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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老年人常被视为社会的弱势群体，其实，无论在社会智慧的聚集，还是从大众传播的市场角度看，老
年人是强势群体。
他们的强不在体力方面，而在于他们是在世者中最拥有深厚经验与知识的人群；大众传播时代，他们
还是受众市场的最大人群。
美国退休人协会的刊物《AARP》期发量达到3800万册，该刊的前身之一《现代成熟》发行量2700万册
。
可见，老年人群体是一个绝大的传媒市场。
子日："吾十有五而有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
，不逾矩。
"我每到一个年龄段，才能较为深刻地理解孔子所说的，确实颇为准确，因为这是无数前人走过来的体
验。
如今我到了六十耳顺的年龄段，耳顺，《说文》的解释是："理也，损百川。
"意思是河川流通顺畅了以后，才看得天下美景。
正所谓，顺之而后，始见天理，始着条理。
就知识和看问题的成熟程度而言（可能被这种说法先入为主了吧），我自己现在的感觉差不多就是这
样。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刻板印象与老年传播>>

内容概要

　　刻板印象是传播学的重要研究领域。
本文以老年群体为例，探讨刻板印象在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中的各种表现。
　　主要解决了如下四个问题：　　1．什么是刻板印象？
　　2．老年刻板印象的内容是什么？
　　3．老年刻板印象在人际传播中的表现如何？
　　4．老年刻板印象在大众传播中的表现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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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通过调查和录音，作者收集了1026个实际发生的老年人的对话。
对话分成三类：老人与子辈、老人与孙辈、老人和朋辈。
通过对这些对话的分析，本章试图探讨刻板印象在人际传播中的维持。
与子辈交谈时，老人多以主动发话的一方出现，享有开始话题的优先权。
但在不同的话题中，子辈对老人的态度完全不同：在与具体生活决定相关的话题中，一般子辈都会采
取“要求一遵从”的模式予以回应；而在与社会生活相关的话题中，子辈却倾向采取“要求一回避”
和“要求一对抗”的反应模式，将老人拒斥在社会生活之外。
这种截然相反的态度实际上就是刻板印象的体现。
在与孙辈交谈时，老人遭遇的是负面刻板印象的直接表达。
这种直接表达或者以诧异（如：“胖姥爷你都会上网了呀？
”）或者以厌烦（如：“您都说了多少遍了”、“我不想听”）的方式表达出来。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因为孙辈在社会化过程中更多地认同社会权威或同伴群体；另一方
面，中国文化传统中针对父子关系有很多具体规定，而对于祖孙关系的规定却几乎没有，这也使得祖
孙关系中的刻板印象表达更为接近天然的负面刻板印象，而缺乏因文化规定性而产生的敬和畏。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刻板印象与老年传播>>

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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