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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新媒介素养调查及提升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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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信息爆炸时代，受众对现实的理解、对信息的解读与判断无一不受到新媒体潜移默化

的影响。当代大学生对新事物有着强烈的好奇心和较强的接受能力，因此，拥有较高的媒介素养，即

对信息的解读和批判能力，以及如何独立思考和利用媒介的能力，对大学生的价值观形成显得尤为重

要。以电子科技大学学生作为研究对象，从媒介接触、媒介判断、媒介运用等方面开展问卷调查，全

面分析大学生的新媒介素养水平，为如何提高大学生的媒介素养提供价值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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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在当今的信息时代, 大众传播媒介的触角已经

渗入各个角落, 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

成部分。特别是随着新媒体的壮大和发展，信息呈

现出爆炸传播的态势，电脑手机等信息终端的多元

化让信息的随时获取成为可能。人们对信息的解

读、对现实的理解、对价值的判断, 无一不受到大

众传媒潜移默化的影响。而能否理性使用媒介并有

效利用媒介, 对个人在信息社会中的生存和发展起

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 媒介素养逐渐

成为公民基本文化素养的延伸, 成为每个现代公民

必备的基本素质之一。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媒介

素养研究在我国还是一个刚刚起步的崭新领域，特

别是能够针对现实情况提出具有针对性和较强指导

意义的研究成果还相对缺乏,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制

约着我国媒介素养教育的开展和普及[1]。

大学生正处于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快速

成长期, 他们对于新事物、新现象保持着强烈的好

奇心和较强的接受能力, 将受到来自大众传播媒介

的广泛影响[2]。然而, 媒介竞争的日益加剧导致媒

体信息低俗化、媚俗化倾向日益严重；媒介形式的

多样化让大学生在媒介选择上产生了无所适从；对

色情暴力、违法犯罪以及谣言信息的刻意渲染, 使

得正处于人格成长期的大学生, 在汹涌而来的媒介

信息面前显得十分脆弱。因此认识媒介、选择媒

介、接触媒介, 不断增强自身媒介素养，提高自身

对媒介信息的解读能力和批判能力、培养自身的独

立思考能力和利用媒介的能力, 越来越成为大学生

必须掌握的一项基本技能[3]。

二、研究问题

“媒介素养”出自英文“media literature”，

翻译为中文，其具体涵义包括传媒素养、媒体素

养、媒介认知能力、媒介识读能力等[4]。英国学者

列维斯和汤普森于1933年写的《文化与环境：批判

意识的培养》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媒介素养”的概念[5]。

关于媒介素养的定义，许多学者都提出了自己的看

法，目前学界一致认可的关于媒介素养的定义是

1929年美国媒介素养研究中心（Centre for Media
Literacy）给出的定义：媒介素养就是指人们面对

媒体各种信息时的选择能力（Ability to choose）、

理解能力（Ability to understand)）、质疑能力

（Abil i ty to quest ion)、评估能力（Abil i ty to
evaluate）、创造和生产能力（Ability to create and
produce），以及理性的回应能力（Abi l i ty  to
respond thoughtfully）[6]。

基于媒介素养的概念和内涵，本文运用了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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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媒介素养的多层面框架, 包括媒介认知、媒介

