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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21st century is the tim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networking. The media is playing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people’s learning and life. Many countries have paid more attention 
to the media literacy education of young people and adopted a series of measures to promote the 
level of young people's media literacy. This study is based on theory of media literacy and media 
education, through collating and analyzing the data, we draw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the media 
literacy level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s not good, and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in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such as one-sided use of student media capabilities, schools and families do not 
pay attention to media literacy education, etc. We must take a series of actions to promote media 
literacy levels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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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1世纪是信息化、网络化、传媒化的时代，青少年的媒介素养教育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调查表明，

我国初中生的媒介素养水平偏低，其中有关媒体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操作技能掌握较好，但利用媒介的目

的存在偏差，批判意识弱。学校的媒介素养教育也存在着诸多问题，如学生媒体功能的片面使用，学校

和家庭对媒介素养教育的不重视等。针对存在的问题，可以采取强化媒介素养教育的意识、改造信息技

术课程、在其他课程中融入媒介素养教育的内容等对策，以提升我国初中生的媒介素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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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积极开展媒介素养教育，促进中学生媒介素养水平的提高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媒介素养

教育使青少年能够正确、高效的使用媒体，较好的为他们的学习和生活服务。另一方面，媒介素养教育

能够提高青少年的分析和批判能力，有助于他们对海量的媒介信息进行筛选和判断，形成正确的人生观

和价值观。本文对初中生的媒介素养水平及媒介素养教育现状进行调查梳理，找出媒介素养教育中存在

的问题并提出对策，以期为我国初中生媒介素养教育提供借鉴。 

2. 媒介素养及媒介素养教育的定义 

一般认为，媒介素养就是人们在媒介参与过程中，使用和解读媒介信息所需要的知识、技能和判断

力，是人们利用媒体获取信息，并对信息进行处理，以及运用媒介信息服务自己工作和生活、参与社会

进步的一种能力[1]。媒介素养教育起源于 20 世纪 30 年代的发达国家，从 20 世纪下半叶开始，媒介素养

教育逐渐在欧洲、北美洲、大洋洲、拉丁美洲以及亚洲的部分地区成为一门新兴的教学科目。关于媒介

素养教育，目前，学术界对此依然众说纷纭，相对达成共识的定义是：“媒介素养教育是培养和提高民

众媒介素养的一种教育形式，它指导受众正确理解和建设性的享用大众传播资源，通过这种教育，使受

众具有健康的媒介批判能力，使其能够充分利用媒介资源完善自我，参与社会发展”[2]。 

3. 初中生媒介素养现状调查 

3.1. 研究对象 

本调查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问卷共有 22 题，包括媒体知识、媒体接触目的、媒体接触时间、媒体

操作能力、媒体信息获取能力、媒体批判能力六个维度。调查随机抽样，选取 SZ 市三所中学初一、初二

学生为研究对象，三所学校共抽取 16 个班的学生为调查对象进行问卷调查，调查的样本容量为 650，共

发放问卷 650 份，回收 638 份，剔除填答信息不全和有明显填答不合理倾向的问卷，其中有效问卷 620
份，有效率为 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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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对象基本情况如下：男生为 326 人，占总人数的 52.8%，女生为 294 人，是总人数的 47.2%。在

父母受教育程度方面，大部分学生的父母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初中及以下学历几乎占了半数，其中父

亲占 48.5%，母亲占 59.0%，父母学历在高中层面比例相差不大，占总人数的 21%左右，在大专学历层

面上母亲所占的比例比父亲的稍高一些，在本科及以上学历层面上，父母相差较大，父亲所占比例为

18.6%，母亲所占比例为 12.4%，父亲比母亲高出了 6%左右，父亲的受教育程度相对要高一些。从调查

对象的家庭月收入来看，总体上较为乐观，家庭月收入在 8000~10,000 元较多，占 46.3%，另外高于 10000
元的也占 23.4%，低于 6000 元的较少，仅占 9.8%。 

3.2. 初中生媒介素养现状 

3.2.1. 初中生媒体知识掌握状况 
调查从对电脑的基本构造的了解和对新闻和电视节目的制作的了解程度两个方面来考察被试的媒体

知识。结果显示，在电脑基本构造方面，选择基本了解和很了解的占 55.7%，一般了解的占 24.1%，而选

择不太了解的占 16.2%，完全不了解的仅占 4%。而对于对新闻和电视节目的制作方面，67.7%的学生不

太了解，甚至完全不了解新闻和电视节目的是如何制作的，仅有 6.8%的学生基本了解新闻及电视节目的

制作。由此可知，中学生对于电脑基本知识方面了解较多，而对于电视节目制作方面的知识基本不了解。

之所以产生这种偏向，与 SZ 市园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及学校计算机课的开设有关，一方面，园区经济较为

