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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媒介素养（media literacv）是指公众接触、解读、使用媒介的素质和修养。
它包括了三个环节：接触媒介、获取信息；解读媒介、批判地接受媒介信息；利用媒介工作和生活，
通过媒介发出声音并维护自己的利益。
　　媒介素养不仅是资质，而且是方法和技能，它决定了现代人最基本和最核心的媒介生存能力。
在西方发达国家，媒介素养教育不仅早已成为学校课程中的固有内容，而且也是国民终身教育的重要
内容。
本书系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媒介素养课题组”最新研究成果，结构完整，材料丰瞻，观点新锐，
视野宽广。
在学术方面，具备科学体系、富有研究深度，并广泛涉及新闻学、传播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
、教育学等各个知识领域。
在应用方面，本书不仅是适合于文理各科学生阅读学习的人文读本，也是现代企事业机构及社会大众
培育素养、提高职业竞争力的重要工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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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什么是媒介素养　　第二节 作为终生教育的媒介素养一、通过媒介的学习　　通过媒介
的学习是社会化学习的重要途径，在现代社会中，媒介已经成为人们终生的伴侣。
中国古语中有“活到老，学到老”的格言，而如果从传播学的角度看，还应该说“活到老，传播到老
”--无论是什么人，从他出生直到离开人世，应该是“生命不息，传播不止”。
　　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人们使用不同的媒介传播不同的信息，或者使用相同的媒介传播不同的信息
。
从古至今，有一点是相同的，作为个人，人们面对众多媒介时是无法穷其尽而用之的。
　　在任何一个历史阶段，即使是作为时代的精英，也只能熟练地掌握和使用社会所能提供的媒介中
的一部分，甚至是极小的一部分，人们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掌握并熟练地使用所有的媒介。
但同时人们又无法回避的一个事实是，在一生中到底要接触、使用一些什么媒介，在不同的情况下媒
介与人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并不是个人的主观意志所能决定的。
　　对不同的人来说，“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的鸿沟'中。
在我们的身体所告诉我们的东西和我们必须知道以便去应用的东西之间有一个真空区，我们必须自己
去填充它，我们将要用我们的文化提供给我们的信息（或错误信息）去填充它”。
在这个过程中，承载文化和信息的主要是各种不同的媒介，填充的过程主要是通过各种媒介活动完成
的。
这一“信息的鸿沟”的填充结果在不同的人那儿是不一样的，造成差异的原因就与人们掌握和使用媒
介的能力直接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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