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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联网日益发展的今天，为了防止互联网带来的种种负面影响，管制、自律是两种最为主

要、广为人知的管理方式。然而，管制通常来自行政部门和政府，自律则是强调互联网从业人

员自我约束，那么互联网的广大使用者能做什么？作为公民的使用者应该有什么权利和义务？

是否只能依赖外部的力量来认识新媒体带来的影响？此时，培养使用者的“媒介素养”则很有

必要。 

媒介素养教育 

“媒介素养”并非中文里固有的概念，它是英文词组Media Literacy的译文。美国国家电子媒

介委员会（the National Telemedia Council）对媒介素养的定义是：“对于我们所消费的媒

体做出选择、理解（在内容、形式/风格、影响、产业和生产的语境中）、质疑、评价、创造

和/或生产以及富有见地的反应的能力。它是一种建立在知情的基础上的评价能力，是一种富

于思辨的判断力。”人们评价媒介内容、认识媒介效果的水平，是人们使用各种媒介进行表达

的能力，是增强人们在与媒介交往过程中主观能动性的一种手段。这种能力如同读写能力一

样，并非人们的天赋，必须经过专门学习才能获得。原来的媒介素养主要针对的是大众传播时

代的印刷媒介、广播媒介和影视媒介，强调掌握对特定媒介基本技术的操作能力、“识读能

力”，对其内容和特定传播形式的理解，培养对象主要是青少念。在传播媒介不断发展的推动

下，媒介素养教育应运而生并经历了一系列的变革。 

媒介素养教育（Media Education）的概念最初由英国学者提出。最初，电影在英国的普及在

给人们带来了视觉文化的一次革命，但是电影中表现的价值观念许多与学校正统教育相冲突，

于是，许多人特别是教师和教育者担心，大众化的电影是对青少年文化趣味的一种腐蚀。学者

利维斯（E. R. Leavis）和汤普森（D. Thompson）是较早提倡媒介素养教育的学者，他们以

保存传统文化的名义，倡导媒介素养教育，反对传媒中的流行文化价值观念，训练青少年抗拒

大众媒介中提供的“低水平的满足”。 

但是在随后的发展中，人们逐渐开始反思对大众媒介的强烈抵制态度，也重新审视通过大众媒

介传播的大众文化给人们生活带来的影响。流行商品尽管本身带有一定的商业目的和潜在制造

商业文化的意图，但是接受者对意义的解释有开放性和多元性，因此媒介素养教育不应是一味

地抗拒大众媒介，而是要培养受众自身的辨别能力。许多研究人员意识到，受到批判的大众媒

介，特别是电视，并非是大众文化的单方制造者，受众本身的知识构成、社会地位也与文化的

社会效果紧密相关。因此媒介素养教育既包括技术所造成的视觉文化，也包括内容的分析和解

读。到了七八十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介入到媒介素养教育之中，主要是提倡学校进行这

一行动，这期间就是以培养“受众”的能力为主。到了90年代之后，文化的转型和媒介发生的

变化，让许多研究者也认识到“抗拒”和“行政管理”的单一和无力，如果要把媒介素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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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下去，必须从强力管制走向“赋权”，给予公民更多的知识和权力，不能以教育者的经验

