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552022 年第 4 卷第 07 期 育人方略

融媒体时代齐齐哈尔市高校大学生媒介素养培育现状研究
穆浩然　张巍瀚　沈焕泉　张　也

（齐齐哈尔医学院，黑龙江 齐齐哈尔 161006）

摘要：随着信息技术和媒体技术的发展，传统媒体与新媒体逐步从竞争走向融合，我们迎来了融媒体时代。我国学者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研究媒介素养，积累了众多的优秀研究成果。融媒体时代大学生媒介素养培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事关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成效，有利于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有利于正确引导大学生网络舆情走向，有利于帮助大学生规避风险，是校园和谐稳定的重要保障。

本文以齐齐哈尔市高校为依托，对大学生媒介素养培育现状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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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息技术和媒体技术的发展，传统媒体与新媒体逐步从

竞争走向融合，我们迎来了融媒体时代。融媒体时代是以传统媒

体（报纸、广播、电视等）和新媒体（电脑、手机、数字电视等）

的深度融合为基本特征的。“融媒体”充分利用资源通融、内容

兼容、宣传互融、利益共融的自身特点，实现媒体的内容承载及

传播效果最优化。但伴随而来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小觑，如网络沉迷、

网络诈骗、不良网贷、有害舆论等问题也逐渐凸显、日益严峻。

一、融媒体时代大学生媒介素养培育的重要意义

大学生作为新媒体的最主要受众群体，他们的媒介素养主要

包括能力和修养两个层次。一是能力，即选择信息、甄别信息真

伪优劣、理解信息显性表达和隐含的意思、批判和质疑信息的意

识和能力、中肯评价信息、正确运用个人的话语权进行信息的创

造以及有效利用媒介信息为个人自身发展和社会服务的能力。二

是修养，即接触和使用自媒体和自媒体信息过程中应该具备一定

的媒体素质及相关的修养。大学生媒介素养培育的意义重大且深

远。

首先，媒介素养培育事关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成效。

融媒体时代，媒介信息技术为人们的沟通提供了极为便捷的

途径，也极大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形态。作为新时期的学生工作者，

我们更应该适应时代需要，将大学生媒介素养培育融入思想政治

教育工作当中。同时，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已无法满足大学

生的发展需要，媒介素养培育应该成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课程

中的一个必要环节。新媒体的出现不仅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

了良好的平台，还营造了全方位多元化的网络生态大环境。全面

提升大学生媒介素养，能够加强他们对各类媒介的认知和应用能

力，提高他们对各类信息的理解、判断和反思能力，培养他们对

信息对在创造能力，从而充分有效地利用各类媒介资源获取有利

