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媒介教育论>>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媒介教育论>>

13位ISBN编号：9787811273472

10位ISBN编号：7811273470

出版时间：2008-8

出版时间：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作者：白传之，闫欢　著

页数：312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媒介教育论>>

前言

　　进入2008年以来，我国连续发生了一些大事，从年初的冰雪灾害，到拉萨“3·14”事件，奥运圣
火传递，到“5·12”四川汶川大地震，世界各国甚为关注，也引起世界传媒广泛而强烈的复杂反应。
从众多而繁杂的媒体声音中，我国民众识别了友好、善意的朋友，也看到了西方仇华、反华舆论的猖
獗；识别了西方某些媒体虚假报道后面的反华心态，看到了我国面I临的外部舆论形势的严峻，领悟到
媒介教育的刻不容缓。
　　媒介教育自20世纪末期传人中国，并进入我国媒介研究和教育视野，在迫切的需求下，这期间有
了一定的发展。
自传之、闫欢两位博士经过多年的研究积累，撰写了《媒介教育论》一书，就媒介教育的历史发展、
目前主要国家的实施状况等进行对比和归纳，就媒介教育的本质、对象、理论和理念等基本问题进行
了系统的探究，并努力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探讨了中国施行媒介教育的范式与模式，提出了“人一媒
”融合的见解和中国媒介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具体构想。
据我所知，这是一部国内媒介教育方面理论性与实践性比较系统、全面的专题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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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媒介教育首部系统性的理论著作。
在考察国外主要国家媒介教育实践和理论的基础上，从中国媒介产业、教育事业和社会层面发展的现
实出发，首次提出中国从“范式”到“模式”的理论框架，并高度归纳现阶段中国媒介教育应遵循的
媒介教育CTL内容模型，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媒介教育理论体系进行了开拓性探索，对开展媒介教
育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适读对象：新闻传播专业研究人员、师生，教育工作者，媒介管理部门人员，媒介文化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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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编　媒介教育理论探索　　第一章　媒介教育范式　　媒介已成为人们生存环境中不可分割
的一部分，人们对媒介世界的认识也是随着媒介的发展而变化的。
人对“人一媒”关系的认识也是变化着的，而且在特定的时期，各个国家或地区的人们对此的认识也
有所不同。
本章在对媒介教育的发生、发展历史进行深入探究的同时，对媒介教育理论与发展历程进行简要归纳
，从“范式”角度切入，剖析范式的变迁。
　　第一节　媒介教育理论与范式概述　　媒介教育的发展已有70余年的历史，形成了许多诸如“原
则”、“核心概念”等具有理论价值的成果，然而，至今尚未发展为系统性的学科理论。
传播学、教育学、心理学和文化研究等领域的研究成果成为媒介教育的理论源泉，对媒介教育实践产
生了直接的较大的影响。
　　一、媒介教育理论　　媒介教育发源地和扩散地主要是英语国家，如英国、加拿大、美国、澳大
利亚、南非等。
尽管欧洲其他一些国家也迈出了很大的步伐，但对世界的影响远不及上述这些英语国家。
英国和美国已有大学授予相关　　学位，如英国伦敦大学教育学院原来授予媒介教育硕士学位，后改
为媒介、文化与传播硕士学位，美国阿帕拉契亚大学授予媒介（素养）教育硕士学位。
自2004年起，中国传媒大学开始招收传媒教育方向硕士研究生。
尽管如此，就学科发展而言，媒介教育理论体系仍不完善和成熟。
　　目前，被广泛认同的主要有：保护主义或免疫理论、批判的自主性理论、认知发展理论以及释放
／发展理论。
这些理论与媒介教育范式、模式结合为一体，连同“基本原则”、“核心概念”甚至“争议”等基本
认识或认识角度一起架构起媒介教育理论的基础。
对许多国家而言，这些研究成果都有启发意义，流传甚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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