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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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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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尽职和尽力的职业精神。编辑的职业精神，首先体现在工作中的尽职和尽力，要对

社会尽职和尽力，而非仅仅对媒介机构尽职和尽力。要能够尽职和尽力，就需要对自己职

业的要求、使命有明确的认识，对传媒的功能、作用、社会责任，以及新闻规律、传播规

律、传媒运行和发展规律，都能自觉地把握；需要有很强的责任感、事业心和奉献精神；

还需要有科学管理基础上的竞争、激励机制。职业精神还体现在它必须严格履行社会主义

出版事业把关人的责任。目前在报刊发展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现象。如舆论导向错

误，有的报刊发表的某些文章有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倾向，有的背离党的路线方针

政策，有的泄露国家机密。再有就是传媒的编辑部门和经营部门混岗，混岗以后造成了很

多传媒工作规范的缺失。比如编辑记者拉广告，还有传媒的栏目拉广告。一旦某个公司资

助了你的栏目，你便自然放弃了对它的批评权。一些门类的期刊出现了质量普遍下降的情

况，放松了对出版质量的把关，导致差错率居高不下。2005年专家对部分科普类期刊进行

了编校质量检查，不合格率高达50%以上。  

  诸如此类的事件的发生，究其原因，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编辑工作没有做到位，编

辑没有履行自己的职业职责。  

  因此，编辑必须严格履行社会主义出版事业把关人的责任，要把好思想政治关、舆论

导向关，还要从出版专业要求的角度，把好业务质量关。报刊对各种社会组织和个人来

说，都是有效的宣传工具，都具有议题设置功能，赋予地位、树立形象功能。这使许多组

织（包括企业）和个人，通过各种方法影响、利用媒体。其中有的是合理的、有益于社会

的利用，有的则仅仅有利于个人或小团体，而牺牲传媒资源，牺牲受众的时间、精力和经

济付出，甚至牺牲传媒的社会责任和声誉。一方面编辑有选择稿件、修改稿件的权力,或

多或少地反映了编辑的性格和兴趣；但又要看到编辑把关权的使用又是受制约的,即必须

遵从报刊定位、总编辑的立场和态度,遵守编辑方针和工作制度。因此，编辑要有很大的

勇气和公心，高度的为社会和公众服务的精神，才能顶住各种压力和诱惑，严格把关，防

止传媒功能贬值，或成为个人、小团体的私器。  

  二、提升媒介素养，推动报刊  

   的公共服务功能  

  目前，报刊的市场化运作使受众备受关注，随着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多元化，报刊

的内容也日益多样化，不同价值取向的文章、报道、图片每天都在通过报刊得以传播，报

刊服务受众和广告客户的水平也大大提高。然而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文化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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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价值观碰撞和社会变迁引发的观念嬗变，对于反映社会生活和人们思想观念的出版

物，内容管理面临的情况日益复杂。如少数报刊以低俗内容迎合读者、虚假报道时有发

生、有偿新闻禁而难止、报刊文化含量走低等，这些问题都影响到报刊人的行为和态度。

因此需要提升编辑的媒介素养，从正确把握社会功能入手，梳理出正确而合理的发展方

向，从而真正确立作为社会大众良师益友的崇高地位。  

  首先，要使报刊成为公民权利的保障者，政府行为的监督者，公共环境的监测者。舆

论监督是我国报纸、期刊的一项重要职能，正确的舆论监督对于改善党和政府的工作具有

积极作用，应该把涉及人民根本利益或生命安全的事情作为重点。所谓正确，就是必须坚

持正确导向，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党和国家的大局。  

  需要指出的是大众传媒是一种既可以为善服务，又可以为恶服务的强大工具,如果不

加调控，它为恶的可能性将变大，这里的“恶”具体体现为：大众传媒持续不断的负面宣

传会使人们丧失辨别力，从而不假思索地顺从这种宣传，使大众的审美鉴赏力退化和文化

水平下降,并具有精神麻醉作用，让人沉醉在虚幻的满足之中，由此剥夺人的行动能力。 

  舆论监督是体现报刊社会责任的一个重要方面，缺乏社会责任感，舆论监督就会走向

反面。当前，一些报刊在开展舆论监督方面存在误区，比如对于可能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

负面报道不计后果抢新闻，认为这是新闻自由；对于被监督者缺乏客观公正的态度，对一

些基本事实不加核实随意报道，认为什么事都要核实，新闻就变“旧闻”了；更有甚者，

把新闻报道当作一种权力，搞“有偿新闻”或“ 有偿不闻”，甚至以“曝光”为名进行

敲诈勒索，严重损害了报刊及新闻队伍的形象。当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传媒的公信力就

