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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大众传媒对学习型社会建设的影响

中文摘要

如今人类社会已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处于社会发展的中心地位，知识获得、知识

创新和知识应用的能力决定了一个国家和及其成员的发展程度。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构

建一个人人学习、时时学习、处处学习的学习型社会成为了人们新的理想，各国人民为它

的实现做出了不断的努力。只有全体社会人员的持续学习，人类才有可能对处于变化中的

社会问题寻求正确的答案。我们的时代也是一个属于大众传媒的时代：书籍、报刊、广播、

电视、网络等大众传媒的信息传播活动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大众传媒丰富多彩、

功能强大，对整个社会及每个社会成员的学习活动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本文力图在把握

大众传媒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的基础之上，分析大众传媒对我国的学习型社会构建所能起到

的积极作用，同时理性看待大众传媒的相关因素可能对学习型社会构建造成的消极作用并

提出相应的对策。

全文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围绕着为何大众传媒能够在学习型社会构建过程发

挥作用来展开论述。通过对大众传媒的发生发展过程、大众传媒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及大众传媒特性的梳理，来肯定大众传媒能够在学习型社会构建中发挥其作用。第二部分

探讨大众传媒如何在我国学习型社会构建过程中发挥其作用。我国学习型社会建设的理论

与实践的发展有着自身独有的优势与限制，本文从我国大众传媒的发展特点与学习型社会

建设两个不同的维度出发分析大众传媒在学习型社会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就大众传媒特性

而言，它可以传递积极正确的学习观念；扩大社会成员的学习参与；提供便利、丰富的学

习内容；拓展学习时空，改善学习方式。就学习型社会建设而言，学习型社会中的两个主

体——学习型社会成员个体与学习型组织的发展与建设需要大众传媒的帮助与支持。第三

部分内容以大众传媒为中心，围绕其相关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分析大众传媒的特性与发

展可能对学习型社会建设产生的不良影响。大众传媒的政治功能、发展经济功能、社会控

制功能、文化传递功能、娱乐功能对学习活动会造成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大众传媒与正

式教育机构之间关系的处理是否得当则会从基础教育、社会舆论等方面影响学习活动的效

果；大众传媒发展过程中的分众化与“知识鸿沟”现象使得社会成员及社会群体由于各种

原因造成了知识拥有量的不对称，这种负面作用对学习型社会的实现产生了重要的冲击。

同时，本文在对上述各个因素进行分析的过程中， 也提出了一些较为针对性的、全面性

的策略，以期能够尽可能地减少大众传媒可能对学习型社构建所产生的负面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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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Function of the Mass Media in Constructing the Learning Society

Abstract

Today,the society has entered the era of knowledge economy,knowledge is in a centrality．

Knowledge acquisition，knowledge innovation and the ability of the knowledge application

decide the level of development of every country and every member of society．At such a time，

constructing a learning—oriented society which everybody cail learn anywhere at any moment

has become the new ideal of the people，then people started to make efforts to implement it all

over the world．Only every member of a society is learning continuously,human beings will find

the right answer to the problems in such a changing society．The society in which we live is also

in an era of mass media．The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activities of books，newspapers，radio，

television，networks，and other forms of mass media have penetrated into all aspects of social life．

Mass media is rich and powerful，it is helpful to learning activities of the entire society and every

society member iIldispensably．111is article seeks to have a rational knowledge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ss media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analyze the positive role which

mass media play to the construction of learning society in 0111"country,then have a reasonable

sight on the negative effort which the relative factors about mass media make on the construction

of learning society and put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This text is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功e first part is mainly centered on the reason of the

mass media can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learning society．It is intend to

affirm that mass media can play a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learning society by analyzing the

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 of mass media，mass media’S func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ety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ass media．The second part discusses the way which mass

mediaplays a role in the proces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learning society．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learning society’S construction in Our country has its own unique advantages and limitation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ositive effort which mass media have on the construction of learning

society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ass media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learning society．As

for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ass media，mass media can not only transfer correct concept and

expand the participation of society members about learning context，but also expand the time and

space of teaming and improve the learning ways．A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learning society,both

ofthe two main body of learning society—the individual members of learning society and learning

organization need the support of mass media for their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The mird

part analyzes the possible adverse impact which mass media’S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ment

make on the learning society’S construction by the interaction of various factors about mass

media．Mass media has functions on politics，economy,social control，cultural transmission，and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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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ertainment，SO．it will cause varying degrees of negative impact on learning activities．Whether

you can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ss media and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would

influence on the effect of the learning activities from basic education，social and public opinion

and SO on．Grouping and the¨knowledge gap”in the developing process of mass media make the

social members and groups possess asymmetric knowledge because of various reasons，and

make a serious impact on the achievement oflearning society．At the same time，this article bring

about a number of more targeted，comprehensive strategies by analyzing the above factors，then

try the best to minimize the negative effects which mass media have on the construction of

learning society．

Keywords：learning society；mass media；learning group；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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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吾

一、研究缘由

关于学习，施良方先生提出：“学习是由于经验所引起的行为、能力和心理倾向的比

较持久的变化。这些变化不是因成熟、疾病或药物引起的，而且也不一定表现出外显的行

为。"n1人类学习活动的特点主要表现为：首先，人的学习是对世界的认识与改造，是在社

会生活和实践活动中产生和实现的；其次，人的学习是借助于语言符号、通过思维活动产

生的；第三，人的学习是获得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的过程，而且间接经验的获得对人的意

义更大。

对于人类群体中的个人，如果要想顺利地完成自己的生命活动，必须通过学习。学习

首先是个体谋生的需要，人类的学习始于求生的本能。当个体的生存面临困境时，就会产

生强烈的学习动机。从个人诞生到这个世界上开始，在其人生过程中，学习活动是其得以

健康顺利生活的保证。当学习满足了个人谋生的需要以后，就会拓展为满足人的发展的需

要，即实现人生价值的需要。此刻，学习就不仅仅具有工具性价值，某种意义上讲，“学

习’’本身成了或者应该成为个人有意义的生命活动，也就是说，学习从一种单纯谋生的手

段转变为个体的一种基本生活方式。因此，随着社会的进步，学习不再仅是取得生存资格
’

，
●

的手段，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学习在丰富和深化中逐渐被还原到它应有的含义：为了人

的成长，

人类的学习活动，不断提高着人类的生存能力，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如今人

类社会已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知识的创新和创造性应用，

知识处于中心地位，是社会革新和发展的源泉。只有通过全社会人员的学习，才能够有对

处于变化中的社会问题寻求正确答案的可能性，使人类的学习理解能力跟上日益增加的问

题的复杂性，以促进社会朝着进步的方向发展。以知识为基础的“知识经济"催生着这样

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学习成为社会成员的一种持续、终身、自由、自觉的主体性生
，

命活动，即做到人人学习、处处学习、时时学习；各种社会组织与社会群体将成为学习型

组织；构建了融合正规教育、非正规教育和非正式教育的终身教育体系。．在这样一个社会

里，学习对于个体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将大幅度地提升，人的学习潜能将被极大地激发出

来，学习从一种单纯谋生的手段转变为个体的一种基本生活方式。这样的社会就是学习型

社会，即一个时时学习、人人学习、处处学习的大型学习网络，是“人类社会渴望在一种

人性化的社会环境里经由教育而实现自我完善的理想追求。”心1学习型社会具有以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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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性、终身性、全面性、主体性、发展性、创新性、组织性等。

在学习型社会中学习无处不在，凡是能够被个人或集团加以利用的、一切能够产生学

习效果的设施及资源都应得到充分的利用。终身学习要求在个体每一发展阶段中，学习机

会提供者都需要承担起教育者的角色责任。在当今社会中，大众传媒正以高度的内容覆盖

率介入个体的成长，个体通过接触无处不在的大众传媒获得关于知识和学习的信息，满足

了个体学习需要。个体的物理生活圈非常有限，只有通过使用、接触传媒，个体才能认知

大众传媒所提供给他们的“现实社会"，调整自己的行为。此时传媒已经成了个体必然的

教育者和引导者，这种教育与引导的影响力可以说是持续一生的，个体的学习蕴含在大众

传媒提供的海量般的信息中。大众传媒的媒介属性和功能、信息社会的受众特征都必然要

求在学习型社会建设的过程中应重视大众传媒的教育功能，这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和必然。

培根在1905年说：“如果船的发明被认为十分了不起，因为它把财宝货物运到各处，那么

我们该如何夸奖书籍的发明呢?书像船一样，在时间的大海里航行，使相距遥远的时代能

获得前人的智慧、启示和发明，书籍是人类大部分知识的记录、催化剂和刺激品。”

目前我国平均每个国民的受教育年限比发达国家要短，为了使每个人都能够在自己现

有学习水平和学习能力上获得更进一步的发展，应该充分发挥大众传媒的作用，使其成为

个人发展和社会发展的有利学习手段，使学习者个体意识到自己的学习权利，提高学习的

自觉性及学习能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目前我国教育供给与教育需求之间的矛盾，解

决教育资源短缺问题。笔者希望通过此研究能够使我国学习型社会建设过程中的个人、组

织、社区等各个学习主体能够获得一些具体的操作措施，使大众传媒潜隐的教育作用“浮

出”， 使国民的学习活动得到大范围的普及，同时促进教育与学习活动的生活化，将个体

的学习与生活融为一体。

二、研究现状

(一)关于学习型社会思潮的形成与发展的研究

美国教育家、永恒主义教育流派的代表人物、美国芝加哥大学校长哈钦斯(Robert

Maynard Hutchins)于1968年出版的《学习社会》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学习社会"。虽然

在此书中哈钦斯没有对学习社会进行明确的概念界定，但是他论证和描述了实现学习社会

的可能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72年发布的《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

报告中提出“学习化社会"这一概念，并把它与“终身教育"和“终身学习”并列为三个

基本概念，并指出构建学习化社会是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必然要求。由此开始，学习化

社会成为一个重要的国际性教育观念。范德济(Van Der Zee，1991)认为学习社会是一个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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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即生活的总体、生活的总体即学习的社会，同时也是一个借学习以有效引发观念形成

的社会。顾明远、石中英的《学习型社会：以学习求发展》一文则通过对学习型社会理论

的梳理，探讨了学习与发展之间的关系，并得出以下结论：学习型社会就其形式来说，是

要创造一个全民学习和终身学习的社会；就其实质来说，就是～个“以学习求发展的社会"。
【3】

(二)与学习型社会建设相关的研究成果

美国卡内基高等教育委员会于1973年发表题为《迈向学习社会》报告书，提出了构

建学习社会的具体构想，希望通过各种不同的教育形式，不断地丰富学习活动，保障国民

的学习机会，适应现代社会的急速变革。1985年，日本在涉及20世纪80年代教育改革的

报告中，明确了学习型社会的具体含义，指出在人生各个需要学习的阶段，要给人们提供

多种多样的良好的学习机会；确保每一个人走向社会后，能够根据自己的能力、性格和愿

望选择各种学习途径。欧盟(European Union)于1995年以《教与学：通向学习社会》

(Teaching And Learning：Towards The．Learning Society)为题发表白皮书。此白皮

书提出的主要目的是引导欧洲终身学习的各项学习行动与策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1世

纪国际教育委员会于1996年以学习社会为主题，发表了《学习：财富蕴藏其中》(Learning：

The rreasure Within)的报告书。此报告书指出了21世纪人类所面临的_系列挑战，为

了迎接这些挑战，人类有必要建构一个理想的学习型社会。此报告还特别指出，在信息社

会中，应该促使每个人具备搜集、选择、安排、处理及运用信息的能力。国内学者厉以贤

所著《学习社会的理念与建设》一书从理论的角度，阐述了我国构建学习社会的一些重要

问题。作者分析了知识经济与知识社会的时代背景，探讨了学习社会理念的内涵，并着重

分析了学习型组织、学习型社区、学习型家庭的产生与发展，对建设学习型社区、学习型

家庭提出了具体的实施策略。

(--)关于大众传媒的功能的相关研究

拉斯韦尔在1948年发表的《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一文中，将传播的基本社

会功能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1)环境监视功能；(2)社会协调功能；(3)社会遗产传承

功能。大众传播不仅具备这些功能，而且起着突出重要的作用。赖特继承了拉斯韦尔“三

功能说"，并在此基础上围绕大众传播的社会功能问题提出了“四功能说”：(1)环境监视；

(2)解释与规定；(3)社会化功能；(4)提供娱乐。施拉姆从政治功能、经济功能和一

般社会功能三个方面对大众传播的社会功能进行了总结。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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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大众传媒与教育、学习型社会建设的相关研究

