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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媒介素养是目前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热点课题之一。
荣建华编著的《中国媒介素养教育论》以教育学的视角，在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
中国实际，探讨媒介素养教育的基本理论问题，对影响和制约我国媒介素养教育的因素进行了深刻、
全面的分析并提出中国特色的媒介素养教育理念，包括媒介素养教育的本质、目的、主体、内容、对
象等；针对我国媒介素养教育的现状与问题，借鉴相关国家的经验，从政府决策、学校教育与社会参
与等多个层面探讨我国媒介素养教育的路径、方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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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荣建华，男，湖北仙桃人，博土，硕士研究生导师。
本科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系；硕士、博士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
现为武汉纺织大学传媒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新闻传播理论与实践的教学与研究。
主持或参加国家及省部级科研项目10多项，参编教材《纪录片解析》(副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
版)，发表学术及教育研究论文3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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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中国青少年媒介素养教育的途径
　第一节　中国青少年媒介素养教育的路径选择
　　一　建立以学校教育为主的媒介素养教育实施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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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美国，媒介素养教育是从小学或中学就开始的，目前已有34个州要求在小学及中学的课程中安
排媒介素养课。
在台湾，媒介素养课不仅是全日制学校的重要课程，而且在社区教育、老年教育等社会教育中也为许
多人所喜爱。
　　终生学习意味着每一个公众都在其一生中，持续不断地面对媒介发展的最新面貌和形形色色的媒
介理念，始终保持一个关于媒介接触和认知的科学立场。
学者段京肃、杜骏飞用近现代大众媒介的发展历史说明了这个问题：①　　为适应社会发展的实际需
要，近现代中国的大众传播媒介主要担负的是宣传、灌输的社会责任，从最初的传教士所办的中文报
刊，到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报刊，再到后来的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报刊，都主要是特定利益集
团的宣传工具。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大众传播事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规模和影响力都同新中国成立前
大不一样，但媒介的功能和作用以及媒介作用于社会的方式却并无明显不同，报纸并没有真正体现其
“新闻纸”的面目。
因此说“中国新闻传播史实际上是新闻宣传史”是比较合适的，这样一种特殊的媒介环境培养出的受
众同样缺乏现代媒介的意识和现代信息传播的接受习惯。
在许多人（基本上是所有人）心目中，媒介是神圣的、至高无上的.报纸的每一个字、广播电台的每一
句话，都是代表党中央的，必须遵照执行。
因此，绝大多数的普通受众并没有媒介的批判意识，甚至不敢对媒介有任何的怀疑。
在漫长的特殊时期，在一个不需要独立思考的环境中，这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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