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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世纪30年代初期，英国学者开始倡导媒介素养教育，希望能训练青少年抗拒大众媒介提供的“
低水平”的满足。
60年代以后，媒介素养教育的内容由“抗拒”转变为培养青少年的媒介辨别能力。
20世纪70～80年代，很多国家开始将媒介素养教育纳入学校课程，并发展出许多教学模式和课程教材
等。
20世纪80～90年代以来，中国、印度等国家也开始研究和试行媒介素养教育。
　　在我国，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媒介素养教育的研究与实践已进入快速发展时期。
相关的研究项目、学术会议、研究小组、研究成果等越来越多。
我们从2004年就开始做一些媒介素养教育方面的文献分析和实践研究，经过这些年的实践和总结，我
们认为在媒介素养教育未来的发展中，相关部门和机构要重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依托高等
院校、科研机构进行研究工作，并力争得到国家的支持。
任何学科的发展都会经历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过程。
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是媒介素养教育开展的源头，应当继续发挥这方面的研究优势，并在高校培养媒
介素养教育的专门人才。
争取得到国家和政府有关部门的支持，使媒介素养教育的研究成果尽快进入推广和实施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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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世纪30年代初期，英国学者开始倡导媒介素养教育，希望能训练青少年抗拒大众媒介提供的“
低水平”的满足。
60年代以后，媒介素养教育的内容由“抗拒”转变为培养青少年的媒介辨别能力。
20世纪70～80年代，很多国家开始将媒介素养教育纳入学校课程，并发展出许多教学模式和课程教材
等。
20世纪80～90年代以来，中国、印度等国家也开始研究和试行媒介素养教育。
　　在我国，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媒介素养教育的研究与实践已进入快速发展时期。
相关的研究项目、学术会议、研究小组、研究成果等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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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就日本媒介素养教育现有的发展而言，其困难是缺乏接受过媒介素养方面培训的教师，难以找到
充分了解媒介的专家。
日本媒介素养教育规模较小且缺乏基础，当地教育行政机构几乎不提供任何协助，主要由民间团体（
私人机构或个别教师）来推广。
早期媒介素养教育被看成视听教育的一部分，还有人将两者混为一谈；日本的媒介素养教育内容不大
重视批判态度的培养。
直到1986年东京市政府才提出“媒介素养教育是未来教师及父母的重要工作”与“学校须将媒介素养
教育加入课程中”的主张。
　　2000年，在日本东京大学的大力推动下，日本的媒体组织与媒体专业人士也加人到媒介素养教育
运动中，形成了产、官、学、研共同参与的完整体系。
媒体专业人士与教育学者在媒介素养教育运动中形成合作而非对抗的良性发展关系，是日本媒介素养
教育运动的突出特征。
2001年，日本教育媒介台制作了在学校的教学中也可以使用的20期媒体教育节目《体验！
媒体ABC》，通过这样的实践活动，使媒介素养教育深入到学生的意识当中。
同年，日本文部科学省在中小学与高中设立了“综合教育”科目，其中包括了媒介素养教育的内容。
①一部分学校在语文、道德课程中也加入了媒介素养教育的内容。
2002年，日本公布了媒介素养教育白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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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数字图像的传播研究”项目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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