场知觉体验，身体也在参与技术的

交互过程中完成感知融合，并通过想象获得虚拟

空间的真实体验。本文将以具身阅读为视角，基

于文献以及问卷调查分析乡村阅读发展的现状，

并运用 ＳＷＯＴＰＥＳＴ理论工具，探讨乡村振兴战
略下阅读的数字化转向，由此提出数字时代下推

进乡村具身阅读的发展措施。

二　数字时代乡村阅读的现状：具身
阅读推进的现实起点

探讨数字时代乡村阅读新路径，必须以当前

乡村阅读的现状为基础，特别是运用ＳＷＯＴＰＥＳＴ
工具分析当前中国乡村阅读发展的基础与困境，

更应以当前乡村阅读现状为前提。为此，本文在

文献资料的基础上通过问卷调查获取相应数据，

以此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来分析中国乡村阅读

发展的现状。在问卷调查中，本文通过分层抽样

法分别选取湖南省、江苏省、重庆市与天津市四省

市的６县６区共１５个乡镇作为调查地点，笔者于
２０２３年２月至７月先后到达上述１５个乡镇开展
问卷调查。问卷调查内容包括基本信息、阅读行

为两方面，其中基本信息包括农村居民的年龄、性

别、文化水平；阅读行为包括农村居民的阅读时

长、阅读动因、阅读媒介以及阅读环境。在问卷调

查过程中，为避免农村居民对题项的理解偏差，笔

者邀请了三名调查员协助农村居民进行问卷填

写。本文共发放问卷 １２００份，收回有效问卷
１１７２份，问卷回收率为 ９７．６７％。其中男性占比
６１．７７％（ｎ＝７２４），女性占比 ３８．２２％（ｎ＝４４８）；
２０—３０岁占比 ２６．０２％（ｎ＝３０５），３１—４０岁占比
３４．９８％（ｎ＝４１０），４１—５０岁占比 ２２．２６％（ｎ＝
２６１），５０岁以上占比１６．７４％（ｎ＝１５８）；文化水平
在初中及以下占比８．７８％（ｎ＝１０３），高中及中等
职业专科占比５４．９５％（ｎ＝６４４），高职专科、本科及
以上占比３６．２７％（ｎ＝４２５）。本文通过 ＳＰＳＳ２８．０
对问卷题项进行信度检验，获取其阅读行为题项

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系数为０．８６８，高于０．７，表明问卷
信度良好。

（一）乡村阅读发展的宏观环境现状

推进乡村具身阅读的发展，离不开宏观环境

的支撑。宏观环境既是当前乡村阅读现状的具体

体现，也是推进具身阅读的现实起点。乡村阅读

的宏观环境主要包括政策环境、基础设施环境以

及数字技术环境。

第一，乡村阅读发展的政策环境现状。为不

断推进中国全民阅读，自２０１４年至今，全民阅读
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举措而被写入

政府工作报告中②，特别是 ２０１６年，我国印发首
个《全民阅读“十三五”时期发展规划》，明确提出

要“使阅读活动真正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让阅

读成为“最日常的生活方式”③；同时在 ２０２０年，
中宣部印发《关于促进全民阅读工作的意见》，更

是明确提出全民阅读要“以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

活新期待为出发点和落脚点”④；并且在２０２１年，
我国“十四五”规划和２０３５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
“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⑤，这标

志着全民阅读已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举措。尽管

上述政策并非专为推进乡村阅读而出台，但上述

政策包涵了乡村阅读发展的相关举措，为乡村阅

读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第二，乡村阅读发展的基础设施环境现状。

在上述政策的强力推动下，乡村阅读基础设施环

境得到了显著改善。特别是 ２００７年以来实施的
“农家书屋”工程更是不断推动乡村阅读基础设

施环境的改善⑥。目前农家书屋取得了显著成

绩，截至２０２２年６月，我国共有农家书屋５８．７万
家，累计配送图书超过１２亿册，农民人均图书拥
有量从农家书屋工程实施前的 ０．１３册提升到
２．１７册，增长近２０倍，并且数字农家书屋也得到
快速发展，目前数量已达１６．７万家⑦。除此之外，
当前不少农村地区已开展各式各样的读书活动，

