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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我国大众媒介和未成年人的关系现状不令人乐观 ,有利于未成年人成长的

大众媒介的结构性短缺和公众媒介素养急待提升是最突出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 ,必须从强

化媒介的社会责任和提高公众媒介素养着手 ,这就需要转换媒介思维方式 ,以专业主义精神为

基点拓展大众媒介的发展路向 ,大力开展以未成年人为核心的媒介素养教育 ,促成媒介和未成

年人的良性互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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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地球村”时代主要载体之一的大众传播媒介 ,在市场化和全球化的轨道上加速行进 ,给人类的

思维 、社会的结构 、教育的走向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转变 ,在爆炸性膨胀的媒介环境之下 ,出现了另一个

“世界” ———“媒介社会” 。在这“媒介社会”里 ,人们在真实世界和拟态世界之间游走 ,拓宽了自己的精神

生存空间 ,也压缩了自身在真实世界的居留时间 。如果说书籍 、报刊等为人类拓展的是平面的文化社

会 ,那么电视和互联网给人类带来的是一个立体的文化社会 ,几乎没有人能够脱离它们的影响 。

如何实现真实社会与媒介“虚拟”和“再现社会”的对接或平衡 ,保持社会和人在媒介环境下健康发

展 ,实现媒介对人类的最大福利 ,减少媒介对人类的伤害 ,是人们关注的问题。大众媒介尤其是最新媒

介的最热忱接受者一般是未成年人 ,媒介是他们成长教育方式中极其重要的一种 ,是他们社会化发展过

程中的“第一课堂” 。保持大众媒介和未成年人的良性互动 ,促进未成年人在“媒介社会”健康成长 ,是媒

体 、社会和家庭必须共同担负起的责任 。

一 、良性互动的缺失:媒介和未成年人的关系现状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 ,特别是 20世纪 90年代以来 ,我国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势头强劲 ,不但告别了媒介

短缺时代 ,高度卷入信息社会 ,媒介实力也在近 10年内得到快速提升。2000年 ,中国的传媒实力居世

界第二位 ,相当于美国的一半左右[ 1]
(第 123 页)。媒介的覆盖率也达到空前的水平 ,至 2001年初 ,全国

报纸印数达到 17 913万份 ,期刊期印数达到 21 533万份 ,广播覆盖率达 92%,电视覆盖率达93%, 2003

年 1月 ,我国互联网用户人数已达 5 910万 。大众媒介的快速 、全方位的发展 ,为推进我国社会文明和

进步 ,满足社会公民的信息需求 ,丰富未成年人的精神生活 ,提高未成年人的素质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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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 ,由于大众媒介的特性和商业化 、市场化程度的加深 ,导致媒体追逐受众 、迎合受众的消费主义

倾向 ,媒介专业主义精神的失调和媒介素养教育的滞后 ,我国大众媒体在发挥媒介对未成年人成长的积

极作用 ,减少媒介对未成年人的负面作用上还存在不少问题 。

首先是有利于未成年人发展的大众媒介的结构性短缺 。即媒介爆炸的同时 ,未成年人媒介的相对

短缺;误导和伤害未成年人的媒介内容泛滥 ,有益于未成年人的媒介内容短缺。大众媒体被未成年人的

边缘化和大众媒体将未成年人边缘化的问题突出 。一方面 ,一些有意识承担对未成年人引导责任的大

众媒体 ,因引导和运作的思维方式和内容的陈旧 、僵化 ,失去了未成年人的青睐;另一方面 ,媒体的娱乐

化和成人化倾向 ,大量向未成年人提供成人媒介消费 ,导致未成年人在媒体中缺位和异化 。在媒介的包

围之中 ,真正属于未成年人的媒介空间很少 ,这是当前的严峻问题。

其次 ,与此相关 ,是人们对媒体与未成年人的关系的感性化焦虑。这表现为家庭和社会对大众传播

媒体与未成年人关系的无所适从症状 ,从对“电视少年”的担忧到对“网络孩子”的恐惧 ,从对“影像垃圾”

