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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少数民族媒介缺失与受众素质的关系研究 ——以云南金平为例 

 
摘要] 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水平落后，人民的文化素质不高。在这个信息社会时代，报纸、电视、广播虽

说已经闯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但是云南少数民族人民还处于媒介缺失的状态，本文以调查报告的形式对少数民族

受众媒介缺失和受众素质的关系进行阐释和分析   
[关键词] 少数民族   媒介缺失   受众人口素质     

 

引   言 
 

大众传媒——一般包括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四大传媒，本文暂时不考虑网络——从媒介特点来看，以

报纸为主的纸质媒介传播的是一种文本信息，受众使用报纸媒介时需要对媒介文本进行阅读和分析，这就需要受

众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广播是以声音作为传播符号，而电视的传播符号包括图像、声音、文字三大类，其中图

像、文字诉诸人的视觉，声音诉诸人的听觉，电视是传统三大媒介中唯一的“视听媒介”，[1]也有人把电视当作

文本来看，尼古拉斯·阿伯克龙比在《电视与社会》一书中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比喻或许是贴切的，

“文本”一词的使用是恰当的。电视节目之所以有几分像书就是因为它们是供观众 “阅读”、理解和解释的。电

视节目的创作与书写不无相同之处。[2]所以说，这就对电视的使用者（少数民族人民）的知识水平提出一定的要

求。由于广播在我国大多使用国家普通话作为传播符号，使用民族语言的少数民族使用广播媒介的条件之一就是

掌握汉语普通话这种传播符号。所以说，在少数民族地区，大众传媒的使用与满足的效果如何和少数民族人民的

媒介素养是密布可分的。 
 

资料与方法 
 

此次调查采用问卷调查法，调查对象选择的是1999年由云南大学新闻系的“传播与民族发展——云南少数民

族地区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关系研究”研究课题的一个子样本——云南红河州金平苗族瑶族自治县营盘乡的罗锅

塘、牛滚塘和铜厂乡的董棕河村董棕河社的148个样本。因为1999-2006期间由于各种原因（如出嫁、外出务工、

移民搬迁、死亡等），出现了调查对象流失的情况，再根据1999年的样本采用固定样本形式已是不可能，金平调

查组在148个固定样本中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对60个调查对象进行调查。另外，本次调查研究报告也采用了访谈的

研究方法，在问卷调查过程中，访问员和访问对象进行了深入的交谈，在交谈过程中得到许多在调查问卷上无法

显示的信息。 
本篇论文关注的是少数民族媒介受众的媒介素养与媒介使用与满足之间的关系，在问卷中并没有设计关于少数民

族媒介受众的媒介素养与媒介使用与满足之间的关系的专门问题，本研究报告就选取问卷中：你的文化程度式、

你们家庭成员中文化程度最高是、你们家去年人均收入是多少、你对汉语听说读写方面的掌握情况这几个关于人

口素质和媒介受众素养的变量进行简要分析。 
 

资料的数据分析 
 

媒介的特点各不相同，报纸是一种以纸张为载体传播的文字信息的媒介，电视是一种以图像、声音和文字为

主要的媒介，广播是以声音为传播符号的媒介，目前在我国，广播采用的是汉语普通话的播音方式，使用媒介获

得媒介信息，就需要受众对“媒介文本”进行解读。所以我们就选取受众以及家人的文化程度、经济状况、对汉

语言听、说、读、写的掌握情况这几个变量对少数民族媒介受众的媒介素养进行分析和阐释： 
变量一：文化程度 

作者：吴 琼  



1、你的文化程度是：（1）不识字或初识字（2）初小（3）高小（4）初中（5）高中或中专（6）大专（7）大学

本科以上 
表1   你的文化程度              

 

2、你们家庭成员中文化程度最高的是：（1）不识字或初识字（2）初小（3）高小（4）初中（5）高中或中专

（6）大专（7）大学本科以上 
表2   家人最高文化程度                  

 

