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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媒介融合大发展的背景下，人与大众媒介的联系愈发紧密，信息传播媒介成为人们日常工作和生活的必需品。
在新媒介环境下媒介素养教育给高校教师的工作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也影响了未来高校的教育目标与方针，提高教师媒介素
养对于高校进一步完善和实施媒介素养教育方法的举措具有重要意义。本课题基于融媒体环境下，媒介素养教育体系和方式
探讨并提出对策与思路。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great development of media integra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 and mass media 
is becoming closer and closer, and information media has become a necessity for people’s daily work and life. In the new media 
environment, media literacy education not only brings great challenges to the work of college teachers, but also affects the educational 
objectives and policie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future. Improving teachers’ media literac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further improve and implement media literacy education methods. This paper discusses and puts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and ideas based on the media literacy education system and methods in the financial media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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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融媒体与媒介素养
融媒体新时代的传播，挑战一切固有的、单向的、疏离的、

机械的传统传媒思维模式与行为方式，媒介融合成为主要的

发展趋势，传播环境与效果日益倍增。移动互联网为代表的

互联网跨界浪潮正在以前所未有之势颠覆传统媒体产业，互

联网媒体将成为传媒产业的主导力量。与此同时，人们可以

使用网上的各种渠道获取所需要的信息，倾听多种声音，互

联网的传播方式与传播内容对日常生活方式、思想观念、道

德品行、审美情趣的形成和发展均产生重要的影响。

1992 年，美国媒介素养研究中心提出以下观点：媒介

素养是指人们对各种媒介信息的选择、质疑、理解、评估、

创造、生产以及思辨时所具有的反应能力，同时强调媒介素

养与媒介信息收集与传播的关系。其他国家学者认为媒介素

养是“在印刷媒体或非印刷媒体等各种形式媒体中获得信

息、分析信息、评估信息、传播信息的能力 [1]”。媒介素养

也是一个相对概念，媒介形态的不断发展，推动着各种传播

方式的变革，对媒介素养的要求提出不断变化的标准。如学

者林爱兵所言：“媒介素养掌握各种媒介的特性和使用技巧，

并能有效利用媒介来为自己创造和制作传播产品的能力 [2]”。

进入融媒体时代，通过各具特色物理形态的传播路径，媒体

环境和各类媒介持续深入并趋于一致。

媒介已成为现在社会化的主体，在融媒体时代面对全方

位开放的高校环境，需要按照新的要求提升媒介素养，适应

发展潮流。媒介素养的培育显得越发重要，通过媒介素养的

教育学习，运用媒介的能力来调动媒介使用者的积极性，使

得自我的能力提升并从媒介中受益，媒介素养需要成为新媒

体时代的“必修课”。在媒介素养教育的同时，应把重点放

在培养学生对媒介信息的思考力与判断力上，及时的转变媒

介观念，积极掌握新媒介使用方法，在实践中探寻答案。而

当今社会使用媒介传播信息及评估信息方面的基本能力的

作用十分重要，可以看出在媒介融合深度发展的大背景下，

媒介素养教育的迫切性和必要性。

2 融媒体发展对高校教师职业生态的影响
2.1 丰富了知识获取途径

新媒体的快速发展拓宽了人们获取信息的途径，媒体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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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时代，高校媒介素养教育的传播发生了变化。同时，学生