会遭到质疑。  

  报刊的社会功能亟需正确引导。应该为了公众的利益进行舆论监督，对于那些以吸引

公众眼球从而得到私利为目的所谓“舆论监督”，我们应该有所警惕。其次，要承担起对

公众和公共利益的责任，自觉减少低俗内容。报刊必须代表社会的公共利益，应该把自己

视为公共讨论的共同载体，提供满足社会需要的服务，并代表广大受众的根本利益，承担

起对公众和公共利益的责任。比如当前的环保、公共安全、健康、教育、就业等方面的内

容，把与公众利益相关的公共事件作为关注的焦点，而不是大炒某个明星的绯闻，渲染凶

杀与色情。报刊应该为公众舆论的表达提供平台，发出多种声音，关注弱势群体，体现人

性关怀，对于一些突发性事件或危机事件起到及时沟通和正确引导的作用。  

  有些报刊用过量的版面刊载低俗新闻，以低俗内容迎合读者。炒作明星绯闻、搜罗奇

闻怪谈、渲染凶杀暴力、炮制黄色话题成为一些报刊的主打内容。以至于在有些报刊上，

“明星取代了模范，美女挤走了学者，绯闻顶替了事实，娱乐覆盖了文化，低俗代替了端

庄”。不仅背离自身功能，也遮蔽了许多重大事实的传播，使受众知情权受到损害。报刊

应当坚持承担起对公众和公共利益的责任，构筑公众信息平台和形成公共论坛，而不是恶

性炒作一些媒体事件，这样更能吸引公众的关注，并形成良好效应。  

  第三，坚守新闻出版专业主义理念。新闻出版专业主义的核心就是出版物要积极开展

利他性服务。坚持正确的新闻价值观，要把握好一个问题：给观众想要的，还是他们该要

的？在编辑选题会上，经常会出现事实题材之争，这其实反映了两种新闻价值观之争：一

种是曾写过传世之作《城市不再》的美国著名报人威乐· 欧文说过：“公众想要什么，

我们就给什么，不必费心考虑如何提高国民意识。如果我们发现人们爱看凶杀报道，就给

他们提供。”而CBS新闻部的准则正相反： “我们的新闻价值标准必须以最高的职业要求

来界定，也就是说，以重要性为依据，而不是仅仅考虑新闻的趣味性。我们不能、不应

该，也不可以把我们的新闻价值判断建立在我们认为受众最感兴趣的事情上。”  

  从新闻价值观的判断与体现上，我们可以把握出版物积极开展利他性服务。是被动地

追随受众的兴趣，还是向受众指出，他可能还有更值得关注而从未关注的事情。因此有理

由认为，报刊出版的主要目的，并不在于满足受众对这个世界具有的一般兴趣，而是要使

我们认为重要的事件和人物，由不显著到显著，使公众由不大有兴趣到有兴趣甚至到很有

兴趣。要让报刊报道提示出这些带给公众的新闻事件的价值，要力图向读者解释这个新闻

事实为什么值得关注。  

  第四，在实际工作中应把牢一些禁忌。要提高编辑自身的媒介素养，每一名编辑都应

该在思想上明确自身的社会定位和社会价值，明确自身的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并且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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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中自觉强化奉献意识，对待工作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认真负责，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

坚持文化的纯洁性，把提高出版物的质量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为此，在实际工作中应把

牢一些禁忌：一是忌不合时宜、导向有误；二是忌鱼来网凑、不事策划；三是忌个人意

气、牢骚太盛；四是忌贪图省事、遗珠生憾；五是忌大话套话、居高临下；六是忌跟风起

哄、人云亦云。说到底，这些禁忌能不能把握好，还是和素养有关。你有良好的政治素

养，就不会犯导向错误；你以天下为己任，怎么会陷入个人意气之中；你有谦和热忱的人

格，必会热忱善待作者与来稿，少有遗珠之憾；你有扎实的语文功底，处理稿件举重若

轻，不愁失当；你谦虚谨慎，对吆五喝六者从心底里反感，自己怎么还会扮演这样的角

色；你有“成竹在胸”，就不会人云亦云、跟风盲从。  

  随着出版业发展，内部分工细化，编辑日趋专业化。给了出版事业更为广阔的思维空

间、更为自由的表述方式，这对编辑也提出了更高、更专业化的要求。抓住了编辑媒介素

养的提高，也就抓住了编辑质量的牛鼻子。高素质的编辑，独具慧眼，有胆有识，富有人

格魅力，对确保出版物公正无误、新鲜生动、积极有益、精彩可读具有关键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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