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版业2023.1
PUBLISHING INDUSTRY

凯文·凯利曾表示：“书不再是一种制品，而成为

一种流程，是一种变化，是思考、写作、研究、编辑、改

变、分享、社交、知化、组合、营销、进一步分享、屏读

等动作的持续流动。”[1]全媒体语境下，人们的阅读从

原先单一的纸质阅读变成了多媒介的复合阅读，阅

读途径从局限于线下到更多转向线上，阅读行为从

“读”到“观看”，再到评价、分享等多向“对话”和“再

创作”，并从中获得包括知识、信仰、审美、道德、价值

观念等在内的复合价值。复合阅读行为包含了三方

面的“复合”，即媒介复合、行为复合、价值复合。媒

介复合是指读者选择纸质阅读、数字阅读多媒介渠

道进行阅读；行为复合意味着阅读行为不仅是“读”，

而是转变为从选择阅读渠道、获取阅读内容，到阅

读、分享等一系列的行为；价值复合指读者在阅读时

感受到多重价值，如知识价值、审美价值、交流价值

等。[2]复合阅读作为当前一种新型阅读方式，对读者

行为习惯和价值观养成都将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

在复合阅读群体中，网络 Z世代是一支重要的

有生力量。网络Z世代一般指 1995-2010年出生的

互联网一代，当前正处于 12—26岁之间。根据国家

统计局第六次和第七次人口普查资料，我国网络 Z
世代人口在2.4亿左右，占全国总人口1/6以上，基本

覆盖了当下大、中、小学的受教育群体。作为“数字

原住民”，网络和数字技术是网络Z世代与生俱来的

一部分和生活日常，他们主要使用手机、电子书阅读

器、电脑等设备进行数字化阅读。与此同时，他们也

坚持纸质阅读，在我国，1/5网络Z世代属于复合阅读

者，而且与传统阅读者相比，网络Z世代在复合阅读

兴趣、阅读时长、阅读频率三方面均超过前者。[3]网

络Z世代的健康成长对整个社会的良性发展具有举

足轻重的作用，了解网络Z世代的复合阅读行为，有

助于我们加强对这一群体的认知和引导。但从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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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看，学者们较为关注网络 Z世代的数字阅读，[4]

主要集中在新媒体对青少年阅读行为的影响进行观

察与思考；[5]而忽视网络Z世代已开始实践的复合阅

读，以及通过复合阅读所呈现并进一步形成的文化

认知、知识结构和价值取向。

本研究围绕网络 Z世代的复合阅读行为展开，

聚焦于这一群体聚集的B站、知乎、QQ群三个平台，

分析两个核心问题，一是网络 Z世代的复合阅读行

为存在哪些特征？二是这些复合阅读行为反映了网

络 Z世代在文化认知、知识结构以及价值取向上怎

样的文化镜像？通过对这两个问题的分析，为相关

部门、机构和平台改进阅读服务方式、推进Z世代深

阅读、完善教育体制机制提供思路与方向。

一、研究样本及方法

本研究采用网络民族志和深度访谈法探究网络

Z世代在B站、知乎、QQ群这三个平台的复合阅读行

为。选择这三个平台的原因在于，一方面，B站、知

乎、QQ群是网络Z世代聚集的网络社区。B站以其

ACG文化和多元圈层吸引Z世代用户，[6]同时也是Z
世代偏爱的阅读平台，《2022 B站读书生态报告》显

示，2021年约 9060万人在B站观看读书类视频。 [7]