为乡村阅读发展营造了良好的阅读氛围与环境。

其中在２０２４年世界读书日之际，北京市平谷区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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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峪乡各农家益民书屋组织开展了“悦读新时

代，书香沁乡村”主题系列活动。实际上，在北

京、上海以及东南沿海经济发达省份，农村读书活

动的开展已制度化与常态化。

第三，乡村阅读发展的数字技术环境现状。

目前乡村数字技术环境已成为制约乡村阅读发展

的一个重要因素，特别是成为制约乡村具身阅读

发展的重要因素。《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

报告》显示，我国农村网络建设向纵深推进，各类

应用场景不断丰富。截至 ２０２３年 １２月，农村网
民规模达３．２６亿人，较２０２２年１２月增长１７８８万
人；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６６．５％，较 ２０２２年
１２月提升 ４．６个百分点①。但与城市相比，乡村
数字技术建设速度仍较为缓慢，目前仍有少部分

乡村网络通讯不畅和网络性能低下。在此次问卷

调查中，尽管有３３．６１％的农村居民认为当前所在
乡村信号接收、网络覆盖等不存在问题；但有

４６．１６％的农村居民认为所在乡村网络覆盖一般，
偶尔会出现信号接收不佳的问题；特别是有

２０．２３％的农村居民认为所在乡村网络覆盖情况
较差，信号接收不稳定。

（二）乡村阅读发展的微观阅读现状

乡村阅读发展不仅体现在宏观环境上，更体

现在微观阅读上。此次问卷除调查受访者基本信

息外，更主要的是调查受访者的阅读行为。因此，

分析问卷调查的结果可以揭示当前我国乡村阅读

发展的微观阅读现状。

第一，农村居民的阅读习惯。调查发现，

７０．８％的人每天阅读时间不足３０分钟，８．４％的人
每天阅读时间不足１小时，６．１％的人每天阅读时
间累计在２小时以内，仅有２．７％的人每天阅读时
间在２小时以上。调查还发现有３２％的人阅读的
内容来自于微信公众号、百家号，由此可见农村居

民对数字阅读具有一定兴趣，特别是有 ９０．９％的
农村居民认为阅读对个人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第二，农村居民阅读的动因。调查发现，农村

居民阅读动机主要为拓宽视野、提升个人修养及

陪伴孩子阅读。但农村居民阅读动力相对较弱，

有５２．６％的农村居民是因为没时间阅读、没兴趣
阅读、对手机等数字设备使用不熟练等；有２３．８％
的农村居民是因为自身文化水平低、不知道阅读

什么、不知道如何使用数字设备阅读；另外还有

２３．６％的农村居民是因为数字设备阅读内容需要
收费、数字设备阅读难度大、没有阅读氛围。

第三，农村居民阅读的媒介。第二十一次全

国国民阅读调查显示，我国成年国民各媒介综合

阅读率稳步上升，数字化阅读方式接触率成为主

要增长点。截至２０２３年，我国成年国民数字化阅
读方式，电脑端网络在线阅读、手机阅读、电子阅

读器阅读、Ｐａｄ阅读等方式的接触率为 ８０．３％②。
换言之，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数字化阅读已改