代替被教育者的经验，或者以管理者的判断取代被管理者的判断，应该帮助使用媒介的人们发

展一种认识媒介、创造性地使用媒介的能力。 

目前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挪威、芬兰、瑞典等国已将媒介素养教育设为全

国或国内部分地区大、中、小学的正规教育内。具体而言，媒介素养教育包括三方面的内容：

一是要使受众了解不同媒介形式的特征和信息制作过程，能够自觉掌握个人接触媒介的量和

度，清醒认识媒介带来的“快感”和“满足”；二是要让受众批判性地解读媒介信息，诸如媒

介对现实的再现、媒介的商业性与价值观；三是能够有效地使用媒介，充分利用媒介完善自

己。 

数字媒体素养 

在互联网时代，更加需要有一整套提升公民媒介素养的措施来进行大众化、社会化的教育，这

种教育方式一类是旨在培养媒介从业人员的专业化教育，一般是由各高等院校实施的，主要面

向媒介在岗从业人员；另一类是面向全社会并由社会实施的、旨在培养公民认识媒介以及科学

获取、判断、分析和使用媒介信息的能力的一种素养教育，又称为大众化媒介素养教育或媒介

信息教育。一方面帮助使用者从技术层面对互联网带来的视觉冲击进行基本认识，帮助使用者

熟悉内容制作流程、解读媒介内容；另外，由于互联网本身的互联互动、多媒体合一的特性，

还应该鼓励群体之间的学习和监督。许多国家已经提出了“数字媒体素养”这一口号。在这一

口号下，包含的内容更加丰富，包括帮助那些毫无数字技术知识的人拥有媒介准入的权利和技

能；通过推动教育使人们获得基本的新媒介知识，尤其关注未成年人的网络媒体素养；还有对

数字技术、影像技术进行专门化的培训，鼓励年轻一代通过网络进行互联，学习在网络环境下

进行技术、内容和影像的创意建设，这种创意和知识的转换，能够抵抗部分网络沉渣的泛滥。 

在这场新的素养教育中，关于媒介语言识读教育的做法在我国较为少见，有一些国家的做法可

供借鉴。比如在加拿大，著名的媒体网络安全意识网络（MEDIA AWARENESS NETWORK，MNET）

推出了互联网教育网站——加拿大网络意识（WEB AWARENESS CANADA），里面采用了许多生动

有趣的方式，对于和未成年人有关的多方人员——家长、图书馆员——进行指导，另外还给不

同年龄段的未成年人设计游戏、问答等内容进行网络媒介素质的培养。在“网络意识”项目

中，其中的基本知识和原则包括： 

如何让未成年人识别“事实”和“观点”？ 

未成年人是否能辨认网上营销的手段？ 

未成年人是否能理解他们必须保护个人的隐私？ 

未成年人如何处理不合适的或者非法的内容？ 

在针对网上信息“孰真孰假”的问题上，该网站上写的是“互联网能让你‘证实’所想到的任

何一类信仰系统，问题在于，太多孩子相信只要是在网上的，就应该是真的”，出于这个原

因，网站给家长的指南中主要是引导孩子获得有效的网络信息，让孩子始终带着一种怀疑的态

度，询问网上信息的信源、内容、制作时间等信息，以次来辨别信息的真实度，这无形中也为

合法获得网络数据进行了潜移默化的法律普及。这种对媒介和现实之间基本区别的知识解读，

并不带有训诫的口吻，也并非一味指责新一代出现的文化现象，而是客观地把互联网上的一些

基本问题列出来，可以促成思考而不只是单一接受。 

新加坡学者伊安•韦伯(Ian Weber)认为 21世纪数字化生活以4个关键性目标为中心，即“使文

化产品通俗易懂”、“使批判性思考看得见”、“通过相互合作进行学习”、“培养自我管

理、自我决断的能力”。这也是他所谓“数字素养”的核心。他提出对青少年的数字素养教育

 



的方法是：“学习”(通过调查、讨论等进行)、“呼吁”(团队、营造培养数字素养的紧迫

感)、“关注”(社区、教师、家长都来关注)、“激活”(形式、方法的灵活运用)。 

创新是提高受众媒介素养的最好途径 

利用创新和创意提高人们媒介素养，从而在普及知识的基础上使公民对不良现象自行进行反思

和抵制，让青少年将精力转移为创意可能是最为有效的方式。许多和“数字素养”有关的网

站，如加拿大的蒙特利尔的Atwater 数字素养计划推出了众多的创意观念，通过呼吁组成专业

团体和专业社群，将伴随着互联网成长起来的一代人聚集在一起，把精力和脑力都投入到利用

互联网进行创意的行为中，通过工作室、培训等方式普及互联网的各类功能。美国麻省理工学

院媒体实验室倡导建立的“全球一对一数字学习研究者网络”，由来自世界20多个国家的研究

人员组成一个国际性社群，该社群会员在思考一个人人皆可经由电脑来学习的未来

（http://www.g1to1.org）。该社群认为，“现代数字素养并不仅是靠电脑成套推出，而是经

由朋友、老师、父母、社群和整体社会等人际支援提供。”因此研究者想寻求学习以及促进学

习的条件，进而探索如何研发能达到这些目的的科技。他们还提出了保证不同性别学生的参

与、共同学习等实质性建议。 

在互联网日益渗透我们生活的时代，我们面对的不仅仅是“受众”，而是积极主动的“网

民”；我们面临的是大量拥有技能的青年人和长辈之间因为“数字代沟”而产生的一些教育滞

后的局面；互联网所参杂的信息内容、传播方式所带来复杂的社会效果也让人震惊。因此在新

的时代，除了需要一如既往地进行规范和管制以外，不能单纯地把媒介的影响分为正负两种绝

对的二元对立，而是要用有效的引导代替单纯的干预，以有益的学习方式抗击网络的负面效

应。媒介技术掌握者、媒介内容生产者和媒介监控者需要共同努力，为使用者提供一种基本的

媒介知识普及，促成使用者本身的自我思考和批判，从而逐渐形成媒介使用的日趋合理的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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