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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家里的“小屏幕” 小屏幕里的大社会 
——以我村为例，浅析电视媒介与农村软环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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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电视的普及造就了一种的人文环境，于无形之中，人们改变了许多，在我国农村显得尤

为突出。电视的普及也带来了负面影响，这缘于电视的内容有好有坏之分，建立健全电视台管

理体制，尤其是本县电视台，播放健康的电视节目，对农村地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电视媒介  软环境 

一、 调查时间：2003年7月26日----2003年8月1日 

二、 调查地点：**************（作者家乡，此处略） 

三、 调查方法：以访问调查法为主，文献调查法为辅 

四、 调查目的： 第一、了解电视媒介在农村中的地位、功用及现存状况； 

第二、了解电视作为媒介对农村的影响力，它的影响是否正负之分，研究正为主，还是负为

主，并听取相关意见和对策； 

第三、了解在农村社区里，电视媒介在未来会担当什么角色，它未来发展会是怎样的。 

五、 调查结果与分析 

（一）、现存状况 

1、 家家都有电视机，黑白彩色大抵相当。经调查，我村共54台电视机，每家一台，尚没有出

现一家两台的情况。这一调查结果表明，在农村中，电视机已经相当普及了，并不是什么“稀

罕物”，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在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给农村带来了物质上的进步，彩色电视机所

占比例也超过50%，在我村占53.7%。（表一）    

                             

    项目 

颜色 

数量 百分比 

黑白 25 46.3%

彩色 29 53.7%

合计：54台  普及率：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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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2、 品牌陈旧，质量中等偏下。我村现存仍在使用的最早的电视机购买于1988年，已经有15年

的历史，调查结果显示电视机绝大多数是由安徽本地生产的，黑白电视机中，有23台是安徽的

“黄山”牌，占黑白电视机数量的92%；在彩色电视机中，安徽“黄山画王”牌彩电有18台，

占62.1%（表二）。这些电视的年数已有6—13年的历史。目前，这类品牌的电视机早已退出市

场，但在农村这些产品依然存在，相比之下，诸如长虹、海尔等现在名牌产品在农村并不多

见，存在的年龄已有3年以上时间。对于现在高科技新式产品在本次调查中尚未发现。品牌的

陈旧，年数久远，其质量自然也不容乐观，但在农村人们的眼里，对此并不是非常重视，也并

不讲究，在调查之中，持有“好不好无所谓，只要有看就行”的观点的人相当普遍，分析认

为，根本还是在于经济，农村人们还没有达到一定的经济水平，质量问题就不在“讲究”之

列，目前所处的经济地位决定了这一状况。 

(表二) 