知乎财报显示，在知乎平台，25岁以下的月活用户占

比提升显著，年轻用户成为主力军。同样有调查表

明，相较于微信，Z世代更偏爱QQ。 [8]另一方面，B
站、知乎、QQ群分别代表了三类典型的阅读平台，B
站以其视频属性突显，知乎是国内典型的问答社区，

QQ群则为用户提供即时交流分享的空间。这三类

平台分别体现了用户不同的阅读行为。

笔者在网络招募 25位Z世代复合阅读者，受访

对象符合以下要求：出生于1995-2010年之间；喜爱

阅读、长期阅读；是复合阅读者且同时使用B站、知乎、

QQ群进行阅读达半年及以上(受访者信息见表 1)。
并于 2022年 2月 1日—4月 23日观察他们在这三个

平台的复合阅读行为。2022年2月1日恰逢春节，处

于假期的网络Z世代拥有更多的时间进行阅读或讨

论阅读；4月 23日是世界读书日，Z世代的阅读意识

表1 受访者基本信息

编号

A01
A02
A03
A04
A05
A06
A07
A08
A09
A10
A11
A12
A13
A14
A15
A16
A17
A18
A19
A20
A21
A22
A23
A24
A25

性别

女

女

女

男

女

男

女

女

男

女

女

女

女

男

女

女

女

女

男

男

男

女

女

男

男

年龄

23
23
24
25
22
24
24
25
22
21
21
23
19
25
23
23
19
22
22
20
20
22
21
23
22

使用B站、知乎、QQ群复合阅读的时长

4年
4年
2年
1年
3年
5年
4年
3年
1年
3年
3年
4年
2年
2年
半年

6年
1年
5年
3年
1年
1年
2年
4年
5年
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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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时间同样更为明显。基于此，笔者选择这两

个网络Z世代阅读及讨论阅读的高峰日期作为参与

式观察的起止点。由于网络Z世代复合阅读者所处

的QQ读书群较为分散，因此笔者选择其中Z世代成

员占比较高的“无界读书”QQ群进行参与式观察。

在此基础上，笔者通过微信或电话对这 25位网

络Z世代复合阅读者进行半结构式访谈。访谈问题

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从阅读前、阅读中、阅读后

三个阶段询问受访者分别存在哪些阅读行为，以此

补充参与式观察时未注意到的阅读行为；第二类问

题由文化认知、知识结构以及价值取向三个类目的

操作化定义细分而成，如笔者通过询问受访者复合

阅读的方式、阅读的类型、必读的书目、阅读内容的

前沿性等，分析其知识的深度、广度与前沿性。最

终，结合参与式观察的结果与深度访谈的结果，综合

分析网络 Z世代的复合阅读特征及其文化认知、知

识结构和价值取向。

二、网络Z世代的复合阅读行为及其特征

在B站、知乎、QQ群三个平台，网络Z世代多样

化的复合阅读行为体现在阅读前、阅读中、阅读后三

个阶段。

(一)阅读前：基于口碑和兴趣的开放式搜索

在复合阅读的完整流程中，阅读前的书籍搜索

和选择行为具有重要价值。网络Z世代在阅读前首

先基于口碑进行开放式搜索。口碑素来有“零号媒

介”的称号，它在影响消费者态度和行为中发挥重要

作用。[9]在访谈中，有92%的受访者表示看重书籍的

口碑。

受访者A02：“我会在知乎搜索推书的问题，看

哪些回答的点赞比较高我就可能会去看这本书。有

时候实在是找不到想看的书，就点进知乎的书籍排

行榜，从评分高的书里挑自己感兴趣的看。”

受访者A06：“我在B站关注了一些读书类的UP
主，每次书荒的时候就会去看他们推书的视频，不得

不说他们推荐的书质量都很高。”

访谈发现，网络Z世代基于口碑的书籍搜索、选

择行为主要分为两种，一是查看平台的书籍排行榜

或者书单，如知乎“盐选会员”栏目中按照热度以及

评分进行排名的“故事榜单”“知识榜单”“书刊榜单”

等；二是通过他人推荐，如B站UP主推荐、知乎知名

答主推荐、QQ群书友推荐等。

除口碑外，“兴趣”一词多次被受访者提起。口

碑帮助他们划定可读书的范围，而兴趣则是多数网

络Z世代最终确定阅读一本书的原因。受访者A12
对作家感兴趣，她选择阅读的书籍 z要以作家为主

线，从作家的某本书延伸至其系列书籍；受访者A01
则更关注自己是否对书籍的内容感兴趣：“一般我会

看书单推荐，比如知乎平台或者大V提供的书单。如

果对某本书感兴趣的话就会去看简介和评价，再看看

B站的一些讲书视频，然后我才会选择看不看这本

书。”当被问及为什么要在多个平台搜索一本书籍时，

受访者A01表示：“以前我看完书单推荐就直接去读，

经常读几页或者一两章就发现自己不感兴趣，所以我

现在会在很多平台搜这本书，一定要确定我是真的感

兴趣或者对我有用才去读，不然太浪费时间了。”