变了人们的阅读方式和习惯。此次调查发现，有

６７．３％的农村居民利用手机进行阅读，其中有
５８．６％使用手机或 Ｐａｄ内的 Ａｐｐ进行听书。由此
可见，农村居民不仅具有一定的数字阅读习惯，而

且还会使用“听”或其他方式进行阅读。

三　数字时代乡村具身阅读发展的
ＳＷＯＴＰＥＳＴ分析：具身阅读推进基础与
困境

数字时代乡村阅读的推广，可以加速促进当地

阅读和文化知识的普及，从而提升农村居民的学习

能力和信息素养水平，有助于实现以信息为支撑的

农村居民致富目标，进而推动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

顺利实施。本文将在乡村阅读现状的基础上，运用

ＳＷＯＴＰＥＳＴ理论工具，分析具身阅读的推进基础
及其困境。其中 ＳＷＯＴ分析是优势（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ｓ）、劣
势（ｗｅａｋｎｅｓｓｅｓ）、机会（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挑战（ｔｈｒｅａｔｓ）
四个方面的分析，而ＰＥＳＴ分析则是基于政治（ｐｏｌ
ｉｔｉｃｓ）、经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社会（ｓｏｃｉｅｔｙ）、技术（ｔｅｃｈ
ｎｏｌｏｇｙ）四个维度进行分析。本文将从 ＰＥＳＴ的四
个方面入手，分别探讨乡村具身阅读的优势、劣

势、机会与挑战，其中优势与机会形成乡村具身阅

读推进的基础，而劣势与挑战则构成乡村具身阅

读推进的困境。

（一）乡村具身阅读的推进基础

当前已具备推进乡村具身阅读的雄厚基础与

有利条件。其基础与条件首先来自数字时代乡村

具身阅读的发展优势，而其发展优势具体体现在

政策、经济、社会以及技术四个方面。在政策维度

上，正如前述，当前政府已出台了诸多促进“全民

阅读”发展的政策文件，特别是 ２０２１年“‘十四
五’规划和２０３５年远景目标纲要”更是明确提出

３５１

①

②

《互联网如何激发经济社会向“新”力？———透视第５３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国政府网，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ｇｏｖ．ｃｎ／
ｙａｏｗｅｎ／ｌｉｅｂｉａｏ／２０２４０３／ｃｏｎｔｅｎｔ＿６９４１０１０．ｈｔｍ。

《第２１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发布》，中国政府网，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ｙａｏｗｅｎ／ｌｉｅｂｉａｏ／２０２４０４／ｃｏｎｔｅｎｔ＿６９４７０６６．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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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①，这些政策

文件为乡村具身阅读的发展提供了政策保障，并

成为推进乡村具身阅读发展的最大优势。在经济

维度上，政府加大了对乡村阅读的投入力度，特别

是加大对农家书屋建设以及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建设的投入力度，政府成立了农家书屋工程专

项资金，中央、省、市按照一定比例共同投入，并且

按照每家农家书屋每年 ２０００元的标准进行补
贴②。在社会维度上，当前农村居民阅读意识不

断增强，正如前述，此次问卷调查结果表明有

９０．９％的农村居民认为阅读对个人发展具有重要
作用，特别是有６７．３％的农村居民利用手机进行
阅读，而且有５８．６％的农村居民使用手机或 Ｐａｄ
内Ａｐｐ进行听书。并且当前诸多公益活动融入到
公共文化活动中，社会服务落实到乡村基层，尤其

是乡村图书馆以群众性、无门槛、零消费为服务宗

旨，通过公益性服务吸引周边村民的广泛参与，为

群众打造了多元化的文化交流平台，不仅丰富了

群众的生活方式，而且为乡村具身阅读的推广与

发展提供了基础。在技术维度上，当前乡村数字

化建设得到普遍增强。正如前述，截至 ２０２３年
１２月，农村网民规模达３．２６亿人③；而且云技术、
交互技术、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一代信

息技术，为乡村具身阅读提供了数字技术保障，而

“云阅读”、智慧书屋更是为乡村具身阅读提供了

数字化实践路径。

当前推进乡村具身阅读所具备的基础与条

件，不仅来自于数字时代乡村具身阅读的发展优

势，也来自于数字时代乡村具身阅读的发展机遇。

而其发展机遇也同样表现在政策、经济、社会与技

术上。在政策维度上，政府不仅出台了诸多推进

全民阅读发展的政策文件，同时也出台了促进数

字技术发展的政策文件，特别是 ２０１９年 ５月，中
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专门印发了《数字