根据问卷调查的统计结果表1和表2显示：你的文化程度这一变量选择不识字或初识字的为39人，占人数的

65%。选择初小的为8人，占人数本的13.33%。选择高小的为10人，占总人数的16.67%。选择初中的为3人，占总人

数的5%。家庭成员的最高文化程度这一变量选择不识字或初识字的为8人，占总人数的13.33%。选择初小的为15

人，占总人数的25%。选择高小的为20人，占总人数的33.33%。选择初中的为14人，占总人数的23.33%。选择高中

或中专的为2人，占总人数的3.35%。选择大专的为1人，占总人数的1.67%。少数民族人民的知识水平和文化程度

还很低，基本处于文盲和半文盲状态。 
变量三：经济水平 
你家去年人均收入是多少：（1）无收入（2）300元以下（3）301-500（4）501-1000（5）1001-1500（6）1501-

2000（7）2001-2500（8）2501-3000（9）3000元以上 
表3   人均收入                          统计结果 

 

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表3）：去年你家的人均少入是多少这一变量选择无收入的为4人，占总人数的6．

67%。选择300元以下的为31人，占总人数的51.67%。选择301-500的为16人，占总人数的26.67%。选择501-1000的

为6人，占总人数的10%。选择1000-1500的为2人，占总人数的3.33%。选择1501-2000的为1人，占总人数的

1.67%。其余选项均为0。调查统计数据分析可以得出，金平少数民族人民的经济水平还不高，在物质水平不高，

基本解决温饱的情况下，大众媒介对于少数民族人民来说只是闲暇时间的娱乐产品，消费支出中，精神文化生活

的比重还比较低。 
变量四：对汉语言的掌握情况 
你对汉语的听、说、读、写方面的掌握情况如何：（1）非常好（2）较好（3）一般（4）不好（5）非常不好 
表4：听的情况 

注：缺损1人 
表5：对汉语说的掌握情况 

  不识字或初识字 初小 高小 初中 高中或中专 大专 大学本科以

上 

所选人数 39 8 10 3 0 0 0

百分比 65% 13．33% 16．67% 5% 0 0 0

  不识字或初识字 初小 高小 初中 高中或中专 大专 大学本科以

上 

所选人数 8 15 20 14 2 1 0

百分比 13．33% 25% 33．33% 23．33% 3．33% 1．67% 0

  无收

入 

300元

以下 

301-500 501-1000 1001-1500 1501-2000 2001-2500 2501-3000 3000元

以上 

 

人数 4 31 16 6 2 1 0 0 0

百分

比 

6．

67%

51.67% 26.67% 10% 3.33% 1.67% 0 0 0

  非常好 较好 一般 不好 非常不好 

选择人数 5 11 14 21 8

百分比 8.33% 18.33% 23.33% 35% 13.33%



表6 ：对汉语读的掌握情况 

注：缺损1人 
表7：对汉语写的掌握情况 

 

表4、表5、表6、表7这几个变量主要是针对电视与广播使用的语言来选取的：对汉语听的掌握情况，选择

非常好的为5人，占总人数的8.33%。选择较好的为11人，占总人数的18.33%。选择一般的为14人，占总人数的

23.33%。选择不好的为21人，占总人数的35%。选择非常不好的为8人，占总人数的13.33%。对汉语说得掌握情

况，选择非常好的为5人，占总人数的8.33%。选择较好的为8人，占总人数的13.33%。选择一般的为16人，占总人

数的26.67%。选择不好的为23人，占总人数的38.33%%。选择非常不好的为8人，占总人数的13.33%。对汉语读的

掌握情况，选择非常好的为1人，占总人数的1.67%。选择较好的为1人，占总人数的1.67%。选择一般的为5人，占

总人数的8.33%。选择不好的为4人，占总人数的6.67%。选择非常不好的为48人，占总人数的80%。对汉语写的掌

握情况，选择非常好的为1人，占总人数的1.67%。选择较好的为1人，占总人数的1.67%。选择一般的为5人，占总

人数的8.33%。选择不好的为3人，占总人数的5%。选择非常不好的为50人，占总人数的83.33%。结果显示，少数

民族对于汉语的掌握情况极差，基本可说是不知或是不懂，这对使用汉语普通话为主的大众传媒的受众来说，是

他们无法接触媒介的主要原因。 

结论和探讨 
 

媒介素养一定程度上可以用人口素质这个概念进行解释。文化程度或知识水平，是衡量人的素质的重要指

标，[3] 而这些重要指标又是和经济水平密切相关的。在“传播与民族发展——云南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与社