美国约翰逊政府于20世纪60年代进行的“补充教育计划"实施过程中，大众传媒研

究者注意到了教育机会平等与大众传媒的关系的重要性，当时补充教育计划中有一个部分

是试图通过大众传播来改善贫困儿童的受教育条件。此研究发现，在现代社会，传播科技

的高度发展和普及为社会各阶层提供了充分接触知识和信息的机会，但是大众传媒实际的

社会效果却并非这样简单。萧璐在其《略论大众传媒的教育功能》一文中从对大众传媒施

教的潜隐性、大众传媒实现教育功能的途径、大众传媒教育功能的社会责任三个方面对大

众传媒的教育功能进行了初步的探讨。王燕在《学习型社会的范式及建构研究》一文中指

出信息的非线性动力是学习型社会的运行动力中一个重要的方面。由于存在非线性作用，

世界进化的过程是随机、偶然、不可重复及不可逆的，世界以极快的速度与多元的方式产

生着非线性的变化。信息的非线性发展，是学习型社会多元化、多样化发展的基础。

(五)笔者对以上研究成果的思考

相关学者在研究学习型社会的建设时，注意到了信息社会对学习型社会建设的影响，

以及信息在当今社会与个人发展中的作用，但是关于大众传媒对学习型社会建设的影响的

研究并没有引起学者的重视。另外，大众传媒的发展与教育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不同

形态的大众传媒处于主导地位的不同时期，当时教育的发展状况、个人对学习的态度、学

习在个人生涯中的重要性、学习的内容等各方面也不尽相同，教育及社会的发展与大众传

媒的发展息息相关。

在已有的大众传媒对教育、社会及个体学习的影响的相关研究中，对于某二形态大众

传播媒介的社会功能及教育功能有了一定程度的研究，比如电视对儿童发展的影响，网络

对青少年思想道德、价值观及社会化的影响等方面，但是把大众传媒视为一个整体来探讨

其对社会发展、对个人的学习与发展的影响的研究比较缺乏。

三、相关概念界定

综上所述，可以将学习型社会的含义界定为：就个人层面而言，学习型社会是一个充

满学习机会的社会，支持个体在其一生不同发展阶段中持续地学习；就社会层面而言，学

习型社会是各种学习资源经过有效整合，塑造出一个有利于学习的环境，促使各种有意义、

有价值的学习活动发生的社会。

大众传媒：“媒介"(medium／media)一词在英语中，意指不同事物间发生关系的介质

和工具，这一概念大约出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般来说，媒介是一种能使传播活动

得以发生的中介性公共机构(agency)。具体来说，媒介就是拓展传播渠道、扩大传播范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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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或提高传播速度的一种科技发展。“所谓大众传播，就是专业化的媒介组织运用先进的

传播技术和产业化手段，以社会上一般大众为对象而进行的大规模的信息生产、传播活

动。”Ⅲ大众传媒即大众传播媒介，包括两方面：一是职业化的信息传播机构，如报社、出

版社、电台、电视台、网站等；二是指传播信息的渠道，即以大众为传播对象进行传播活

动时所使用的传播载体和渠道(物质技术手段)，如报纸、杂志、图书、广播、电视、电

影，互联网等。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一)本文的研究思路

本文的研究思路如下：第一部分分析社会发展与大众传媒发展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

础上指出在当今社会发展条件下，大众传媒能够促进学习型社会建设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第二部分指出在我国目前学习型社会建设取得的成果与面对的挑战，以及大众传媒对我国

学习型社会建设的积极作用；第三部分理性地分析了与大众传媒相关的各种因素可能对学

习型社会建设产生的消极作用，并尝试着提出了一些解决这些问题的策略。

(二)采取的研究方法

关于大众传媒与建设学习型社会的研究是一项多学科的综合性研究。’本文主要采用了

下面的研究方法：·

1．文献研究法。。

2．．比较研究法。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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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学习型社会建设对大众传媒的需求

一、大众传媒促进社会和个体的学习活动的可能性

(一)社会发展与大众传媒发展的关系

1．社会发展与大众传媒发展

人类把自身关于教育的理想追求浓缩为“学习型社会”这样一种表达形式之所以产生

和发展于20世纪50年代之后，同教育与社会已经发展到一定水平密切相关。啼邯可尔温·托

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一书中指出考察不同时代的文明需要三方面的内容加以分析：社会

系统、信息系统、技术系统，而传播媒介的发展体现了不同时代的信息与技术发展的高度

结合，只要传播技术得到新的突破，它将必然与信息的传播活动相联系。在人类生存和社

会发展的过程中，人与人之间交流的媒介经过了农业社会的口语、文字的媒介形态，工业

社会的印刷、电子传播媒介形态，到现在信息社会的新媒介形态。

人类传播媒介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可以简单地理解为：个体生存与社会发展一交流

与传递的需要一媒介发展一社会及个体发展。在个体生存及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人类要想

了解、驾驭与自己生存相关的环境和事物，仅靠与自己生活物理圈中同伴之间的短时、短

距的交流是不够的，因此便产生了对更高质量的信息交流的要求。随着通讯技术的发展，

人类将其与信息的传递和交流结合起来，大众传媒由此而产生。

一．人类于17世纪逐步进入工业社会，社会信息系统的复杂性大大增加，信息的流通与

物质的流通、人的流通(即交通工具所承载的流通)速度不再相等，信息的流通开始逐渐

滞后于物质与人的流通。．此时i印刷术与电子技术的产生与发展，促使信息流通的规模和

速度发生了质的突破，信息传播对象的范围也在逐步扩大。文字传播活动不再受控于统治

阶级及其政府，技术的发展使信息传播活动打破了自己原有范围的界限，人人得以有机会

面对成批复制和远距离传输的信息。面对大众承载信息的大众传播媒体在技术的促进下，

在社会发展的要求下，在日益复杂的信息系统中而生。

·大众传播媒介产生于人类信息传播活动的不断发展与更多的需求之中，自从产生以

后，它的功能已逐渐超越了信息传递这一方面，并得以不断衍生与发展。大众传媒逐渐改

变了人类对世界的认识与体验、改变了人类的社会认知方式与生活方式、改变了人类个体

的身份认同与价值观念等。社会系统、信息系统的复杂性也随之增长，大众传媒在新的要

求下获得新的发展。因此，大众传媒的变化与发展既是媒介技术内在发展规律的体现，也

是媒介适应人类生活形态变化与社会发展的结果。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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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众传媒的发展与信息传播的时空

大众传媒的技术和工具属性决定了信息传播的时空范围、速度快慢和量的规模，大众

传媒演变的历史，是人类传播活动不断突破限制的历史。大众传媒产生以前，人类传播活

动的媒介主要为口语和官方所控制的限量手抄文字，口语交流的时空限制显而易见——短

距、转瞬即逝、不易保存。文字的产生使人类的传播活动在时间和空间两个领域发生了重

大变革，但是此时信息的传播规模和交流范围仍相当有限，另外手抄文字的效率也很低。

因此，当社会内部联系程度越来越紧密、社会信息系统越来越复杂时，这两种传播方式的

时空限制要求人类发展新的传播形态。

大众传媒的产生始于印刷时代，印刷时代的到来建立于纸张和印刷术发明的基础之

上，这两项发明意味着人类已经掌握了复制文字信息的技术，并逐步产生了批量生产与传

播信息的观：念。同时，在印刷技术不断革新的背景下，近代报刊随之产生与发展。近代报

刊、政治小册子、便士廉价报纸的不断演进使报刊的传播对象逐渐演变为大众，人类进入

了大众传媒时代。印刷媒介能够有效保存信息；受众可以自由选择阅读时间、地点和内容；

信息的传播者与受传者摆脱了口语面对面的限制；信息传播摆脱了政府的统治；信息的传

递不受地域的限制。

如果说印刷实现了文字信息的大量生产与复制，那么电子技术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实现

了信息的远距离传递，电子传播技术使信息的传播实现了“天涯若比邻"的景象，信息传

播的速度与质量出现了跨越式的飞跃。20世纪90年代中期，电子传播技术的突破使人类

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信息社会。在信息社会中，传统大众传媒形态相竞争与融合的基础

上又产生了“新媒介"。新媒介主要指伴随卫星通信、数字化、多媒体和计算机网络等技

术的发展而出现的新型传播媒介。与传统媒介形态相比，新媒介信息传播的双向性增强；

信息收集、处理和传输条件空前便利；媒介资源丰富化，打破了传统媒介组织对信息的垄

断。 一 ‘

3．大众传媒的发展与人类认知

大众传媒形态的变化改变着人类的认知方式与认知能力。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探

讨三个浪潮发生与发展的过程中，尤为重视传播工具的发展给人类的认知、思想所造成的

影响，他对第一、二次浪潮时代传播工具的比较，或许能够使我们对大众传媒与人类认知

活动的关系获得一个系统、清晰的认识：“在群体化传播工具(大众传媒)到来以前，第

一次浪潮时期(农业社会时代)的孩子生活在变化缓慢的村落中，通过有限的客观事物的

形象——老师，神父，村长，和地方官员，而最主要的是家庭，来建立他自己对现实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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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千篇一律的生活，强制性的意识，使得这个孩子可接触到的形象范围和活动余地，

从一生下来就十分狭窄。⋯⋯第二次浪潮(工业社会时代)成倍地增加了各种为个人绘制

现实形象的渠道。孩子们再也不仅仅从自然界和人接受形象信息，他们还从报纸，各种杂

志，无线电，稍后，还从电视获得信息。因为大多数单位：教堂，政府，家庭以及学校继

续发出一致的，互相补充的信息。但是现在大量的传播工具本身，变成一个强大响亮的发

言人。同时；这些传播工具具有穿越区域，种族，部落，’以及语言界限的能力，使在社会

思想领域里流通的形象完全_致化了。"∞1．

当ZP,BU传媒在社会传播活动中占主导地位时，人类重视书面语言符号的使用技巧，以

及文章的逻辑、修辞，强调个体的记忆能力与理性思维。当电子媒介成为占主导地位的传

播媒介，人们对书面语言符号使用技巧的重视程度有所减弱，而转变为对声像效果、形象

的强调，个体的理性思维活动会不同程度地湮没于丰富的、高速运转的感性、直观的形象

之中。通过印刷媒介，成年人可以对于孩子们何时获得某些知识实施较大程度的控制，但

是电视的出现逐渐冲淡了成年人对于儿童的权威。当书籍、报纸、杂志和其它一些印刷文

献刚刚变得习以为常时，广播和电视又扩大了对人们时间的占领，死记硬背的记忆方法不

断地让位于发展起来的新技术。人们期望通过“广泛涉猎”来掌握具有普遍意义的世界观，

而不是通过精读来获取专门的知识，知识学习的重点也开始由从容不迫的信息分析与批判

性的思考，向快速获取和加工信息的方面改变。口1新媒介的发展增强了信息收集、处理、

传播的便利性，也提高了对受众个体的媒介素养能力的要求。

，，‘如今，传统大众传媒与新媒介形态相互融合发展，人类的认知方式——人在认知操作

中表现出来的个体特征隅1也越来越多样，但是传播内容的“多"量必然会对传播效果的“高"

质带来影响，同时，对人类认知能力——个体接受信息、加工信息和运用信息的能力阳1的

要求也就越来越高。在繁杂的媒介形态中，在感性与理性的冲击中，给自己一个清醒的头

脑，也许是面对当今大众传媒发展现状的二个最好的方法。

(二)社会发展现状呼吁大众传媒促进社会与个体的学习活动

知识经济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的一种重要形态，它强调知识和信息在社会发展中的地

位，掌握知识与信息的多寡成为个体、国家竞争的主要决定因素。1996年经济合作发展组

织(oCED)在题为《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报告中对知识经济做出了界定：知识经济是

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经济，知识经济是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相对应的

一个概念。n们在知识经济中，经济的增长直接依赖于知识和信息的生产、传播和使用，以

高科技产业为第一产业支柱，以智力资源为首要依托，知识成为最重要的经济因素。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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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人类在从事各种社会认识与实践活动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对客观事物运动规律的系统

认识成果。口门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知识对经济、政治、社会生活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在目前我们所处的时代背景下，知识已经取代其他生产要素成为了决定经济增长的主要支