发展，电脑在家庭中的普及率较高，学生接触电脑的机会较多。另外，我国现在小学就开设了计算机课

程，学生对电脑基本构造及基本操作在学校计算机课程中都有涉及。 

3.2.2. 初中生媒体接触时间 
调查表明，约有 90%的初中生平均每次接触媒体的时间低于两个小时。从表 1 中可以看到，有 53.6%

的学生平均每次接触媒体的时间小于一个小时，超过两个小时的仅占 10.9%。另外，初中生课余时间上

网频率也较低，仅有 6.3%的学生可以天天上网，约有一半的学生一周仅能上网 1~2 次，甚至有 16.6%的

初中生课余时间几乎不上网。以上数据表明，虽然家庭拥有媒体较多，初中生拥有良好的家庭媒体环境，

但他们每天接触媒体的时却很少。 

3.2.3. 初中生媒体接触的目的 
初中生使用媒体的目的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休闲娱乐”和“了解外部世界”，其中“休闲娱乐”占

45.3%，“了解外部世界”占 36.1%。同时“学习需要”的目的只占了 12.1%，“通讯聊天”的目的仅占

6.5%。由此可见，初中生利用媒体主要是为了休闲娱乐，他们最感兴趣的也是娱乐游戏方面的信息，这

与初中生沉重的学习负担和压力有关，在紧张的学习之余，他们将休闲放松放在了首位。虽然媒体是信

息的载体，是人们获取信息和了解外部世界的主要途径，但对于初中生而言，媒体的娱乐和消费功能  
 
Table 1. Media exposure time 
表 1. 媒介接触时间 

项目 
每次接触时间 

百分比 项目 
上网频率 

百分比 
频数 频数 

1 小时以内 332 53.6 天天上 39 6.3 

1~2 小时 219 35.4 一周 5~6 次 51 8.3 

2~3 小时 48 7.6 一周 3~4 次 163 26.2 

3~4 小时 7 1.1 一周 1~2 次 264 42.6 

4 小时以上 14 2.2 几乎不上 103 16.6 

合计 620 100.0 合计 62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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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比媒体的信息功能运用得更多。这也说明了除了媒体的休闲娱乐的基本功能外，初中生利用媒体为自

身发展和学习进步方面的运用较少。 

3.2.4. 初中生媒体操作能力及获取和理解信息的能力 
媒体操作能力是媒介素养水平的一个基本指标。总体上看，初中生在媒体操作能力方面的状况较好，

其中初中生掌握最熟练的网络技能是“浏览网页及使用各种搜索引擎”，占总人数的 93.5%，掌握情况

较差的是“网络购物”仅占 28% (表 2)。 
然而，初中生获取和理解信息方面的能力却不是很强。调查显示，能够利用媒体获取到自己所需要

信息的学生还不到一半，其中完全能找到自己所需信息的仅占 23.5%，而不太能甚至完全不能利用媒体

找到自己所需信息的学生约有 24%。另外，在对媒介信息的理解方面，仅有 17.7%的初中生能够完全理

解自己所接触到的媒体信息，约有 21%的初中生不太能、甚至完全不能理解。出现这种状况一方面是因

为大部分初中生将媒体的休闲娱乐功能放在首位，忽视了媒体获取信息的基本功能；另一方面，对于媒

体信息的理解上，初中生的经验和知识水平不够，很难发现隐藏于媒介信息内部的价值观念或目的。 

3.2.5. 初中生的媒体批判能力 
在信息饱和的时代，对媒体信息可信度的判断及分析媒体信息的背景和内涵是学生媒介素养能力的

一个重要方面。调查表明，对于媒体信息、特别是网络上的信息，学生认为其“全部可信”的有 0.9%，

认为其“基本可信”的有 12.1%，较为极端的认为网络上的信息“全不可信”的学生有 11%；另有 53.4%
的学生认为网络上的信息可信度一般，认为要视情况而定的比例为 22.6%。网络是一个较为开放的世界，

