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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传播视域下党的理论传播途径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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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建党90周年大会上指出，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认识真理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随着马

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进程的不断发展，在大众传播环境下，如何不断拓展传播党的创新理论的途径，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重

要问题。本文运用大众传媒理论，从控制分析、内容分析、媒介分析、受众分析和效果分析等几个个方面探索研究了马克思主义

大众化的实践路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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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守超 (1988—)，男，山东滕州人，南京政治学院政治理论教育一系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当代社会主义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大众传播的时代。书籍、广播、电视、报刊、网络、手机等大众传播媒介的信息传播活动不仅普及到社会

的每一个角落，而且影响着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宣传和深化。在宣传党的创新理论方式上，探索先进的宣传方法和宣传模式，加载

于时代化的大众传播媒介上，必将产生不可估量的传播效果。 

美国学者H·拉斯韦尔提出的传播过程模式由五种基本因素构成，并按照一定结构顺序排列，形成了“5W模式”即传播者、

讯息、媒介、受传者、效果五个方面组成的循环模式。这一模式发展到后来就形成了大众传播领域研究的五方面：控制分析、内

容分析、媒介分析、受众分析和效果分析。运用大众传媒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路径和实践效果，就要从这几个方面

着手展开。 

 

一、加强传播主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 

 

    传播主体即传播者，研究传播主体即是研究大众传播的控制分析。“传播者处于一个承上启下的结点上，既要受国家、政

府、集团的规约，又要对社会生活、受众心理施加影响”[1] ，传播主体的素养影响传播内容和传播效果的质量。推进马克思主

义大众化，首要的是必须有一批真学真信真懂真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宣传者。 

1、加强传播主体对马克思主义源信息的解读 

对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来说，所谓马克思主义源信息就是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所阐述的基本原理以及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

论。加强传播主体也就是党的理论工作者和传播工作者的马克思主义源信息的解读能力，也就是培养党的理论工作者和传播工作

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 

首先是要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信仰是一种力量，是一个人的精神支柱。“信仰马克思主义，是对党的理论和宣传

工作者的基本要求，是领导干部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基本准则”[2] 。当代思想政治教育者要坚定理想信

念，以此作为毕生的追求，真学真懂真信真用马克思主义。其次要认真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提高思想理论水平。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就要原原本本的读经典，深入体会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

大林、毛泽东、邓小平等的基本理论，才能真真切切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原理，才能为实际的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打下坚

实的理论基础。再次，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理论联系实际，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

实践结合就是与大众结合，因为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马克思主义掌握群众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从理论变为现实的过程，也

就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必须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学会理论联系实际，在实

践中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以满足大众持续信仰的需求和人民群众的现实需求。 

2、加强对创新理论的及时了解及深入学习 

一是要按照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要求，深入学习和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抓紧学习人类社会创造的一



切新知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理论武装全党、

教育人民，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发展，提高马克思主义水平。

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首要的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这其中根本之一就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并学会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时代发展的新特点，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代创新发展，用以指导新的实践。 

二是要树立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坚持以人为本，自觉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以人为本是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更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根本所在。要卓有成效的开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必须坚持以人为本，落实以人

为本，就要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引导和教育群众，“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 

3、强化传播主体的大众传播意识 

在信息化传播的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者必须具有大众传播意识，这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传播主体必须具有所应当具备的媒介理念。大众传播是目前人们获得外界信息的主要渠道，是实现国家和社会目标的重

要手段。大众传播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中最重要的信息系统。作为党的理论工作者和理论宣传者，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者们必

须认真研读大众传播理论，研究大众传播的特点、受众群体、传播效果、大众传媒的组织和制约因素，培养大众传媒素养。 

二是传播主体必须学会发挥大众传媒的教育引导功能。充分运用报刊、广播、电视等传媒推进党的创新理论大众化、通俗

化，是党政干部在群众经常性思想政治教育中必用的手段，特别是注重网络、手机等新型传播媒介积极作用的发挥，提高马克思

主义大众化的传播时效性；同时，要针对网络给群众带来的负面影响，加强网络管理，净化网络环境，加强网络舆论引导，确保

群众的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不动摇。 

 

二、创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平台和机制 

 

“媒介，是传播学的核心概念之一”[3] 。媒介作为信息传递的载体、通道、中介物和手段，在人类传播中起着极为重要的

作用。在当代中国,要有效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必需要充分运用各种载体和传播平台,不断拓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渠道丰

富传播手段,加快构建传输快捷、覆盖广泛的大众化传播体系。 

1、综合运用传播媒介，提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最广载体 

首先是综合运用传统媒介，形成“你方唱罢我登台”的持续传播议程。传播媒介发展变化的过程是与人类文明同步进行的，

经历了“语言媒介—文字媒介—印刷媒介—电子媒介—新媒介”的发展历程。目前所说的传统媒介是指新媒介以外的所有媒介，

常见的包括报纸、书籍、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介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的主要阵地和传统方式。鉴于传统媒介不可能立即推