配因素，目前人类社会经济形态表现出知识经济时代的特征，而其他特征都从属于这一基

本特征。‘

．通讯技术的不断发展，知识的不断创造、更新，信息的高速度与跨地域传播，使个体

在正规教育阶段所接受的教育内容己不能满足当今时代中个体生存与发展的需要。“教育

正在越出历史悠久的传统教育所规定的界限。它正逐渐在时间上和空间上扩展到它的真正

领域——整个人的各个方面。”Ⅱ23知识经济时代，个体与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对知识的掌握，

要想跟得上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步伐，就必须学习不断变化的知识。知识经济催生着一个全

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而构建学习型社会也是知识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在学

习型社会里，学习成为社会成员的持续、终身、自由、自觉的主体性生命活动，实现人人

学习、处处学习、时时学习；各种社会组织与社会群体发展为学习型组织；建立融合正规

教育、非正规教育和非正式教育的终身教育体系。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学习对于个体和社

会发展的重要性将得以不断地提升，．人的学习潜能将被极大地激发出来，。学习将从一种单

纯谋生的手段转变为个体的■种基本生活方式。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知识的传播与处理的成本大大降低，传播效率日益提高，’

这不仅为大规模地生产与共享知识奠定了基础，而且解决了由于知识传播效率低下所造成

的知识稀缺的问题。知识经济中信息通讯技术的改进及传播手段的现代化，为主体认识与

改造世界、发挥主体能动性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大众传媒的传播属性与功能，‘决定了

它能够对知识经济背景下学习型社会的建设发挥重要作用。‘

二、大众传媒促进学习型社会建设的必要性

(一)大众传媒的组成要素与学习活动的关系

1．受众与学习者身份的重叠‘

一大众传播媒介是大众传播活动中信息生产和传递的承载方式与物质介质。大众传播活

动的组成因素包括四个方面：传播者、传播媒介、传播对象和信息：其中，传播对象是指

大众传媒传递信息时所面对的社会上的大众——受众：大众不同于初级群体(初级群体的

特点是：成员之间通常保持着面识关系，拥有共同的目标或价值，并且在时间上具有一定

稳定性)、不同于群集(群集指集合状态下的人群，通常局限于一定的物理空间之内，具

有匿名性、情绪性、暗示性和感染性，能够从事一定的及和行为)、也不同于公众(公众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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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很大而且分布范围广，但它一般指社会上围绕共同关心的公共事务或问题，通过公开、

合理的讨论而形成的能动的社会群体，其行为是有理性的)。大众的主要特点是：(1)规

模的巨大性；(2)分散性和异质性；(3)匿名性；(4)流动性；(5)无组织性；(6)同质

性。‘133’

： 受众是大众传媒进行传播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各类传媒以现实受众及潜在受众的

信息需求为出发点来设置传播形式、定位市场角色、选择传播内容。当以上因素变为实体

被受众接收以后，受众对某一传媒或传媒内容的兴趣、倾向会通过传媒的市场份额或其他

的反馈形式而告知传媒，由此，形成了传媒发展与受众需要的循环。新传媒与传统传媒的

竞争、演变及整合，作为大众的受众的分众化、小众化发展，使得受众在大众传媒的传播

活动中的地位由被人忽略发展为受到重视，不仅传媒对各自潜在的受众很关注，而且受众

自身对自己的角色也逐渐得到新的、全面的认识。
‘

学习型社会中的学习者(包括学习者个体和学习型组织)的学习活动是一个终身的、

全面的过程，但凡能被学习者加以利用的、一切能促进学习的设施及资源，都应该被他们

用来发展自己的知识、技能、生活与工作方式、价值观等。学习型社会中学习者需要在每

一个发展阶段不断发现学习机会的提供者，并承担起自我学习、自我教育的任务。学习型

社会中的学习者个体和学习型组织正是大众传媒的受众，受众可以通过大众传媒来了解国

内外时事、社会观点和社会思潮、实用生活知识和消费信息，获得社会知识和开阔眼界，

了解与工作学习有关的信息，以满足个体对信息广度的、深度的要求。

，一报刊和书籍的读者、‘广播的听众、电影电视的观众，以及新媒体的发展与兴起使受众

的范围逐步扩大。当读者、听众、观众等受众参与大众传播活动时，把大众传媒与自己的

学习活动相结合，他们也就变成了学习者。学习者通过接触无处不在的大众传媒获得与学

习的相关信息，满足他们学习活动的需要，并由此确定了大众传播中受众的角色。

2．传播内容与学习资源的关系

媒介内容为主，还是媒介形式为主，一直是大众传媒产业在提高其竞争力过程中遇到

的一个两难问题，也是传播领域学者研究大众传媒问题时关注与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要

研究学习型社会建设中的大众传媒的作用，对于这个问题不能回避——学习型社会中大众

传媒的内容的分析，是理解大众传媒之所以能够促进学习者学习的一个重要方面。大众传

媒的传播内容与学习型社会学习者的学习资源的重叠，是大众传媒能够促进学习活动的一

个原因，大众传媒的发展，不仅是科学技术提供支持的结果，更是社会生活对传播内容需

求的不断推动使然。n41传统意义上的(媒介)内容包括单体的显在内容与结构性的隐含内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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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既包含内容的语义成分，也包含内容的语用成分。H51当今媒介产业竞争过程中，传播

内容的发展有了不同以往的转向：由重视普遍意义的“巨"内容转向对分众化的、个性化

的“微"内容的有效开发与利用；内容生产的价值重心由提供事实判断向提供价值判断。

美国教育与传播协会(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al Communications and

Technology，AECT)于2004教育技术定义中指出：(学习)资源“是人、工具、：技术和

为帮助学习者而设计的材料"，n63即一切能满足学习者的学习需要、·促进学习活动的材料

都可以称之为学习资料。它既包括信息与先进的传播技术系统，也包括数字媒体、书籍及

传统的视听材料等等，因此，大众传媒是学习者的重要学习资源。大众传媒传播内容的生

活性、发展性、分众化特征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满足学习型社会中学习者的学习需求，即通

过大众传媒提供的信息材料，实现学习者全面、创新、专业化的学习。

3．传播时空与学习时空的关系

时空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动方式，任何事物都处于一定的时空之中，时间和空

间不是独立的、绝对的，而是相互关联的、可变的。人类生存时空的不断扩展既是建设学

习型社会、强调终身学习与全民学习的一个原因，也是学习活动得以不断发展与提升的一

个可利用因素。

如今大众传媒的传播时空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地理空间的延伸表现出地方化趋势_

一区分为传播内容涉及的区域、’传播覆盖的地域和传媒的地区延伸；’赛柏空间的延伸表现

出网络版的趋势——虽然网络空间仍然具有物质的和地理的形式，但是由此建构的空间区

域已经瓦解了传统地域界限的意义，信息传播超越了地域限制，地理学的地域概念因此成

为心理上的传播感受；传播的时空观更加强调时间意识——时至今日的大众传播缩短了传

播的时空距离，同时也扩大了传播时空，当传播能够延伸到更遥远的地域时，对受众来说

地域和时间的制约反而弱化了。n73因此，生活在大众传媒时代的我们足不出户便能知晓天

下事，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获得大众传媒，提取自己所需要的信息。

学习型社会中的学习活动具有普遍性、终身性的特点，要求学习者具有不断发掘学习

新时空、利用各种学习资源的能力。知识更新速度的加快、数量的急剧增加，人类及个体

面临问题的日益复杂，使人们在正规教育阶段接受的知识、能力、价值判断等方面已经不

能满足发展的需要。从时间上讲，学习活动的时间已从传统接受正规教育的年限变为个体

的一生；从空间上讲，学习活动不再仅仅发生于正规教育阶段或职业培训等方面。时时学

习、处处学习是学习型社会中开展学习活动的两项基本要求。

大众传媒传播信息区域的广泛性、传媒发展的网络性(即新旧传媒形式的整合与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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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传播时空限制的弱化，表明学习者完全可以充分利用大众传媒所传播的信息实现时

时学习、处处学习。’

(二)大众传媒的传播效果与学习活动之间的关系

学习是个体通过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而导致行为、能力、心理倾向发生相对稳定变化的

过程。以班杜拉为代表的社会认知理论认为：多数人的学习都发生于社会环境中，通过对

他人的观察，人们获得知识、技能、策略、信念和态度。这一理论把自我调节的学习功能

放在中心位置：人们并不是仅仅按照他的偏好而行动，人们的许多行为受到其自身内部的

标准以及对自身行为评价的反作用的激发和调节。如果个人的标准被接纳，表现和标准之

间的差异便刺激了评价性和自我反作用的表现，而这又影响到接下来的行为，行动包含于

它的决定性因素一自我作用的影响之中。大众传媒的传播效果表明，大众传媒对个体的
自我评价与外部行为影响等方面有重要的影响。

在传播学领域，传播效果这个概念具有双重含义：一是指带有说服动机的传播行为在

受传者身上引起的心理、态度、和行为的变化；二是指传播活动尤其是报刊、广播、电视

等大众传播媒介的活动对受传者和社会所产生的一切影响和结果的总体。传播效果有多种

多样的分类，从时间上考虑，可以分为短期效果和长期效果；从与传播者意图的关联上，

可以分为预期效果和非预期效果；从效果的性质上，可以分为积极(正)效果、消极(负)

效果、逆反效果等。在接收大众传媒提供信息的过程中，受众可根据自己的学习特征、学

习需要去搜寻及获得相关的知识与信息。与此同时，受众对传媒环境作出一定的反应，自

身的行为、能力与心理倾向发生强弱转变、完善或恶化的发展。在受众获得与使用大众传

媒的过程中，受众对媒介性质与媒介作用、对自我学习的认识与评价，会对其以后与传媒

之间的关系形成累积性的影响。就像安眠药对失眠的人可以治病而对精神绝望的人会成为

自寻短见的一条途径一样，大众传媒对不同受众传播同样的信息很有可能会产生不同的效

果。大众传媒如果做到真正尊重受众的主动性、多样性、差异性与选择性，就能使大众传

媒产生更佳的传播效果。

早期大众传媒传播效果理论(魔弹论、皮下注射论等)认为传播媒介拥有不可抵抗的

强大力量，它们所传递的信息在受传者身上就像子弹击中身体、药剂注入皮肤一样，可以

引起直接速效的反应；它们能够左右人们的态度和意见，甚至直接支配他们的行动；受众

只是被动地接受大众传媒对其产生的影响，无法也不能做出有效的、积极的反映，受众只

能麻木地接受大众传媒给自己的“注射"。随着大众传媒研究者对媒介形式、传播过程、

传播对象、传播效果等不同方面的全面、科学、实证的深入研究，关于大众传媒效果的研

12



山东师范大学硕七学位论文

究又逐渐形成了社会分化与影响不一论、固执受众与使用满足论、宏观强制性负效果等理

论。这些理论将媒体与受众之间的关系一步步明朗化，逐渐地把这一关系理解为一种双向

互动的过程，传媒根据受众的需要提供传播媒介与内容，而受众则具有选择自己需要的信

息的自由。

大众传媒的传播活动构成了人们生存的三种环境：真实环境、心理环境、模拟环境，

‘即现实环境、主观环境、媒介环境，一切活动在这三种环境中发生。学习活动发生的环境

不仅仅是存在与我们理想中的真实环境，而是这三种环境相互交织所生成的一个大的生态

环境。大众传媒如果想对受众产生更多积极的影响，-需要做到以下几点：信息能够准确地

传达到受众；信息传递的过程能够尽量避免所有可能产生传播障碍的干扰；传播的信息能

够引起受众的关心与兴趣。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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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大众传媒在学习型社会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一、我国学习型社会建设的现状

“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报告课题组"提出：“中国如果能够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的历史机遇中全面强化人力资本投资，全面建设学习型社会，全面提高人民的素质和能力，

就有可能使中国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使得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总量更加充足，

结构更加合理、质量更加提高、体系更加完善，人民学习能力和就业能力更加发展。”n町

学习型社会是时代的产物，建设学习型社会能够提高国民素质，增强国家竞争力；学习型

社会能够适应社会开放系统发展的客观要求；能够实践终身教育理念；推动社会可持续发

展，深刻变革人们的思想观念。党的十六大提出要把建设终身学习体系和学习型社会、促

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呈现出以下几个方

面的新的阶段性特征：“社会主义文化更加繁荣，同时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日趋旺盛，人们

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因此，在提出实现全面建设小

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中对教育事业的规划要求是：“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全面改善人

民生活。现代国民教育体系更加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基本形成，全面受教育程度和创新人

才培养水平明显提高，’要发展远程教育和继续教育，建设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

会"。

(一)我国学习型社会建设已经取得的成果

从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建设学习型社会和终身教育体系的重大战略任务之后，我国学习