乡村发展战略纲要》④，政府正全力缩小城乡之间

的数字化差距。纲要明确指出数字乡村是伴随网

络化、信息化和数字化在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

中的应用，以及农民现代信息技能的提高而内生

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和转型进程，既是乡村振

兴的战略方向，也是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内容。

推进乡村数字化发展，能够为乡村具身阅读带来

广阔的发展空间与发展机遇。在经济维度上，中

国经济长期以来的高速发展不仅为乡村具身阅读

的推进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且也带来了前

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特别是现代农业经济信息化、

数字化发展客观上要求农村居民必须掌握数字化

阅读方式，因此，推进乡村具身阅读成为必然之

举。在社会维度上，当前乡村具身阅读形式与内

容的多元化、政府等主体具有的强烈社会责任感

以及极具地方特色的文化活动都为农村居民获取

信息、提升阅读意识等提供了机遇，从而也为乡村

具身阅读发展提供了机遇。而在技术维度上，新

兴信息技术将有助于丰富多元的乡村阅读活动开

展，一方面为乡村具身阅读的发展带来了优势，另

一方面也为乡村具身阅读发展提供了机遇。

（二）乡村具身阅读的推进困境

尽管当前推进乡村具身阅读已具备雄厚的基

础与条件，但仍面临诸多的现实困境。其困境主

要来自于当前乡村具身阅读发展存在的短板以及

面临的挑战。与其优势和机遇一样，当前乡村具

身阅读的短板与挑战同样表现在政策、经济、社会

以及技术等四个维度上。

当前乡村具身阅读发展存在的短板首先表现

在政策维度上。尽管政府出台了诸多促进全民阅

读以及推进数字乡村建设的政策文件，但这些政

策文件往往在具体执行中大打折扣，常常难以到

位，特别是当前政府未能制定完善的乡村阅读平

台建设评价标准以及监督评估体系，在一定程度

上阻碍了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顺利推进，特别是

阻碍了乡村阅读推广服务的顺利开展，而且目前

政府未能制定出台关于推进乡村具身阅读的相关

政策文件。其次在经济维度上，尽管政府不断加

大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经费投入，特别是不断加

大乡村数字阅读的经费投入，但毕竟政府财力有

限，所投入的经费远无法满足乡村阅读服务的需

要；而且作为公益事业，尤其作为公共服务事业，

乡村数字阅读难以引入社会资本，建构多元化的

投融资体系，其他资本也难以成为乡村数字阅读

４５１

①

②

③

④

《第２１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发布》，中国政府网，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ｙａｏｗｅｎ／ｌｉｅｂｉａｏ／２０２４０４／ｃｏｎｔｅｎｔ＿６９４７０６６．ｈｔｍ。
《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央补助地方农村文化建设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中国政府网，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ｇｏｎｇｂａｏ／

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０１３／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４４９４８４．ｈｔｍ。
《互联网如何激发经济社会向“新”力？———透视第５３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国政府网，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ｇｏｖ．ｃｎ／

ｙａｏｗｅｎ／ｌｉｅｂｉａｏ／２０２４０３／ｃｏｎｔｅｎｔ＿６９４１０１０．ｈｔｍ。
《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中国政府网，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ｚｈｅｎｇｃｅ／２０１９－０５／１６／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３９２２６９．ｈｔｍ。