网络 Z世代复合阅读的书籍搜索，选择行为通

常不是单一媒介的线性过程，而是多媒介的循环印

证过程(见图 1)。即他们在确定阅读的书籍之前，往

往会在多媒介查询，以印证书籍的确具有阅读价

值。例如，当他们在知乎排行榜看到一本符合自身

趣味的书籍后，未必会选择直接阅读，而往往会看知

乎问答、B站解读，亦或是在QQ群中询问书友的意

见，以确定此书是否值得阅读。阅读前期这一复杂

的行为看似拉长了阅读花费的时间，实则为提高阅

读质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阅读中：基于阅读体验的多元化阅读

1.视频化阅读：多感官体验，踏入书中场景

第 5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

示，截至 2022年 6月，我国网络视频(含短视频)用户

图1 多媒介的循环印证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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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达9.95亿，占网民整体的94.6%。[10]在所有网络

视频的用户中，网络Z世代月观看视频的时长为48.9
小时，超出全网用户观看时长 6.5小时。[11]网络Z世

代对视频的偏好也在重塑其阅读行为，即逐渐开始

视频化阅读。不可否认，网络视频尤其是短视频存

在娱乐色彩浓重、缺乏深度等问题，但受访者表示，

部分阅读类视频能让晦涩难懂的书籍变得易于理

解，从而提升阅读兴趣。

受访者A11：“我看社科类的书籍，有时候一些

背景我没有完全了解，但是B站的一些视频就可以

作为一个背景延伸的资料。还有一些心理学的书籍

有很多实用性的法则，我没有办法很好地实践，但是

视频里会举一些实践的例子，这样我就可以有更深

的思考。”

个人独立性的阅读要求读者有较高的阅读素

养，而多媒介的阅读降低了阅读门槛，[12]让读者对书

籍有更为透彻的理解。在读书类视频中，解读类视

频在打破阅读壁垒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类阅读

视频主要由专业学者或者对书籍有独特理解的UP
主对阅读内容进行深入的剖析，带领读者与书籍的

作者开展一场思想的对话。例如香港岭南大学中文

系教授、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许子东在B站开

设了“当代小说 25讲”的系列读书课，对《平凡的世

界》《生死疲劳》等持续热销的经典作品进行解读。

受访者A07在访谈中提到自己是解读类视频的忠实

爱好者：“每次看完书，我一定会去B站看UP主的讲

解视频。现在好多讲解视频的标题是《你真的读懂

了XXX了吗》，我真的不相信自己没看懂，然后每次

都会点进去看，最后发现自己确实没看懂。”