3、服务条件差，所享有的频道资源少。目前农村的电视媒介服务主要方式是无线传播，无线

传播方式决定了农村居民所享有的频道资源较少。以我村为例，白天所享有的频道主要有四

个：安徽省三个和中央台综合频道。晚间可享有6个，多了本县的两个频道（表三）。相比于

有线电视，所享有的频道只相当于1/5至1/6。对于我省而言，1993年12月6日便在全国第一次

开播加密电视（PTV），近几年走上了卫星频道的路子，可见，我省电视传播事业还是较为优

越的，但农村的现状却是不容乐观的。 

         区域       

频道 中央 安徽省 本县 

数量 1个 3个 2个 

总计：6个 

（表三） 

（二）地位：对农村居民而言，彩色、黑白也许并不重要，品牌陈旧，质量偏低，他们也并不

希望就去追随潮流，所享有的频道资源少，其实对他们而言，也认为这无所谓，最重要、最根

本的一点是：要有电视。如果生活中缺少了电视就象菜中缺少盐一样变得淡而无味了。对他们

而言，一家子一边吃着晚饭，一边看着电视，是一种享受，是一种非常惬意的享受。由此可

见，电视是农村居民生活重要的组成部分。 

经过调查发现，农村中初中以下的孩子在下午5：00-7：00首选是看电视，因为这时候正是各

台播放动画片等少儿节目时间。在我村拥有这样的孩子有26名，有19名孩子选择看电视，占总

数的73.8%，另有3名初中生选择“帮父母干农活”，因为在夏天这段时间父母一般都忙于农

活，生长在这样的环境不得不挑起家庭的一些负担。另有4名选择了其他，诸如出去玩、下塘

洗澡等（表四）。但大多数的孩子还是从电视节目中得到了快乐与欢笑，对他们而言，这是非

常珍贵的，是他们的父母都无法阻止的。在调查中，很多父母都为此抱怨自己的孩子：学习不

用功，尽看动画片。 

      品牌 

数据 

黑白 

黄山牌 

黑白 

不知名 

彩色 

黄山画

王 

彩色 

长虹 

彩色 

熊猫

（旧） 

彩色 

熊猫

（新） 

彩色 

创维 

彩色 

金星 

数量 

（单位：

台） 

23 2 18 2 3 2 2 2

类别百分比 92% 8.0% 62.1% 6.9% 13.4% 6.9% 6.9% 6.9%

总量百分比 42.6% 3.7% 33.3% 3.7% 5.6% 3.7% 3.7% 3.7%



问题：下午5：00—7：00，你会做什么？ 

选   项 人    数 百  分  比 

看动画片等少儿节目 19 73.8% 

帮父母干农活 3 10.9% 

其他（诸如出去玩、 

下塘洗澡等） 4 15.3% 

总   计 26 100% 

(表四) 

在晚7：00---9：00，几乎家家都开着电视机，这个时间也是各个电视台所谓的“黄金时

间”；随后会逐渐递减直至没有，以10点为界锐减的最为明显，村中一大半的人家都在此时关

机；到12点以后，一般没有人家在看电视。 

在白天的时间里，没有学生的家庭一般不会开机，而有学生的家庭，在白天会偶尔打开电视

机。 

综合以上情况，我们可以得出：其实，农村居民看电视的时间并不多。但是，其重要地位却不

可撼动，抽样调查显示：假如没有电视机，农村居民的夜晚会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是去打麻

将以消磨时间，二是去睡觉。在抽样调查38人，年龄在10—60岁之间，各个年龄层次不等。类

似“我一定会在打麻将”“我肯定会去打麻将”“我可能会去打麻将”等回答占调查人数的

63.2%，共24人；有9人说选择去睡觉，而这些人一般都不会打麻将的；另外一些人说不清楚自

己会去做什么。这一调查结果我们可以得出：有了电视的农村，于无形之中将农村居民的生活

内容发生了改变，并在实质上走向了健康，走向了进步。 

问题：夜晚，假如没有电视机，您会去做什么？ 

选   项 人    数 百 分 比 

“我一定会在打麻将”“我肯定会去打麻将”“我可能会去打麻将”等 24人 63.2% 

选择去睡觉 9人 23.7% 

说不清楚自己会去做什么 5人 13.1% 

总       计 38人 100% 

(表       五) 

（三）功用：电视媒介的先天性，诸如声画统一、视听读三位一体等无疑加深了受众的记忆力

度，这种媒介是广播媒介等无法比拟的，电视媒介在农村社区的功用实质上决定了它的地位。

调查显示：娱乐功能和信息功能在农村居民眼中是电视的主要功能。娱乐功能主要表现在观看

一些电视剧、电影和其他娱乐性节目，主要目的在于娱乐、消遣时光。信息功能主要体现在收

看天气预报，虫灾通告和与农民利益切实相关的信息。这一点普遍认为这很重要，尤其是在农

忙季节和现在正值稻谷生长期。 

还有部分人认为它具有学习功能，主要表现在人们可以根据电视中的优秀人物来思考自己，力

求进步，或是通过看电视了解外面的世界，开阔眼界；一些农业方面的知识也可以通过农村栏

目来汲取等等。持这样观点的人很少。 

（四）电视媒介对农村的影响：看电视成为农村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于无形之中改变了

