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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姜进章编著的《知识创新(新媒体时代的视角)》对新媒体时代的知识创新进行分析研究，建立了
新媒体时代知识创新的概念、原理和模型，对管理史、媒体环境、社会创新网络、知识发展过程提出
了一些新的见解，对企业、教育和城市等多个领域的知识创新提供了案例分析和创新管理对策，对知
识创新的系统方法、知识创新的根源和贯穿于整个管理过程的知识创新提出了系统解决方案。
《知识创新(新媒体时代的视角)》为正在进行各种探索活动的人们提供了一些思维与现实互动的行为
工具和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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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姜进章，1958年出生于江苏．管理学博士。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南京大学商学院兼职教授，上海2010世博会主
题馆和中国馆的主题演绎策划专家，上海申动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多家媒体和企业管理顾问。
其学术研究方向主要是新媒体管理、媒体经营与管理、创新管理、城市产业等。
 
　　曾任工厂厂长，证券公司、投资公司、电子数码公司和房地产开发公司总经理，也曾在政府职能
部门任职，经验丰富。
 
　　姜进章教授多年来坚持研究教学，出版《新媒体管理》等三本专著，每年坚持发表2～6篇论文、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1～3个课题、讲授2～5门课程、参加2～3次学术会议。
获国家信息中心信息技术应用个人成就奖，主持多项企业技术和管理开发项目，个人拥有专利发明，
是一个文理交叉和理论应用创新型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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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它按照接受者的意志安排那些能够由不变性密码和思维结构绘制的环境事件（既可以
是符号化的，也可以是非符号化的）。
当适应自组活动的感知不仅包括未知事件，而且包括由发送者的认识控制所产生的结果时，适应性自
组活动便卓有成效地发展起来，即当认识主体被迫理解他人已经解决的困惑疑难时。
这样，构成接受者问题的环境事件便由发送者所投射的密码和思维结构产生的，它们是凭借双方共同
的环域而呈现给接受者的感知认识。
用普通的语言论，学习过程是通过向学生提供知识而进行的，所使用的形式是实物、语言或书本，它
们使思想变得具体化。
在这样的情况下，教师对其环境的自稳控制活动就是把环境组织的与其知识一致，这种活动在学生的
环境中构成一组有序的联系，因而促进学生将它们联系归类到教师已经设定的知识中去。
知识的交流必然是通过这种方式进行的，因为只有环域才是双方经验所共同的，因而必须按照使有关
知识具体化的实物和符号来整理这一环域。
如果没有发送者理智的直接观察，上面所述的便是唯一的方式，依靠这种方式，接受者便能够在自己
的理智中重新构造发送者理智中的知识。
除去有关学习过程的理论意义之外，这个过程仅仅是一个相对独特的过程。
即便是这样，它对于应用过去知识来说也只能是基础阶段。
在所有的情况中，学习都需要通过某人在自己的编码活动环路之内的试错活动来检验。
因此从整体上看，知识的获得便是对已知事物的分享。
由于一个人的知识——即在控制活动中通过投射环境事件或信号而具体化了的知识——可以进入他人
的环境之中，这种知识的分享便是把有益的知识提供给所有与之共有一个环域的他人，在新媒体时代
，网络所提供的数字协同平台的价值，就在于创造了人们共同的领域，分享知识和快乐。
这样，在使用过程中检验过去的知识为已被他人所认识的环域增添了新的内容，这种知识为他人的经
验提供了材料，并用有潜在含义的其他成分丰富这种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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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知识创新:新媒体时代的视角》：新媒体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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