除解读类视频，网络 Z世代还会观看速读类视

频。速读类视频是在有限的时间内将书籍的精华提

炼出来，配以合适的画面呈现，例如“速读《三体》大

合集”“速读原著《哈利·波特》”。受访者A08、A22表
示，当自己只需要掌握书籍的核心内容时，观看速读

类视频是一个提高阅读效率的办法。

读书类视频的一个典型特征是将原本二维的隐

藏在纸页间的故事场景，通过三维立体的视频场景

直接呈现在读者眼前。而将阅读的场景感、在场感

展现得更为极致的是VR全景视频。B站 2020年推

出VR全景视频功能，用户转动手机或者滑动屏幕就

能不断转换视角，看到360度立体的场景。这一功能

也开始被用于阅读之中，并被网络 Z世代所青睐。

据受访者A14介绍，他在 B站看过VR全景阅读视

频，视频的场景不再是固定的、被精心编码过的，而

是可以通过转动手机控制进入场景，读者被赋予极

大的自由度，观看时的交互性与沉浸性大幅度提

升。读者仿若真实置身于阅读的场景之中，从“旁观

者”变成“亲历者”，从而与书籍人物以及内容建立更

为真实且强烈的情感连接。

2.游戏化阅读：沉浸式交互，趣味中阅读

网络 Z世代是偏好游戏的一代，他们的媒体消

费具有游戏化的倾向。[13]这一偏好直接影响了其阅

读行为，即阅读也逐渐呈现游戏化的趋向。这一倾

向在B站体现得尤为明显，主要包括低游戏性的互

动小说，以及高游戏性的由小说改编的游戏这两大

类别。

互动小说是在小说文本的基础上加入互动机

制，即小说播放到特定的情节时弹出选择按钮，由用

户选择情节的走向。B站的互动小说《狂人日记》整

体以文字加配音、配乐的形式展现，截至2022年4月
23日，总播放量达 61.1万，总弹幕数 1.4万。用户在

阅读时发布弹幕表示，“代入感强起来了”“自己一个

人看好慌”“吓我一跳”，可见他们在进行互动小说的

阅读时高度沉浸其中。此外，弹幕中更多的讨论围

绕情节的选择展开，如“我选错又回来了”“大家不要

选A”，用户在与互动小说交互的同时，提升了与其

他用户互动的兴致。

受访者A02：“B站，上玩过好几次互动小说视

频，我觉得这种交互视频很有意思，每个选择都会改

变故事，就感觉这个故事是我自己创造的。所以每

遇到一个感兴趣的，我都玩很多次，就想把每个剧情

都体验一遍。”

由小说改编的游戏相较于互动小说，其内容具

有更强的游戏性。B站不具备让用户直接进行游戏

的功能，用户主要通过观看UP主玩小说游戏的视频

来进行游戏化阅读。UP主以书籍内容为核心，在文

本基础上搭建游戏场景，并在特定规则下完成特定

任务，充分体现了游戏的三要素，即场景要素、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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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和任务要素，[14]因此游戏化是最突出的属性。

网络Z世代在观看UP主玩小说游戏时，会将自己代

入游戏角色之中，从而产生沉浸式的游戏阅读体验。

受访者A12：“肯·福莱特的小说《圣殿春秋》被

改编成了游戏，小说中的中世纪场景通过游戏画面

和声音都能得到立体呈现，我感觉进入了本来需要

想象的虚幻场景中，体验后让我产生了阅读原小说

的想法。”

(三)阅读后：基于阅读价值的学习和创作

1.社交化学习：多向互动对话，深挖阅读价值

复合阅读行为的第三阶段成为深挖阅读价值的

重要一环。网络Z世代在阅读后习惯于在基于趣缘

形成的阅读社群或者社区中与他人针对书籍进行互

动，即社交化学习。在 25位受访者中，有 18位明确

表示阅读后会在B站、知乎、QQ群参与书籍的交流，

其余受访者则是“社会化学习”的旁观者，汲取观点

但并不参与其中。

网络Z世代的社交化学习行为既与其成长的网

络时代背景相关，又与其自身的社交需求相关。互

联网的本质是“连接”，这使得知识信息的获取方式

逐渐从传统的个体线性化向群体互动型学习即社交

化学习转变。[15]乔治·西蒙斯(George Siemens)在《联

通主义：数字时代的学习理论》中提出“联通主义”学

习观，他强调网络时代的学习是一个节点连接的过

程，且学习和知识体现在多样化观点之中。[16]因此，

在网络时代，社交化学习具备现实基础，并逐渐成为

重要的学习模式。网络 Z世代是孤独的一代人，他

们在网络世界具有强烈的社交需求，[17]受访者A14在
访谈中表现出对线上社交的强烈偏好：“在日常生活

中我不太擅长社交，但在线上我就主动很多，特别享

受跟别人讨论的过程。有时候遇到志同道合的伙

伴，我们还会交换微信，从书友变成朋友。”

网络Z世代在B站、知乎、QQ群这三个平台中均

存在社交化学习的行为，在B站评论、分享；在知乎

针对书籍进行提问、查看其他用户的回答，亦或是自

己回答其他用户的提问；在QQ群与其他书友共享知

识，或者进行即时的观点交流，有时甚至会因为观点

相左而出现辩论的情况。

受访者A14：“我在B站看读书视频，经常会在弹

幕或者评论区发表自己的看法。有时候看完比较有

感触的书，我就去知乎评价一下，比如我之前看完了

《悲惨世界》，就回答了几个关于这本书的问题。”

受访者A17：“2021年我加入了一个读书QQ群

‘无界读书’，群里的成员会推荐阅读觉得不错的书，

也会一起讨论交流，而且这个群还会开辩论赛，这是

我入群之前没想到的。”

