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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宇宙赋能未来新闻传播教育及其带来的挑战
代晓利，刘 敏

（阜阳师范大学信息工程学院，安徽 阜阳 236041）
摘 要：元宇宙是未来互联网发展的一种新形态，教育是元宇宙应用的重要领域之一。通过分析当下智媒时代新闻传播教育

面临的困境及元宇宙所具有的基本特征为其走进教育场域所提供的条件，挖掘未来元宇宙与新闻传播教育深度融合的潜力，

创新性提出元宇宙赋能未来新闻传播教育的进路。但需警惕元宇宙带来的资本性威胁、成瘾性风险、数字殖民等方面的挑战，

并对此进行批判性反思，最后提出应从国际协调、国家干预、企业治理三个层面进行治理，为探寻新闻传播教育的高质量创新

发展，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考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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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ture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Empowered by Metaverse and Its Challenges

DAI　Xiaoli，LIU　Min
（School of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Fuyang Normal University， Fuyang， Anhui 236041，China）

Abstract:Metaverse is a new form in future Internet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field of metaverse appli⁃
cation. By analyzing the difficulties faced by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in the current era of intelligent me⁃
dia and the conditions provided by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etaverse for its entry into the educational field， we 
tap the potential of deep integration of the future metaverse and journalism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and creatively pro⁃
pose an approach for the metaverse to empower future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However， we need to be 
alert to challenges such as capital threats， addiction risks， and digital colonization brought about by the metaverse， and 
give critical response to them. Finally， we argue that metaverse governance should be carried out from three levels of in⁃
ternational coordination， national intervention， and corporate management， so as to provide constructive thoughts and in⁃
spirations for exploring high-quality innovative development in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Keywords:metaverse；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immersive experience

一、元宇宙起源及特征

元宇宙（Metaverse）一词最早来源于 1992 年美

国尼尔·斯蒂芬森的科幻小说《雪崩》，在其小说中

将元宇宙描述成与现实世界相平行的虚拟世界。

而在此之前，1990年钱学森先生将作为元宇宙的重

要支撑技术虚拟现实（Vertual Reality）译为符合中

国意蕴的“灵境”，并将其视为“大成智慧学”的技术

支撑，意在说明媒介技术能够促进人类进入新的社

会形态，预设了元宇宙对教育的重要价值［1］。随着

脸书（facebook）更名为“元”，微软、字节跳动、腾讯

等企业巨头纷纷布局元宇宙，元宇宙成为大众持续

关注的热点，元宇宙成为年度热词，2021 年也被视

为“元宇宙元年”。

元宇宙尚未形成一个权威、统一的概念，而是

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概念。它是基于扩展现实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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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数字孪生技术、区块链技术等，将虚拟世界与现