接触、媒介理解、媒介分析、媒介批判五个方面。

同时由于媒介素养作为信息化时代公民的基本素

养，其要求和内容也会随着媒介特点的变化而变

化，因此本次调查研究在原有媒介素养的基础上，

集中于讨论新媒介接触使用、批判取舍、互动交往

和参与创造等方面的能力。

本文通过三个维度，即本校学生的受教育程

度、媒介教育经历、经济状况；四项指标，即学生

年级、每月支出、是否接触过新闻传媒相关知识、

是否接受过新闻类培训实习等[7]，试图回答各种维

度、各项指标与新媒体媒介素养的相关性，从而回

答本校学生知识水平、媒介教育经历和经济状况对

大学生新媒介素养的影响，并进而对本校学生的新

媒介素养状况做出总结性结论。

本文采用问卷调查研究方法，运用交互检验和

卡方检验等研究手段，用客观数据反映本校不同受

教育水平、不同媒介教育经历以及不同经济状况的

大学生的新媒介素养情况。

三、研究假设

在本次调查研究中，我们所想要研究的问题在

于本校学生的新媒介素养现状如何，是否存在显著

差异，如有差异，那么是由于怎样的因素而导致,
是否同大学生的知识水平、经济环境和媒介教育经

历有关。因此，本次调查中，我们所提出的理论假

设是知识水平、媒介教育经历、经济环境状况对本

校学生新媒体媒介素养有影响，通过概念操作化，

我们进一步提出了本次调查研究的三个研究假设：

1. 研究假设一：大学生新媒介素养与其受教育

程度呈正相关

由于大学生中存在着不同年级的划分，我们认

为高年级的学生比低年级的学生的新媒介素养要

高，即所读年级越低，其新媒介素养则呈现依次降

低的状态。

2. 研究假设二：拥有媒介教育经历的大学生其

新媒介素养高

我们的研究假设认为，受过新闻传播方面教育

或者有接触过这方面书籍、影像等资料的学生的新

媒介素养高于没接触过这方面资料的学生；再者，

有过媒体实习经历的学生的新媒介素养要高于没有

实习经历的学生。

3. 研究假设三：经济状况对大学生新媒介素养

有影响

由于大学生的经济水平有差异，我们的研究假

设认为不同的经济状况的大学生有着不同的新媒介

素养，自身的经济状况对于其新媒介素养有着一定

的影响。

四、调查数据分析

此次调查共发出问卷1210份，回收问卷经过有

效性分析，共获得有效问卷916份，调查对象分布

于不同的年级和专业。其中大一1 6 4人，占比

17.9%；大二311人，占比34%；大三221人，占比

24.1%；大四125人，占比13.6%；硕士研究生

90人，占比9.8%；博士研究生5人，占比0.5%。

其中，男生743人，占比81.03%；女生173人，

占比18.97%。

在对916份有效问卷进行数据分析后，我们初

步得出以下结论：

（一）大学生的新媒介素养与其受教育程度呈

正相关

在本次调查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受访大学

生随着其所在年级的不同，对新媒介的认识、了

解、使用情况均有不同。

媒介素养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利用媒介为自

身服务的能力。在问卷的设置上，我们提出了“遇

到问题，您是否会通过互联网寻求解决途径”来检

测被访者的媒介素养，如表1所示，很明显，随着

年级的上升，“积极利用互联网寻求解决途径”的

人数比例显著增长，“有时利用互联网寻求解决途

径”的人数比例下降。而选择“较少利用”和“从

未利用”两个选项的人数所占比例较小，且随着年

级上升，选择“较少利用”的人数比例下降。故总

体情况显示，大学生遇到问题时通过新媒介寻求解

决途径的频率与年级高低呈正相关。

同样的，在被问及使用新媒介上的信息时是否

应该进行选择与辨析、对网络上传播的信息所持有

的态度、对网络中传播的信息持怀疑态度时所采取

的措施等一系列相关问题时所得到的答案，经过卡

方检验和相关显著性分析，可以推论出大学生对于

新媒介的认识、了解、使用能力与其年级高低及学

表 1    通过互联网寻求解决途径的年级差异情况统计表

大一 大二 大三 大四 硕士 博士

积极利用 27.50% 26.50% 37.10% 46.00% 47.20% 55.60%

有时利用 54.30% 57.20% 50.30% 42.30% 38.60% 33.30%

较少利用 15.80% 15.70% 11.30% 10.30% 10.20% 11.10%

从未利用 2.30% 0.60% 1.30% 1.50% 3.90% 0.00%

