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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媒介素养教育思想萌芽的阐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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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素养教育，是当今新闻学术界讨论的一个热点话题。有关媒介素养教育的起源，学术界基

本达成了共识：“媒介素养”教育的研究源于西方发达国家，20世纪30年代，英国学者和丹麦

教育工作者率先提出这样一种教育主张，认为“教育界应以系统化的课程或训练，培养青少年

的媒介批判意识，使其能够辨别和抵御大众传媒的不良影响”。⑴而中国对媒介素养教育问题

的研究，有研究者提出：“我国对媒介素养和媒介素养教育的关注始于1997年。当年，中国社

科院副研究员卜卫发表了中国大陆第一篇系统论述媒介素养教育的论文——《论媒介教育的意

义、内容和方法》，追溯了‘媒介素养’这个概念在西方演变的历史。文中的‘媒介教育’即

今天‘媒介素养教育’。此后，学者们陆续发表了一些研究媒介素养和媒介素养教育的论文，

此课题在学界逐渐受到关注。”⑵媒介素养教育作为一种新型的教学科目，在中国至今也没有

普遍推广，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然而，早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新闻学者与教育工作者就从

不同侧面提出了在中、小学教育中开设新闻学课程的主张，这应该是中国新闻史上最早阐发媒

介素养教育的思想萌芽。 

  思想内涵的阐发 

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的新闻教育已初具规模。但在教育者的眼中，“现在我国新闻教育机关

为数不多”，⑶如何展新闻教育？新闻学者与新闻教育者不约而同地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中等

教育与小学教育。 

  1931年，新闻学者、复旦大学新闻系教授黄天鹏撰文指出：“在东方，新闻记者的教育已

为一般人所承认，在中等教育也已有加进新闻学一门为必修的课程的动议。最低应给予中学生

以‘新闻纸是什么’的观念”。 ⑷对于教育者而言，这个“最低”限度的“观念”具体包括

三个方面：一引起学生对于作文更有嗜好心，而养成其写作的力量；二增加学生的观察力；三

使学生认识新闻纸是指导公众的公共机关，对新闻纸的发达，及关于社会的影响，也有相当的

学识。总之，在中等教育里面，教员不必存了要养成一个新闻记者的观念，只要使学生对新闻

纸有一个正当的认识，或引起相当的兴趣就够了。”⑸可见，黄天鹏认为，大学或专门学校的

新闻教育，已成为一种职业的教育。而中等新闻教育却有所不同，不是培养新闻记者，而是要

使学生对新闻纸有一个“正当的认识”，或者能引起“相当的兴趣”。 

  黄天鹏进而指出，“新闻学谁都有研究的必要”，这是因为，“我们对新闻学有相当的了

解，对新闻社有若干的常识，则对新闻纸的记事，自有较深的认识。新闻纸的评论，也有更明

确的判断。在社会上为报纸的监督者，在自己增加了是非的判别力。”⑹具备这种常识，人们

面对“无论何种的新闻纸，都有敏锐的判别眼力，不致为有作用的新闻纸所同化”。人们“能

尽读者的责任，有监督记者的力量，督责新闻社的向上”。⑺这种不被“同化”的能力源于对

新闻纸的正确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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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学者潘觉指出，大学新闻系与新闻专科学校是专门教育，在中等学校添设新闻学科或

向民众讲授新闻学知识是普通教育。“前者的目的，是在养成新闻的专门人才。后者的目标，

是在培植能阅读报纸，写作和鉴别新闻的普通国民。这两种工作，在新闻教育的范畴内，是同

样重要的。”潘觉认为，中国新闻事业不发达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新闻界缺少专门人才和社会

上缺少大量能看报的读者，是一大主因，而这种现象的造成，就是因为没有普及新闻教育。

“新闻学的素养”是每个国民必须具备的，只有这样，“我国的新闻事业，方可因新闻教育的

普及而获着长足的进展”。⑻ 

由此可见，早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新闻学者与教育工作者就明确指出，在中、小学课程中

应当加入新闻学课程，而且这种课程有别于大学新闻系的职业教育，这种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

培养记者，而是让学生及“普通国民”对报纸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或者增加学生与“普通国

民”对国家及国际大事的了解。这种教育的目的，不是进行职业的训练，而是加强学生对媒体

的理解，进而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与媒介认知能力。这一思想恰恰与当今学术界广泛引介的

西方发达国家的媒介素养教育思想内涵相吻合：“所谓媒介素养教育，简要地说，就是指导学

生正确理解、建设性地享用大众传播资源的教育，通过这种教育，培养学生具有健康的媒介批

评能力，使其能够充分利用媒介资源完善自我，参与社会发展。”⑼中国早期的新闻学者与新

闻教育工作者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媒介素养教育”的概念，但在提倡普及新闻教育与新闻学知