实世界密切融合而形成的新型虚实相融的互联网

应用与社会形态［2］。产业界提出元宇宙的八大基本

特征：（1）身份（Identity），每个人在进入元宇宙后，

都要建立自己的虚拟化身，可以与自己的真实身份

相一致也可以不一致。（2）朋友（Friend），在元宇宙

中，人与人可以建立起各种社交关系，实现社交需

求。（3）沉浸感（Immersive），元宇宙强大的生命力在

于其所形成的镜像世界能够使人产生高度的沉浸

感，在元宇宙中的感受和现实世界一样。（4）低延迟

（Low Friction），元宇宙中的一切和现实世界是同步

的，没有延迟和卡顿，这需要强大的算法和技术支

撑。（5）多元化（Variety），元宇宙空间能超越现实物

质条件、法律、规则的限制，实现用户想拥有的一切

和现实世界享受不到的自由。（6）随地性（Any⁃
where），依赖于高速的网络、轻便的设备等，人们可

以随意进出元宇宙。（7）经济系统（Economy），元宇

宙拥有电子货币、市场经济交易一套完整的经济系

统。（8）文明（Civility），元宇宙打破现实世界的规则，

拥有超越现实世界的自由，但是这个虚拟世界也有

文明，必须与现实世界的文明高度一致，而不是为

所欲为的乌托邦［3］。基于这八大基本特征：从空间

属性来看，元宇宙是个体以数字身份参与其中，虚

实融合的数字空间［4］；从物质属性来看，元宇宙可能

是互联网发展的终点，是由多重平台打通而形成的

一种新的社会系统［5］，勾勒出人类社会未来生存的

数字化图景［6］。
元宇宙是人类数字化生存的高级阶段，以此我

们可以预见人类未来的存在方式。英国哲学家波

普尔在 1972年提出人类生活在三个世界之中：第一

世界为物质世界；第二世界为精神世界；第三世界

为思想的客观内容的世界［7］。元宇宙无疑属于第三

世界，是不可逆转的人造虚拟社会。随着 5G、人工

智能、数字孪生、虚拟现实等技术的发展，人类社会

与物理世界、信息世界的联系程度更加深化，人类

势必会迁往“赛博空间”，成为元宇宙与现实社会的

“两栖动物”，元宇宙将开启人类的“两栖生活”［8］。
元宇宙将为人类生存带来新维度的扩展：首先，扩

展人的生存维度，元宇宙塑造一个独立于现实世界

又与现实世界紧密相关的虚拟世界；其次，扩展人

的感官维度，元宇宙赋能用户置身于广阔的社会情

境中，获得虚拟视觉、听觉、触觉与现实视觉、听觉、

触觉等多重感觉综合体验。

目前国内外关于元宇宙发展趋势的研究主要

集中在其对生活、产业、人文等领域的影响。其中

在元宇宙所构建的“两栖生活”图景中，学界对元宇

宙在教育领域的研究较多，如通过实验对比学生在

传统学习环境和虚拟学习环境的学习效果，发现虚

拟环境的沉浸性特征能提高学生的专注度［9］；虚拟

环境能提高非母语学习的效率［10］；元宇宙中的第二

课堂能有效补充现实教学的不足［11］；元宇宙为未来

教育带来新的学习场景和全新学习方式；元宇宙是

在线教育的新方向等［12］。但目前学界尚未有针对

元宇宙赋能新闻传播教育的研究，鉴于此，本研究

从当下智能时代新闻传播教育的困境出发，分析元

宇宙所具备的基本特征为教育赋予的潜力，提出元

宇宙赋能新闻传播教育的未来进路，并对元宇宙给

新闻传播教育带来的挑战进行批判性反思，最后提

出应从国际协调、国家干预、企业治理三个层面探

寻元宇宙在新闻传播教育领域的治理。

二、新闻传播教育困境及元宇宙走进教育场域

（一）当下智媒时代新闻传播教育困境

随着信息技术的介入，新闻传媒业各个环节都

发生着革命性的变化。由此对新闻业的生产主体

新闻从业者有着新的技能和素质要求，新闻传播人

才培养应具有相应的内容要求，新闻传播教育也面

临着新的挑战。技术的发展是新闻传播教育发展

的直接动力，随着新媒体、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

的迭代更新与发展，新闻传播教育也在积极进行改

革，探寻与之相适应的教学模式。虽然新闻传媒教

育领域积极迎接并拥抱新技术，但其培养人才的结

果却不太令人满意，普遍存在的问题是技能单一、

职业素养不完善、不能与新闻传媒业发展所需的人

才相匹配。造成这种困境的原因主要有：

学习动力不足。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传统媒

体的经验已不能匹配当下新闻传播信息生产所需

的技能要求，但很多新闻传播院校授课方式传统、

思想理念滞后，教学理念停留在传统的新闻内容生

产层面，仍以传统的采、写、编、评作为教学的重点，

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激情和动力。

师资构成不均衡。虽然新闻传播教育很重视

对技能的培养，但新闻传播院校的教师普遍缺乏新

闻实践，导致人才培养问题突出。特别是新媒体技

术的发展促使数据新闻、新媒体运营等多样化传播

方式的需求增加，但是具有技术背景的复合型新闻

传播学教师很稀缺，新闻传播院校仍然以传统理论

教学为主，实践教学为辅，涉及新媒体传播技术与

素质的内容少之又少，培养的新闻传播人才理论与

实践不能有效对接，无法满足人才培养的需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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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的业界需求相悖，相应地也制约了新闻传播业