此外，网络 Z世代的社交化学习并非停留在阅

读内容本身，他们的讨论对象会从阅读内容一直延

伸至社会现象和社会深层次问题。以用户在知乎平

台中对书籍《三体》的讨论为例，他们从《三体》的内

容，如“小说《三体》中有哪些有名或者令人深思的句

子”，探讨至社会层面的问题，“小说《三体》中有表现

出性别歧视的倾向吗”？甚至大开脑洞，“外星人入

侵地球的话，人类可以用什么方式抵抗”？

在问及受访者“为什么在阅读后进行社交化学

习”这个问题时，64%的受访者认为阅读后的这一行

为使得自己从多层面、多角度加深对书籍的理解，挖

掘出书籍更多的价值。受访者A06：“一千个读者眼

中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我自己的理解总是片面

的，多了解其他人的观点才能理解得更深，挖掘更多

书籍的价值。”

在挖掘书籍价值外，社交化学习这一行为将提

升网络Z世代的自我认同感以及群体归属感。受访

者A03、A05、A07、A12的回答均涉及“在交流中找到

与自己解读类似的人，甚至是志同道合的人”。由此

可见，他们渴望在与他人对话互动的过程中获得他

人的认同，从而寻找自我价值。

2.多样化创作：对文本的“再想象”和“再生产”

网络 Z世代作为青年亚文化的核心群体，具有

强烈的自我表达意识。在阅读行为中，这种自我表

达往往通过与他人的互动、再创作来表现。他们对

经典文本解构重构，通过多样化创作掀起一场网络

狂欢。网络Z世代在复合阅读后的再创作主要集中

在“文字再创作”和“视频再创作”这两类。创作在原

文本的基础上展开，而又往往伴随着新意义的诞生。

受访者A18：“我之前续写过小说，那本小说前

面都写得很好，但是结尾有点仓促。后来在QQ群里

跟大家讨论这个小说的时候，发现大家也对这个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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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不满意，然后我就开始写番外，在番外里把书友们

的想法都实现了。当时写完发到QQ群里，好多人很

激动，还让我再多写点。”

受访者 A24：“现在很多小说都翻拍成了电视

剧、电影，如果拍得我特别喜欢，我就会剪个视频。

我喜欢剪混剪视频，就是好几L部作品剪在一起，然

后变成一个新的故事。之前有灵感的时候，我还做

过鬼畜视频，特别好玩。”

受访者A18的回答表明，网络Z世代的“再创作”