型社会建设工作已经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1．终身教育理念对传统教育教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终身教育的思想正在转化为政策和社会发展目标，且渗入到正规教育体系当中。终身

教育观念的普及，促使教育从以“精英’’为对象的教育转变为社会成员普遍参与的活动。

终身教育着眼于建立各种教育机构，提供各种教育的场所和机会，建立和构建一个使学习

者能够终身接受教育的体系，强调社会互动的过程。

终身教育包括教育体系的各个阶段和形式，它要求建立一体化的教育体系，即从纵向

上集学前教育、学校教育、成人教育和老年教育于一身，从横向上融家庭教育、学校教育

和社会教育于一体。1191终身教育打破了传统的教育理念：第一，教育对象不仅仅是学龄儿

童与青年，而是指社会全体成员；第二，教育不仅仅是学校教育，而是与家庭教育、社会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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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结合，家长不再认为教育只是学校的事情，社会担负起一定的促进学生发展的责任。

实现终身教育的一个前提是学习者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在终身教育理念的影响下，

现在学校中的教育教学强调要形成学生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对学生发展的要求不再仅仅

局限于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的获得，而是还包括学会学习与形成正确的价值观等内容，“学

得知识”的教学目标转变为“学会学习"，学生学习能力的发展成为师生共同的追求。在

新的社会发展条件下，强调培养学生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

解决问题的能力、交流与合作的能力、探究精神与批判性思维、创新意识与实践能力、·人

生规划能力等等。

2．各级各类的学习型组织的建立与发展

目前，许多地区已经以终身教育理念为指导，将构建学习型城市、学习型社区和学习

型企业作为本地区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要策略。随着学习型社会建设工程的提出，各地市

已开始注重对学习型城市建设的规划与实践探索。北京市、上海市、常州市、常德市、南

京市、齐齐哈尔市、西安市、贵阳市、温州市等地市已开始了学习型城市建设的工作，在

这些地市的学习型建设网站上可以看到各个地区建设学习型社会的进展。‘

，在学习型城市建设过程中，其中一个重要元素是学习型社区的建设，各个地市对本地

学习型城市建设的规划已落实到各个社区的建设之中。南京市玄武区大力整合社区资源，’

广泛开展社区教育，．形成了一条涵盖社区各类人群，覆盖人生各阶段的，“终身教育链"。：

上海市闸北区建立了学习型街道评审量表，设定了不同的指标类项，具体描述了各指标要

素，明确了评审内容参照标准，用自评与复评相结合的评价方式进行评价，使各街道的学

习型社区建设做到了标准性与灵活性相结合。

学习型企业是学习型组织的典型形式，最初对学习型组织的描述就产生于对企业的研

究。每个想要大展宏图、取得市场份额的企业，都会重视学习给自身所带来的活力、创造

力。联想，国内第一个学习型组织，从11人创业、20万元起家的小公司，到今天员工万

余名、营业额超200亿的大企业，联想精神领袖柳传志把公司的发展归功于“整个团体的

学习能力"，并将其视为“联想的核心竞争力之一"。．“在联想，学习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

从联想诞生那天起就没停止过学习，以后也不可能停止。’’瞳们以缔造“学习型组织"为企

业文化核心的江淮汽车集团，近年来以令人刮目的速度快速崛起，江汽集团董事长左延安

提出“向一切可以学习的人学习，向一切可以学习的事学习”。晗¨ ．

3．全民对开放的学习方式的追求

终身教育、全民教育理念在广大社会成员中的普及，使大部分社会成员对学习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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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需求，形成了新的学习态度。个体不再满足于正规教育阶段所接受的教育，而纷纷开

始寻求适合于自己的新的学习方式，学习地点不再局限于教室之中，学习时间也不仅仅是

系统标准的时间范围，学习内容是由学习者自己确定。

在一个开放的社会中，人人都有发展自我、追求自我的自由，近几年我国继续教育和

远程教育得到了快速发展。个体在产生了发展自我的需求之后，就会努力探寻与自己的能

力发展水平相吻合、与自己的生活工作相适合、与自己的年龄阶段相符合的学习形式。撇

开那些接受正规教育的学生不谈，在正规教育体系之外的人们可以获得各种各样的学习方

式：工作中的成年人可以在闲暇之余选择成人院校或网络远程教育、老年人可以在老人学

校或广播中享受学习、偏远地区的人们可以通过组织学习来发展自己，等等。 ·

在学习型社会中，积极主动进行学习活动的个体与组织，能够将自主学习、合作学习、

创新学习等新的学习方式与传统的被动学习、个体学习、接受学习做到合理结合。学习者

逐渐认识到，各类学习方式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关键在于哪一种学习方式更适合于自

己。随着认知活动的不断发展，学习者对于自己的认知内容与认知方式有了更高的要求，

学习者根据时代变化的特征选择更加合适自我发展的学习方式，在获得基本素质的基础上

发展个体与组织的创新能力，保持自身的活力。

(二)我国学习型社会建设面临的挑战

学习型社会建设不仅与一个国家的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水平有密切的联系，而且与

．．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自然和地理环境、人口状况也有密切的关系。未来的十几年，

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中国迅速崛起的重要战略时期，是经济社会持续

快速发展的时期。我国学习型社会建设工程虽然已经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进展，但是也存在

一定的问题，我们只有认识到我国现阶段学习型社会建设所面临的挑战，这项工程才能取

得最大程度上的成功。1目前我国学习型社会建设工作面临以下几个方面的挑战：

1．．经济发展现状的影响

首先，我国目前经济增长质量不高。虽然近几年我国GDP增长速度保持着较快速度的

上升，但是仍然存在一些不良的发展因素。现阶段经济的发展较大程度仍主要依赖于资源

和能源等生产因素，劳动生产率较低，没有充分发展和利用人力资源，也造成了对资源和

能源的不合理消耗。另外，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文化发展之间存在脱节现象。为了经济

发展，忽视了后面两者，后面两者的发展滞后于前者的发展，一个国家理想的发展状态应

该是三者的发展共同进行

其次，我国目前经济和科技自主创新力比较差。当今时代，创新能力的高低决定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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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国家竞争力的高低，不创新，就意味着落后，处处受制于人。我们对经济创新能力的重

要性已经逐步有了深刻的认识，但是目前的经济与科技创新能力还略逊于经济发达国家。

2．传统学习模式的障碍

学习型社会要求有新的学习文化，即要有积极的学习态度，正确合理的学习方式，符

合时代发展的学习内容等。它要求学习者树立终身学习、自主学习、组织学习、创新学习

的新的学习观念。但是我国当前的学习活动中，却受到功利性学习、被动学习、和个人学

习的传统学习模式的阻碍。

功利性学习观主宰了我国学习者很长时间的学习活动。古代时候，“学而优则仕"，学

习好了，优于别人了，就有一个美好的仕途；当今时代，持有传统学习观的学习者将其演

变成了“学习是为了谋生”。也就是说，不论如何，．学习的动力来自于外界对自己的压迫，

此种功利性学习观念下的学习活动也就变成了被动的、个体的、守旧的学习。学习型社会

是以知识和信息的大量生产和传播为主要特征的社会，面对着大量更新的信息，越来越多

的学习者会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如果仍持有传统的功利性学习观念，就会产生学习的障

碍，’最后在无法适应、被动学习的情况下被逐渐淘汰，而社会中这类群体一旦激增则必然

会大大阻碍学习型社会的实现。

’3．人力资源素质偏低的影响 一，

学习型社会的构建需要有丰富的人力资源做支撑。然而，我国人力资源的现状是：整

体国民素质偏低，中高层次人才严重缺乏，人力资源整体水平和发达国家及新兴工业化国

家相比存在有较大差距，产业、行业人力资源结构性矛盾突出，劳动力整体文化素质不能

适应产业高度化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升，地区、城乡间劳动力文化素质的不均衡性

十分突出。他23怎样为世界上数量最大、但是教育水平相对低的劳动大军提供大量有效和较

高质量的教育和培训，普遍提高人民的基本素质，发展中高层次人才的能力，协调各行各

业的劳动力资源，尽可能的解决各方面的不均衡发展的问题，是我国建设学习型社会面临

的巨大挑战。

4．两个不均衡发展的影响

首先，经济与教育发展的不均衡。学习型社会需要全体国民素质的提高，教育是其根

本途径，但现实情况是我国的教育发展极不平衡，从而为学习型社会的构建增加了障碍。．

其次，信息化教育程度不均衡。信息技术是建设学习型社会的技术基础，建设学习型

社会要求加快信息系统的建设。信息化是学习型社会的基本前提，要做到能够以教育信息

化带动学习型社会的建设。目前我国信息化教育已初具规模，但是程度比较低，也不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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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没有充分利用信息系统中的各种有效途径，无法满足学习型社会的要求。

针对以上几个方面的挑战，笔者认为，大众传媒在解决上述问题的过程中有着不可忽

视的影响：大众传媒的发展作为经济发展的一部分，具有重要的社会教育与文化教育的功

能，大众可以据己所需选择资讯，获得基础性与创新性的知识；在大众传媒的帮助下，学

习者可以有效地做到积极主动学习、合作学习，为自身的发展而学习；大众传媒同样也是

实施信息化教育的一个重要途径。

二、大众传媒在学习型社会建设过程中的积极作用
”

我国各个地区关于学习型城市、学习型社区、学习型家庭建设的政策与规划中已经认

识到了大众传媒对学习型社会建设的积极影响。例如，常州市建设学习型家庭实施意见中

提出建设学习型家庭的评价指标中就包括：有300册的家庭藏书，订阅2份以上的报刊；

家庭拥有电脑，并开通上网；家庭成员坚持收听收看新闻节目，关心国内外大事，有一定

的政治鉴别力和文艺欣赏力，每天安排一定时间阅览报刊、上网学习。口31大众传媒发展到

今天，它对社会成员个体及社会整体的学习及发展所起的作用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

_“关于大众传媒对学习型社会建设、对全民的学习活动所起的积极作用可以从两个层面

进行分析：一是大众传媒特性所决定的其对学习活动的促进作用；二是从学习型个人和学

习型组织的学习活动出发来探讨大众传媒的作用。

(一)大众传媒特性层面的分析

喻国明教授提出的数字化时代的传媒发展战略——“U化战略"描绘了今后一段时期

内大众传媒的发展趋势及特点，U指构成此战略的五个U：Universal(普及)，User(用户)，

Unite(融合)，Unique(独特)，Ubiquitous(无所不在)。Universal(普及)与User(用

户)说明了大众传媒的传播对象的大众性，传媒业要争取扩大自己的受众群；Unite(融

合)与Unique(独特)则说明了大众传媒的媒体技术和媒体内容的发展方向，在技术与内

容方面，各传媒特别是传统传媒会与新传媒相融合开拓新的天地，而又不失其独特性，在

融合的过程中能保持其独特性是各传媒存活的保障；Ubiquitous(无所不在)说明大众传

媒将以极高的覆盖率影响人们的社会生活，打破时空的界限，各类受众群体都能及时方便

获取自己所需的传媒内容。这几个方面显示出了大众传媒对学习型社会建设影响的几个主

要方面：传递积极正确的学习观念；扩大社会成员的学习参与；提供便利、丰富的学习内

容；拓展学习时空，改善学习方式。

1．传播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观念

观念是指人类支配行为的主观意识，观念的产生与个体所处的客观环境关系密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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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的观念就是人的大脑对客观环境的正确反映。人类的行为都是受其行为主体的观念支配

的，观念正确与否直接影响到行为的后果。

从1968年美国学者哈钦斯提出学习型社会已经40年整，我国接触学习型社会也有很

长一段时间了，终身学习、全民学习的观念在一部分地区、群体成员的心里已得到认可，

但就我国大部分地区、大部分群众而言，对于学习型社会建设的认识还只是停留在政府政

策层面的认识或者还没有任何相关认识，尚未认识到终身学习、全民学习的必要性和紧迫

性。在社会中希望学习一门技术或技能就能过好下半辈子的人不在少数，甚至在高校中也

有部分学生抱有苦学几年就能过好一辈子的想法，由此可见，，关于学习型社会建设的终身

学习与全民学习的观念有待广泛宣传。

，大众传媒产生不久就变成了舆论与政治宣传的工具，大众传媒发挥的第一个功能就是

对社会成员观念的影响与引导作用。学习型社会建设的第一步应该是在全社会宣传终身学

习、全民学习的学习观念，抛弃陈旧的功利性学习观念，从观念上使全民意识到学习型社

会的实现对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大众传媒堪称是发布与培养新观念的最有效

的工具，通过舆论的引导能够促使人们抛弃旧的、一落后的学习观念，有利于公众逐渐接受

新的学习观念。

2．扩大学习者群体，促进全民参与学习

+学习型社会是_．个全民学习的社会，学习型社会实现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扩大学习