的声讨到对“网络毒品”的控诉 ,都显示了这种社会心态 。社会 、学校和家庭对未成年人使用媒介的理性

帮助和疏导上还存在很多误区 。

透视这些问题 ,可以看出大众媒介商业化逻辑和全球化逻辑的重大影响 ,媒介的赢利取向和市场竞

争压力 ,特别是具有强力消费主义倾向的境外媒体的渗透和进入 ,使一些媒介淡化了人类灵魂工程师的

角色意识 ,它们迎合受众 ,忽视了社会责任 ,媒介娱乐化 、煽情化 、低俗化的特性被发挥出来 ,未成年人被

赋予了成年人的媒介消费地位 。也可以看出 ,在经济 、社会和文化转型期 ,我国大众媒介正处在观念和

思维转换的路口 ,一些试图承担对未成年人教育 、引导社会责任的媒介在新的媒介生态环境下 ,思维观

念还很滞后;寓教于乐的动机很好 ,但他们忽略了未成年人在立体的媒介社会中的思维特性 ,忽略了现

时期未成年人个性化 、平等化的媒介接受需求 ,用过时的一套媒介传受方法 ,用成年人想象的未成年人

心态来引导或沟通未成年人 ,也就不能获得未成年人的认同和接受 。还可以看出 ,在商业主义的浪潮

下 ,大众媒介从业者专业主义精神的迷失 ,缺乏对社会责任的自觉 ,消减了对占有我国将近 1/4 人口 ,关

系整个社会和未来的未成年人的人文关怀。媒介生存压力 、赢利需求和社会效益的矛盾 ,存在于媒介生

存和发展的每一个阶段 ,要调和这些矛盾 ,需要外部的规约 ,但更重要的是媒介业者的职业智慧和理性 ,

从深层次讲 ,这是媒介从业者的职业素质的问题。

最关键的问题是公众媒介素养的贫弱。在高度的信息化社会 ,我们被信息所淹没 ,但却渴望知识
[ 2]

(第 23页),在以媒介为主要载体的知识经济社会 ,人们把握和运用信息的知识是最紧要的知识。媒介的

接受者必须理性地对待 、接受 、选择和解读媒介 ,自主性和创造性地利用媒介 ,让媒介给自身带来福利而

不是灾难。在传播媒介成为人们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的时候 ,媒介的接受者必须具有较好的媒介素

养。早在 1994年 ,我国就有学者提出媒介扫盲问题 ,认为理想的大众传播需要理想的传播接受者充分

开发 、利用它 ,来完善自身 ,造福社会[ 3]
(第 187页),现在公民媒介素养教育不能再等了 ,而未成年人的媒

介素养教育是当务之急。

二 、媒介的社会责任:专业主义精神建构

现代社会 ,人和大众媒介的关系就像鱼和水的关系 ,人们每天都被来自各种媒介的大量信息所包

容
[ 4]
(第 116 页),像提供有营养的没有污染的水一样 ,媒体理应负起其担当的社会责任 ,对于未成年人尤

其如此。

首先要大力张扬媒体的专业主义精神 ,把社会效益和公共利益作为媒介经营和运作的轴心 ,对公众

特别是未成年人提供良性的媒介服务和消费 ,这是大众媒介生存的终极价值和生存智慧。未成年人的

心智没有完全成熟 ,是需要社会教育和塑造的未来的社会责任者 。17世纪 ,约翰 ·洛克在《人类理解

论》一书中就提出了“白板理论” ,认为新生婴儿就像一块白板 ,其生活的经历将他在生活中的变化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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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块白板上
[ 5]
(第 214 页)。他们的社会化过程是在不断模仿和教化的过程中实现的 ,现代传播学对媒

介的传播效果研究有多种理论 ,但都认为媒介无论从长期效果还是即时效果上对未成年人的影响比成

年人大得多 。在成年人尚不能理性地对待大众媒体的情况下 ,未成年人不可能自动地处理好与大众媒

体的良性关系。未成年人是最经常接触媒体的一群人 ,也是媒体争夺的重要目标受众 。尤其需要注意

的是 ,未成年人接受媒体是没有界限的 ,而媒介商业主义的惊涛骇浪则把他们推向成人化的媒体世界 ,

甚至把他们拉向损害身心健康的消费 ,使他们变成了媒体的重要消费目标 ,这就导致了他们被媒体“使

用和满足” 。未成年人被媒介消费工具化是一种严重的专业主义精神的缺位。当然 ,国家有着比较严格

的法规制约媒介消费主义的恶俗化对未成年人的伤害 ,但更重要的是媒体的自律 ,道格拉斯 ·C ·麦克

尔认为 ,自律主体(如媒介)必须既有技术专长又有明确的动机来施行自律 。动机是自律成功的关键
[ 6]
(第 251 页)。核心问题是媒介在对待未成年人问题上要严格地信守专业主义精神 ,以社会公共利益为