· 64 · 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 第 19 卷



校级别呈正相关，换言之，大学生的新媒体媒介素

养与其受教育程度呈正相关。

（二）拥有媒介教育经历的大学生其新媒介素

养高

在本次研究中，我们将“媒介教育经历”划分

为两个维度，分别为是否接触过新闻传播学相关的

书籍影像等资料、是否有在媒体行业的实习经历。

以是否接触过新闻传播学相关的书籍影像等资

料为例，本次调查的有效样本数为916，其中接触

过新闻传播学相关的书籍影像等资料的学生样本数

为364，占总数的39.7%，非新闻传播类专业学生样

本数为552，占总数的60.3%。

例如：在“您认为在使用新媒介获取信息时是

否需要选择和辨析”一题中，在接触过新闻传播学

相关的书籍影像等资料的学生样本中，有209人选

择了非常同意，占这一类样本总数的57.4%；141人
选择了同意辨析，占这一类样本总数的38.9%；

14人选择不同意辨析，占这一类样本总数的3.7%，

如下图1：

在没有接触过新闻传播学相关的书籍影像等资

料的学生样本中，有211人选择了非常同意，占这

一类样本总数的38.2%；311人选择了同意辨析，占

这一类样本总数的56.3%；30人选择了不同意辨

析，占这一类样本总数的5.4%。如下图2：

通过对图1和图2的比较可以看到，同意对新媒

介传播的信息进行辨析，其中接触过新闻传播类相

关资料的学生中选择“非常同意选择和辨析”的比

没有接触过的高19.2个百分点，而选择“不同意选

择和辨析”的比没有接触过的学生低1.7个百分

点。经卡方检验得出接触与否与选择辨析之间的

sig值为0.018，显著性明显，说明是否接触过新闻

传播类相关资料这一因素影响着大学生对信息的选

择和辨析行为，我们可以推断接触过新闻传播学相

关资料的学生在选择和辨别信息方面的媒介素养

更高。

同样的，在“对信息怀疑时会采取何种手段进

行查证”“新媒介对其生活影响程度”“是否经常

在网络上发表看法”等问题进行调查时，通过对所

得数据进行卡方检验，得出sig值均小于0.05，显著

性明显，由此我们可以推断接触过新闻传播学相关

资料的学生更倾向于利用新媒介查证信息，更能正

确、有效地利用新媒介及其传播的信息，参与使用

新媒体的频率更高。综合推断，接触过新闻传播学

相关资料的学生新 媒介素养整体略高。

（三）经济状况对大学生新媒介素养有影响

在此次问卷设计上，我们通过每月可支配生活

费用指标来体现大学生的经济状况。在本次关于大

学生新媒体媒介素养的调查中，研究人员发现，经

济状况对大学生新媒体媒介素养有显著影响。

调查数据显示，不同经济状况的大学生，在对

网络信息持怀疑态度时，其应对策略显示出较大的

差异性，即经济状况越好，通过上网搜索资料查证

信息的概率越大，与朋友讨论持怀疑态度时的网络

信息的概率越小。

此外，经济状况不同的学生，在以怎样的方式

在网络上发表自己的观点看法上体现出不同的态度

取向及趋势。从调查数据看出，随着经济地位的上

升，大学生利用网络发表看法的频率是上升趋势，

其新媒体素养随经济状况上升而上升。

表 2    经济状况对大学生新媒体素养的影响

每月可支
配生活费

对网络信息怀疑时，会

合计上网搜索
资料查证

传统媒体
搜索资料

查证

与朋友讨
论

置之不理

600元
以下

样本数 21 17 24 17 79

比例 26.58% 21.51% 30.37% 21.51% 100.00%

600~
1000元

样本数 170 57 133 83 443

比例 38.37% 12.86% 30.02% 18.73% 100.00%

1001~
2000元

样本数 152 52 110 64 378

比例 40.21% 13.75% 29.10% 16.93% 100.00%

2001元
以上

样本数 8 4 3 1 16

比例 50.00% 25.00% 18.75% 6.25% 100.00%

 

 
图 1   接触过新闻传播相关资料组内选择辨析的情况（%）

 

 
图 2   没有接触过新闻传播相关资料组内

选择辨析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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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此次的调研中，我们发现不同经济状