很多网络上的信息并没有经过过滤，不少虚假信息和不符合主流价值观的信息在网上传播。初中生由于

受各方面因素的制约，对信息的分辨力不强，很容易受到不良信息的影响，这一问题应引起重视。 

3.3. 初中生媒介素养的差异 

3.3.1. 不同性别的初中生媒介素养差异 
通过独立样本 T 检验(见表 3)得出，男生媒介素养的平均分为 57.37 分，女生的平均分为 54.93 分，

相差不大，且双侧 T 检验的概率(P 值)为 0.084，大于 0.05。因此，不同性别的初中生的媒介素养没有显

著性差异。 
 
Table 2. Basic media operation 
表 2. 媒体基本操作 

项目 频数 百分比 

Word、Excel 等基本软件操作 306 49.3 

浏览网页及使用各种搜索引擎 580 93.5 

写博客、QQ 日志、上传照片 484 78.0 

下载并安装软件 471 76.0 

下载音乐、图片及视频 463 74.7 
网络购物 174 28.0 

发送电子邮件 327 52.7 

 
Table 3. Gender and media literacy 
表 3. 性别与媒介素养 

媒介素养 

性别 N M SD T F P 

男 326 57.37 14.679 −1.730 0.746 0.084 

女 294 54.93 15.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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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父母受教育程度与初中生媒介素养的差异 
通过 S-N-K 法多重比较得出，父母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下学历的学生与父母受教育程度为高中的

学生间没有显著差异(P > 0.05)，除此之外，父母受教育程度为初中以下的学生与父母受教育程度为大专、

本科、及本科以上的学生的媒介素养水平都存在显著差异。也就是说，总体上看，父母受教育程度显著

影响初中生的媒介素养水平。父母受教育水平越高，孩子的媒介素养水平也相对较高。 

3.3.3. 家庭收入与初中生媒介素养的差异 
分析可知，家庭收入不同的学生其媒介素养水平也不同，两者间存在显著差异。家庭月收入在

4000~6000 元与 8001~10,000 元，以及 10,001 以上的同学间都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一般而言，经济条件

决定了家庭的媒体环境，而处于良好的媒体环境中的同学的媒介素养水平比处于较差媒体环境中的同学

要好一些。 

4. 初中生媒介素养教育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4.1. 初中生媒介素养教育现状 

1) 初中生媒介素养教育的课程设置。我国的媒介素养教育近些年才受到重视，对于媒介素养教育的

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外国媒介素养教育课程的初步评介。因此，我国在初中生媒介素养方面并没有相关的

课程设置，而学校中的信息技术课程仅涉及到电脑的基本操作，对于媒介素养的其他方面，如批判能力

等涉及较少。 
2) 学校的媒介素养教育。统计发现，初中生参与的媒体活动较为单一，大部分学生在学校接受的媒

体教育就是基本的计算机课程和出黑板报两种形式。虽然学校也有其他的一些媒体教育活动，但都是偶

尔进行，并且学生参与度较低。调查数据显示，分别有 99.1%和 93.9%的学生参与过学校的计算机课程和

出黑板报的活动，只有 17.2%的学生听过学校组织的指导初中生如何面对媒体及运用媒体方面的讲座，

约有 11%的学生上过电影艺术欣赏课，参加过摄影、PPT 或短片制作大赛的学生仅有 3.8%。 
在老师是否会指导学生运用媒体资源方面(表 4)，有 5.2%的学生认为老师从未指导过，有 22.4%的学

生认为老师基本不会指导，大部分的学生认为老师在这方面有过指导，认为老师经常会指导学生如何利

用媒体资源的学生占 39.2%。 
另外，通过访谈发现，学校和老师在对待初中生接触媒体的问题上往往持一种“保护主义”的观点，

认为媒体中充斥着大量的暴力、不健康的信息，以及网络游戏容易让学生上瘾，初中生的判断力和自制

力都不强，容易受到媒体中不良信息的影响和危害。因此，应该对初中生的媒体接触行为加以限制。 
3) 家庭中的媒介素养教育。家庭教育在初中生媒介素养教育中发挥的作用较小，虽然学生家庭媒体

拥有量较为丰富。一方面，这与家长的媒介素养教育意识薄弱有关。媒介素养教育在我国尚未普遍，家

长和学校都没有意识到其对青少年的重要性。另外，应试教育模式也导致了家长和学校只关注与升学考

试有关的教育。 
 
Table 4. The teacher’s guidance 
表 4. 老师的指导状况 

项目 频数 百分比 

从未指导过 32 5.2 

基本不会 139 22.4 

偶尔会 206 33.2 

经常会 243 39.2 

合计 62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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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初中生媒介素养及媒介素养教育存在的问题 

1) 中学生媒体功能的片面使用。媒体具有强大的功能，是当代人们获取信息和了解外部世界的主要

途径。因此，媒体最基本的功能就是满足人们的信息需要。调查显示，我国初中生使用媒体最主要的目

的是休闲娱乐，其次才是获取信息。由此可见，对于初中生而言，媒体的娱乐和消费功能远比媒体的信

息功能运用得更多。 
2) 初中生媒体信息批判能力较弱。媒体是一把双刃剑，为人们提供大量信息，给我们生活带来便利

的同时，也会带来各种不良的影响因素和危害[3]。尤其是对于青少年而言，一方面，青少年的自制力较

弱，容易受到各种商业化广告、综艺节目等大众娱乐的影响，养成非理性的消费观及拜金主义和享乐主

义的人生观。另一方面，青少年的分辨及批判能力较差，不能正确判断媒体信息的真假，以及媒体中所

隐含的意义，甚至无法区分媒体现实与现实生活的区别，盲目跟风和模仿，从而养成一些不好的行为习

惯。 
3) 政府部门对媒介素养教育的重视度不高。媒介素养教育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部门的重视