会基于自身或者书籍粉丝的情感诉求而展开，而群

体的认同与崇拜又会为其进行新创作带来动力。续

写小说成功后，受访者A18在书友的强烈要求下还

创作过同人文，主角原本的故事被天马行空地改

写。即把原文本从固定的情境中剥离，赋予其多样

化的意义，满足自身或者书籍粉丝的需求。

网络 Z世代对小说的续写、改写以及混剪视频

等再创作，呈现出典型的青年亚文化特点。比如在B
站文学社区中，鲁迅的作品深受用户喜爱，并不断地

被UP主们“再想象”和“再生产”。UP主用当下的网

络流行语改编鲁迅的短篇小说《孔乙己》；把鲁迅散

文诗集《野草》中的《好的故事》《影的告别》《秋夜》等

16篇散文诗改编为说唱歌曲《野草》；甚至打破次元

壁，解构重构《少年闰土》与《火影忍者》，将严肃文学

的人物闰土和二次元人物尻尻西和谐地组合在新故

事中。这些“再想象”与“再生产”均带有青年亚文化

群体自身独特的文化符码。从表现形式来看，无论

是网络流行语、说唱歌曲，还是二次元动漫，从表达

的主题来看，都传递出积极正向的价值观，体现出对

原作品的致敬。UP主“花篱刘小刀”用网络流行语

改编《孔乙己》，看似为网络流行语正名，实则强调不

能过度娱乐化，要坚持理性与思考。由鲁迅16篇散

文诗改编的说唱歌曲《野草》虽然带有说唱音乐的宣

泄性、新异性、自由随意性等特征，[18]但歌曲仍能让

人从鲁迅的文字中有所警醒。《少年闰土》与《火影忍

者》的重组以戏谑式的剧情开篇，却以真挚的友情收

尾，满屏的弹幕在结尾处显示“泪目了”。

三、从复合阅读行为洞见网络Z世代文化镜像

班杜拉的“社会认知理论”认为，个体认知、行为

和环境是交相影响的。在阅读中，读者的主观认知

会影响其阅读行为，而阅读行为和环境又会反过来

影响主观认知。从网络 Z世代的复合阅读行为，我

们可以洞见其文化认知、知识结构、价值取向上的文

化镜像。

(一)文化认知：偏好亚文化，同时与主流文化相

融共生

文化认知是指对认知对象所蕴含的文化意义的

认知，它作为一种主体性认知，认知主体已有的文化

认知结构在认知中起着决定性作用。[19]人们在阅读

时，就是在进行文化认知，他们的阅读行为也体现了

原本的文化认知结构。

从网络 Z世代阅读的书籍来看其文化认知，他

们偏好网络文学，如言情类、玄幻类、修仙类、盗墓类

等，此类文学带有鲜明的亚文化特质，包括对性别形

象的颠覆性、对传统价值观的反叛性等。[20]网络Z世

代偏好亚文化，形成了二次元、游戏电竞等亚文化圈

层，各个圈层内又拥有一套独特的区别于主流表达

的文化符码。但作为伴随着互联网高速发展成长的

一代人，他们又具有互联网的开放性，对各类文化有

极高的包容度与接纳度。72%的受访者认为社会文

化类、历史类等经典作品是必读书目，他们既是网络

文学的阅读者，又是经典作品的爱好者。即便阅读

网络言情文学，也拥有较为理性的文化认知，面对多

元文化能进行批判式思考。主流文化早已在他们的

文化中扎根，与他们喜爱的亚文化相互交融。

感知传统文化、主流文化魅力的网络 Z世代成

为拥有强烈文化自信的一代，[21]他们通过创作大胆

表达对文化的自豪之情，他们喜爱国风国潮，有B站

UP主将鲁迅的诸多小说改编成国风歌曲《医者》，并

由国风虚拟偶像洛天依来演唱，以此表达对经典的

致敬。网络 Z世代在观看历史文化类视频时，常在

弹幕或者评论区打下“此生无悔入华夏”“这盛世如

您所愿”等文字。这充分体现了网络 Z世代对身为

中国人的自豪感，以及对中国文化的自信心。

(二)知识结构：兼具广度与深度，但前沿性有待提升

知识结构是外在的知识体系在头脑中的内化状

况，是客观知识世界经过求知者的输入、储存、加工，

而在头脑中形成的由智力联系起来的多要素、多系

列、多层次的动态综合体。 [22]学者们根据不同人群

··58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出版业2023.1
PUBLISHING INDUSTRY

