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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今天的我们，被各种媒介包围着，特别是以电视和网络为代表的电子媒介，更是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了
重大的影响。
电子媒介的普及，宣告了以单一的印刷文化为中心的社会文化格局的彻底改变，宣告着我们身处一个
“读图时代”和“影像时代”，而且身处一个全方位传播、多媒体介质、流动迅速、信息增殖迅猛的
时代。
如今的社会状况，已经与上世纪初的媒介环境不可同日而语，然而，诞生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媒介素
养概念，却对今日身处复杂多元的媒介环境中的现代人，具有很多现实的意义。
　　 英国学者富兰克·雷蒙德·李维斯和丹尼斯·托马森于1933年发表了《文化和环境：批判意识的
培养》中，首次提出了“媒介素养”这个概念，目的是在面对以电影为首的大众传媒所带来的流行文
化的时候，唤醒人们的批判意识，呼吁维护传统价值观念和精英文化。
时隔八十多年，如何认识与看待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学界已经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和客观的判断。
媒介素养的概念也经历了一个变化进步的过程——由最初的精英主义立场所提出的单纯的抵抗防疫阶
段，到六十年代以后开始的文化多元化认识与实践；从重视独立批判能力的培养，到认识到媒介素养
更应该是一种赋予民众传播能力与权力的阶段，提倡加强全民对媒介的使用能力与表达能力的培养。
人们对媒介素养的认识走上了一条日趋完善、更加全面的道路。
    媒介素养概念是在九十年代以后才逐渐被国内的学界接受的，这样的原因在于一方面中国的传播学
理论一直延续美国传统，热衷于研究传播的效果等具有实用功能的环节，对欧洲的批判学派的研究一
直未能形成气候，这一状况在九十年代以后才有所改变。
另一方面在于我们的国情中，媒介一直属于党和政府的耳目喉舌，舶来品的媒介素养及其批判性的概
念实质，似乎多有适应不良的“先天疾病”。
由于这样的双重背景，媒介素养长期未能在传播学研究的主流领域获得应有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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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媒介合影：七个成员的讲述．　一、报纸——当之无愧的“老大”  （一）报纸的简史  （二）
报纸的种类  （三）报纸的版面构成元素  （四）报纸的“轶事”  （五）报纸统治世界　二、杂志——
知心可亲的“大哥”  （一）杂志的简史  （二）杂志的种类  （三）杂志的“轶事”  （四）杂志的影
响力　三、广播——能言善辩的“大姐”  （一）广播的简史  （二）广播电台和广播节目的类型  （三
）广播的传播手段  （四）广播的“轶事”  （五）广播的特质　四、电视——贴心善变的“新宠儿”  
（一）电视的简史  （二）电视和电视节目的类型  （三）电视的传播手段  （四）电视的“轶事”  （
五）电视的影响力　五、电影——风情万种的“女子”  （一）电影的简史  （二）电影的技术发展  （
三）电影的基本表达手段  （四）电影的“轶事”  （五）电影的影响力　六、互联网——年少轻狂的
“内弟”  （一）互联网的简史  （二）计算机媒介的基本功能和网站基本形式  （三）互联网的工作原
理及提供的服务  （四）互联网的“轶事”  （五）互联网的影响力七、手机——人见人爱的“小妹”  
（一）手机的简史：  （二）手机类型和手机媒体的基本形式  （三）手机是具有潜质的个性化媒体  （
四）手机发展“轶事”  （五）手机的影响力第二章　媒介生产：大千世界的新闻书写  一、真相与假
象的博弈    （一）新闻：对真相急切而绝望的探索    （二）假新闻：潘多拉的魔盒    二、新闻生产的
流水线    （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新闻采访    （二）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新闻写作    （
三）苛刻的把关，完美的加工——新闻编辑    （四）从资讯供应商到观点供应商——新闻评论    （五
）传播造就影响力——新闻发布  三、新闻策划赢天下一    （一）什么是新闻策划    （二）媒介定位策
划    （三）新闻报道策划的类型    （四）新闻报道策划的流程    （五）编辑策划第三章　媒介解析：
传媒影响力的来源第四章　媒介反思：几个隐痛的揭露第五章　媒介呈现：不同角色的透视第六章　
媒介能力：日常行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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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媒介合影：七个成员的讲述．　　一、报纸——当之无愧的“老大”　　（一）报纸的简
史　　到了15、16世纪，由于日渐兴盛的东西方贸易的需要，欧洲开始流行手抄小报。
这些小报主要刊载一些船期、货物等经济信息。
由于战争、政局变化或者天气变化都会成为影响经济贸易的重要信息，因此，这些信息后来也成为手
抄小报的重要内容。
到了17世纪，欧洲开始出现了定期出版的报纸，在德国、瑞士、奥地利、丹麦、意大利、瑞典和波兰
等国家都出现了近代报纸。
其中，有几份报纸的出现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1609年，在德国出现了《报道或新闻报》，成为近代新闻事业产生的时间标志。
1663年，德国《莱比锡新闻》周刊改为日刊，成为世界上第一份日报。
1665年，英国的《牛津公报》问世，成为世界上第一份使用单页两面印刷的报纸。
1702年，英国出版《每日新闻》，这是一张四开的小报，开始具备了近代报纸的形式。
1833年，一个叫本杰明？
戴的人在纽约创办了《纽约太阳报》，这是世界上第一份成功的大众化报纸。
　　而在中国，据说有世界上最早的报纸——“邸报”。
据史家考证，我国唐代出现了专门用以传播新闻的媒介，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国古代报纸。
唐代时，出现了“开元杂报”，它们是唐代开元年间一些朝廷消息的汇集，主要是运用手抄的方式进
行传播，其传播的范围也是比较小的，主要是在一些达官贵人和有地位的人群中传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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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1993年，在英国学者富兰克.雷蒙德.李维斯和丹尼斯．托马森发表的《文化和环境：批判意识的培
养》中，首次提出了“媒介素养”这个概念，目的是在面对以电影为首的大众传媒所带来的流行文化
的时候，唤醒人们的批判意识，呼吁维护传统价值观念和精英文化。
　　媒介素养并非解决所有社会问题灵丹妙药，但是媒介素养的低下却肯定是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之
一，因而，在我们的媒介体制中，在当下的媒介环境中，重申媒介素养的重要性，建构一个既在学理
上能站得住脚，又在实践中具有可操作性的框架，既为充实理论做出一点努力，又能在的媒介素养普
及与提高中做一些事，就成了我们的初衷和努力方向。
毕竟，普及与教育，从来都是媒介素养的题中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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