第２７卷 向志强，等：具身阅读：数字时代乡村阅读发展新路径

投入的有效补充；同时农村居民自身无力支付具

身阅读所需要的高额上网流量费、注册费以及内

容购买费，这些均成为乡村具身阅读持续发展的

瓶颈。再次，在社会维度上，尽管农村居民阅读意

识进一步增强，数字阅读氛围进一步提升，但目前

农村居民在阅读上花费的时间相对较少。正如前

述，此次调查结果表明，仅有 ２．７％的人每天阅读
时间在２小时以上，大部分农村居民每天阅读时
间不足半小时；而且农村居民阅读动力相对不足，

其主要原因是没时间或者没兴趣，不知道阅读内

容，也不知道如何使用数字设备阅读，以及数字设

备阅读需要收费等；另外目前全国绝大多数乡村

并没有建构有助于推进具身阅读的发展环境，未

能营造提升具身阅读的氛围。这些问题均已成为

乡村具身阅读推进的障碍。最后，在技术维度上，

尽管农村数字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绩，农村数字

化技术得到了广泛推广，但城乡数字建设差异仍

非常明显，农村信息设施在设施配套、信息服务及

网络设施优化等方面依然存在显著不足。农村数

字化技术普及与推广已成为推进乡村具身阅读发

展的劣势。

当前乡村具身阅读推进困境不仅来自乡村具

身阅读发展的短板，而且也来自乡村具身阅读发

展面临的挑战。而其面临的挑战也同样体现在政

策、经济、社会以及技术四个维度上。政策维度上

乡村具身阅读发展所面临的挑战是如何推进包括

具身阅读在内的乡村阅读可持续发展。尽管长期

以来政府大力推动乡村公共服务建设，但效果并

不理想。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更好推进乡

村具身阅读的可持续发展，特别是如何推进与其

他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平衡发展，对政府提出了严

峻挑战。经济维度上乡村具身阅读发展面临的挑

战是如何为乡村具身阅读提供可持续发展的资金

支持。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拓宽乡村阅读的融

资渠道，但作为社会公共事业，其融资存在天然劣

势，因此包括具身阅读在内的乡村阅读资金筹集

的主要职责只能由政府承担，由此将为政府带来

巨大的经济压力。社会维度上乡村具身阅读发展

面临的挑战是如何提升当前农村居民数字素养与

具身阅读意愿，特别是如何使农村居民从打麻将、

打纸牌等不良休闲活动中脱离出来并参与到具身

阅读实践中。当前农村居民数字素养与阅读意识

不强。截至 ２０２２年 １２月，我国非网民规模为
３．４４亿，其中农村地区占比达５５．２％，而在农村居
民非网民群体中，因“不懂网络而不上网”的农村

居民占比为５８．２％，因“不需要或不感兴趣”而不
使用网络的占比为１３．４％①。当前农村居民更青
睐于打麻将、打纸牌、看电视、刷视频、跳广场舞、

与邻居闲谈等休闲方式。农村居民对知识的需求

并不高，阅读意识较为薄弱。技术维度上乡村具

身阅读发展面临的挑战则是如何紧跟信息技术发

展步伐并快速将其应用于具身阅读实践中，特别

是如何快速地将不断涌现的云技术、交互技术、物

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应用到乡村具身阅

读的实践中。

四　具身阅读推进策略：数字时代乡
村阅读发展之道

具身阅读是一种集思维、情绪、推理等于一体

的心智活动，是互联网时代一种新的阅读范式②。

推进具身阅读已成为解决当前乡村阅读困境的重

要手段与方式。本文将基于数字时代乡村具身阅

读发展的优势、劣势、机遇与挑战，提出推进乡村

具身阅读的策略。

（一）充分利用乡村具身阅读现有优势，夯实

乡村具身阅读基础

一是应充分利用乡村具身阅读现有的政策优

势。正如前述，当前国家制定与出台大量促进全

民阅读以及推进乡村数字化建设的政策文件，譬

如２０２０年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工作正式启动③，数
字乡村建设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具体行动，

是催生乡村发展内生动力的重要举措，更是推动

乡村具身阅读的重要抓手；同年中央宣传部又印

发了《关于促进全民阅读工作的意见》④，意见指

出要广泛动员各方力量，引导社会资源，不断满足

乡村群众的阅读需求，持续丰富乡村阅读志愿服

务的数字化内容供给，开创乡村阅读新局面。这

些政策文件为乡村具身阅读发展创造了诸多有利

５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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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５１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ｈｔｔｐｓ：／／ｆ．ｓｉｎａｉｍｇ．ｃｎ／ｆｉｎａｎｃｅ／３ｂｆｅｄｆ１１／２０２３０３２４／
Ｄｉ５１ＣｉＺｈｏｎｇＧｕｏＨｕＬｉａｎＷａｎｇＬｕｏＦａＺｈａｎＺｈｕａｎｇＫｕａｎｇＴｏｎｇＪｉＢａｏＧａｏ．ｐｄｆ。