中心严格自律 ,至少要坚持像经济学家西蒙所要求的那样:“让世界不要比没有我们时更糟” ,这是一种

底线
[ 7]
(第 35 页)。

其次 ,要有变迁的媒介环境中的媒介新思维 ,要开启开放性的 、平等的 、与未成年人的思维特性找到

最佳契合点的现代传播观念。现在大众传播媒介的扩张和市场的渗透已经达到了空前的程度 ,电视以

及网络等新的媒介重新构造了媒介空间 ,也重新塑造了人类的思维结构 ,这对作为供给媒体内容的传者

和接触 、消费媒介内容的受众都是如此。未成年人是大众媒介特别是新媒介的重要消费和接触群体 ,在

新媒介环境出生和生长 ,他们的媒介接受方式与成年人有很大的不同 ,他们的思维取向与传统媒介环境

下人们的思维方式有很大的不同。城镇未成年人在网络和电视上 ,农村未成年人在电视上 ,拉出来的是

非线性的思维 ,是立体 、个性化的世界“镜像” ,娱乐 、休闲 、减压和放松是他们接触媒介的主要动机和方

式。目前 ,针对他们的专业媒体和很多负责任的媒体向他们提供了许多有益的服务 ,但对于未成年人来

说 , “使用而不满足”的问题突出存在;究其原因 ,在于传者和受者的思维方式的不平衡和难对接 ,在于媒

体对未成年人思维特性和媒介接受特性的平面性理解和把握;从教育 、解惑 、寓教于乐的单一维度来定

位与他们的传受关系 ,多数停留在对未成年人的说教层次 ,只能满足未成年人的小部分心理需求 ,这种

线形单向度的媒介接受机制是必要的 ,但跟不上未成年人在新媒介环境下的发散性 、个性化 、立体多元

化的思维趋向 ,这就留下了很大的空缺。媒介的新思维要构筑与未成年人的心理需求与思维的和谐的 、

多维度的交往关系 ,在寓教于乐的同时 ,做到寓乐于乐 ,健康有益的“游戏”是未成年人社会化成长的良

好路径。

第三 ,大众媒介要注入关爱未成年人的人文底蕴 。中国的大众传媒面对的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未

成年人受众。据公布的数据:目前我国 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有 3.67亿 ,占总人口的 28%
[ 8]
(第 18 页)。

有关数据资料显示 ,青少年与大众媒体的接触率非常高 ,他们看电视 、使用计算机上网的时间几乎超过

教室上课的时间 。有研究表明 ,目前青少年对于社会的基本认识 ,对“游戏”规则的把握 ,甚至人生观 、价

值观的形成 ,90%以上的影响是来自传播媒介[ 7](第 29 页)。未成年人需要大众媒体的关爱 ,这就要求构

建关注未成年人 、面对未成年人 、吸引未成年人的媒体网络 。一方面 ,要加强和扩张专门公益性的未成

年人媒体 ,适应分众化的趋势 ,供给足量的健康有益的未成年人媒体或节目 ,减少未成年人在媒体相对

“饥渴”中转向成人化媒介的替代性消费行为 ,矫正未成年人被媒体边缘化的趋势。中国未成年人应该

有自己的迪斯尼 ,有自己的媒体空间 。另一方面 ,媒介传播的落点应该有未成年人的位置 ,这就是在媒

体传播中考量未成年人的健康发展需求 ,既要传播未成年人认可和需要的产品 ,又要供应适合他们的充

满社会关怀的媒介内容。在最基本层面上 ,大众媒介以未成年人为目标受众时 ,必须摒弃把未成年人作

为消费机器和消费奴隶的取向 ,把媒介的健康消费权给予未成年人。

第四 ,大力提高媒介业者的职业素质。媒体履行社会责任 ,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建构与未成年人的

良性互动关系的根本落脚点就在于媒介业者良好的职业素养 。这也是媒介专业主义精神的基础和全社

会媒介素养提升的起点。它不仅表现在强化传媒业者对媒介的理性认识 ,对新的媒介思维方式的熟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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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和运用 ,更应该落实到以职业道德和职业精神为核心的自律机制上 。这一方面要把业已开展的

“三项教育”深入有效地开展下去 ,建构提升媒介业者素养的良性环境;另一方面 ,要提升媒介的竞争层

次 ,把媒介业者的职业操守作为媒介教育 、作为社会对媒介评价和监督的重要内容 ,建立媒介公信力的

社会制衡和约束机制 。在必须实施的媒介从业者的资格准入考核中 ,应该把职业操守和职业素质作为

重要条件 。

三 、批判性自主接受媒介:未成年人的媒介素养教育

媒介作为社会公器 ,必须从内部和外部多方面制约 ,保证其为社会良性服务 ,提供良性的产品消费。

对于媒介的消费和使用而言 ,媒介不过是一种工具 ,大众传播工具是人类创造的……不管它的价值和功

能存在怎么样的悖谬 ,最终都需要服从人的价值和需要[ 9](第 27 页)。关键在于媒介的选择和使用者不

是被动的容器 ,他们必须趋利避害 ,拥有媒介“内容主权”和“健康消费主权” ,把大众媒介还原成对自己

和社会有益 、有用的工具 。

在信息洪水和视觉文化的密集包围中 ,仅有读 、写和说的能力(li teracy)已经远远不能应对信息社

会获取知识的需要 ,对承载信息的新的媒介(大众媒介)具有解读和利用能力是信息社会中有“文化” 的

标准
[ 10]