和支持[4]。当前，我国政府部门对媒介素养教育的重视度不高，与媒介素养教育相关的政策和法规较少，

这成了阻碍我国媒介素养教育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4) 缺乏专门的媒介素养教育标准和课程。针对媒介素养教育目前我国并未制定专门的教育标准，教

育标准的缺乏导致了一系列的问题，如教材的开发及教学内容的确定等。我国中小学媒介素养教育的形

式主要是信息技术课，而大多数学校的计算机课将重点放在教会学生操作和使用电脑上，对于媒介信息

的理解、分析批判能力和创作能力等几乎不涉及。 
5) 学校和教师对媒介素养教育缺乏正确的认识。媒介素养是当代青少年必备的素养之一，西方国家

都早已认识到媒体对青少年的影响，许多学校专门开设了相应的课程，帮助学生理解和运用媒体。目前

媒介素养的研究在我国仍处于初级阶段，没有形成完善的体制，许多学校和教师都没有正确认识到媒介

素养教育对青少年的重要性。甚至有许多学校和老师认为使用多媒体进行教学就是在对学生进行媒介素

养教育。由于这些对媒介素养教育的错误认识和不重视，导致媒介素养教育在我国的许多学校只是一种

形式，并未得到真正有效的实施。 

5. 我国实施媒介素养教育的建议对策 

1) 社会有关力量要重视学生的媒介素养教育。媒介素养教育并不只是学校的工作，需要政府部门、

社会和家长的重视和支持。因此，要促进我国媒介素养教育的发展，就必须加强对媒介素养教育的重视，

政府部门应制定相关的政策法规，为媒介素养教育制定统一的课程标准；社会组织加强宣传及与学校的

合作，开展媒介素养教育实践；学校积极为学生的媒介素养教育提供便利等。 
2) 制定媒介素养教育标准，将媒介素养教育融入到其他学科教学中。媒介素养教育具有较强的跨学

科性。我国目前中学的媒介素养教育与其他学科缺乏联系，学生的媒介素养教育路径单一、狭窄。教育

部门应该积极制定媒介素养教育指导准则和标准，将媒介素养教育融入到其他学科教学中，特别是思想

品德教育和艺术课程中，拓宽媒介素养教育的方式与途径。 
3) 引导初中生科学使用媒体。媒体具有传递和获取信息、学习、交流和休闲娱乐等功能，信息功能

是媒体最基本的功能。中学生媒体功能的使用偏差，弱化了媒体在人们生活中的作用。媒体是信息的载

体，通过媒体青少年可以获取外部世界的信息，从而对世界形成全面深刻的了解。学校需要关注和重视

初中生的媒体运用状况，积极引导青少年正确和理性的使用各种媒体资源，为青少年构建良好和健康的

媒体运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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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帮助学生自己制作媒体，培养初中生的媒体批判意识和能力。培养学生的媒体分析和批判能力是

媒介素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5]。它能加强青少年的观察和理解能力，加深对媒体的理解和欣赏，敢于

挑战陈规和偏见，揭露媒介信息中隐含的不明显的信息，启发人们对媒体信息的影响的思考，从而抵御

大众媒体带来的不良影响。 
当前我国中小学开设的媒体课程主要是信息技术课，它主要侧重于计算机的简单操作和运用，以及

多媒体网络技术的应用两方面，忽略了对各类媒介信息的解读、分析能力和批判意识的培养，导致很多

中小学生批判能力较弱，无法分清媒体现实和实际生活的区别，盲目追星和模仿，从而产生严重的后果。

特别是我国网络环境不够纯洁，网络上充斥着各种虚假广告和信息、以及暴力、色情等内容。由于青少

年的生理和心理发展还不成熟，缺乏自制力和分辨力，很容易受到这些不良信息的影响，因此，培养学

生的批判意识和能力对于提高其媒介素养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发展批判性思维和分析能力的最佳方式

是让学生自己制作媒体[6]。无论是制作一个音乐视频或纪录片，还是简单的校报或漫画书，通过这种方

式都可以鼓励学生创造性的解决问题，并在做的过程中认识媒介信息的本质，生发出批判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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