吴倩：《身体视角中的阅读：历史变迁、现实转向与实践启示》，《图书馆论坛》２０１９年第６期。
《关于开展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工作的通知》，中国政府网，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ｘｉｎｗｅｎ／２０２０－０７／１８／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５２８０６７．ｈｔｍ。
《中宣部印发〈关于促进全民阅读工作的意见〉深入推进全民阅读》，中国政府网，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ｘｉｎｗｅｎ／２０２０－１０／２２／ｃｏｎｔｅｎｔ＿

５５５３４１４．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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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各地政府必须充分利用这些政策优势与有

利条件，为乡村具身阅读提供资金、技术和人力资

源的支持，特别是各地政府应按照这些政策文件

要求，整合教育、文化、科技等部门资源，形成政策

合力，确保具身阅读实践落地生根。

二是应充分利用乡村具身阅读现有的经济优

势。各地政府必须充分利用中央财政投入推进乡

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专项资金，特别是必

须高效利用农家书屋工程专项资金，发挥这些资

金在推进乡村具身阅读发展中的引领作用。这些

资金不仅可以营造良好的乡村具身阅读氛围，而

且能提供更为完善的乡村具身阅读线上数字服

务。与此同时，应充分利用乡村具身阅读现有的

社会优势。具体来说，各地政府应利用当前公益

活动融入公共文化活动中、社会服务落实到乡村

基层这一有利形势，不断推进乡村具身阅读的发

展，特别是应进一步坚持乡村图书馆无门槛、零消

费的服务宗旨，并通过公益性读书活动等项目的

开展，在维护农村居民现有的阅读意识与阅读热

情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农村居民的阅读意愿，尤

其是进一步提升农村居民具身阅读的意愿。另外

还必须充分利用当前乡村数字化普及的优势，特

别是充分把握已有的 ３．２６亿农村网民的规模优
势，进一步提升这些乡村网民的具身阅读素质与

能力，从而促使这些乡村网民真正成为具身阅读

的践行者。

（二）紧紧抓住乡村具身阅读发展机遇，落实

乡村具身阅读建设

一是应紧紧抓住国家与政府当前大力推进乡

村数字化建设的发展机遇。作为数字技术应用的

产物，乡村具身阅读必须以乡村数字化建设为基

础。应该说，随着乡村数字化建设不断推进，数字

技术将为更多的农村居民所掌握，由此将为更多

的农村居民进行具身阅读提供技术条件与保障。

因此，各地政府必须抓住这一机遇，不断提升农村

居民具身阅读的意愿，不断提高其具身阅读的素

养与能力，从而不断扩大农村居民具身阅读的

规模。

二是应紧紧抓住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发展所带

来的农村居民精神需求增加的机遇。中国经济快

速发展带来了农村居民休闲娱乐时间的增长以及

精神需求的扩大，为乡村具身阅读的开展提供了

必要性和可行性，其中精神需求的扩大意味着农

村居民精神需求内容的扩大，由此为乡村具身阅

读的推进提供了阅读内容上的必要性，而农村居

民休闲娱乐时间的增长意味着农村居民拥有更多

的自由支配时间，从而为乡村具身阅读的推进提

供了阅读时间上的保障。

三是应紧紧抓住现代信息技术发展所带来的

具身阅读便利性增强的机遇。随着云技术、交互

技术、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

术的不断涌现和广泛运用，具身阅读所能运用的

数字技术越来越多元，由此促使具身阅读越来越

便利，具身阅读也将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并使

用。与此同时，农村居民自身也应抓住历史发展

赋予乡村阅读的政策、经济与技术上的发展机遇，

积极响应和参与具身阅读的具体实践。事实上，