(第 38 页)。这种解读和利用能力就是媒介素养(media li teracy)。对媒介素养的培育则谓媒介素

养教育 。媒介素养教育是人们对大众媒介由欢呼到批判到理性对待的产物 ,它首先在西方的一些发达

国家兴起:上世纪 30年代起源于英国 ,称之为“media education ” ;20世纪 80年代在西方国家形成规

模。期间经历了对媒介的防疫(抵制媒体中传统价值观被扭曲的大众文化和暴力色情等负面影响)、释

放和赋予(分辨媒体呈现方式的优与劣 ,对媒介去神化 ,从媒介的信息中保持批判的自主力)等阶段[ 11]

(第 82页),现在很多国家和地区(包括我国的台湾和香港)媒介素养教育已进入大众化阶段 ,成为未成年

人通识教育和公民终身教育的一部分。我国大陆虽然对媒介素养教育有一批研究成果 ,推开了新媒介

的技术教育 ,但真正意义上的媒介素养教育还处在研究和探索阶段。

媒介是属于公众的。但是 ,当大众媒介普及的速度超过大众的媒介素质储备的时候 ,媒介的负面作

用就开始显现 ,至少是与正面作用呈交错抗衡的状态[ 10](第 42页),没有良好媒介素养储备的受众缺乏对

媒体负面效应的“免疫力” ,媒介就有可能成为异化和奴役受众的工具 。由于媒介的技术和功能特性 ,媒

介的社会作用始终具有两面性;由于媒介对社会时空的全面覆盖 ,媒介不可能绝然分出成年人和未成年

人的使用界限;由于媒介产业市场激烈的竞争 ,为了生存和商业利益 ,媒介会十分卖力地迎合受众的感

官需求 ,而不是满足受众最重要的精神文化需求;由于各国媒体的渗透和内容进入与扩散 ,媒体供给的

内容纷繁芜杂。因此 ,媒介需要人们理性地驾驭和利用 。媒介素养赋予公众对媒介的理性态度 ,能动地

运用媒介的能力 ,是媒介真正属于公众 ,公众和媒介之间良性互动和沟通的必要条件 。媒介素养的赋予

在于教育 ,媒介素养教育就是针对多种媒介对人的影响而提出的一种教育思想和方法 ,使人具备正确的

使用媒介和有效利用媒介的能力 ,建立获得正确的媒介信息 、媒介信息产生的意义和独立判断信息价值

的知识结构 ,还力图使信息社会的人具有创造和传播信息的能力[ 4]
(第 118 页)。媒介素养教育是传统的

媒介教育的拓展和深化 ,是针对青少年与媒体的关系问题而起源的一项运动 ,媒介素养教育实施的关键

内容是:(1)认知教育 —正确认识媒介的性质和功能。 ……利用媒介信息时重要的是要发现信息对自己

和社会的意义 ,而不是盲从;(2)批判性教育—建立对媒介信息的系统批判意识。科学理性地辨别信息

的意义 ,辨别“媒介真实”和“客观真实”……帮助人们在海量信息面前不至于无所适从 ,迷失方向;(3)评

价教育 —提高对不良媒介信息的免疫力和对不同价值信息的选择性 ,学会有效地利用媒介为个人成长

和社会发展服务
[ 12]

(第 13页)。从广义上讲 ,媒介素养教育对象可以包括传者 、受者两个方面 ,特别在新

媒介技术导致传者受者界限模糊的情况下 ,所有的人都有提升媒介素养的必要;狭义上讲 ,媒介素养教

育对象是作为受众的公众 ,而首要的则是未成年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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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媒介素养学者W · James Po tter在他的《媒介素养》一书中打了个比方:“媒介传播效果对人的