识的过程中，却对媒介素养教育的思想内涵及其重要意义进行了阐发，在教育制度层面，中国

至今未推行媒介素养教育，但在思想层面而言，媒介素养教育思想在中国的提出，几乎与西方

发达国家同步。 

  教育方法的构思 

中国早期的新闻学者与教育工作者还对媒介素养教育的具体方法进行了探讨。 

  黄天鹏认为，在当时的现实条件下，媒介素养教育在中等学校内可以作为作文方法来教

授，要点是：“（a）要多读，多闻，多见。（b）所读所闻所见的，要引起来写的心。（c）

自己所写的东西，不但要供给读者，而且要有左右读者的力量。（d）作品不独要得到教员的

好评，而更须着公众的共同赞赏。（e）由新闻作品，而增加其对别的文章的评判力。（f）有

评判思想价值的能力。（g）对于记闻的搜集与制作，要发挥独创的心力。（h）有相当的印刷

知识。”⑽ 

  中学教师潘觉也发表文章对媒介素养教育的具体方法进行了探讨：第一，“师范学校中添

列新闻课程”。只有让小学教师具有新闻学的知识，“才可在教授公民课程的时候，或在课外

作业中间去指导学生读报和办理学校新闻。第二，“普通中学及职业学校中添授新闻学科”。

这样可以使中学生和职业学校学生有写作和鉴别新闻的能力。第三，“商人团体应于补习学校

中添授经济新闻读法科目”。因为“报纸是传布商业知识的刊物，举凡世界经济的大势，和本

国各地商场的情形，商人们都可从报纸上获得正确的消息”。第四，“利用无线电播音灌输新

闻学知识”。第五，“民众教育馆设法指导民众读报”。民众教育馆在举行公开演讲的时候，

应当把这种新闻学的常识，向民众尽力灌输，“使一般的民众都能知道报纸是如何发生？如何

成立？有什么条件才能存在？报纸的界限是什么？读的方法如何？”⑾ 

  新闻学者惜莹认为，“读报运动”是进行媒介素养教育的一种好方式：“在最近的将来，

盼望新闻教育机关和报界有一种读报运动的联合举行。这种读报运动的目的，首先的自然是企

图读报人数的增加，而最重要的还是养成看报人有鉴别报纸好坏的能力。因为看报人有了鉴别

报纸的能力以后，报纸的销路当然要和报纸改进与否而成为正比例。⑿通过“读报”活动，可

以充分发挥新闻教育机构的作用，最终目的是培养阅者鉴别报纸好坏的能力。 

  中学教师于化龙撰文介绍了美国在中学历史课中加入读报内容的具体办法。从历史课中抽

出一定的时间，“以作研究报上新闻之用”。在学期开始之际，就用四五小时的时间专门讲解

 



新闻的意义，然后指导学生收集各种报纸，并把他们认为正确可靠的新闻加以整理。同时“预

备一方布告处，鼓励学生把本人认为有价值的新闻，记录在布告处”，同时要求学生把每天从

报上剪下来的新闻贴在“记录簿”内，每星期送教员批阅一次。每星期由教员出十个问题，以

作考试。问题限于前一星期内的新闻，且须是见诸本埠的新闻，所有问题原系事实，且带有讨

论性质。答案也应非常简单，用一、二个字或至多用一行字答复即可。 

  小学教师涂红霞则论述了在小学实施媒介素养教育的注意事项：第一，这一科应该添在高

级小学生课程中，即小学五六年级。第二、担任这一科的教师，应该先把当天所到的报纸，预

阅一遍，把重要新闻用有颜色的墨水圈起来，提醒儿童读报时的注意点。第三，儿童读报的时

候，教师应当详细讲解。第四，儿童阅读以后，应当切实了解新闻的要点。第五，这一科应当

每日都上。涂红霞认为，照此方法操作，“可以造成许多留心时事欢喜阅报的人才，积极的可

以使儿童明了国家的大事”。⒀ 

  同为小学教师的曹锡胤在教育实践中不仅切身体验到在小学中设“读报科”的重要意义，

而且看到了实施过程中存在的具体困难：学校的报纸少，而儿童多；报纸文字艰深，不适合儿

童阅读；许多文章，不能合儿童的胃口。他认为，中国的教育是“以成人为本位的”，因此，

儿童阅报固然是必要的，而“儿童报纸的产生，更为重要”。他根据“以儿童为本位的教育宗

旨”，希望“从速创办儿童日报”。⒁ 

  结语 

综上所述，中国对“媒介素养”教育问题的关注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在中小学课程中加

入新闻学课程，是当时新闻学者与中小学教育工作者较为普遍的一种主张，反映了新闻学者与

教育工作者推广新闻教育，普及新闻学知识的良苦用心与美好愿望。当然，我们应认识到，中

国早期的媒介素养教育思想与当今学者引介的西方国家的媒介素养教育思想之间还存在一定的

差异：中国重在新闻学理知识的普及，让民众尤其是青少年对媒介有所了解与认识；而当今西

方国家则重在媒介批评精神的培养。在当今新闻事业已经得到充分发展，新闻教育也得到充分

重视与普及的情况下，如何培养学生的媒介批评精神更具有现实意义。中国早期的新闻学者与

教育工作者，对实施媒介素养教育提出了种种方案，其中有不少在今天仍具有借鉴意义。但他

们所说的媒介，主要指报纸。在现今历史条件下，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介日益发展壮大，在

受众中产生重大的影响，我们今天所说媒介素养教育的内涵与外延与当时都有重大的差异，对

此，我们也必须加以重视。 

  （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注释： 

⑴宋小卫：《学会解读大众传播——国外媒介素养教育概述》，《当代传播》2000年第2期 

⑵张志安、沈国麟：《媒介素养：一个亟待重视的全民教育课题》，《新闻记者》2004年第5

期 

⑶⑿惜莹：《新闻教育问题》，《报学季刊》第1卷第3期，1935年3月29日 

⑷⑸⒂黄天鹏：《怎样做一个新闻记者》，上海联合书店1931年版 

⑹⑺黄天鹏：《新闻学概要》第6页、第7页，上海中华书局1934年版 

⑻⑾潘觉：《怎样普及新闻教育》，《报学季刊》第1卷第3期，1935年3月29日 

⑼宋小卫：《西方学者论媒介素养教育》，《国际新闻界》2000年第4期 



⒀涂红霞：《小学应添入“读报”科》，王澹如编：《新闻学集》第148页、149页，天津大公

报西安分馆1931年版 

⒁曹锡胤：《对小学设读报科的商榷》，王澹如编：《新闻学集》第151页，天津大公报西安

分馆193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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