具身阅读作为乡村数字建设的重要部分，更为强

调身体的直接参与和感官体验，为此农村居民必

须直接了解并规范使用数字化设备。由此需要乡

村基层组织或志愿者团队向农村居民阐明数字乡

村建设政策的战略目标和实施意义，使其认同并

接受提升数字素养的重要性，从而激励农村居民

参与具身阅读的热情。譬如搜集并传播具身阅读

的成功案例，向农村居民展示具身阅读便利性和

必要性，特别是通过“最贴近生活”的数字化生活

典范，进一步增强农村居民参与具身阅读意愿。

（三）着力突破乡村具身阅读发展短板，提升

乡村具身阅读水平

一是应着力突破乡村具身阅读发展在政策维

度上的劣势。正如前述，乡村具身阅读发展在政

策维度上的劣势主要表现在政策文件执行不到

位，缺乏乡村阅读建设评估体系以及建设监督体

系，特别是缺乏促使乡村具身阅读发展的政策文

件。为此需要政府提升政策文件实施的效率，提

高促进乡村阅读发展的相关政策文件的执行力

度，建构并完善乡村阅读建设评估体系以及监督

体系，而且应设置专门机构对乡村阅读建设进行

统一评估与验收，另外还应制定推进乡村具身阅

读实施的具体方案，以此确保促进乡村阅读相关

政策文件的落地实施，从而消除推进乡村具身阅

读发展的劣势，不断推进乡村具身阅读的发展。

二是着力突破乡村具身阅读发展在经济维度

上的短板。当前乡村具身阅读发展在经济上的劣

势首先表现为政府财力远无法满足乡村具身阅读

建设需要，为此不仅需要不断加大政府在乡村阅

读上的财政投入，而且更需要破解包括具身阅读

在内的公共文化服务融资难题。公共文化服务作

为社会公益事业难以吸引社会资本，需要不断创

新乡村阅读融资方式，建构一个乡村阅读多元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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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体系，特别是应打通政府购买、定向资助、项目

合作运营、减税补贴等方式引导优质社会力量进

入乡村数字阅读领域的通道，以此筹集更多的推

进乡村具身阅读发展资金。另外应进一步降低数

字化使用费用，特别是应降低农村居民上网流量

费，减轻农村居民具身阅读的经济负担。

三是突破乡村具身阅读发展在社会维度上的

短板。通过各种方式增长农村居民阅读时间，特

别是增长农村居民数字阅读时间，进一步提升农

村居民对数字内容的阅读兴趣。同时应采取措施

为农村居民提供数字设备使用以及具身阅读的实

践指导，具体来说，可以引入协会组织和志愿者团

队为其提供相关服务，譬如设立“乡村阅读大使”

等项目为农村居民提供服务与指导，从而提升其

具身阅读素养。另外应营造乡村具身阅读环境，

充分利用乡村的自然环境优势，以身心融合的乡

村阅读理念为导向，通过结合身体运动、自然环境

等元素，使阅读成为一种更为全面的体验，促使读

者在阅读过程中实现身心的平衡与和谐。

四是突破乡村具身阅读发展在技术维度上的

短板。政府应进一步提升乡村数字化普及程度，

尽快缩小城乡数字化水平差距①。特别是可以引

入相关社会资源来改善与提升乡村数字技术条件

与水平。譬如利用中国移动的基础设施优势以及

其所拥有的大量农村用户资源，通过其旗下咪咕

公司的“比特资产”，推动乡村阅读数字化发展，

并延伸乡村阅读场景、服务及体验，尤其是将比特

书房等阅读空间与农家书屋进行深度融合，从而

打造个性化比特场景，实现全感官、沉浸式阅读，

构建元宇宙乡村具身阅读新生态。

结语

在数字时代下要充分利用乡村具身阅读现有

优势，抓住乡村具身阅读发展机遇，突破乡村具身

阅读发展短板，提升乡村具身阅读水平以及积极

应对乡村具身阅读挑战，才能切实推进乡村具身

阅读发展。除了结合本土文化和多样化的阅读形

式，还可以结合互联网丰富多元的用户体验，为乡

村地区的阅读发展提供综合性的解决方案，推动

农村居民的阅读素养和文化水平的提高。乡村具

身阅读的发展将能够更好地激发农村居民对阅读

的兴趣和热爱，为推进全民阅读高质量发展与

“书香中国”目标，为乡村振兴和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作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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