知识结构的特点，提出了多样化的知识结构模型，如

蛛网式知识结构模式、金字塔形知识结构模式、T型

知识结构模式等。所有结构模型基本均认可个体的

知识由基础知识、专业知识、相关知识和前沿知识几

部分构成。[23]基于此，笔者从知识的广度、深度以及

前沿性这三个维度来分析网络Z世代的知识结构。

首先，网络 Z世代具有较广的知识维度。25位

受访者均为多类型书籍的阅读者，阅读范围涵盖文

学类、历史类、社会学类、科幻类、悬疑类等，他们对

各类书籍抱有升放性的态度。除阅读书籍多类型

外，网络 Z世代的社交化学习行为也拓展了其知识

广度，他们在网络中与他人进行社交互动时，从一个

个节点化的用户中汲取到多样化的知识，用以填补

扩大自己的知识网络。

其次，网络 Z世代是知识的深度阅读者。不可

否认，新媒体导致的碎片化阅读容易使注意力难以

集中以及导致思维的断裂，但复合阅读作为新型深

阅读样态，一定程度上能弥补数字阅读碎片化、浅层

化的不足。受访者表示，相较于单一的纸质阅读或

者数字阅读，通过复合阅读，他们对阅读内容的印象

和理解更为深刻。此外，多位受访者在阅读多类型

书籍的同时，一直坚持阅读某一类型的书籍。例如

受访者 A06坚持科幻类阅读长达 7—8年，受访者

A07长期阅读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类内容。

最后，在知识的前沿性方面，网络Z世代存在定

的不足。虽然从媒介使用的角度来看，他们对于前

沿的媒介形态充满兴趣，如使用互动视频、VR全景

视频进行阅读等。但多数受访者表示并不会特意追

求阅读前沿的书籍，这意味着他们从阅读中所获取

的知识缺乏一定的前沿性。

(三)价值取向：主张“以我为主”，同时注重群体

价值

网络 Z 世代的阅读行为体现出明显的“为我

性”，[24]他们关注自身需求，在意自我价值的实现，表

现为在阅读中对“兴趣”“体验感”“自我表达”的强

调。首先，他们基于自身的兴趣选择阅读的内容，基

于兴趣形成阅读社群，基于阅读兴趣开展社交、进行

再创作。如同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所指出的，亚

文化群体的聚合是基于兴趣的情感体验，虚拟社区

更是将以趣缘为纽带构建的群体紧紧联接。 [25]其

次，网络Z世代在复合阅读中极为关注阅读体验，无

论是视频化阅读，还是游戏化阅读，阅读均变得场景

化，注重触发多感官的沉浸式体验。[26]再次，网络Z
世代通过复合阅读实现自我表达的愿望强烈，他们

在社交化学习和创作中自我表达、自我呈现，从而获

得群体认同并提升对自我价值的认知。这与其主体

性的提升具有密切的关系，当代中国社会正从“总体

性社会”转变为“个体性社会”，[27]人们的自我认知也

从“集体”转向“个体”，即个人被激活。 [28]而作为主

要经历偏向“个体性社会”的网络Z世代具有更为强

烈的“个人”认知。

即便网络 Z世代是“以我为主”的一代，但其并

未忽视群体的价值，其复合阅读行为充分体现了这

一价值取向。相较于个人私密性的阅读，他们更为

偏好群体共享性的阅读，他们一面输出观点，一面从

他人的解读中汲取多元观点，从而形成立体全面的

理解。网络Z世代这一价值取向与中国主流价值观

所倡导的开放、创新、包容相契合，他们是主流价值

观的积极实践者，他们愿意在开放包容中进步，在创

新合作中共赢。

四、余论

从网络 Z世代的复合阅读行为看，他们注重沉

浸式阅读体验和阅读价值的实现，视频化阅读、游戏

化阅读均体现了阅读中“场景”的转向；而阅读价值

又在社交化学习和文本的多样化再生产中得以延

伸。网络Z世代复合阅读的这种典型特征为阅读行

业及相关平台改进阅读服务、推进全民深阅读提供

诸多启示。比如阅读行业可依托多媒介，制作符合

各平台特点的阅读内容，打造阅读推广矩阵；平台则

需要开展技术创新进一步提升阅读沉浸性体验，以

增加用户黏性。

但与此同时，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如何真正

实现阅读的沉浸性。“沉浸”具有双重含义，一个是

“flow experience”，个体全身心投入某项活动之中，即

“心流体验”；另一个是“immersion communication”，
即基于虚拟现实等新媒体技术，达到沉浸体验的效

果。[29]媒介技术不断发展，vr全景阅读作为虚拟现实

阅读的一种初步形态，已具有视觉沉浸技术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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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随着元宇宙的发展，视觉沉浸技术将发展到更

高阶段，今后可以在元宇宙中阅读虚拟书籍，[30]从而

为用户实现“immersion communication”。但这种由

技术所建构的沉浸往往使得读者“身心分离”，如何

平衡阅读时的两种沉浸性，为用户带来“心流体验”

最终实现深阅读，仍需继续探索。

此外，网络 Z世代复合阅读行为所体现的对视

频化、社交化、游戏化的认同与偏好，值得教育者探

究和深研。比如，从本质上看，网络Z世代的游戏化

并非是游戏，而只是借助游戏的机制、元素与产生的

乐趣，提升用户参与度，从而完成特定目标。[31]这需

要教育者思考如何改进教育的机制、方法与手段，从

而让网络Z世代“玩”在知识中。网络Z世代在复合

阅读中所呈现的文化认知、知识结构、价值取向上的

文化镜像，也可为教育者开展多向、多形式、翻转式

的“复合教学”提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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