者群体，使尽可能多的社会成员参与学习。虽然目前还不能确定大众传媒传播活动的对象、

信息传播的接收者——受众，．与学习型社会的学习者两者是否已经建立了严格的对应关

系。但是，学习型社会中的学习者一定是大众传媒的受众，不论是传统的还是新的学习方

式，学习者都无法脱离大众传媒的作用。所以，在学习型社会建设的过程中，应扩大大众

传媒对学习者群体的积极影响，挖掘大众传媒促进学习者学习活动的功能，使更多的受众

变为学习者i实现受众与学习者的最大程度上的吻合。

大众传媒促进社会成员参与学习活动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参与广度方：

面，可以促进全体受众的学习活动，扩大学习者群体；二是在参与深度方面，能够使利用

大众传媒进行学习活动的学习者做到全面参与。

(1)扩大学习者群体

大众传媒的传播对象——受众的规模性、分散性、异质性等特点与学习型社会中学习

者和学习型组织的全民性、主体性等特点相吻合。假设有两个集合：大众传媒的受众集合

A与学习型社会中学习者集合B，只要集合B中有一个元素(一个学习者个体或学习型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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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通过大众传媒来获得学习资源，从而使自己的能力、行为或心理倾向发生了变化，那

么集合A与集合B就有交集，如前分析，就有两者身份的重叠。现在面对的问题是t两者

交集的范围到底有多大。随着大众传媒的发展与学习活动的广泛开展，如何充分发挥大众

传媒对学习活动的积极促进作用，使两个集合交集的范围发展到充分大的程度，也就是能

做到尽可能多的学习者通过大众传媒来参与学习，‘是学习型社会建设过程中值得思考的一

个问题。
‘

据统计，2006年末我国广播综合人口覆盖率95．0％，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96，2％。全

国出版各类报纸416亿份，各类期刊30亿册，图书62亿册(张)。嘲12007年1月23日，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第1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本次调查显

示，中国内地网民总人数已达’1．37亿人。从数字上分析，我国大众传媒目前的发展已经

达到了较高的人口覆盖率，这使大众传媒成为一个重要的学习途径成为可能。

不同的大众传媒形态有其各自的优势与劣势，对于各个年龄阶段和不同地区的学习者

来说，在众多的大众传媒面前，总可以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一种传媒形态。比如，家庭主妇

可以选择报纸和电视，学生可以选择期刊杂志，上班族可以选择互联网，老年人可以选择

广播，而偏远地区的人可以选择便宜且信息较为即时的广播，等等。报纸的优点为：信息

较为详细，信息具有可选择性及可保留性，信息成本低廉；期刊杂志的优点为：读者群比

较稳定，内容安排灵活，便于携带，主题研究视角及深度优于报纸；广播的优点是：信息

反应快i收听者广泛，不受环境限制i电视的优点是：内容具有较强的包容性和综合性，

信息传递形象直观，可视性增强，时效性强，覆盖面大；互联网络的优点是：互动性强，

不受时空限制，．受众与传播者身份有重叠，信息量大。

·在学习型社会建设中，大众传媒需承担的另外一个任务是向社会全体成员传递新的学

习观念：大众传媒自其产生之日起，大众及研究者就从未忽视过它在影响人们观念方面的

影响，因此，大众传媒要想发挥其在学习型社会建设中的作用，必须要在传递各类信息的

过程中蕴含着对新的学习观念的宣传，促使受众产生明确的学习意识，形成积极的学习观

念与态度。。

(2)深化学习者的全面参与

．在学习型社会里，每一个学习者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学习需要、学习意愿自由地获得学

习、训练和培养自己的各种手段。学习者的学习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因此但凡能够被个

体或组织加以利用的学习资源都应该得到充分的利用。如今，大众传媒以很高的人口覆盖

率和内容覆盖率介入学习者的学习活动，学习者可以通过接触无处不在的大众传媒，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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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学习有关的信息，满足学习需要，同时完成学习者个体在大众传播中受众角色的确定。

“今天的民众都受过普及教育，可以阅读和书写，⋯⋯，(但)他们却是知识、思考和行

动的参与者。他们愈是能够享受新的机会，就愈能达到完善的直观和获得批判性的鉴别

力。"嗌3

人类的学习活动是在认识与改造世界的社会实践中，借助语言与思维，通过直接经验

与间接经验的获得从而使个体发生变化的过程。不论是直接经验还是间接经验的获得，都

需要学习者的全面参与。每一种大众传媒形态都有较为稳定的受众群体，因此，当一个学

习者选择了一种传媒进行学习的时候，，也就意味着他选择了一个与自己的学习需求最为接

近的群体。学习型社会中的学习活动不再仅仅是个体的学习，还是个体在集体中的学习，

大众传媒能够以其较为固定的受众群体提供一个潜在的学习集体。人是在社会文化情境中

接受影响，通过直接地跟他人的交互作用来建构自己的知识的，人类的学习活动是共同体

性质的活动。在这样一个大众传媒提供的潜在的学习共同体中，学习者具有一定程度相似

的学习目标，从事大众传媒工作的传播者也会根据受众群的目标期望、信息特点来选择传

递的信息，受众对于大众传媒提供的信息会产生较为强烈的认同感，在一种身份认同的，瞄

理作用下，能够更加深入地进行自己的学习活动。r

3．．大众传媒提供便利、丰富的学习内容

(1)传媒的内容决定其竞争力，微内容重于宏内容

自麦克卢汉提出“媒介即是信息"—·传播媒介的性质对社会的影响超过媒介内容对

社会的影响、给予媒介技术与媒介形态的作用以至上的地位以后，关于传媒业的发展应该，

以“渠道为王”还是以“内容为王”就一直是一个倍受争议的话题。．笔者认为，’在媒介技

术不断成熟与创新的时代，传媒的发展已经进入了以内容优劣决定其竞争力的阶段。各类

传媒对于某些内容资源的聚合能力、筛选制作能力及传达能力，决定着其占有传媒市场份

额的大小及发展潜力。

在有限的传媒技术面前，传媒的内容更能彰显其丰富性。为了面对以“内容为王"的

竞争现状，受众的信息需求成为了传媒业重视的焦点，传媒的内容决定了受众的多寡，而

受众又决定了内容的生产。随着受众的现代化，受众的“分众化"趋势也越来越强。实际

上，从传播需要的角度来说，受众的需要开始由共性的需要、普遍性的需要转向个性化、

分众化的需要，媒介内容关注的重点也开始了一个由宏渐微的转变过程。

(2)大众传媒能够提供便利、丰富的学习内容

传统的学习观念认为学习活动主要进行于学校之中，但是，就目前而言存在有一个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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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问题，即在学校中对学习者实施教育需要大量的经费。对于经济贫困的人们来说，要承

担较为高额的教育经费是不可能的。但是，传统媒介及新媒介的发展，使大众传媒成为了

富有潜力的学习内容提供者。目前，我国基础教育阶段几乎已经不需要付出高额的经费，

但是基础教育阶段以后的教育却仍旧需要高额的教育费用，对于那些没有经费进入学校学

习但仍有学习需求的人们而言，他们可以利用大众传媒接受信息的传递，根据个人的实际

需求参与学习活动。

学习内容是指学习者为了实现自己的认知活动目标而所需要的知识、技能和行为经验

的总和。当我们将学习活动狭隘地局限于学校范围内时，学习者的学习内容也被割裂、被

简化了。但是，作为整体的大众传媒所提供的信息是非线性的，围绕着一个学习主题，学

习者能够获得的相关信息十分宽泛，可谓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拓宽了学习

者的学习内容与认知视野。大众传媒把科学、教育、文化等信息以超链接的方式提交给学

习者检索、查询和应用，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学习者多样性的学习需求。大众传媒内容发

展的“三贴"准则即“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解决了被图国于学校之中的学

习内容的有限性，有助于实现全民学习、发展性学习、主体性学习。传统的学习方式(被

动、个体、接受的学习)忽视了学习者的主体性，具有不同学习特征的学习者所接受的学

习内容却是近乎相同的，使得大部分学习者的学习无法与自己的实际生活相结合。而大众

传媒所提供的内容既有综合性又有独特性，不论你想获得哪一方面的学习内容，大众传媒

总能满足你的需要。学习型社会中学习者所需要的学习内容具有全、新、专的特征，而大

众传媒所传递的全面、即时、专业的内容使各位学习者不得不为之心动。

1各类传媒根据自己的特征来选择与传播媒体内容的形式，主要有两种：一是专业性的

媒体内容，即专门为解决某一类问题而存在的传媒，二是综合性的媒体中解决某一类问题

的一个版块。例如，笔者要获得关于visual foxpro的知识，可以购买一本关于visual

foxpro的图书；也可以在电脑报上找到与visual foxpro有关的专栏，然后根据时间或内

容的类型将相关的visual foxpro知识加以整理；还可以在网络上搜索相关的内容j比如

在网易科技专栏的网易学院里找到关于visual foxpro的视频教程。

大众传媒提供的学习内容与传统的教育机构提供的学习内容之间存在的区别为：大众

传媒所提供的内容更加贴近生活、通俗易懂。作为整体的大众传媒提供的学习内容可谓是

“兼容并包”，科技知识的传播提高了人的科学素养；善恶知识的传播和道德舆论的引导，

锻炼了人辨别善恶的能力，提高了人的道德修养：文学、艺术等知识的传播，培养了人的

审美情趣。受众可以通过大众传媒提供的内容进行健康教育、价值观教育、思想政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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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教育、道德教育、国防教育、法律教育等等社会生活所需要的教育，获得各类职业所

需要的学习内容；受众也可以通过大众传媒创造的环境与自身的现实环境和心理环境发生

相互作用而获得发展。另外，各类大众传媒虽然都有各自较为固定的受众群，但是在这个

受众群体之中，各个受众的认知水平并不是整齐划一的，大众传媒提供的内容与专业的教

育、培训机构提供的内容相比，更容易让受众对其识别、接受和理解。

4．拓展学习时空，改善学习方式

(1)对学习时空的影响

信息的有效传播及媒介优势的发挥需要时空构建来完成，。而媒介的信息传播实际上是

一个时空的再组织过程：以媒介时空对生活时空进行再建构。㈣今日的大众传媒缩短了传

播活动的时空距离，同时也扩大了传播的时空，对于受众来说，地域和时间的制约已经弱

化了：从传媒的传播方式来看，传统媒体中报纸的传播时间受地域影响最大，电视和广播

可以在异地同步的传播中达到一种传播双方共同在场的情境，而互联网传播是“就在这里．

和此刻计数的地方”，随着报纸产业的发展，报纸也有可能实现一种与事件同步的传播，

即不同的报纸在第一时间对事件进行报道，从整体上分析事件进展的形貌和态势矗因此，，

在媒体技术不断发展、不断突破的今天，时空限制对于传媒而言不再是_个难题，h姆相反，-

突破时空限制的媒体可以在当今的传媒市场上处于不败之地。大众传播时空限制的不断突

破使受众的学习活动可以随时、随地进行，学习活动不再局限于某个特定的时间、机某个特‘

定的地方。

戴尔从视觉教学理论的角度出发将学习经验分为11层：词语符号；视觉符号；录音、

广播、静画；教育电视；展览；校外学习旅行；演示：演剧的经验；设计的经验；有目的、

直接的经验。聊这11层经验的表现形式中，媒体表达越来越由抽象变为具体，表达的信

息越来越由浓缩变为详细，呈现信息需要的时间越来越多。㈣布鲁纳根据戴尔的经验之塔

提出了三个相应的学习表征阶段：有直接有目的的经验、设计的经验、演示的经验、示范、

参观旅行及展览对应于动作性经验；电视、电影、录音带／磁带对应于形象化表征；语言

文字和视觉符号对应于符号化表征。‘粤作为受众的学习者可以选择符合自身认知水平、与

学习需要相符的具体或抽象的媒体形式，并将其与以前积累的经验相结合，在有限的学习

时间和急切的学习需求之间寻找平衡。

学习型社会是一个全体社会成员实现终身学习的社会，．它要求社会成员将学习活动贯

穿一生，不能认为在正规教育阶段之中的学习活动能够满足其生存与发展的要求，人们无

法一劳永逸地享受自己在学校中学习活动的成果。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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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生存与生活的时间由制约时间、必需时间和休闲时间三个部分组成，制约时间是

