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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国内率先倡导把媒介识读教育作为一种培养“优质公民”的教育的理念，以儿童与媒介的
关系为抓手，从不同媒介类型的角度对儿童的媒介使用和媒介识读能力进行了研究。
通过编制儿童媒介识读能力问卷，对我国儿童媒介识读能力进行了抽样调查，并在全面考察国内儿童
媒介识读教育研究现状的基础上，从学校媒介识读教育和家长媒介识读干预两大途径开展了儿童媒介
识读教育的实证研究。
书中系统总结了国内外儿童媒介识读教育研究的进展，探讨并回答了儿童媒介识读教育的基本目标与
内容、实施途径与方式、常用教学方法和师资培训以及家庭干预策略等媒介教育的基本问题，不但具
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还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该书编写理念先进，体系新颖，内容全面而且具有生活化和实践化等特点，可以作为高校新闻传播类
和师范类相关专业学生、中小学生或在职教师的培训教材和参考教材，在人才培养上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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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宣文，男，1964年生，教授。
1986年毕业于杭州大学心理系，获得理学学士学位。
现为浙江传媒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教师、媒介素养研究所专职研究员、应用心理学专业硕士生导师。
兼任教育部“国培计划”专家库成员、浙江省高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浙江省“新世纪151人才工程”
第二层次、浙江省教育厅普通高等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浙江省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专业
指导委员会专家委员。
主要从事心理咨询、传播心理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近年来，出版《学校发展性辅导》等著作10部，在《教育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等专业杂志发表
论文四十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儿童媒介识读能力及培养策略研究》等省部级以上课题5项
；其中获浙江省人民政府基础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2项，教育部“全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教学研究成
果”三等奖1项，浙江省第十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2项，浙江省高校科研成果一等奖1项、
二等奖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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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有关电视与儿童社会行为发展的相关研究，一直是国内、外学者最感关切的课题，其中尤以“电
视暴力对儿童的影响”最受瞩目，电视中有多少暴力内容、儿童接触暴力的程度如何、接触电视暴力
的后果以及儿童对于电视暴力的真实想法和感觉等相关问题在许多研究中被讨论。
电视暴力对儿童的影响受到重视是因为三个原因：第一，电视节目中出现暴力或其他不适宜儿童观看
的镜头的比例不断升高，甚至动画片亦如此；第二，儿童善于模仿，很容易认同电视中的人物，做出
同样的行为；第三，儿童的认知能力有限，道德判断与分析能力均不足，容易误以为使用暴力是正当
手段。
　　当然，电视暴力到底是否会从认知、情感和行为几个层面增加儿童的侵犯行为呢？
Bandura的研究（1988）很早就指出了观察及模仿是电视暴力影响儿童的关键所在，研究指出观看暴力
或攻击影片的儿童，在游戏的情境中也会表现攻击行为，但看到影片中的角色因攻击行为而受到惩罚
，则儿童的攻击行为会停止。
但儿童并非单纯地模仿电视上所见到的行为，而是因为环境中的暗示及记忆启动，看到较多电视暴力
的儿童比那些少看类电视的儿童，有较大的机会发展出暴力的行为脚本（behavioral scripts），他们常
在想象中加以练习，练习愈多或遭遇相同的情境，则愈有可能表现攻击行为。
　　如果把暴力分为显性暴力和隐性暴力的话，动画片中的暴力有着自己特殊的形态，它是一种“隐
性暴力”，一种“快乐暴力”，是暴力娱乐化、暴力游戏化的集中体现。
①尽管目前所有的研究尚不能确定电视暴力与儿童暴力行为之间必然的因果联系，但大量研究表明，
电视暴力的确会影响儿童的暴力行为：第一，促进儿童反社会行为模式的形成；第二，增强儿童对暴
力行为的忍受能力，影响儿童对现实社会的态度，经常观看暴力电视节目的儿童更相信社会生活中存
在着大量的暴力和危险，而暴力行为是解决问题的一种可取的手段；第三，引起儿童恐惧的情绪反应
，并且年龄越小，反应越强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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