农村居民的生活内容，同时，也可以给人们带来了各种信息。以本次抗击非典为例，调查发

现：100%的农村居民是在电视上第一时间得到这个信息，而农村村委会的通告、宣传图片是十

几天以后才发放下来，而张贴出来看到的人不超过20%。这一结果表明：电视的影响远远大于

在农村中的其他宣传方式。分析认为：电视不仅改变了农村居民的生活内容，也改变了农村居

 



民的生活习惯、生活作风和行为观念，也破除了一些封建迷信。这是它进步的一面。 

它也存在负面影响。就满意率调查而言，仅有29.8%的人“满意”，有61.7%对此“不满意”或

“很不满意”，另8.6%的人对此不做表态。在满意率的样本调查中，样本抽样数为47人，其老

年人8名（女性5名，男性3名），中年人（女性13名，男性11名），青少年15名（女性6名，男

性9名）。就群体满意率而言，老人群体满意率最高，8人中有7人“满意”，另一名男性不作

表态，满意率高达87.5%；中年群体次之，群体满意率为29.2%,其中说“满意”的7人全为女

性；在青少年群体中无人满意。 

（表六） 

（五）电视媒介在农村的未来：有专家人认为，农村有一天也会与城市一样发展成为有线电

视。目前在中国也算是一个总趋势。今天的有线电视安装全国统一标准初装费在150—300元之

间，之后，每月收取3-8元的收视费。按照这一标准，农村居民对这一价格还是可以接受的，

认为这些钱并不算多，但安不安却有很多顾虑。 

顾虑主要体现在，电视频道一多，精彩内容也就越多，吸引力也就越大，那么，对孩子的学习

影响也就越大，不利于他（她）的学习。 

认为安装没有必要也有一部分，这一部分持有两种观点：其一是频道多不多无所谓，现在有看

不就行了吗？其二是认为自己看电视时间并不多，尤其是农忙季节就更少，如果安装有线电视

每月都要交费，是不是有点浪费？ 

但也有一些人认为农村会安装有线电视的，正如电话来到农村一样，只要有第一家安装，就会

有更多的人安装。 

六、讨论与建议 

就目前而言，电视媒介的好与坏直接影响着农村的软环境的好与坏，电视媒介于无形之中将一

数

据 

 

群

体 

样

本

数 

样本

比率 

性别 性别所占群体比

率 

满意 不满意 不作表

态 

群体

满意

率 

性别满意率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老

年 

群

体 

8 17.0% 3 5 37.5% 62.5% 2 5 0 0 1 0 87.5% 66.7% 100%

中

年 

群

体 

24 51.1% 11 13 45.8% 54.2% 0 7 8 6 3 0 29.2% 0.0% 53.8%

青

少

年

群

体 

15 31.9% 9 6 60% 40% 0 0 9 6 0 0 0.0% 0.0% 0.0%

总

计 

47 100% 23 24 -----

-- 

-----

-- 

2 12 17 12 4 0 -----

-- 

-----

--- 

-----

-- 

备

注 

总满意率：29.8%(14人)；不满意率：61.7%（31人）不作表态的：8.6%（4人） 



个自然隔离的小村落溶入于大世界，也影响着人们的文明修养、科学观念和对世界的正确认

识。这是一个人文环境的问题。对农村这样相对封闭、文化上相对落后的地区，这个问题显得

更有意义和价值了。 

从调查而言，认为以后应该从以下方面着手：一是电视台本身的建设，尤其是本县电视台的建

设，让节目更规范、更合理，既健康，又符合人们娱乐和欣赏的需要；二是加大有线电视在农

村的基础设施，同时加大对此宣传力度，让农民早日看上有线电视，这对农村的软环境会更有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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