会发展关系研究”课题研究报告中已经就人口素质与受众媒介使用的相关性进行了全面的阐释，在报告中课题组

认为：人口问题是传播学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受众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从信息接受的角度来看，受

众对信息的接受能力、接受程度、接受效果等等，无一不是和其素质紧密相关的。和其他几个方面相比，这一方

面作用或许比其他任何一个方面都要重要。我们可以试想一下，一个具有相当文化程度的人会尽可能地创造条件

去获得某种信息，但是我们无法想象对于一个文盲来说，报纸、电视、广播对于他们除了纯粹消遣之外还有什么

其他作用。[4] 
报纸和文化程度或知识水平的关系最为密切，报纸与其它媒介相比是以文字为载体来传播文字信息，一般来

说报纸传播的是深度信息。据本次调查显示，在金平很少有人读报纸，读不懂是主要原因之一，报纸对其受众文

化程度要求比较强，一般的报纸，文盲是读不了的，[5]据调查资料显示，在所接受的60个样本中不识字的和读完

小学的比例是95%，在调查中通过和访问对象的交谈得知，即使是读过初中的5%，现在几乎也不认识字了。所以说

少数民族地区人民对报纸的阅读率低甚至没有阅读，和当地人的文化水平是分不开的。 
对于广播和电视来说，声音是他们的共同传播符号，在中国一般是以汉语普通话作为主要传播符号（使用本

民族语言为传播符号的除外），所以说，对于以自己本民族语言作为日常使用语言的少数民族人来说，看懂电

视、听懂广播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熟练掌握、至少是掌握汉语普通话。有人认为人在信息传递中只有7%用语言，

38%用声调（高低、快慢、长短），其余55%靠表情。[6]广播是以发射、接收设备和电波为物质载体的线性传播，

在收听广播的过程中，生活中交流的情景已经不存在，交流中诸如身体语言等形式也是不可能，听众只有靠语言

（7%）+声调（38%）对广播媒介进行使用，而对于汉语掌握不熟练的少数民族受众来说，连最基本的传播符号—

—汉语普通话——的理解都成问题，听众在广播面前是无能为力的。电视和广播不同，电视依靠的是声音、图像

和文字为传播符号，电视作为一种通俗化、大众化的媒介，和其他媒介相比有它特有的传播优势，但是从他的传

播符号分析来看，电视使用图像作为传播符号，对受众素质的要求不是很高，不识字的老人与儿童，甚至是无听

觉的受众对画面都有自己的理解，但是对于这些受众来说电视只不过等同于能移动的图画，电视的传播功能更是

无从说起。声音符号（中央电视台以及省级电视台一般使用的是汉语普通话，类似于广播，不再表述）在云南少

  非常好 较好 一般 不好 非常不好 

选择人数 5 8 16 23 8

百分比 8.33% 13.33% 26.67% 38.33% 13.33%

  非常好 较好 一般 不好 非常不好 

选择人数 1 1 5 4 48

百分比 1.67% 1.67% 8.33% 6.67% 80%

  非常好 较好 一般 不好 非常不好 

选择人数 1 1 5 3 50

百分比 1.67% 1.67% 8.33% 5% 83.33%



数民族地州、县级电视台，有专门的民族语言节目，民族地区人可以读懂电视节目。但是对文字符号来说，文字

是要有文化作为基础的，但是调查数据显示，云南少数民族人民普遍处于文盲和半文盲状态，一般来说不能真正

读懂电视（在调查过程中发现，一般民族地区受众对电视剧只是看剧情，一般对电视剧的名字并不知道） 
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媒介受众的素质和媒介的使用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但是本报告的研究只是建立在金平县

两个乡的60分样本上，并且只是从文化程度、经济水平以及对汉语言的掌握程度这几个变量进行分析，本次研究

的可信度和效果可能会受到影响。同时，对少数民族媒介受众素质与媒介使用的相关研究具有一定的价值。 
 

作者简介：吴琼，  男 ，  河北承德人，  云南大学人文学院新闻系传播学2004级硕士研究生。 
 

 

注  释： 
1、王宇： 《大众媒介导论》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 2003年9月第一版，第140页 
2、【英】尼古拉斯·阿伯克龙比：《社会与电视》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2年9月第一版 
3、风笑天：《社会学研究方法》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第3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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