出历史舞台，还将长期存在并将发挥巨大重用，我们就要充分运用报刊、图书、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介,利用多样化形式宣传马

克思主义大众化。各种报刊要开辟马克思主义专栏，特别是党报党刊在这一方面更要研究多样化的宣传模式和板块，发挥主阵地

作用。 

其次是针对新媒体特性，搭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新的传播平台。随着网络、手机等新兴媒体的广泛运用，大众传播的形式、

环境都相应的发生了转变，如何运用新型媒介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新形势下的重大时代课题。第一是要充分研究新型媒介的

传播特性，掌握新媒介传播的规律，第二是搭建新媒介传播平台和机制，在网络上开辟新阵地、新平台，建设相应的马克思主义

理论宣传网站，坚持合理的舆论引导、有效地制度管控、科学的网络建设，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及性和影响力。 

2、减少传播过程中的“噪音”干扰，优化传播环境 

在大众传播学中,噪音在通常意义上是指任何非属信息来源原义而加之于其信号的附加物。噪音在信息传递过程中增加了被

传信息的不确定性,造成了信息误差的产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想在人民群众中产生更加强大的影响力和信任度，必须在马克

思主义理论的传播过程中规避那些不必要的噪音，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显示的强大生命力展示给群众，为群众所知。 

首先是营造和谐的传播环境，实现“主体认同”。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指导的社会文化建设，使马克思主义理论

内化到人民群众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习惯中，使得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从被动认知到主体认同，形成和谐一致

大众传播环境。这就需要大众传播媒介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坚持科学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媒介观，引领媒介机构和成员的人生

观、价值观和媒介观，促进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的“主体认同”。 

其次是对国内外的“噪音”进行理论剖析及批判。这里所讲的“噪音”主要是国内外各种形式的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

义的观点以及宣传这些观点的传播媒介和传播机构。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我们要“加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和思想政治

工作，引导党员、干部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筑牢思想防线，自觉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社会主

义思想文化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的界限，坚决抵制各种错误思想影响，始终保持立场坚定、头脑清醒”[4] 。对

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来说，这些噪音是我们的敌人，必须以清醒的态度对其进行深刻的剖析和严厉的批判。 

再次是大量报道实践成果，使“噪音”不攻自灭。也就是要在传播过程中理论联系实际，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成果

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强大生命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价值取向根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5] 。在宣传中注重报道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和取得重大成就，以及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等，使人民群众在实践成果的报道中感受到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生命力，再与所谓“噪音”的对比中，“噪音”的影响力就会大打折扣甚至消失。 

3、形成双向互动的传播机制 

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建党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6] 。因此，

建立、完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机制对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整体进程来说也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 

从目前传播学研究来看，普遍认为大众传播过程是一个循环和互动的过程，一方面，传播者和受传者的角色经常发生转变，



另一方面传播过程具有相互连接性和交织性，具有系统循环的特点。因此，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建立和完善相应的

双向互动的传播机制至关重要。这包括建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学习机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职能机构、马克思主义大众

化的宣传研究队伍建设、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信息流通机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信息反馈机制等等。 

 

三、主动进行受众分析，建立良好的传受关系 

 

    受众按照常规定义指的是“传播过程中信息的接受者，是读者听众和观众的统称”[7] 。在大众传播中，受众与媒介构成了

社会传播中的两极，这两者之间既相互依存又相互矛盾和冲突的关系，构成了现代社会信息系统运行的重要特色。 

1、确立受众本位的新闻观念 

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中，如何让马克思主义理论进入到广大人民群众中去，为人民群众所理解、认同，是其目的所

在。因此，必须将人民群众也就是传播过程中的受众放在至关重要的地位。确立人民群众本位的新闻传播观念，首先要认识到人

民群众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要参与者，同时也要认识到人民群众的接受度、参与度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要制约因素，人

民群众同样也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要推动因素。 

2、进行合理的受众分析 

随着社会阶层的不断分化，他们的职业、年龄、文化认同、心理的差异，在大众传播领域形成了不同的受众群体。马克思主

义理论的宣传也要有相应的针对性。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运用受众分析法掌握每一阶层受众的特点和需

求，把握受众心理，实现符合各阶层受众实际情况的马克思主义通俗化，利于不同阶层受众的接受和理解，从而增强马克思主义

大众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3、建立和谐的传受关系 

传播者和受众是大众传播活动中一对基本的矛盾。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要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

方法论，辩证统一的看待这个问题，化解矛盾，建构和谐的传授关系。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者和宣传机构要正确对待人民群

众的需要，主动引导人民群众的主体认同意识的形成。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者和宣传机构要与人民群众建立平等的关系，形

成平等的态度，有的时候可以进行角色互换，体验人民群众的受众地位和受众需求。三是形成良好的双向互动的环境。四是人民

群众主动参与传播过程，“就是受众不仅是接受传播，而且参与传播的决策、制作、表现、反馈等传播活动”[8] 中去，让马克

思主义理论的传播真正内化到人民群众的生活中。 

 