信息的获取、学习方式、交往习惯都发生了变化，知识的获

取途径不仅从书本或课堂中学习，多样化的社交网络也使学

生获取知识途径更加广泛，对世界的认知和判断也在潜移默

化地发生着变化。为了高校的教学工作与时俱进，需要积极

使用新方法，媒体融合丰富和扩展了思想的概念和领域，在

海量的网络信息中筛选合适的内容作为教学使用，使课堂教

学的内容不局限于书本知识，更加丰富多彩。

2.2 提升了媒介素养的标准和要求
在全方位传播、交流突飞猛进的融媒体环境下，现代社

会构建的“媒介环境”正影响着生活方式，更需要构建适应

传播技术发展的新型教育理念。英国教育部在 1983 年发文

件表示：“学校必须考虑媒介素养教育的资任。目前素养教

育的课程严重不足。所有的教师都应该检查电视并与年轻人

一起讨论电视 [3]。”而互联网环境已迅速成为主导传播媒介，

视觉、电子和数字媒介及传播技术则成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

素养内容。现代社会对媒介素养的要求逐步提高，需要建立

更完善的师资力量，提高媒介素养教育水平，大力开展媒介

素养教育等课程。

2.3 多元价值观加大了育人难度
新媒体的迅速发展所带来的依然是良蒂不齐的传播效

果，网络是信息和观点的集散地，各种观点和声音在网络上

进行传播，而传播的内容和质量参差不齐，大量信息影响着

学生们的思想和观念。大学生接触不同的世界观、是非观、

影响着他们对现实世界的认识，对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

值观有着很大的影响。面对急速发展的新媒体时代还需要陆

续出台相关规定，对于如何净化网络环境，为大学生提供健

康的网络环境，也成为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在此高校应该把

重点放在培养学生对媒介信息的思考力与判断力上，及时的

转变媒介观念，在实践中探寻答案。

3 融媒体时代高校教师提升媒介素养的途径
法国新闻学者贝尔纳·瓦耶纳说：“真正的教育离不开

媒介。因为大众传播工具是一种扩大器，可以使教育者的作

用超越一般传播的对象 [4]。”高校教师在文化知识、艺术专

业知识的传播过程中扮演着引领角色，需要利用媒介来引导

学生在艺术创作中，发现生活之美，提升学生的文化艺术修

养，通过正确的价值引导，弘扬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把人

生观、世界观贯穿在教育教学的全过程。

3.1 建立良好的媒介环境
新媒体时代的到来让信息传递变得更加便捷高效，随着

传播信息的剧增，丰富的媒介环境使得教学资源不再是单一

的教材和教辅，教师也不再是知识获取的唯一，所以对各种

媒介信息的解读和判断能力尤为重要。高校教师职业的重要

特征在于创新，高校教师有别于一般受众，高校教师兼具受

众和引领者双重角色，一方面作为受众，高校教师需要提升

对不良信息的判断能力，还需要具备网络创新意识。另一方

面高校教师应当成为领导者，利用媒介信息建设教育资源在

教学中成为学生学习过程中重要的指导者，同时也是学习社

区的组织者，确立学生的基本的行为规范，带领学生参与创

作，为媒体的创新发展做好正确引导。

3.2 在教学相长中教师主动提升媒介素养
媒体的融合为我们获取信息提供了广阔的渠道和方式。

从媒介素养教育体系的实践来看，高校教师需要改变以往的

认知层面，应分层次开设相关课程，比如在上课的过程中不

是简单地使用文字图片，可以通过互联网搜索相关的媒介内

容，将文字图像、视频音频等多媒体结合的方式呈现教学内

容，指导学生理解媒介环境与现实环境的区别和联系，培育

他们对媒介的应用能力，在这个过程中不仅提升了教师的媒

介使用能力，增强了教学效果，培养了学生使用媒介的能力，

合理并高效地引导学生形成良好的媒介观念，积极发表自己

的见解，对媒介信息辩证思考，遵守网络道德规范。

3.3 建立更加多元广博的教育体系
多元创新是现代社会发展的需求，而学生对于媒介素养

了解不足，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做法，必须构建适应时代发

展的多元开放教育体系。高校需要将媒介教育纳入课堂教学

体系，开设学生媒介素养养成教育课程，坚持养成教育制度，

培育学生媒介意识和行为素养。教师需要在文化知识、艺术

专业知识的传播过程中扮演着引领角色。教育教学需要集中

多方思路，提升教师教学理念和教学水平，不断创新教学手

段和方法，提升学生的文化艺术修养。同时开展多元活动为

学生媒介素养的培育提供锻炼平台，引导学生在艺术创作中

以独特的视角开掘现实题材，发现生活之美，鼓励学生通过

新媒体的使用和传播，同时培养学生善于观察、勤于思考的

良好品质。

4 结语
随着新媒体时代媒介快速融合发展，当代媒介环境产生

了巨大的变化，高校教师开展教育活动难度加大，必须按照

新的要求提升媒介素养，适应发展潮流。高校媒介素养教育

的提升跨入了更宽广的舞台，同时教育理念、方式以及教师

媒介素养的转变也成为了更大的挑战。新形势下，高校媒

介教育需要进一步完善教育体系，重视高校教师媒介素养教

育，充分使用各类网络媒体，促进媒介素养各方面的全面提

升，切实有效地实施媒介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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