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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33年，英国文化研究学者F.R.利维斯（F.R.Leavis）和丹尼斯·桑普森（Denys Thompson）出版了文
化批评论著《文化与环境：培养批判的意识》（Culture and Environment：The Training of Critical
Awareness），率先提出并倡导媒介素养教育。
同一时期，丹麦的教育工作者开始了针对中小学生的媒介素养教育实践推广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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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初中阶段（六年级至八年级）　　电视与我们的生活；电视剧的组成元素；电视摄影技术
；比较不同的电视节目形态；电视的劝服意图；如何分析电视新闻；节目的播出与“黄金时段”；了
解自己对节目的喜好所在；如何事先过滤电视节目；如何成为一个具有批判能力的观众。
　　（3）高中阶段（九年级至十二年级）　　评估和管理个人的电视观看行为；能对电视节目的内
容有所质疑；能辨识电视信息的劝服意图；能意识到电视对人类生活各种可能的影响；能善用电视观
看加强家庭的沟通。
　　（4）成人阶段　　了解美国电视工业结构，包括电视制作技术、节目的创意过程、电视事业的
经济观点、联邦传播法规，以及电视的社会影响；了解劝服性节目和宣导短片的劝服本质，审视其可
信度；分析黄金时段节目的结构因素，观察其所呈现的社会行为、价值观念（如角色刻板印象等），
电视所再现的大众文化形貌；探索电视新闻消息来源与社会控制的关系，以及社会因素如何影响新闻
的选择和信息的组合，并了解纪录片与其他新闻性节目对社会个人的冲击。
　　台湾学者吴翠珍根据台湾媒介生态和公众媒介素养状况，在借鉴发达国家媒介素养教育经验的基
础上，提出了台湾媒介素养（主要是电视素养）教育课程架构和具体内容。
①这一课程架构设计着眼于培养受训者了解电视媒介生态和组织如何操纵意见市场以及形塑文化的互
动关系，洞察电视信息的劝服本质，分辨电视节目内容中的“媒介真实”与“社会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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