四、加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效果研究 

 

人类的传播都是有目的的，正因为如此，传播活动的效果如何，怎样才能获得良好的传播效果等问题就不能不受到人们的高

度关注，这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一样，都需要正确的方法和受到良好的效果。从不同的角度出发，传播效果可分为，“即时效果

和延缓效果，期待效果和意外效果，正面效果和负面效果”[9] 。如何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达到最大效果，需要注重一下

几个方面： 

1、注重运用大众传播效果理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一是从环境认知角度正确运用“议程设置功能”[10] 主导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者和宣传机构要适

时的根据国情、民情设置不同的议程，有选择的报道新闻来把社会注意力和社会关心引导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上来。二是从社会

心理的角度正确运用“沉默的螺旋”[11] 理论引导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这就要求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过程中，必须

注意到不同意见之间的竞争和此起彼伏，即时把握群众的社会心理，注重运用合理的手段引导社会舆论。三是运用“培养”和

“知沟”[12] 理论提高广大群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要懂得潜移默化的培养，欲速则不

达；要将硬件资源更多的投向信息比较闭塞的地区和群众去，最大范围的提高人民群众的马克思主义素养和社会主义理想信念。 

2、坚持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第一，坚持新闻真实性原则，塑造良好的媒体形象。“新闻是生活的反映，依据事实来描述事实，真实反映现实事件是新闻

媒体的生命线”[13]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是空洞的议论，是马克思主义生命力的体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所取得重大成就的理论武器。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报道中，必须要坚持用事实说话，以事实说服群众。第

二是坚持新闻媒体要做党和人民的喉舌，坚持党性和人民性原则。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一方面要展示国家的勃勃生机、

繁荣富强，另一方面要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要以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价值追求。 

3、正确对待大众传播的负面影响 

要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解读大众传媒的负面影响。媒介是开放的，不仅有正面报道的主流方面，也有相当影响力的

负面新闻信息，如暴力、黄色充斥屏幕，垃圾信息无孔不入，虚假信息嚣张等。在坚持大众传媒主流意识形态和主流话语体系的

前提下，坚持正确的舆论引导，规范治理不良信息，坚持以批判和引导的态度对待负面信息。 

4、坚持“三个贴近”原则，注重加强传播的语言艺术 

一是在理论建构上要注重“三个贴近”。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我们要切忌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一个空洞的理论内涵

式的东西。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最大的亵渎。因此，在当代中国，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实践环境中，在

复杂的现实生活中，使得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武器，所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

近群众。 



二是在宣传方式上注重加强传播的语言艺术。“通过各种教育组织和宣传媒介对社会大众进行直接的中古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的意义传递和解释，是推动当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两个最为重要的实现路径”[1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宣传普

及活动离不开宣讲语言的艺术性，具有时效性、感染力、“科学性、通俗性、针对性、生动性、幽默性”[15] 的语言能在大众化

的过程中取得事半功倍的成效，便于被广大群众理解和掌握并内化为价值信仰和行动指南。 

 

注释： 

[1] 田中阳，《大众传播学理论》，岳麓书社2002年版，第50页。 

[2] 努力曼·依米提，《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方法初探》，《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0.11，第10页。 

[3]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47页。 

[4]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09-9-28（2） 

[5] 林国标，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范式，湖湘论坛，2010（4） 

[6] 《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建党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1-7-2（2） 

[7] 田中阳，《大众传播学理论》，岳麓书社，2002年版，第134页。 

[8] 郑兴东，《受众心理与传媒引导》，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232页。 

[9] 田中阳，《大众传播学理论》，岳麓书社，2002年版，第164页。 

[10] “议程设置”作为一种理论假说，由美国传播学家M.E.麦库姆斯和D.L.肖于1972年提出，这一理论的核心观点是大众传播

媒介在一定阶段内对某个事件和社会问题的突出报道呢会引起公众的普遍关注，进而形成社会舆论讨论的中心议题。 

[11] “沉默的螺旋”由诺依曼在《沉默的螺旋：舆论——我们的社会皮肤》一书中进行了全面的概括。其理论要点包括：个人

意见的表明是一个社会心理过程；意见的表明和沉默的扩散是一个螺旋式的社会传播过程，一方的沉默造成了另外一方意见的增

势；大众传播通过营造“意见环境”影响和制约舆论。 

[12] 知沟理论是美国传播学家第奇诺等人提出的，由于社会经济地位高者通常能比社会经济地位低者更快的获取信息，因此，

大众传媒传送的信息越多，这两者之间的知识鸿沟也就越来越大的趋势。 

[13] 李彬、王君超，《媒介二十五讲》，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51页。 

[14] 曹文景，《大众化视阈下的思想政治工作史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年版，第187页。 

[15] 崔青青，《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宣传中的语言艺术探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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