于自身发展的信息，汲取网络上的正能量，参与时政热点的学习

与讨论，促进学生的自我教育和政治素养的提升。

第二，媒介素养培育有利于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

一方面，新媒体以其快捷便利的信息获取方式获得了青年学

生的青睐，大学生可以利用各种媒介，通过高效多元的方式获取

诸多有价值的信息，通过对信息的理解与判断，充分汲取符合自

身发展需要的信息。另一方面，各类媒介的使用为大学生的思想

交流、情感交流、学术交流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无论民族、知

识构造、成长环境有何不同，大学生可以相对自由地表达自己的

观点和见解，抒发最内在最真实的情感，在不同生活背景的人群

的沟通交流中，深化对自我的认知和对社会的理解，提高自身的

沟通能力，拓宽自己的知识建构，并学习如何合理利用媒介来促

进自身全面发展以达到服务社会的目的。

第三，媒介素养培育有利于正确引导大学生网络舆情走向。

在网络信息技术和电子科技高度发达的融媒体时代，大学生

可以通过丰富的媒介资源获取信息，通过理解和思辨后再生产为

自己的观点，并可以通过媒介传播到互联网上。当一类信息或观

点形成一定规模的时候，就构成了大学生网络舆情。概括地讲，

大学生媒介素养强调的是大学生对融媒体的参与、认知和使用的

能力，尤其强调对融媒体的媒介信息的选择、判断、分析和评价

的能力。大学生是融媒体时代新媒介应用的主要受众群体之一，

当他们难以从学习和生活中抽出时间来实地获取信息时，各类媒

介就成为其获取信息当主要平台。然而，融媒体呈现出当信息都

是传播中有意加工过当，难免掺杂主观意愿以及不良意图，大学

生所面对当信息都是加工后当信息，是传播者想让他们看到的，

不一定是客观事实，大学生容易在这些假想中迷失方向。具备较

高媒介素养的大学生，能够正确理解和传播媒介信息，有助于网

络舆情向好发展，而媒介素养较低的学生，由于不能够有效处理

信息，容易偏听偏信，甚至传播有害信息和极端言论，这会加剧

网络舆情的恶性发展。

第四，媒介素养培育有利于帮助大学生规避风险，是校园和

谐稳定的重要保障。

大学生在阅览信息时，会存在一定的片面性、盲目性和被动性，

各种媒介信息中不乏负能量内容，更不乏影响网络健康的不良网

站等灰色信息，如果学生防范意识不强，无法抗拒诱惑，极有可

能深陷不良贷款、主播打赏，或是沉迷于游戏等网络虚拟世界之

中难以自拔。这一系列的负面因素将会占用学生大量的课余时间，

甚至有学生逃课去打游戏、刷直播，全身心投入学习的学生越来

越少。媒介素养培育能够加强大学生对媒介信息的理解、判断和

辨别能力，合理利用媒介中有意义和价值的信息，不被不良信息

诱导，不受网贷诈骗伤害，有效帮助大学生规避风险，维持校园

和谐稳定。

二、融媒体时代齐齐哈尔市高校大学生媒介素养培育的现状

及问题

研究前期，笔者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两大高校进行了《大

学生媒介素养培育现状调查》匿名问卷调研，回收有效问卷 881 份。

然而，在笔者的调研过程中，目标地区高校的媒介素养教育却显

得相对滞后，既没有得到对口专业的理论支持，也没有对应的规

章制度促其发展。通过调研，得出当前齐市大学生媒介素养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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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大学生媒介应用现状存在的突出问题

1. 大学生熟练使用媒介的能力有待加强

在调研中，面对“您是否能熟练使用媒介进行工作学习？”

