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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人均年阅读不到5本书
一年读100本书攻略来了

再过三天，就是4月23日的世界读
书日，每到这个时候，总会惭愧地意识
到，自己读的书是多么少。

数据显示，去年我国人均阅读量不
到五本；俞敏洪说，每年阅读量五本书，
这根本就不叫读书……这是什么？俞敏
洪也没有展开讲。

虽然书读的少，但小编有颗追求上
进的心，费尽辛苦找到了一年读一百本
书的终极攻略，小伙伴们收好不谢。

书越来越多，书读得越来越少

中国有人在看书，这是无疑的。泱泱中华，自古便以
读书为尚，再往近里说，中国上世纪八十年代曾掀起过
一波读书的狂潮， 全民对于阅读都深处于一种饥渴之
中，无论是学者、是工人，读书都是最为时尚的闲事。

但现今生活的内容变得更加丰盈，娱乐的方式也层
出不穷，如果只谈阅读的娱乐性，愉悦的阅读也只能成
为众多“之一”。莫言也说：“现在的选择太多了，书越来
越多，但书读得却越来越少。 ”王安忆也有相似的看法。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4月18日公布了第十三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数
据。统计显示，2015年我国国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4.58本，电子书阅读
量为3.26本。2015年我国成年国民图书阅读率为58.4%， 较2014年上升了
0.4个百分点，数字化阅读方式的接触率为64.0%，较2014年上升了5.9个百
分点，各媒介综合阅读率为79.6%，较2014年上升了1.0个百分点。

2015年我国成年国民图书阅读率为58.4%，较2014年的58.0%上升
了0.4个百分点；报纸阅读率为45.7%，较2014年的55.1%下降了9.4个百
分点；期刊阅读率为34.6%，较2014年的40.3%下降了5.7个百分点。

人均年阅读量不到五本书

受数字媒介迅猛发展的影响，数字化阅读方式（网络在线阅读、手机阅读、电子
阅读器阅读、光盘阅读、平板电脑阅读等）的接触率为64.0%，较2014年的58.1%
上升了5.9个百分点。其中，手机阅读接触率上升最快。2015年，60.0%的成年国民
进行过手机阅读，较2014年的51.8%上升了8.2个百分点。

据统计，2015年，我国成年国民人均每天手机阅读时长为62.21分钟，比2014
年的33.82分钟增加了28.39分钟。 这是历次统计中首次日均手机阅读时长超过1
小时。

未来手机或者其他数字化阅读方式会不会取代纸质图书？“我个人觉得不会。
从数字阅读的发展趋势来看，电子阅读器经过2011年至2013年的高速发展，目前
发展速度已经放慢。从美国的情况看，今年电子书销量的增速已经低于纸质图书的
增速。”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院长魏玉山说，从这次统计来看，有数字化阅读行为的
成年人中近九成为49周岁以下人群， 纸质出版物阅读仍是近六成国民倾向的阅读
方式。

电纸书来势生猛

攻
略

如何在一年内
读完一百本书

互联网上活跃着一大批年阅读量超过三百
本的读书达人，虽然对于工作繁忙的我们来说，
做到一年读几百本书不大现实， 但如果方法用
得对，书又选得合适，一年读个百八十本书还是
有可能的。

1.�二八原则

对于商业图书、 各类杂志等非学术类读物
来说，80%的精华价值可能仅占20%的页码。要
根据自己的已有知识结构和阅读能力， 进行阅
读时间的分配和阅读内容的筛选。

2．集中优势精力原则

对于现在的人们来说， 时间的重要程度自
不用赘言，所以，通过目录、前言来筛选出书中的
精华部分， 再选择相匹配的时间段集中突破一
本书的精华部分，也可以在一个时间段内，集中
攻克书中的一个主题， 这样清楚地划分文章内
容有助于形成有条理、有逻辑的认知结构。

3.递进原则

高效率的阅读并不一定要按照页码顺序展
开， 由于每个人现有的知识容量和知识结构不
同，可以挑选自己感兴趣的部分阅读，再从兴趣
点扩展到其他部分。 尤其是现在人们很感兴趣
的商业和经济图书（和挣钱有关的书），阅读这
样的书切记贪多， 因为每一个挣钱的门路都不
相同，浅尝辄止的话什么也学不到，最好是从一
个小主题开始，看有关这个主题的系列书，才能
登堂入室，知道这个各种“游戏”的玩法。

4.好为人师原则

读书致用，利用现在的各种社交平台，在朋
友圈中主导、控制话题，引导话题向自己设计的
话题方向发展，大家互相讨论，互相学习，这样可
以让读书的收获更加扎实、实用、有效。

■综合人民日报、十点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