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學生閱讀習慣
問卷調查結果



調查目的
• 為了解全港學生的閱讀習慣及選書口味，今年
十本好讀網上投票特設簡單的問卷調查，讓學
生善用電子平台分享閱讀習慣，助圖書館主任
結合十本好讀投票結果，制定來年的閲讀推廣
策略。



• 對象：

只適用於參與網上投票的中小學生

• 問卷形式：

九道多項選擇題（必答）及一道開放式題目（選答）

• 參與方式：

於投票期內，學生以教城帳戶登入投票網站，投選心儀好書及作
家後，完成問卷調查，再按「遞交」，一併遞交電子選票及已填
妥的問卷。

調查方法



• 學生人數：

❑20,051 學生（12,663小學生 + 7,388中學生）

• 學校數目：

❑247間學校（157間小學 + 90間中學）

• 問卷開放時間：

❑2023年4月3日至2023年5月31日（即十本好讀投票期間）

調查樣本



學生的閱讀習慣*

小學生比中學生更多恆常閱讀

學生每星期閱讀課外書的次數

小學生閱讀次數

整體更多

逾50%每星期閱讀

三次以上

*定義：
「有閱讀習慣」指學生於一星期內閱讀課外書的次數為至少一次
「沒有閱讀習慣」指學生於一星期內閱讀課外書的次數為零



學生的閱讀時長

學生每星期閱讀課外書的時長

但每次閱讀時間少於15分

鐘的中學生明顯較多，比

小學生高出約4%

小學生閱讀時間較中學生長



學生的閱讀情境

學生最常閱讀課外書的情境

小學生最常在完成功

課後（在家）閱讀

中學生最常在學校

休息時閱讀



閱讀情境與閱讀時長（小學生） 閱讀情境與閱讀時長（中學生）

閱讀情境與閱讀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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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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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學途中 回家途中 在學校休息時 完成功課後 睡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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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分鐘至3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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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學途中 回家途中 在學校休息時 完成功課後 睡前

在家中閱讀時，較有
機會長時間閱讀

在學校閱讀多善用碎
片時間，時長較短



學生的閱讀動機

中小學生的閱讀動機

PIRLS 2021結果：

• 若學生出於社交認同而相信開卷

有益，其閱讀成績較高

• 學生的競爭心態越高，成績反而

越低。於本次調查，「提升競爭

力」亦是較少學生認同的動機



學生最喜歡閱讀的書籍類型

小學生︰喜好集中
✓ 漫畫及繪本
✓ 科幻小說

中學生︰喜好多元化
✓ 科幻小說
✓ 漫畫及繪本
✓ 文學小說



學生最喜歡閱讀的書籍類型

中小學生都喜歡漫畫及
繪本，但明顯更受小學
生歡迎！

中學生對文學小說的接受程度顯
著高於小學生



學生閱讀時最常使用的媒介

隨着學生年紀漸長，電子閱讀日趨普遍



我覺得最重要就是找到自己有興趣的書本。因為只要自己喜歡，我就
不會覺得閱讀是痛苦的，而且還會找到當中的樂趣，令自己前進去閱
讀更多的書本

我覺得閱讀是一座寶庫，令你能在這個大寶庫中尋找自己看的圖書

•享受閱讀



學校可以舉辦全校閱讀週，期間同學必須要看書，不用做功課，就能養成
大家閲讀的習慣

我希望校園用課堂的時間推廣閱讀

•減輕學業的負擔，才有閒暇閱讀



舉辦「閱讀圖書大比拼」，閱讀得最多，可以獲得一張獎狀及禮物

把圖書館搬到操場，我就可以小息時看圖書 我期望學校能邀請更多作家來進行圖書分享

我希望學校以獎勵推介閱讀，因為可以鼓勵我們多閱讀課外書籍

我希望校園可把最受歡迎的100本讀物放在操場上讓同學翻看

•以比賽及獎勵提高閱讀動機



學生不會喜歡被逼看書，應該是發自內心地看書，而不是被
學校的政策逼迫。

我期待的是更多自主選擇的閱讀時間

即使閱讀能讓學生學習到課文外的知識，但是強迫學生閱讀，
只會令學生對閱讀更反感。

•愉快閱讀

PIRLS 2021結果：

• 香港小四學生的閱讀成

績與以下兩點直接且正

相關：「不覺閱讀沉悶」

及「享受閱讀」



在課室中只能在平板電腦登入免費的讀書平台，不
及圖書館的圖書種類多

希望學校可以引入更多元化的書籍，讓不同「口味」
的同學都能享受閱讀的樂趣

希望學校能夠增加多少少電子書

學校可以找更多新奇有趣的書籍去推廣閱讀，而不
是固定尋找無聊的書籍

•多元化閱讀 •更多閱讀誘因

可以推行閱讀獎勵計劃，例如
閱讀書藉後，做閱讀報告，然
後找老師換印花，再換禮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