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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第一章媒体教学通论，主要介绍教学媒体的概念、类型、本质、属性、特征，以及基本理论和媒
体的选择方法等内容；第二章媒体教学功能论，主要介绍各种媒体的基础知识以及它们在教学中的应
用功能；第三章媒体教学资源论，介绍媒体教学资源的概念、特点、建设标准、检索使用等方面的内
容：第四章媒体教学方法论，介绍教学方法，媒体教学方法的概念、类型、发展趋势等内容；第五章
媒体教学模式论，介绍媒体教学模式的基本概念、类型等内容；第六章媒体教学设计论，介绍教学设
计，媒体教学设计的基本概念、作用等内容；第七章媒体教学环境论，介绍媒体教学环境的设计原则
、方法等内容；第八章媒体教学评价论，介绍教学评价，媒体教学评价的基本概念、原则、要求，以
及评价等内容。
　　本书适合于大学教育学科类专业学生使用，也适合于大、中小学教师阅读。
以及教师培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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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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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媒体教学通论　　第一节　媒体与教学媒体　　一、媒介、媒体　　1.媒介的概念　　
人类发展的历史是一部信息传播的历史。
信息的传播，盖因媒介使然。
媒介不存在，信息传播自然就丧失了存在的理由。
“媒介”一词很古老，最早见于我国的《旧唐书·张行成传》中，“观古今用人，必因媒介”便是文
献佐证。
这里的“媒介”是指使双方发生关系的人或事物。
其中的“媒”字，在先秦时期是指“媒人”，后引申为事物发生的诱因。
如《诗·卫风·氓》中的“匪我愆期，子无良媒。
”《文中子·魏相》中的“见誉而喜者，佞之媒也”等。
而其“介”字，则一直是指居于两者之间的“书介体”或“工具”。
在英语中，媒介“Media”是“Medium”的复数形式，意思是“两者之间”。
它大约出现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其义是指使事物之间发生关系的介质或工具。
这种广义的“媒介”，不仅在人类的日常生活中时有所闻（如“报纸是传播新闻的媒介”，“玫瑰是
传递爱情的媒介”等），而且在传播学著作中也屡见不鲜。
麦克卢汉（M.MeLuhan，1964）认为：“媒介即万物，万物皆媒介”。
所有媒介都可以与人体发生某种联系，都可以看作是人体器官的延伸。
如吃饭的筷子是手的延伸，自行车是脚的延伸，望远镜是眼的延伸，广播是耳的延伸，衣服是皮肤的
延伸等。
从这个意义上讲，媒介无时不有，无处不在。
凡是能使人与人、人与物或物与物之间产生联系或发生关系的物质都是媒介，这就是广义上的媒介涵
义。
　　在狭义的层面上，人们对“媒介”的理解和运用也各不相同。
有人认为“媒介是指承载并传递信息的物理形式，包括物质实体和物理能。
前者如文字、各种印刷品、记号、有象征意义的物体、信息传播器材等；后者如声波、光、电波等”
（龚炜，1988）。
有人认为“媒介是一个简单方便的术语，通常用来指所有面向广大传播对象的信息传播形式，包括电
影、电视、广播、报刊、通俗文学和音乐”（巴勒特，1986）。
也有人认为“媒介就是渠道——即口语单词、印刷单词等。
但是，这一术语常常用来指渠道和信源两者，有时甚至包括信息。
”“当我们说到‘大众媒介’的时候，我们往往不仅指大众传播的渠道，而且指这些渠道的内容，甚
至还指那些为之工作的人们的行为”（戴维·桑德曼等，1991）。
这些观点是从传播符号、传播形式、传播渠道等不同角度而阐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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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全书共分八章 ，主要内容包括媒体教学通论、媒体教学功能论、媒体教学资源论、媒体教学模式
论、媒体教学设计论、媒体教学方法论、媒体教学环境论、媒体教学评价论等。
《普通高等学校十一五规划教材·媒体教学论》适合于大学教育学科类专业学生使用，也适合于大、
中小学教师阅读。
以及教师培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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