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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生产力水平往往是衡量各个历史时期进步与否的一个标尺。
历史发展到今天，生产力水平更多体现在信息处理能力上。
面对历史，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我们今天的生产力空前发达，无论是信息的接受还是传播，都到达了
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
但是，我们却不能说，作为人，我们真的就随着技术的进步而进步了。
传播技术的进步，理应带动人格在现代社会的完善、带动思想境界的提升，然而，现实的情形是，人
并没有随着技术的进步而进步，相反，却产生了许多新的社会问题。
因此，如何认识媒介、如何看待媒介功能、如何使用媒介⋯⋯成为我们迫切需要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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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英国早期媒介素养教育的第一阶段大约是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利维斯和汤普森等人的观点在当时
成为一种主流观念，其核心观念是文化保护，即保持本国文化传统、语言、价值观和民族精神的纯正
和健康，从这种观念出发，有关大众文化教育的目的被理解为鼓励学生去“甄别与抵制”。
在英国文化保护主义者看来，之所以要保护孩子免受媒体的伤害，是因为媒体传播明显缺乏文化价值
。
通过媒介素养教育，使学生能够防范大众传媒的负面影响，自觉追求符合英国传统精神的美德和价值
观。
这种教育、强化学生具备甄别和批判意识的方法被后来的批评家称为“免疫法”。
主要内容是使用当时法兰克福学派学者开创的批判理论，对大众文化的欺骗性、麻痹性、虚伪性等进
行批判，通过甄别大众文化中的良莠成分，使学生辨清好坏，最终使他们回到传统文化的轨道上来。
虽然这种观点在现在某些场合显得有点过时，但人们认为保护主义的这种动机不如某些出于实用和政
治考虑的动机更能说明问题。
但保护主义价值的动机在抵制诸如美国文化霸权的时候仍然具有说服力并且容易得到人们的支持。
到20世纪70年代初，媒介素养教育逐步扩散到美国、加拿大以及其他欧美发达国家，并得到了很多学
者的关注和支持。
这一时期，媒体被视为破坏高雅文化、滋生低俗文化的“文化病毒”。
基于对大众传媒及其传播的大众文化的批判立场，早期的媒介教育采取了完全的保护主义方式，让青
少年远离媒介文化的污染。
然而，正像著名学者马斯特曼所说的，这种媒介教育事实上是一种反对媒介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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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们身处一个信息传播的时代——新的观念在不断产生、新的时尚在快速流行、新的价值观念在迅速
扩张、消费被极度夸张和鼓惑。
我们时常看不清传播媒体变化的面孔，却能够感觉到它有一双巨大的手操纵着整个社会的言行，塑造
着人们的心灵。
于是，我们有理由担心这个逐渐为传媒控制社会，它是否能够健康发展。
人类行为从未像今天这样深受媒介传播的影响，许多由传媒造成的社会现象发人深思。
我们的下一代究竟往何处去，这关系到我国未来国民的素质，很显然，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新问题。
于是媒介素养教育的意义就显得十分重要了。
媒介素养教育在西方开展较早，而在我国才刚刚起步，对媒介素养教育的重视主要还是停留在高校，
而且是高等学校的新闻传播学、教育学等少数专业。
人们对于媒介素养教育在青少年成长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尚缺少应有的认知。
当前，在我国应试教育大环境下，媒介素养教育举步维艰，如何开展媒介素养教育尚有许多值得探讨
的盲区，可以说任重而道远。
2005年夏天，我们邀约了全国一些高校的同仁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并对开设媒介素养教育课程提出一
些有价值的建议。
大家觉得首先有必要写一本书，用以作为课堂教学的教材或参考书。
这一动议立即得到中南大学出版社的刘辉、彭亚非两位编辑的积极支持，于是，经过大家一年多的努
力，基本的雏形出来了，这其中有一些朋友因为种种不同的原因退出了写作队伍，但是他们仍然关注
着本书的进展，像爱护自己的树苗那样关心这本小书的成长。
在这里，我们要对关心我们的所有同仁们说声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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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媒介素养通论》：21世纪新闻与传播学专业系列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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