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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一个人在咀嚼他今天的人生样态与品格时，往往会回过头去从小时候来自家庭、学校或社会的某种
影响中探寻最初的因子或原点。
的确，一个人的人生底色、品格底色往往是在小时候开始形成的。
当代青少年虽然同他们先辈的青少年时期一样，也生活在家庭、学校和社会三个教育、成长环境中，
但最大的不同在于，其中社会对青少年影响的张力空前巨大，以致家庭教育被极度弱化，甚至学校教
育的权威地位也受到挤压。
原因在于当今的社会已成为“媒体社会”，媒体几乎占据了孩子们全部的业余时间。
由于电视的普及和网络等新媒体的发展，使如今人们每天接收的信息数量比20年前一个月甚至更长时
间接收信息数量的总和还要多。
青少年每天都处在媒体提供的信息、形象和观念的包围之中。
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家庭、学校和媒体在促进孩子们成长的过程中如何都互为正数、共做加法，或者
说媒体如何成为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的一个良性补充和拓展，而非相反。
要解决这个问题，家庭、学校、媒体与政府都各有责任与担当。
不能否认，媒体的发达、新媒体的日渐普及是一种社会进步。
它对于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各种信息的迅速传播与交流是一种巨大推力，对于人们共享各国的
优秀文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渠道与平台。
相对于以围墙、教室、黑板、课本及自上而下的灌输为特点的学校传统教育方式而言，电视及网络所
提供的信息的丰富性、多样性、形象性、生动性、方便性和全时空性，以及由此带来的巨大魅力、吸
引力和影响力，无疑是对传统教育方式的一种解构与革命。
南京大学姚乐撰文说，他的一些学理工科的朋友对三国及日本战国史津津乐道，但却从未读过《三国
志》，更未研究过日本战国史。
他们的知识均来自有关三国及日本战国史的电子游戏或历史剧。
这说明，电子游戏和历史剧对部分青少年发挥了学校历史课应发挥的作用，甚至其效果更生动、更有
效。
另据《人民日报》报道，不少成年人把网络妖魔化。
谈网色变，企图让孩子拒网络于千里之外。
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日前公布的“中日韩美四国高中生学习意识与状况比较研究”报告显示，中国
学生在学习中对电脑的使用率远低于其他三国。
认为“学生阶段疏远网络、回避网络，缺乏对网络信息处理能力的培养，可能导致我们的孩子在未来
的国际竞争中落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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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是我国近年来媒介素养教育研究的最新成果，基本上代表了我国当前媒介素
养教育研究的现状和水平，是众多从事媒介素养教育研究者——无论是基础理论研究者，还是教育实
践研究者的结晶和心血，是他(她)们的读、思、做、写之集大成。
    这本《2010中国媒介素养研究报告》共收录论文、实证研究等文体的文稿64篇，我们按内容划分为
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香港特稿”，这是《2010中国媒介素养研究报告》编辑工作中的一个亮点。
第二部分“媒介素养现代性、时代性和本土化研究报告”收录的13篇文稿，基本上都是围绕着“媒介
素养现代性、时代性和本土化”研究展开的，当然也有一些其他方面的文章。
第三部分“青少年媒介素养教育研究报告”，集中的是青少年媒介素养教育研究方面的文稿，是本书
四个报告厅中文稿数量最多的、实践研究最多的部分，这说明了媒介素养教育研究领域对青少年，特
别是中小学生这一层面研究的重视。
也说明了，对青少年的研究已经从理论研究开始进入实践研究领域。
第四部分“传媒人媒介素养研究报告”是对传媒人自身媒介素养教育研究成果的展示，对传媒人自身
的媒介素养的研究还刚刚起步，但也积累了相当多的研究成果。
相信在以后的岁月里，随着对李长春“善待媒体，善用媒体，善管媒体”要求的深入人心，这一领域
的研究将放射出更为灿烂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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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二、课程中单元的结构——醒觉、批判分析、表达课堂以醒觉、批判分析、表达创作为基本结
构，如广告单元中，第一课节先以广告商标唤起学生对硬照广告的注意，以不同的问题区分商品的种
类及特性，用意是可在不同商品中作比较，此为作批判分析第一步。
分析电视广告环节内容，以学生的生活知识作课程选材，四个广告的相同处为食品广告，前三者有动
听的广告歌、画面多姿优美，而以益力多广告的故事性较强，而所选的歌曲为辅助形式，非为广告创
作的广告歌作一对比。
工作纸为学生的创意表达部分，分别为广告硬照及故事版创作作结。
类似的设计应用于流行曲／儿歌、电视及新闻的课堂，令学生熟习以相同的结构学习不同的课题。
三、批判学习——学生已知及未知的知识批判部分主要透过拆解，明白传媒节目主要组成部分，如电
视剧中的主要人物，故事矛盾及起承转合等，然后从不同剧集中，了解其相同及不同之处，以作比较
。
以广告为例，透过几个不同的饮品广告，比较其中以故事表达的商品及非故事表达之商品。
学生的批判学习工作纸上以相同的项目（内容、产品／服务、广告歌、标语、商标、故事／非故事、
气氛及正面讯息），解构不同广告的内容。
此乃应用Sholle and S.Denski 1994年于Media Edu-cation and the（Re）production of Culture一书中论述，
拆解传媒节目的必要和理由。
拆解的必要，是令不同的传媒节目，能根据教师所定的教学目标及范围，相互比较，学生从而能摄取
当中正面讯息，学会筛选。
目的是令不明显的传媒影响元素，更有系统地呈现课堂（ShoHe and S.Denski，1994）。
学生已知及未知的知识部分，以儿歌及流行曲的课节为例，整体课程以儿歌／流行曲运作录制流程、
音乐版权范围、歌手宣传推广及形象设计等常识为未知的常识，熟悉的歌曲及歌手为已知的内容，熟
悉的内容引起学习动机，未知的部分增强对已知内容的了解。
由被动学习转为主动吸收（Buckingham，2003）。
四、选材一生活经验及文化差异对学生的影响Williamson曾于“How does gift number twenty understand
ideology？
”中提出，要令学生明白意识形态，或能作适切反思，必先从其生活经验开始（Williamson，1981）。
所以选材是首要的功夫。
以学生的生活知识作课程选材，笔者选择了维他奶、咀香园、太兴及益力多（30周年一夫妇篇）作解
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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