人们用于完成工作任务的时间，必需时间是人们用于生活起居的时间，休闲时间则是指工

作和生活起居之余的时间。m1人们必须在其工作与生活时间以外的闲暇时间里找出一部分

的时间来学习。传统的学习活动发生于专门进行教育与培训的场所之中，多数学习者同时

学习，同时接受由“专家"提供的资讯。学习者没有自由来选择学习时间，只能根据教育

机构或培训机构制定好的时间来学习。但是如果学习者借助于大众传媒来参与学习活动的

时候，情况则大为不同，每一个学习者或学习型组织都可以在自己的工作时间之外找到最

合适、最便利的时间来从事学习活动。

例如，笔者想学习visual foxpro的较为系统的知识，但是学校里本专业没有开设此

课程，而社会上的辅导学校开设了相关课程，可本人却无法找到与此辅导学校开设的课程

相协调的时间，那么对于笔者来说求助于大众传媒而获得visual foxpro的相关知识看来

则是最为合适、便利的一个途径。当找到网易科技专栏里的网易学院，发现其中有系统的

visual foxpro视频教程之后，就可以在闲暇时间用一台可以上网的计算机进行学习。

(2)对学习方式的影响
一

当学习者的学习时空发生了变化之后，其学习方式也会发生一定的变化。

①继承型学习转向探索型学习

所谓继承型学习，是一种经模仿与继承前人为主的学习，主要是学习现成的知识，学
、

习过去的知识和技能。胁1所谓创新性学习，是一种探索式、发现式学习，这种学习要求学

习者具有探索事物内部规律的能力，是一种发展式学习、独立能动的学习。不论是学习型

社会中的学习者个体还是学习型组织，以独立的形式开始学习时总要制定与自己符合的学

习目标，。寻找需要的学习内容，学习活动不受他人所限，按照自己的意图而实施。

当学习者决定开始借助大众传媒进行学习活动的时候，他们的学习就充满了探索的意

味：选择哪一种媒体，选择哪一部分的媒体内容，怎样通过媒体进行学习，如何协调自己

的学习时空与大众传媒提供的时空，这一系列选择都表明了学习者学习活动的探索性。另

外，在利用大众传媒进行学习的时候有一个特点需要引起注意：即传统教室中学习活动充

当引导者的“专家’’在大众传媒中也许“隐身’’了，学习者可能无法找到确切的学习内容

的专家，所以这个学习的过程更加充满了挑战，探索学习无所不在。

②被动学习转向主动学习

被动性学习就是指学习者的学习活动是迫于外在压力而被动地进行，学习是复制的、

接受的、复述的和指令性的。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人们的学习活动开始向主动性学习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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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根据自己的学习兴趣、爱好及发展的要求，自主、能动地进行学习。处于知识经济和

信息时代背景下的人们，已经认识到了学习对于自身发展的重要性，不再需要外界的压迫，

每个想要寻求自我发展的人都会要求自己主动学习。大众传媒传递资讯的不断更新，让每

一个社会成员见证了如今社会变化的迅速，促进了社会成员的主动学习。

③标准化学习转向个性化学习

于传统的学校或培训机构之中参与的学习是一种标准化的学习，工业化时期的标准化

特征从工厂衍生到了学校，学校的教育工作也具有了标准化的特征：统一的上课时间，统

·的课程进度、统一的教材、统一的评价方式，用“一刀切"的标准形式要求学生的发展。

进入信息时代，学习不再以标准化的固定模式进行，而开始转向个性化的学习，学习者可

以根据自己的学习兴趣、学习需要制定适合自己的学习目标、学习方式j建构个性化的学

习体系，学习型社会中的学习者是个性化的个体。

(二)学习型社会建设层面的分析

1，大众传媒对学习者个体的学习活动的影响

学习型社会是一个全体社会成员学习的社会、改善成员学习方法的社会。利用大众传

媒，学习者个体可以做到：

t(1)对新观念持有开放的态度

学习型社会要求学习者以开放的态度去面对并接受新生事物或观念，而不能带有偏见。

或预设立场的态度。大众传媒对事物或观念的提供观点有很多，受众可以通过大众传媒，

在自己已有立场上对事物或观念形成更为全面的观点，了解迅速变化的世界、社会。

(2)倾听与表达观点

学习型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懂得倾听别人的意见与想法，了解别人的立场，受众接受

大众传媒提供信息的时候就已经做好了倾听他者思想的准备。当然，在适当的时机与场合；

适度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立场，让别人了解自己的想法或观念，也是学习者学习能力的一个

方面。当代大众传媒的发展增强了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互动性，受众在接受大众传媒的时

候，传播者也接受了受众。受众市场决定了传媒的发展，当今的大众传媒给受众提供了广

泛的发表个人意见与观点的平台。

(3)对问题的解决方式提出反省与质疑

学习型社会中的人，应该懂得如何应对学习中所出现的问题。使用大众传媒的个体，

不可能全面接受大众传媒提供的信息，大众传媒也鼓励受众对众多问题的解决方式做出自

己的判断i总结出各种可能的解决方法，根据自己的学习特征找出最佳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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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众传媒对学习型组织的学习活动的影响

学习型组织的发展与成熟是实现学习型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所谓学习型组织，就是

充分发挥每个员工创造性的能力，努力形成一种弥漫于群体与组织的学习气氛，凭借学习，

个体价值得到体现，组织绩效得以大幅度提高。b21学习型社会中的学习型组织不仅包括学

习型企业，还包括学习型社区、学习型家庭等形式。

利用大众传媒，组织的管理者可以营造出组织的学习氛围，建立组织共同的学习目标。

例如，学习型城市与社区可以通过城市广播或都市报，与广大社区成员形成互动，营造出

适合本地区发展特色的学习目标与内容；学习型企业可以利用与本企业相关的专业期刊提

供的信息来明确自己的学习内容，了解本企业所处的发展趋势，本行业的未来势态，从而

确定学习和发展的目标；学习型家庭与其他组织形式相比，有较高的凝聚性，学习素质也

更为接近，一可以利用图书这一媒介形式来促进家庭成员的学习活动。另外，随着物质水平

的不断提高，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各个学习型组织可以通过互联网来设置自己的学习

活动，如温州市以“创学习型城市建创新型城市"为主题的学习型社会建设网，口31包括

工作动态、学习型组织、学习载体、书香温州、市民大讲堂、学人对话、学人访谈、终身

教育体系、学习课堂、他山之石、温州日报理论版等版块，具体内容为：对政策的学习、

对学习型组织(学习型机关、学习型企业、学习型社区、学习型家庭、学习型村镇)的介

绍、温州市民学习载体(远程教育中心、儿童网、图书馆、老年大学、社区大学、农民成

教在线等)的介绍以及温州历史文化等的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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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促进大众传媒发挥积极作用的策略

大众传媒的发展与社会、个人的发展息息相关。由于大众传媒的传播对象——受众与

学习型社会的学习主体——学习者的身份的重叠，大众传媒的传播内容与学习活动的学习

内容之闻较高的相关性，大众传媒的传播时空与学习活动发生时空的高度吻合，以及大众

传媒的传播活动所特有的传播效果对个体、社会发展的作用，决定了大众传媒在学习型社

会建设中能够对学习者个体和学习型组织产生积极的作用。大众传媒能够传播先进学习观

念，扩大学习者参与群体，提供丰富的学习内容，改善学习时空与学习方式。僵是，大众

传媒在对学习型社会建设产生促进作用的同时，也存在一定的消极影响。，对大众传媒各项

功能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分析；对大众传媒与正规教育机构之间的关系的把握，对大众传媒

的大众化与分众化、小众化之间的关系以及大众传媒“知沟’’现象的分析，有助予我们认

识大众传媒的相关因素对学习型社会建设的负面作用，找蹴解决的对策，合理地发挥大众

传媒对学习型社会建设的作用。

．一、加强大众传媒各项功能对学习活动的促进作用

大众传媒靛传播活动的两个主体——错’息传播者和信息接l发者，甚至于大众传播活动4

的旁观者，对大众传媒在学习型社会建设中的积极作用以及对组织和个体的学习活动的影

响，并非都能够获得一个清晰、全面的认识。如同大众传媒的教育功能一样，大众传媒赠”

学习活动的影响、对学习型社会建设的影响存在很高程度的潜隐性，隐藏于大众传媒的其

他各种功能之中。

(一)大众传媒的社会功能

1．政治功能
’‘

．在以大众传播媒介为信息流通渠道的时代，并非每～个人都有话语权。“守门人”理

论指出新闻媒体在从消息来源获得大量资讯后(需要进行)编辑筛选、删减的过程，至于

资讯的选择规范则建立于“守门入"自身。轴43“守门人’’理论告诉我们，“守门人”决定

羞什么性质的信息可以传播，传播多少以及怎样传播，当今社会的“守门人"主要是指隐

藏于大众传媒背后的政府与垄断资本等。大众传媒担当起了思想教化的任务，解释社会成

员政权体系的运作，介绍政权所希望社会成员具有的价值观、社会成员应该做什么及禁止

做什么，以此来整合政府的政治意志，从两加强公民思想的一致性和社会的有序性。

大众传媒的政治功能主要表现在社会协调、决策参与与意识行为动员三个方面。社会

协调，是指大众传媒根据政府的意志、‘国家的主流价值观来选择、解释与评论信息，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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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的解决政治问题的方案与策略，把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适应当前环境中最为重要的事

件上。决策参与，是指引发热点讨论与实行舆论监督，传媒的决策参与作用，是中国发展

实践中大众传媒政治功能的一个具体体现。作为公众参与决策的重要渠道，传媒既向公众

报告决策机构的运行及决策过程，又为公众提供发表意见的机会和场所，方便社会各部门、

各阶层相互对话、协商与联系。口51意识行为动员，是指通过大众传媒的大力宣传、解释党

和政府制定的发展目标与方针政策，使人民充分理解党和政府的思想政治路线，理解国家

的发展目标，为实现这些目标而奋斗。

2．发展经济功能

大众传媒的发展经济功能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大众传媒提供的产品进入市场作为商

品运行，传播媒介本身作为经济单位出现，成为整个市场经济的一部分；二是大众传媒提

供的信息对其他社会经济单位的发展产生的巨大作用。

大众传媒提供的产品所产生的物质价值和社会价值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作为生

产、传播信息的大众传媒，它在知识经济时代所产生的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比以往任何时

代都显得重要。大众传媒的产业化在现代社会发展中已成为一种趋势，知识经济时代的大

众传媒更彰显其产业化特征，大众传媒的产业化是知识经济时代的必然，也是大众传媒发

挥自身功能的希望之路。

大众传媒产业具有很强的服务性，传媒业的工作人员集聚自身行业的智慧，整合、加

工各类信息资源，通过信息的传播，给其他产业的发展提供所需资讯，为其他产业不断提

供新的发展动力。其他产业在知识经济时代的发展也越来越离不开大众传媒主导的信息产

业，其他产业与传媒业的新结合也成为现代经济的新增长点。

3．社会控制功能

社会的发展促进了大众传媒的兴起与发展，大众传媒也对社会的发展进程起着重要的

作用。大众传媒一旦投入运行，就被赋予了选择信息和解释信息的权力，从而获得了控制

社会的能力。大众传媒虽不能决定人们思考的方式，但是通过议程设置却能大致限定受众

在什么样的范围内思考，影响社会成员或某一群体的人生观、世界观、行为方式等。

社会发展的要求社会成员及时获得社会环境动态发展的信息，分析和判断自己在整个

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通过大众传媒提供的动态信息，社会及社会成员能够及时对当今变

化做出针对性的反应，采取措施以及时避免失误。大众传媒可以作为社会环境监测者，在

有任何可能危害社会或不良倾向显露苗头的时候，立即向全社会发出预警性信息，使之能

及时采取措施，将隐患消灭于萌芽状态之中。另外，大众传媒既能够满足社会各群体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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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信息需求，又能使整个社会了解各社会群体甚至是个体的需要，使各群体之间的沟通与

联系得以可能。

4．文化传递功能

文化传递功能是指传递社会文化成果、文化遗产的功能。通过大众传媒的传播活动，

社会成员可以了解与掌握社会价值观、社会规范和社会文化遗产。随着传播技术的进步，

大众传媒日益明显地参与文化遗产的传递活动，成为当今社会中具有强大文化功能的传播

‘机构。’