况的大学生，在面对新媒体信息选择与辨析时，其

所持态度无明显差异；在对网络信息所持态度方

面，具有一致性；在是否会遭遇网络诈骗以及新媒

介对其本身所产生的影响并无明显相关性。

综合以上各大因素，并从总体趋势而言，本校

大学生的新媒体素养与其经济状况呈正相关关系，

即经济状况越好，其对新媒体的使用状况越好。

五、原因分析

（一）新媒介的客观属性影响着大学生新媒介

素养

新媒介的产品特征以及它所营造的媒介生态都

对大学生媒介素养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大学生

容易接受新鲜事物，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并从小

与“新媒介”亲密接触，因此他们的新媒介素养普

遍较高；但新媒介“新”“快”“多样化”“互动

性”的产品特征以及它所塑造的新的媒介生态环境

决定了新媒介素养不可能整齐划一，并不是所有大

学生都有能力和精力在短时间内去培养和完善自己

的新媒介素养，也有不少青年学生因为原生家庭、

经济条件、地域环境等因素，无法很好地融入新的

媒介环境去科学、合理地使用新媒介。新媒介

的客观属性导致大学生群体内部新媒介素养产生

差异[8]。

（二）大学生个体差异造成新媒介素养差异

当代大学生是伴随新媒介成长的一代，是新媒

介时代的重要见证者、参与者，他们是接触新媒介

最多、运用最频繁的群体，见证了它的普及、发展

以及每一个重大变化，但由于知识结构、文化程

度、经验累积等个人差异，大学生群体的新媒介素

养仍存在程度上的差异。

建构主义认为内因、外因相互作用会影响认知

的发展，客观的知识结构通过个体与之交互作用而

内化为认知结构，并进一步指出认知是对信息的加

工，它包括：基本过程和二级过程，基本过程是收

到刺激时马上发生的，是粗略、不自觉的过程，而

二级过程则涉及有意识的控制，受到主体意图、原

有知识的影响。将建构主义的观点运用到新媒介素

养中，便能很好地解释为什么同样的大学生群体，

不同的学校、年级媒介素养会有明显差异。

虽同为大学生，不同年级不同专业学生，其原

有知识结构和储备更是因为年龄、成长经历以及个

人经验而有所不同，当遇到新媒介的外界刺激，大

学生群体对信息处理、加工、使用的过程受到原有

个体意识、经验的影响，相互作用下产生对新媒介

的认知势必会有所差异[9]。所谓“一千个人眼中有

一千个哈姆雷特”，新媒介素养的建构也受到个体

差异的影响：新媒介在不同个体身上发挥着不同作

用和影响，不同类型的大学生对新媒介的接触、理

解判断、使用自然也不可能一致地保持某一水准。

（三）“知识沟”的存在

蒂奇诺提出的“知识沟”理论曾阐述道，大众

传播的信息传达活动无论对社会经济地位高者还是

低者都会带来知识量的增加，但由于社会经济地位

高的人获得信息和知识的速度大大快于后者，随着

时间的推移，最终结果是两者之间的“知沟”不断

变宽，差距不断扩大[10]。

新技术新媒介的发展给所有社会成员带来的利

益并非均等的。在任何一项新技术发展的早期，首

先受益的会是那些传播活跃，既有信息储备量大的

社会群体，对新媒介技术及其传播内容接触和使用

需要相关知识，这对信息能力较弱的人是不利的。

而这些接触新媒介具有先天优势的人群，在我们的

调查研究中，倾向于经济状况更为良好的大学生。

良好的经济状况使得这部分人群通过更早地采用和

熟练使用先进技术和设备，能够比其他人具有更多

的信息优势。

除了经济条件以外，对于媒介素养知识沟形成

的因素，还包括不同人群在传播技能上的差异。受

教育程度高的人具有较强的理解能力和较大的阅读

量，这有助于他们对公共事务或科学知识的获取。

此外，受教育程度越高，从先前的大众传媒和正规

教育渠道得到的知识越多，而这又更有利于他们对

新事物、新知识的理解与掌握。媒介更新换代的速

度很快，知识沟不断出现，往往是旧的知识沟尚未

消除，新的知识沟又已形成。

六、提升大学生新媒体媒介素养的对策

分析

（一）提升大学生群体认知新媒体信息的能

力，高校要逐步地普及媒介素养教育

我们的调研显示，拥有媒介教育经历的大学生

其新媒介素养更高，这表明学校教育是对大学生群

体进行媒介素养教育的切实可行的系统化途径。这

种教育途径更多的是从理论上提高媒介素养，是一

种比较基础、全面的教育。我国的媒介素养教育起

步较晚，更应该加紧步伐系统指导和全面统筹，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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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素养教育纳入高校教学体系，在理论上传授大