影响就像天气对人的影响一样 ,它无处不在 ,无时不有 ,且存在的形式多种多样……无论气象局如何先

进 ,它也控制不了天气的变化 。然而个人却能有效地控制天气对身体的影响。”[ 13](P.260)当前我国以网

络为代表的新媒体超高速发展 ,媒介商业化竞争愈演愈烈 ,国际传媒加速向我国渗透 ,未成年人处于多

元化的媒介影响环境中 ,媒体像天气一样 ,不可能完全保证适合每个人的“健康”需求 ,处理媒介同未成

年人的关系 ,必须从根本处做起 ,尽快推行以未成年人为主体的媒介素养教育。

借鉴别国经验 ,结合本国国情 ,我国未成年人的媒介素养教育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始起步:首先 ,

根本上讲 ,媒介素养教育必须进入学校课程 ,或在有关学科中增加媒介素养教育的内容 ,成为通识教育

的一部分 。这在欧美一些国家已经实现 ,我国要加快这方面的研究和准备工作 ,尽快创造条件实现 ,这

是信息社会未成年人启蒙的重要途径。其次 ,近期内让媒介素养教育进入学生的课内外活动 ,作为未成

年人素质教育和世界观 、人生观 、价值观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 。学校 、媒体和社区组织应该大力合作 ,通

过系统地普及讲解和讨论关于媒体的知识 ,通过组织相关普及媒体素养知识的实践活动 ,引导学生了解

媒介的有关知识 ,对媒介的内容和运作方式进行评介 ,培养他们对媒介的鉴别力 。第三 ,当前 ,国家应成

立相应的专门机构 ,鼓励相关的公益性组织和社团 ,对我国未成年人和媒介的关系现状展开调查和研

究 ,引进和借鉴其它国家开展媒介素养教育的经验和成果 ,开展媒介素养教育的社会宣传活动 ,使公众

了解媒介素养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打好基础 ,着手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未成年人媒介素养教育的社

会工程 。大众媒体要加大媒介对未成年人方面影响等相关问题的大众讨论和引导 ,相应开展一些公关

活动 ,如媒体人员进社区 、进学校 ,对媒介的构成和功能做宣讲 ,有计划地组织媒体对学生的开放日活动

等。

未成年人媒介素养教育 ,有赖于教师 、家长等社会公民媒介素养的提高。对公众进行传媒教育 ,提

高他们使用媒介的理性水平和参与度……使他们对新闻有一种正确的人知
[ 6]
(第 156页), 不仅赋予公民

对媒介信息的批判性选择和有效地运用的基本素养 ,而且使他们对媒介有自己的话语权 ,强化他们对媒

介监督的意识和能力 ,有利于构建良性的媒介生态 ,更重要的是让他们的媒介素养来开发 、带动 、提高未

成年人的媒介素养 ,这是未成年人媒介素养教育的最基础环节 。这方面 ,教师要先行一步 ,开展对媒介

素养教育的专任教师的培训 ,并推动教师媒介素养的普及工作。在总体上 ,公民的媒介素质教育是公民

终身素质教育的一部分 ,应该在全民普及上从基础工作做起 ,大众媒体的研究机构要开展大众化的媒介

批评活动 ,推出普及性的媒介素养教育的书籍和刊物;各种媒体要开辟一些公民媒介素养问题的公众讨

论园地 ,并发挥自己的特点 ,开展对成年人的媒介教育 ,如报纸开辟定期专栏 ,广播电视设立专门的节

目 ,在互联网上设立媒介素养教育的网站 ,引导受众正确 、规范地利用媒介 ,参与媒介活动[ 6](第 191 页);

在此基础上 ,通过社区和各种公益性组织推动媒介素养教育的落实 ,建立公民媒介素养教育的社会参与

机制 ,构建信息社会中大众媒介与公众良性互动的平台 ,使公众在心智上能够穿越媒体所建构的迷障 ,

不被媒介所左右 ,从而拥有选择 、解读媒介传播信息的个人自主能力 ,促进未成年人对大众媒介的批判

性的自主接触和消费媒介 ,实现对媒介的良性使用和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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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relationship be tw een mass media and pre-maturi ties is not so fine as that people

hope for these years.The most serious problems are as follow s:the st ructural def iciency of mass

media that w eighs in the children and teenager favo r to g row heal thi ly , the citizen' s media li teracy have

to be raised.To resolve these problems , we should no t only st rengthen mass media' s so cial

responsibility but raise the pre-maturities and ma turities' media literacy as w ell.That is , need to

change the thought w ay of media , to develop the w isdom for the society and the youth that based on

the spirit s of professionalism of media.A t the same t ime , as fa r as w e are concerned , it i s media

literacy ,which is the co re issue , that real ly counts.Only in this w ay , can w e maintain the reasonable

interaction be tw een mass media and the children and teena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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