大众传媒的文化传递功能体现在：促进教育的普及、扩散科技信息、更新社会成员的

观念、巩固社会规范：大众传媒的特点之一就是通过现代化的传播技术传播覆盖面宽广的

信息，借此大众传媒具有了普及教育的潜能；通过各类大众传媒可以开展大量科普活动，’

破除迷信，推广新技术新产品，提高公众的科技素质；现代社会中，大众传媒堪称是传播

与培养新观念的最有效的工具，通过大众传媒所提供的舆论引导，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们抛

弃阻碍发展的陈旧观念，逐渐接受有利于发展的新观念；大众传媒还是一种巩固社会规范

的有力工具，通过对违背社会规范行为的揭露，使社会成员意识到错误的行为规则与方式，

然后引导公众对此行为的谴责，使发生此类行为的个人或集体不再发生类似的错误行为。

5．娱乐功能’．

大部分受众在自己的闲暇时间中接触大众传媒，最初接触传媒的目的就是为予在繁忙

的工作与生活中放松自己，对于作为个体的每一个受众而言，大众传媒提供的休闲娱乐功

能是吸引个体接触它的一个重要方面。另外，大众传媒可以提高社会公众的审美水平、陶

冶公众的文化情趣、倡导良好的社会风尚，大众传媒的娱乐功能与社会控制功能、文化传

递功能密切相联。

随着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以及与外界环境接触的不断增多，人们越来越需要一种简易

方便的方式来娱乐、调节自己的身心。当今传媒在技术更新引导下的飞速发展，使社会成

员娱乐的需求得到了进一步的满足。同时，关于大众传媒娱乐消遣功能可能对受众造成的

负面影响，也是大众传媒的一个“硬伤"，快速、大量、通俗、浅显的内容既是吸引人们

的开始，也可能是人们“思想堕落”的开始。

(二)发挥大众传媒对学习活动的促进作用

大众传媒的各项功能在传媒时空中具有不可分割性，这些功能同时蕴含于大众传媒的

传播活动当中，大众传媒不同的功能与其促进学习活动的作用相互融合，例如，中央电视

台科教频道的《百家讲坛》栏目中易中天先生的“品三国”，将历史知识与学习的娱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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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结合，观众获得历史知识的同时，精神上也得到了愉悦。

对于大众传媒对学习活动的影响，本文主要探讨的是大众传媒对政治功能、经济功能

及娱乐功能的过度重视对学习活动产生的不良影响。过于偏重政治功能的大众传媒，如果

政治宣传意味过于浓厚，对于一般受众来说会降低他们接触传媒的兴趣；大众传媒产业为

了生存，必然要将内容生产和其他相关资源(广告、宣传)联合经营，但是如果大众传媒

过于偏重经济发展功能，一味追求在产业与市场中的发展，则可能会降低对传播方式与传

播内容的把关，盲目迎合市场和受众的需求(特别是较为低级的需求)，造成传播内容的

低水准，影响受众身心发展；过于偏重娱乐功能的大众传媒对受众来说会引发深厚的兴趣，

但是一些水准低下的娱乐传媒会降低受众的审美鉴赏能力，分散受众的学习兴趣，使受众

忽略了学习活动的存在，给个体身心的健康发展带来了障碍。

大众传媒对社会、个体的发展产生影响的同时，社会与个体的发展对大众传媒的发展

也起着重要的作用，所以面对着大众传媒可能对学习型社会建设产生的负面影响，‘社会及

受众并非无计可施。如麦克卢汉所言，“全面的抵抗和全面的投降一样，代价是太高了。"

参与大众传媒的传播活动的不同主体，不论是传媒组织、政府管理者还是受众(主要指学

习型社会中的学习者)只要明确自己对以下问题的答案，那么笔者认为关于大众传媒各项

功能对学习活动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的难题就能够得到较大程度上的解决，这些问题即：

谁负责任——负什么责任一对谁负责——如何负责。大众传媒必须在政府、受众和各种
社会利益团体及自身之间找准定位，界定自身的权利和责任，否则就不能获得良好的发展。

1．传媒组织与传媒工作人员

要想发挥大众传媒在学习型社会建设中的积极作用，首先应承担起责任的就是大众传

媒工作者——传媒组织和传媒工作人员，各类传媒组织与各位传媒工作人员应该明确自己

在学习型社会建设中可能起到的作用。传媒组织应对受众的覆盖程度、媒体工具的可信度、

媒体工具的环境、媒体编辑的内容与方式等因素进行深入的分析。以上几个方面决定了大

众传媒在整个社会中的公信力、影响力，。有公信力和影响力的传媒才会拥有更大的受众群

体，对自身公信力和影响力的重视的大众传媒必然会选择优秀的传播方式与内容，进而对

受众及社会的发展产生积极的作用，这是一个良性循环的过程。

为了在学习型社会建设的过程中获得较高的公信力和影响力，大众传媒组织与传媒工

作人员应当做到：拥有促进学习型社会建设进程的意识；能够熟练运用不断更新的媒介技

术；具备良好的选择、处理、传播信息的能力；抛弃各类信息中的糟粕。

2．政府管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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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管理者作为大众传媒传播活动的“把关人’’、学习型社会建设工程的规划者，对

于发挥大众传媒对学习活动的促进作用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学习型社会是我国未来社会

形态发展变化过程中一个重要的部分，政府决策者与管理者应该明确自己在学习型社会建

设中的作用，充分调动各方面的学习资源与优势。可以说，政府管理部门是大众传媒组织

与社会成员之间建立联系的桥梁，也是解决两者矛盾与冲突的斡旋者。

政府管理者在对大众传媒的传播活动进行“把关”的时候，应该使传媒组织明确大众

传媒在学习型社会建设中的作用，督促大众传媒的传播活动，促进社会学习活动的最大化，

除了要求大众传媒传播内容时要“弃糟粕取精华"外，还应当充分利用大众传媒这块有利

阵地，向社会大众宣传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政策、规划、要求等。

3．学习型组织与学习者个体

最终决定大众传媒是否能够促进学习型社会建设的因素是学习型组织与学习者个体。

大众传媒发展到今天，特别是新媒介技术的使用，使受众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至高地位。不

论是学习型组织，还是学习者个体，在利用大众传媒进行学习活动的过程中，都要明确自

身所担负的责任。学习者在大众传媒环境下的学习充满了主体能动性，因此不能再将大众

传媒对自身产生的负面影响全部推卸给大众传媒组织与传媒工作者。

学习型组织与学习者个体利用大众传媒进行学习活动的时候应该做到：具有运用大众

传媒来参与学习活动的意识；明确为了满足学习需要而选择媒体的标准；对于各类媒介提

供的纷繁的信息应保持理性的判断能力；理解大众传媒的运作方式，提高自己的媒介素养

能力；加强传媒提供的内容与现实的联系等等。

二、强化大众传媒与学校之间的联系

学习型社会是一个全体社会成员实现终身学习的社会，因此终身教育体系的构建是衡

量学习型社会建设进度的一个重要方面。终身教育体系是一个面向社会的、开放的体系，

是一个各种类型、各种形式和各个层次的教育有机联系和协调一致的、为终身学习而服务

的教育网络。因此，要探讨大众传媒在学习型社会建设中的作用，就必须考虑大众传媒与

这样一个教育体系之间的关系。学校是构成终身教育体系的基本单位，处于信息时代与知

识经济时代中的学校的发展与教育活动离不开大众传媒的影响，合理处理学校与大众传媒

的关系是发挥大众传媒积极作用的一个重要方面。

(一)大众传媒与学校发展

1．学校与大众传媒是建设学习型社会的两个重要阵地

从当今世界学校教育政策的走向看，重视传媒和信息环境、研究媒体与学校发展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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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应是为思考学校发展前途的重要任务之一。追求教育的有效性是学校发展永恒的主题，

如何使学校发展与大众传媒进行有效的结合，追求大众传媒对学校发展的正效应，是学校

对大众传媒的期待，也是大众传媒在学习型社会建设中应该产生的积极效果。

笔者认为，终身教育体系中的每一所学校和传媒环境中的每一个大众传媒主体是学习

型社会建设的两个重要阵地，’如果两者之间能够明晰自己在学习型社会建设中所处的位置

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且能够做到良性的沟通与协作，那么这个“艰难”的工程的成功

就会有更大的可能性。娜1

2．学校发展对于大众传媒的依赖性．

学校的发展对大众传媒有较强的依赖性：第一，学校要通过大众传媒来接受信息，了

解社会发展动向。学校是整个教育体系的主导部分，而教育体系又是组成社会结构的一个

重要部分，因此，学校的发展要想与教育体系的发展、社会的发展取得一致性，必须寻找

渠道来了解社会发展的趋势。第二，学校可以通过大众传媒对教育教学活动进行宣传，提

高学校的社会形象，求得学校更好的发展空间。在提出构建终身教育体系以后，各个类型、

阶段的教育的地位都获得了提升，尤其是近几年我国对高等教育以及职业教育相关政策的

重视，因此，各个教育类型中的实践主体——学校，都有必要利用在大众传媒环境中的宣

传活动，来促进本校的发展。

+3．实现学校与大众传媒的有效互动

学校的发展依赖于大众传媒，但是学校对于大众传媒也能够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与

大众传媒相比，学校在对个人及社会发展方面具有更高的公信力，大众传媒如果与学校能

够做到有理、有节的合作，就可以更好地实现它在学习型社会建设中的作用。

‘第一；在对学校教育教学活动报道的过程中，大众传媒一定要保持一种公正、理性的

态度，不能歪曲报道，夸大或者缩小学校的功绩与错误，否则，一旦大众了解了事实真相，

那么两者在社会公众中的威信将会全无。第二，学校要以积极的、求实的心态面对大众传

媒，不能抵触也不能逢迎，有些学校为了强化自己的宣传，很可能造成一些不必要的浪费。

第三，两者之间应经常沟通与交流，了解彼此的运行规则。两者的合作除了要达到互惠互

利以外，还要注意到其合作行为对社会可能造成的影响，两者必须保证对社会影响的正面

效应。

(二)大众传媒与学校教育

1．学校教育是学习者学习能力发展的基础

学校教育决定了学习者学习能力的发展程度，也决定了学习者受大众传媒影响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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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人的学习是以间接经验获得为主的活动，通过接受系统性、阶段性的学校教育，每一

个学习者获得基本的发展能力。学习者利用大众传媒进行学习活动时需要许多基本能力的

支持：知识的储藏量、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分析处理信息的能力、比较判断的能力、想象

力、综合能力等等。因此大众传媒对学习者能够产生的影响以学校教育的接受程度为基础，

教育素养的差别不仅导致了受众接受信息的多寡、优劣，也决定了受众有没有接触新媒介

的能力。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往往成为学习者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原因之一。受教育较

多的人更善于选择他们所需要的信息，更善于评价媒介内容；受教育较少的人则较有可能

接受媒体内容的表面价值。

2．大众传媒对学校教育的影响

学校教育为大众传媒发挥各种社会功能提供了可能性，同时，大众传媒也促进了学校

教育的发展。学校教育的普及与媒介技术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远程教育、老年教育、

职业教育这些已经或者即将纳入终身教育体系的教育在大众传媒的帮助下；才能得以更好

更快的发展。．大众传媒不仅使更多的人接受教育成为现实；而且使个人接受终身教育也成

为可能。

大众传媒对学校教育活动的影响还体现于媒介内容对学校学习内容的影响。学校教育

中的学习内容在当今社会发展中也要做到与时俱进，进行适时的更新，跟上时代的步伐。一

例如j语文课本中现在新编入的文章就有一部分是摘编于报纸、期刊；数学、．物理等科技

知识的新发现也是先于学校而发布于大众传媒平台之上的；随着社会的发展，会涌现出一

些新的道德、价值、社会规范问题，学校教育活动可以利用大众传媒提供的材料对学生进

行道德教育。

另外，由于学校环境的单一性、学生交往的同质性、学校环境与校外环境的分离性等

因素，使得大多数学生在学校教育之外更加喜欢与大众传媒的“亲密接触”。在对外部世

界的理解上，一部分学生更愿意相信来源于大众传媒的信息，而较少相信父母或老师。

3．媒介素养能力的培养

大众传媒对于学生有着不可避免的影响，它能够与学校教育进行合理的结合，从而对

学生产生积极影响，也可能违背学校教育目的，使学生的发展与社会要求的方向背道而驰。

因此，知识经济时代中的学校教育活动不能忽视对学生媒介素养能力的培养。媒介素养教

育既是阻止大众传媒对学生恶劣影响的手段，也是促进大众传媒对学生身心发展的积极影

响的手段。“媒介素养”，主要是指“人们面对大众传播媒介的各种信息的选择能力、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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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质疑能力、评估能力、创造和制作能力以及思辨能力"。∞71