学生关于媒介信息认知的基本原理，从基础上引导

大学生正确解读媒介信息[11]。高校可以通过建立合

理的媒介素养教育课程体系、选择合适的媒介素养

教育课程模式、设置合理的课程框架和课程评估体

系、加强媒介素养教育的师资队伍建设、不断探索

和创新媒介素养教育的新方法等措施来提升大学生

认知新媒介信息的能力，并且让大学生了解新媒介

的性质、特点和运作流程[12]。

（二）提升大学生群体分析判断新媒体信息的

能力，高校要教授判断新媒介信息的方法

随着新媒体的内容生产及传播呈井喷之势，信

息管控、网民道德及公民意识等问题已不可回避，

新媒体的飞速发展使媒介素养的培养显得越发重

要。面对海量信息，如何评判其内容是学生群体亟

需的必修课[13]。不同于认知能力，媒介批判意识的

养成不能通过系统概念的学习一夕获得，只有在点

滴的课堂教学、讲座及各类学生活动中慢慢培养起

学生健康的媒介批判意识，将媒介判断方法渗透到

不同的课程教学中，使媒介素养教育和其他课程教

育共同开展能够起到互相促进的作用[14]。

（三）提升大学生群体参与和使用新媒体信息

的能力，高校要引导大学生正确实施媒介行为

拥有媒介教育经历的大学生其新媒介素养更高

的调查结果鼓励我们尽早开展新媒介教育并予以实

践。我国高校教育一直存在着重理论而轻实践的顽

疾，在培育好学生形成健康的媒介素养后，高校应

适当引导学生将理性的认知和判断诉诸于实践，产

生积极的实际影响。高校可利用现有资源组织学生

开展各类新媒介实践活动，如创建校园手机报为全

校师生发送每日新闻和生活信息，使学生感受到校

园新媒介的便利性[15]；搭建校园博客或者学习社区

网站，鼓励学生对其感兴趣的内容进行互动；鼓励

学生全方面了解新媒介知识，并积极使用新媒体，

投入到参与制作新媒体信息中来……学生只有体验

新媒体信息的策划、开发与设计的全过程，才能够

切实理解新媒介传播信息的意义和价值，进而主动

地去提高自身的新媒介素养。

（四）提升大学生群体的新媒体媒介素养，从

根本来说需要提高学生的受教育程度

从“知识沟”的角度来看，受教育的程度与接

收新事物、理解新事物、利用新事物之间存在良性

循环关联。这里说的“受教育”，不单单指学校在

课堂上提供的知识内容，还包括对高校大学生的综

合素质培养，健全人格塑造，价值体系建立等等方

面。从这一点看，这与高校“教书育人”“以德育

人”的基本宗旨不谋而合，甚至可以说，提升学生

的新媒体媒介素养，正是高校实现“育人”这一目

的的重要手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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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era  of  information  spread  with  high  speed,  the  audience’s  understanding  and judgment  of
information  have  been  influenced  by  new  media.  However,  university  students  have  a  strong  curiosity  in  new
things  as  well  as  strong  ability  to  accept  them.  In  this  case,  a  higher  media  literacy,  namely  the  ability  of
understanding  and  distinguishing  information,  and  the  ability  of  thinking  independently  and  using  the  media  are
particularly  important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This  paper  takes  a  survey  questionnaire  on  media  touch,  meadia
judgement,  media  application,etc.  among students  in  UESTC and gets  a  general  idea  of  their  new media  literacy
level, which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the improve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media lite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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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ny new subjects about new media of university students’ entrepreneurship and employment are
advanced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new media cultures. This thesis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ew media
cultures  which  include  integration,  sociality,  the  autonomy  of  subject  consciousness,  and  their  role  in  effecting
entrepreneurship and employment of university students. Then it proposes systematic factors which can establish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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