的问题，非常熟练和熟练仅占 11.58% 和 29.51%，熟练程度一般

的占 46.42%，8.4% 和 4.09% 的学生答案是不太熟练和不熟练。可

见，大学生对于媒介对使用还停留在比较简单的使用阶段，熟练

运用媒介提升自身的水平还需要进一步加强，这就需要开展系统

的培训课程或讲座，在媒介素养培育上切实得以体现。

2. 大学生对网络媒介依赖性较强

关于“每天接触网媒时长”的问题，10.67% 的调查对象小于

2 小时，19.07% 的学生在 2-4 小时，32.69% 的学生接触网媒 4-6

小时，18.39% 的学生在 6-8 小时，19.18% 的学生在 8 小时以上。

对于“如果在断网的状态下，使用一天电子设备，是否会感到不

便？”的问题，37.91% 的人觉得非常不便，25.65% 的人觉得不便，

27.58% 的人觉得一般不便，仅有 2.27% 的人觉得方便，6.58% 的

人对此没有感觉。绝大多数学生对于网媒的依赖已经达到空前的

高度，每天一有闲暇就浏览网络信息，甚至占用学习和休息时间

的人不在少数，断网的情况会使大部分人陷入困扰，而在现实生

活中与周围人群的面对面交流逐渐减少，很容易间接引发大学生

的社交障碍和人格缺陷。

（二）大学生媒介素养现状存在的突出问题

1. 大学生缺乏对媒介素养的认知与理解

在调研中，当问到“您对媒介素养了解吗？”的问题时，

非 常 了 解 和 了 解 仅 占 13.85% 和 24.52%， 了 解 程 度 一 般 的 占

41.77%，13.62% 和 6.24% 的学生答案是不太了解和不了解。这说

明在对媒介素养的认知领域，无论是被动接受教育还是主观意愿

学习都是非常匮乏的，继续出台一整套完善的媒介素养培育的教

育和制度体系。

2. 大学生对媒介的使用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对媒介信息缺乏

辨别力

对于“您使用媒介时是否有目的性？”的问题，19.75% 的调

查对象总是有目的性，35.19% 的学生多数时候有，36.66% 的学生

偶尔有，4.65% 的学生几乎没有，3.75% 的学生没有目的。关于“处

于现在的‘信息爆炸’时代，你可以准确地辨别各种媒介信息的

真实性吗？”的问题，完全可以辨别的学生仅占 11.35%，39.61%

的学生基本可以，35.41% 的学生一般，9.88% 的学生不太可以，

3.75% 的学生不可以。由于部分大学生对于媒介信息缺乏辨别能

力，盲目地使用媒介，很容易受到网络上一些负面信息、不良信

息的影响，轻则影响生活与学业，重则危及财产和安全。

3. 大学生对网络方面的相关法律法规了解匮乏

针对“ 你了解网络方面的相关法律法规吗？”的问题，非常

了解的学生仅占 12.49%，28.15% 的学生了解，41.32% 的学生一

般了解，13.39% 的学生不太了解，4.65% 的学生完全不了解。在

“您是否曾经因为媒介是匿名的而对他人发表过语言攻击或人身

攻击？”的问题上，仍然存在 6.36% 的学生总是攻击他人，3.29%

的学生经常攻击他人，偶尔攻击、几乎不攻击和从不攻击他人的

分别占 14.42%、13.85% 和 62.09%。而“在媒介上看到负能量内

容传播时，您的态度是？”这一问题当中，8.51% 的学生竟然选

择完全支持，4.88% 的学生基本支持，14.87% 的人选择一般，8.17%

和 63.56% 的学生不太支持和不支持。这一方面反映出网络法制尚

不健全，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当前大学生对于网络法律法规的忽视

以及道德观念与社会责任感的缺乏。

（三）大学生媒介素养培育现存的突出问题

1. 没有设立相对完善的媒介素养课程体系

关于“您的学院开设过相关媒介素养课程或举办过类似活动

讲座吗？”的问题，仅有 11.46 的学生回答总是，12.71% 的学生

回答经常，46.08% 的学生回答偶尔，19.64% 的学生回答几乎不，

10.1% 的学生回答从不。“您认为是否有必要开展系统的大学生

媒介素养特别是网络媒介素养的训练课程？”20.54% 和 46.2% 的

学生觉得非常有必要和有必要。学生对于媒介素养课程是渴望的，

但绝大多数院校没有设立相对完善的课程体系，这需要对口专业

的理论支持，以及对应的规章制度促其发展。

2. 社会对该方面关注度不够

关于“您认为大学生媒介素养缺失的主要原因是？”的问

题，21.11% 的人认为和个人道德素质有关，17.25% 的人认为是学

校、家庭教育不够，没有形成完善教育体系，28.15% 的人认为是

社会对该方面关注不够，导致大学生缺乏基本的媒介素养意识，

26.45% 的人觉得是受当下媒介环境的影响，7.04% 选择其他。其

中“社会关注度不够”是调查对象认同度最高的原因，而现实也

的确如此，人们往往热衷于追求信息社会的高速发展，而适应其

发展的相关政策、制度与法规却得不到完善，大学生媒介素养培

育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在百家争鸣的融媒体时代，每个人都担纲了传播者与传播对

象的双重角色，加强大学生媒介素养培育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无

论是高校的管理者还是普通教职员工都应顺应时代，转变观念、

重视媒介素养培育，加强媒介素养师资培训与资金投入，全面激

发学生对媒介素养知识的学习兴趣与主观能动性。同时，全社会

也应共同努力，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强网络市场监管，从而形

成大学生自我教育、学校教育、家庭教育与社会教育的有机结合

的媒介素养培育模式，为营造和谐向好的媒体环境以及平稳发展

的法制经济社会提供坚实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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