了解大众传播媒介提供的信息，批判地衡量信息的传播形式和内容，把握它们改变我

们生活的方式，这样的媒介知识和传统课程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上海交通大学从2004

年9月起，在媒介与设计学院尝试开设了“传媒素养’’课程，课程设计为四大单元：一是

传媒素养的内涵、作用及其与个人的关系；二是当代受众对大众传媒应有的认识；三是大

众传媒信息与社会发展和个人成长的关系；四是大众传媒的变革和发展趋势。这一新的课

程受到了大学生的普遍欢迎。嗍

4．大众传媒与教师权威

大众传媒与教师都是学生个体社会化的承担者，大众传媒渗透到学生的学习与生活

中，给教师这一社会代言人的权威带来了挑战。教师作为社会代言人向学生传递主流社会

文化，以保证学生的信念、价值观、观念及行为方式符合社会要求。在传统教育体系中，

制度、观念以及自然的因素都为教师拥有权威提供了客观条件。但是大众传媒的“侵入”，

使教师的权威格局发生了变化。大众传媒内容的丰富、手段的多样与教师传授内容的刻板、

方式的严肃形成了对比，削弱了教师在学生心中的权威，大众传媒的“非主流"与教师传

授的“主流’’成了学生思想中的矛盾。

．t但是，大众传媒在传播先进文化的同时，也传播了一些糟粕，对处于发展中的学生而

言，如果过于“迷信"大众传媒的魅力，或用大众传媒来全面“抵制”教师的教育，学生

的发展就会处于危险境地。因此，，作为教育学生的主体——教师j在面对大众传媒带来的

挑战时，应做到：顺应文化环境，把新权威建立在知识结构的不断更新上；营造情感氛围，

把新权威建立在学生真正的认同基础上；实现角色转换，把新权威建立在教师角色的新定

位上。‘393

’

另外，大众传媒在传播信息的活动中应该树立积极、正面的教师形象，强化教师的权

威，避免由于大众传媒传播导向的失误而造成学生对教师的误解与抵触。

三、削弱大众传媒分众化与大众传媒“知沟"的负面作用

(一)大众传媒分众化现象

当代大众传媒的规模竞争、科技的进步引起了传媒市场的厚报化、窄播化、频道多元

化时代，大众传媒的发展进入了分众化的时代。“分众化是大众传媒在分众时代覆盖大众

的手段。"㈨

1．大众传媒分众化的原因

传媒市场的变化与受众素质的不断提高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大众传媒分众化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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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原因。大众传媒的发展在不断膨胀，而受众注意到的媒介资源又相对有限，为了争取到

更多的受众，当代受众口味、素质的不断提高都促使了大众传媒的大众化发展。在媒介技

术与媒介内容发展日益饱和的时候，如何抢占市场份额、分析市场发展方向、把握受众的

媒介心理与媒介需要、根据自己的媒介特点分割有限的媒介资源就成为了当代各大众传媒

发展的“生命线”。

大众传媒分割媒介资源就等于分割受众群体，受众的市场价值日益凸显出来。大众传

媒环境下人们彼此之间的交往“不仅以地位与经济为其区隔，更以趣味和品格形成交往圈

子’’。Ⅲ3同时，受众自身在文化层次、主体意识方面的提升使得受众不再像过去那样被动

地接受媒介提供的内容，而是迫切要求大众传媒根据受众自身的发展与心理需求提供媒介

内容，受众群体的特定需求决定了大众传媒在以受众为价值主体的市场上的分众化发展。+

大众传媒的发展经历了“小众化——大众化——分众化’’的阶段。大众传媒的发展始

于小众化，在报纸于19世纪30年代发展为廉价“便士报”之前，还没有“大众传媒”一

词。此后，报纸的大批量发行加上20世纪初广播的繁荣发展，研究者由重视报纸及广播

在政治运动中宣传舆论的重要作用开始，发现了“大众传媒"对政治运动及受众的社会生

活的影响，由此“大众’’成为研究大众传媒的一个重要对象，·“大众"是分散的。匿名的’、

没有聚合的价值观和目的的一个“隐形”的群体。到了如今的分众化时代，受众群体日溢

明朗，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分众"取代了“大众”或是“大众"已日渐消失。实质土}“分

众’’只是“大众’’的一‘个表现形式，是大众传媒在现今的发展阶段覆盖大众的一种手段。

2．大众传媒分众化的表现

报纸：大众化报纸以社会大众为读者群，读者成分比较复杂，分众时代的到来使读者

的兴趣、利益产生了较大的差异。为了尽可能满足各个读者群的兴趣、利益与需要，大众

化报纸逐步进行了版面栏目的切割和强化工作，通过具体版面和栏目设置的分众化来实现

报纸的大众化取向。

广播：广播的窄播化是广播面对分众化时代所采取的回应方式，交通广播、音乐广播、

健康知识广播、戏曲广播等专业频道出现以后，各个广播电台逐渐由综合台向专业台转变，

以抓住一定的受众群，通过强烈的特色资源避免分散的“大众"流失。

电视：面对着大众传媒的分众化发展，电视行业所做的回应是各频道的专业化。由中

央台至省、市地方台，都在纷纷进行频道专业化建设。目前，中央电视台已经建立了一系

列的专业频道：经济、综艺、国际、体育、电影、农村、电视剧、英语、科教、戏曲、社

会与法、少儿等众多的专业频道。从电视行业的发展趋势来看，我国大多数电视台以后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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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发展为受众细化的专业性频道。

网络：目前网络的发展形态有因特网、万维网、广域网与局域网等。具有不同网络需

求的个体与组织可以找到符合自己需要的形式，例如，企业可以将因特网与企业内部局域

网相结合进行学习活动，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因特网与万维网的发展更加体现了当代媒体

的分众化趋势。就我国网络发展而言，最初获得成功的是新浪、搜狐、网易等一些较大的

综合性的门户网站，但是随着网民的增加，网民素质与需要存在的较大差异，一些专业性

的、为特定群体设置的网站在分众化时代同样地获得了成功。如：“榕树下”给喜爱文学

创作与欣赏的网民提供了“栖身之所”。

3．大众传媒分众化的弊端

大众传媒的分众化就是“最大限度地实现信息价值和趣味品味对所有可能切合人群的

有效覆盖。分众化时代的媒介竞争不是比谁更小众，而是比谁更能为特定的信息和特定的

趣味品味找到切合它们的人群。圹m3但是，对于学习型社会建设而言，大众传媒的分众化

对其存在着一定不良的影响，比如：各传媒为了争取最大市场份额，就有可能偏重于对主

流文化与价值的需要、高端阶层的媒介需要或者人数众多的“中产阶级”的需要的满足，

而对一些非主流的、低端阶层或是弱势群体的媒介需要置若罔闻，不管不顾，造成了不同

的受众群体获得大众传媒资源的不平衡，或者造成了大众传媒“知沟"现象的加剧。

(二)大众传媒“知沟"现象

”1．+大众传媒“知沟”现象的相关研究

所谓“知沟"概念，来源于1970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教授蒂奇纳三人研究小组提出

的“知沟假说”(Knowledge Gap Hypothesis)。这一假设认为：随着大众传媒向社会传播

的信息量的日益增加，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人将比社会经济地位低的人以更快的速度获取信

息，因此，这两类人间的知沟将呈扩大而非缩小之势。换言之，媒介的普及不等于信息的

均衡流通。

当今社会各阶层的知识文化水平和经济水平都获得了提升，但是他们各自获取知识的

速度却不平等，文化水平与经济实力强的群体获取信息呈“加速度"的趋势，而文化水平

低与经济实力较弱的群体却在获取信息的速度与质量上明显落后于前者。目前我国大众传

媒发展面临七个方面的知沟差距：一是媒介分布的差距；二是新媒体普及的差距；三是媒

介资讯分众化的差距；四是媒介信息流量的差距；五是媒介传播技术的差距；六是媒介接

触支付能力的差距；七是传播价值选择的差距。m3

2．大众传媒“知沟"现象发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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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大众传媒“知沟”现象，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受众的教育素养的差异；

经济实力的差异；媒介信息分配的差异；媒介设施配置的差异等。

第一，获得较高教育素养的受众拥有着较高的学习能力、思维能力、处理信息的能力

等，而缺乏教育素养的受众对于这些能力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不足。教育素养即是指受众

在接受正规教育以后所获得的素养。教育素养的高低决定了受众接受信息与处理信息的多

寡与优劣，同时也决定了受众是否有能力接触到具有技术要求的新媒介。

第二，受众经济实力的差异是形成“知沟"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大众传媒业是二个

经济实体，它的发展目的是为了获取经济效益，信息在大众传媒组织的手中也具有了商品

的特性。信息的传播与获得都是针对那些具有经济实力能够负担得起费用的人，有经济实

力的人，能够及时、方便地接触到自己所需的信息，获得重要的媒介资源，而经济实力较

弱的受众，由于无法承担足够的购买信息的费用，则没有办法获得及时、重要的信息，也

不大可能接触到新媒体。

第三，媒介的知识控制与信息分配的差异也加剧了“知沟"现象。大众传媒的信息传

播是社会结构的产物，信息的选择、处理、传播总是对有利于权力团体的议题进行界定与”

规划。媒介内容不论是在价值的衡量标准上，还是报道方式上都会经常因某个社会群体盼一

爱好为依托。H们 ．

。第四，媒介设施配置的差异也造成了受众对大众传媒资源获得的不平衡。区域经济发

展较好的地区能够配置优质的媒介设施，充分利用新的媒介技术，享受信息科技带来的成

果。而经济发展落后的地区则没有经济能力负担新的媒介技术，无法配置齐全的媒介设施，

甚至于只能配置一些相对来说单调的、陈旧的媒介设施。比如，据统计，北京地区的利用

互联网的网民数量已经超过了400万，普及率超过30％(截止2005年底)，H司而西部大部

分不发达的地区只能通过广播来获取信息。

(三)削弱大众传媒分众化的弊端与“知沟"现象的策略 ，

学习型社会是一个全民学习、平衡发展的和谐社会。大众传媒的分众化造成的对主流

文化的过度重视、对弱势群体文化的忽视，“知沟”现象所造成的受众之间信息获得的不

平衡，对于学习型社会中要利用大众传媒来学习的学习者而言是不利的。在建设学习型社

会的过程中，应尽可能地减少大众传媒的分众化发展所造成的不良影响，最大程度地弱化

大众传媒“知沟’’现象。

第一，国家要加大对经济不发达地区大众传媒设施的投入。受众素质的提高、能力的

发展与大众传媒对学习活动的影响之间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关系，任一一方面的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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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另一方面的高低。学习型社会是一个全民学习的社会，要普及教育，

提高全民族的素质与学习能力，大众传媒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途径。

第二，大众传媒组织与传媒工作者在对信息进行分配与设置时，不能忽视各个年龄阶

段、各种职业、不同地区的受众的信息需求。从大众传媒传播活动的传播者一方开始就应

尽量避免分众化造成的对某些受众群体的忽视，削弱受众掌握信息的不平衡现象。要努力

开发和发展一些针对弱势群体的节目，努力消除信息鸿沟，保证受众信息占有量的相对公

平。 ．

第三，信息拥有量的多少、利用多少信息，最终决定权在受众手中。因此，各受众群

体应尽量发现与利用能够满足自身发展需求的信息，实现信息的共享，在有限的大众传媒

资源的情况下，针对不发达地区的受众将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相结合，做到资

源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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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狄更斯说：“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如今的时代，是知识经济的时代、

大众传媒的时代，更是学习型社会的时代。为了知识经济时代的向前发展，学习型社会应

运而生，而大众传媒有责任且有能力在学习型社会建设中发挥一己之力。对于沉浸在大众

传媒中的人类而言，它既是人类自己制造的天使，也是可以破坏人类生活的魔鬼。当一个

事物身上同时隐藏着天使和魔鬼时，到底谁战胜谁?笔者希望此文能够对我国学习型社会

建设的理念与实践中给大众传媒争取一席之地，从而发挥其“天使”的作用。

由于相关研究资料的欠缺及笔者语言表达能力的限制，本文的阐述难免会存在不妥之

处，笔者将争取在以后的工作中对此研究做进一步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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