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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编辑的媒介素养 

朱蕴茝 

摘 要: 一直以来，编辑被称为是“精神产品的生产者，精神生产的重要参与者”，它

是出版业整个经营活动的龙头，是出版物艺术创意和质量把关的先锋，具有举足轻重的地

位。编辑人的媒介素养直接关系到出版物能否全面发挥积极作用，有效防止消极影响。因

此，编辑的媒介素养问题受到业界的广泛关注和充分重视。本文主要从报刊出版业中的编

辑人员如何正确理解媒介素养的内涵、提升自身媒介素养、推动报刊的公共服务功能，以

及在实际工作中编辑人员应把提高出版物质量作为神圣职责等方面进行分析。 

关键词: 编辑 媒介素养 社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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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刊出版业中的编辑人员，一直以来，被称为是“精神产品的生产者，精神生产的重

要参与者”，它是出版业整个经营活动的龙头，是出版物艺术创意和质量把关的先锋，具

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编辑人的媒介素养直接关系到出版物能否全面发挥积极的作

用，有效防止消极影响。鉴于编辑人员在媒介传播活动中的特殊地位，编辑的媒介素养的

问题已提上日程，受到业界的广泛关注和充分重视，提升编辑人的媒介素养是我国新闻出

版活动的必然趋势和内在要求。  

  一、媒介素养的内涵  

  对于媒介素养，国际上把媒介素养的定义分成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的定义是指 ,人

们成为具有批判意识的媒介思考者和有创造力的生产者，成为媒介公民；广义的定义是

指,人们面对传播泛滥的一种回应，用来优化媒介环境，是一种文化现象。国内也有不同

的表述,媒介素养是指人们对各种媒介信息的解读和批判能力以及使用媒介信息为个人生

活、社会发展所用的能力。简单地说，媒介素养是指人们对大众传播的认识、利用和参与

方面的素养。可分两个层次：一个是公众对于媒介的认识和关于媒介的知识，另一个是媒

介工作者对自己职业的认识、对媒介工作规范的了解以及职业精神。本文重点说的是后一

个层次，报刊出版业等平面媒体编辑人的媒介素养。  

  1.对媒介职责的认识。随着传播科技的飞速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报刊出版业及

各种传媒充斥着我们生存的空间，影响着人们的生存、生活方式，甚至塑造着我们时代的

品格。各种传媒环境已经成为继经济环境、政治环境、文化环境和自然环境后,又一个十

分重要的社会环境因素，对社会的覆盖面越来越大,对大众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因此，编

辑对媒介的职责要有较深的认识。  

  按照哈罗德·拉斯韦尔《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的说法，媒介的职责表现为三大功

能。  

  第一个功能是监测社会环境。当这个世界发生了打破常规的事情，传媒有义务向人们

报告。在这一点上任何媒介都是一样的，党报党刊和其他报刊、广播电视之间只存在工作

领域的差异。  

  第二个功能是使社会的各部分不断调整自己，建立协调的关系。这个关系是动态的，

媒体每时每刻都在发布信息，人们每时每刻都在接受信息。这种调整职能，无论人们有没

有意识到，都在不断地发挥着作用。  

  第三个功能就是传媒使社会遗产代代相传。这种功能是无形的，却无时无刻不在起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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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这个过程不是完全的继承，而是一种扬弃，不断地把社会创新和一些外来的新文化因

素添加进去。  

  这三个功能主要是从政治学角度着眼的。其实作为人类社会的信息交流活动，传播具

有着多方面的社会功能，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对其进行丰富和拓展。  

  编辑是报刊出版业的积极参与者，一般对出版物有较多的认识。然而，由于时代的发

展使报刊出版业正处在技术进步、结构调整、体制革新的转型过程中，在取得长足发展的

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因此，编辑对出版物的认识也要与时俱进，及时更

新。例如，以往对报刊出版的宣传作用有较为充分的认识，而对其信息沟通、意见交流、

舆论监督等作用，则认识不足、重视不够，或把它们与宣传作用对立起来，而不是统一放

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最终目标之上，进行全面地认识和思考。这从“三个代表”及“三

贴近”的要求来看，更需要编辑认识的提高。  

  因此，编辑要适应这些变化，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就需要较高的媒介素养，如

对媒介认识上的及时、深入和前瞻，以受众为中心、效果为目标等新的运行理念，都值得

编辑好好琢磨。  

  2.行为规范的职业道德。编辑的职业道德，是报刊出版工作中属于道德范畴的行为规

范。编辑行业是一种特殊行业，从事这个行业的人，必须有与行业要求相一致的道德水

准。2004年2月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修订并颁布施行的《中国出版工作者职业道德准

则》，要求编辑对国家和人民负有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对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负责，对

国家和人民负责；要处理好与作者之间的关系，尊重作者，自觉维护作者权益。这些是对

编辑的基本要求，自然也应当成为编辑界同仁的自觉约束。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发展，人们的思想在改变，观念在更新，出版环

境的改变给编辑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但同时也使不少业者陷入困惑与误区。在这样的

历史变革面前，某些人在日益弥漫的商业化倾向之下，经不起名利的诱惑，在新情况下、

新问题面前处置不当，急功近利，只顾眼前利益，不惜牺牲长远发展。在实践中，人们不

难看到出版产品中华而不实的平庸之作，报刊文化含量走低，出现了内容空洞、知识含量

低、价值观念模糊等倾向，也常常见到只为抢占市场在选择事实的时候缺少基本的做人的

道德底线，如某快报记者明明知道路上有一个坑，为了拍人跌倒的场面的照片,在雨中等

了将近一小时，最终如愿拍到了骑自行车跌倒的人，报纸第二天刊载了五张这样的照片。

对这件事情社会上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这个记者有新闻敏感，很好；另一种批评这个记

者违背了基本的职业道德。我认为后一种意见代表了社会的理性。这个记者获得新闻是以

伤害别人作为前提的，这违背了职业道德。而该报的编辑同样也丧失了编辑应有的立场和

道德。这与传统道德和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是背道而驰的，值得我们警觉。如何引导报刊

更好地发挥平面媒体文化底蕴深厚、社会认可度高的优势，使之成为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

力量，同时又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是一个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  

  编辑要有高尚的职业道德水平，应该站稳立场，遵守出版工作者准则，分辨是非，通

过自身的努力、自身的工作实践以及应有的高尚职业道德修养，以大众利益的追求为最高

追求，健全完善编辑人格，提高文化参与意识，从而做到明察秋毫，努力使自己无论在何

时、何种情况下，都能以出版工作者准则作为标准，默默无闻，讲求奉献，不求索取，淡

泊名利，抵制各种诱惑，担负起为社会、为现代人呼唤道德的历史重任。  (ID: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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