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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众，又称阅听人，是对大众媒介信息接受者的总称。具体可以包括读者、听众、观众等。他

们能够决定一条传播内容、一个传播媒介甚至是传播者本身的发展前途。可以说，离开了受

众，传播活动就失去了方向和目的，而不能称其为传播活动。因此，近年来在中国大陆媒介学

界与业界中，受众的选择性心理问题渐渐成为广泛探讨的焦点议题。  

受众选择性心理溯源  

受众的选择性心理本身并非新鲜议题，早在廿世纪六十年代，美国传播学者克拉伯就在其著作

《大众传播的效果》中，系统阐述了受众倾向于有选择的接触那些能够加强自己信念的讯息，

拒绝那些与自己固有观点相抵触的讯息这一现象。克拉伯还将受众的选择性心理归纳为选择性

主义、选择性理解和选择性记忆等三个方面。  

其中选择性主义是指当大众媒介所传达的讯息符合受众的认知范围，且能够满足受众的部份需

求时，才能引起受众对它的兴趣而加以注意；选择性理解是指具有不同心理特征、文化倾向和

社会成员关系的人们，会以不同的方式解释同一则媒介内容；选择性记忆则是指受众往往只记

忆那些对自己有利、符合自己兴趣，或与自己意见一致的传播内容。此后，不少传播学者都对

受众选择性心理展开过深入的论述，如阿尔伯特哈斯托夫、巴格拜（Bagey）、麦克林登

（Mcclelland）、鲁巴（Leuba）、坦卡德、梅尔文．德福勒等，他们的着述不断丰富着受众

选择性心理问题。  

中国大陆受众群体的变化  

受众的选择性心理问题之所以近来成为大陆传播学界与业界关注的焦点话题，很大程度上是由

于近十年来中国大陆的受众群体正在发生着改变，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受众细分化----  

近年来不少大陆传播学者纷纷撰文指出，中国大陆受众群体已经越来越趋向于细分化：从大众

群体到分众群体再到小众群体，甚至是一对一传播模式，要求我们不断提供更有针对性的节目

来满足不同受众的需要。  

（二）受众对信息质量的要求不断提升----  

长期以来，中国大陆媒介所作的报导多数停留在「走马观花」的阶段，而缺乏一种「下马看

花」的耐心。新闻报导深度与广度的缺乏与大陆不少电视台更为重视「名记者效应」，没有建

立起完善的编辑负责机制有关。在受众对讯息质量的要求不断提升的今天，单纯灌输世界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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讯息理应销声匿迹，而如何使编辑重新掌控新闻资源，从而为受众奉献出「色、香、味」俱佳

的news package则显得尤为必要。  

（三） 受众权益观得到更多的重视----  

原来在大陆媒介与受众的传受关系中，不平等始终是其主流，这一点从有线电视运行初期的

「半强制」收费和各地方台在电视剧集间大量插播广告中便可窥知一二（如大陆某有线电视台

在播放港片《鹿鼎记》时，一集中插播了七十五分钟广告）。但最近重视受众权益已经得到了

越来越多媒介机构的认同。国家广电总局近年来更是先后三次发布有关条例，对在电视剧集中

插播广告作出了明确规定。  

媒介与受众选择性心理的矛盾  

（一） 选择性注意----  

中国大陆某些媒介由于对受众的「选择性注意」研究关注不够，导致有时会出现「传播者所传

播信息与受众能接受乃至能注意的内容不相符合」的问题。例如某家中央级媒介对某先进人物

的宣传片面拨高，说她每天凌晨三时才入睡，凌晨五时又要上班云云，形成了「假、大、空」

的神话形象，让人无法相信；又如电视栏目《明星教你做》每天请出一位影视明星，教导大家

如何勤读书、讲文明、有礼貌，使这些二十岁出头的明星变成了「道德楷模」，引发了受众的

集体不满等等。  

在解决思路方面，我个人认为，传播者要想使自己的传播内容受到注意，可以适当改变传播方

式、强化和更新传播内容，具体可以把握这样一些原则：  

＊ 要考虑到受众的心理接受习惯，那些宣教式的报导和难以符合受众社会认知方式的内容 应

尽量避免。  

＊ 讯息更具显著性。除社会上发生的重大事件会自然的吸引受众注意之外，我们也可以通过 

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将日常小事换个角度报导，同时将其放置于媒介显要的位置，一 样

能够使信息具有显著性。  

＊ 讯息具有易得性。相对更容易接受并理解的讯息也会更容易引起受众的注意。正像媒介传 

播学者施拉姆博士为我们提供的受众选择公式一样：  

「报偿的保证／费力的程度」等于「选择的或然率」。  

＊ 讯息形式应该灵活多变。传播者可更多的使用强调、对比、重复、变化等手法来突出传播 

内容，引起受众注意。  

（二）选择性理解----  

中国大陆的媒介在选择性理解这一环节往往也会出现一些偏差，造成「正面新闻反面读」的传

播负效果。这一现象被西方传播学者称为「飞去来器」效应（boomerang effect）。例如一九

八二年大陆报纸报导「美国总统雷根的儿子失业，现正领取救济金」，并加之以「美国的资本

主义行将破产，人民生活更堪忧虑」的评论。但当时大陆百姓看了这则报导的反响却是：美国

总统很廉洁，决不以权谋私；美国青年很独立，决不依赖父母。又如一九九七年大陆某报做了

「见义勇为英雄」的系列报导，原意是想让大家都能做好事、见义勇为。但通过报导中「英雄

反受诬陷」、「英雄牺牲无人收尸」、「英雄致残无人过问」等细节的描摹，不由得令受众在

同情英雄悲惨境遇的同时，也萌生了「这种事最好别让我碰上」的想法。  

 



对选择性理解中生成的传播负效果，我们可以尝试着这样来解决：控制和引导传播内容，尽量

消除或减少造成受众理解偏差的可能，讯息编码清晰准确，并尽量减少有人曲解讯息后在做二

次传播的可能，提高讯息被受众接受、理解的质量。  

（三）选择性记忆----  

选择性记忆被称为受众选择性心理中的最核心环节，受众一般将倾向于遗忘（也许是无意识

的）与自己原有态度不相符合的讯息。比如在二零零二年世界杯中国对巴西之前，绝大多数中

国大陆的足球爱好者都是巴西队的忠实球迷，但这场球赛进行完毕后，大多数球迷都只记得巴

西队有多少次犯规和小动作，而忘记了巴西队在场上的精彩表现。  

从心理学原理中来解释，我们发现受众的选择性记忆习惯很难改变。因为人脑并非计算机，不

是人们所最关注的讯息很难在他们的脑海中形成记忆。所以对于传播工作者而言，我们似乎应

当花更大力气去解决手中的选择性注意、选择性理解的问题。  

综上所述，我个人认为，中国大陆当前媒介产品存在的问题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但如果我们

能够从受众选择性心理入手来分析并解决它们，无疑将是最为稳妥可行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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