的发展。

跨学科协作不够。按照新闻传媒业的全媒体

人才需求，学生不仅要更加全面地学习各方面的专

业知识，还需进行跨学科的学习，并且还要学习新

兴的网络传播技术，比如，大数据新闻、社交媒体新

闻，甚至还有谷歌眼镜、无人机等新技术的学习。

很多新闻传播院校人才培养仍以传统新闻专业划

分进行学习，所学知识技能无法胜任岗位需求。

（二）元宇宙走进教育场域

疫情之下全球教育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尤

其是新闻传播教育出现的种种困境，现有技术难以

解决其发展的瓶颈。元宇宙所具有的核心特征为

其走进教育场域提供了条件，以区块链、数字孪生

等技术为基础的元宇宙营造新的教学场景，虚拟现

实等技术引领着教育教学的新方向，由此可能会带

来新闻传播教育的新变革。教育是未来元宇宙应

用的重要领域之一，元宇宙在教育领域的应用具备

三个基本特征：

深度沉浸性。元宇宙为学生提供逼真的虚实

融合的学习环境，带来的沉浸式体验，促进学习者

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活动中，不受周围环境的影

响。元宇宙赋能学生置于广阔的社会文化情境中，

最大程度地调动学生的感官系统与现实环境、虚拟

环境进行交互，增强学生情境学习体验，激发学生

学习动力，更好地促进学生认知的形成。

多元交互性。元宇宙空间的交互方式更加立

体，师生之间、生生之间不仅能进行真实主体间交

互，还可以建立真实主体与虚拟化身、虚拟化身与

虚拟化身之间的交互。在网络算力技术和区块链

技术的支撑下，真实主体和镜像他体的交互突破时

空界限，形成虚实“两栖”素养，学生可以随时与名

师进行交流分享。此外，虚拟化身也可以主动学

习、建立社交关系，在元宇宙空间交流、讨论，形成

突破性知识，促进学习场景更加动态化。

边界融合性。在虚拟现实技术和区块链技术

的支持下，教育元宇宙实现虚拟与现实的深度融

合，极大拓展教学时空边界，消除不同学科不同院

校边界、消解教育与社会边界，解决教学资源孤岛

弊端，促进不同平台资源的整合，实现不同资源形

成线上线下、虚实一体的新兴教学环境。学生的知

识学习能力与实践能力得到深层次的融合衔接，学

生素质得到全面发展。

虽然元宇宙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但已显示

出巨大的发展潜力，当下元宇宙已在教育领域有所

应用。2021 脸书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用

一段影片向世界展示了元宇宙赋能教育的重大力

量，在元宇宙里，师生可以穿越历史，见证任何时刻

任何场景所发生的事件。美国建立了全球第一所

虚拟高中，美国莫尔豪斯学院建立虚拟实验室等。

未来元宇宙将通过提供多样化教学资源、教学活动

以及开放多元的教学环境，创新新闻传播教学新形

态，促进新闻传播教学实践、教学方式、教学技能的

改变，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元宇宙在教育中将发

挥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价值，为未来新闻传播教育带

来无限的可能，也促使未来新闻传播教育产生巨大

的变革。

三、元宇宙赋能新闻传播教育的未来进路

(一）赋能沉浸式场景，提高共情力

元宇宙赋能的教学通过增强临场感，满足学习

的场景动力。技术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在于其隐匿

不见，如千丝般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却难以察觉。

早在 20世纪，约瑟和布朗就提出了宁静技术概念：

“技术融入我们的生活，不是让我们时时感受到技

术，我们不会消失在电脑空间中，而是电脑消失在

我们的生活中”。元宇宙技术所呈现的场景让计算

机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强调技术与环境的合二为

一。传统教学将学习与环境相分割，难以达到对学

习内容的深度认知。元宇宙通过扩展现实技术提

供沉浸式体验，通过数字孪生技术创造一个逼真的

镜像世界，满足个性化和多样化的学习需求与体

验，使学生从初步的理性参与到情感介入全神贯注

的参与式学习，进而实现“心流体验”的完全沉浸式

学习。沉浸式体验学习能够使学生全身心地投入

到学习活动中，不受周遭环境的影响而达到一种愉

悦的心理，享受学习状态，规避因各种技术中介呈

现的信息导致学生专注度弱化的问题。

元宇宙为学生提供逼真的多感官沉浸式体验

学习，提高在虚拟世界学习的真实感和沉浸感。麦

克卢汉提出“媒介即人的延伸”，认为任何一种媒介

都是人的感觉或感官的延伸。元宇宙提供超越现

实的感知体验，调动学生的视觉、听觉、触觉、嗅觉

甚至味觉等多种感觉系统参与到学习过程中。这

种逼真的接近现实的学习模态，能够让学生产生具

身的学习体验。元宇宙深度沉浸式学习，不仅能够

提供逼真的画面，而且通过脑机接口、人机互动等

技术实现与元宇宙中的镜像主体、镜像他体进行实

时的互动与反馈，获得虚拟化身在元宇宙中的认

知、感受和体验。沉浸式的教学环境，让学生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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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案例教学中能够获得第一人称的新闻现场体验。

模拟场景的沉浸式新闻能够刺激多种感官，释放学

生海量的触点，改变学生在新闻案例教学中的受众

角色，而获得新闻“主角”的体验。学生在新闻教学

中不仅仅是“接受”，更多的是“体验”和“互动”。数

字分身能进入镜像的虚拟新闻现场，产生强烈的真

实感和情感共鸣，进而产生新闻的共情性。共情力

是作为一名新闻记者最基本的职业能力，提高“准

新闻工作者”的共情力，有助于在未来的新闻工作

中生产出有温度、有情感、有感染力的新闻作品。

目前，许多开发者运用VR/AR技术和设备做了

很多实验，并且证实这些技术能为学生提供更好的

学习实践体验。未来元宇宙在教育上将不再需要

佩戴笨重的头盔、眼镜等设备，仅需借助轻便设备

或者通过脑机接口便可进入“虚拟学习场景”，身临

其境地操作设备，并进行实时互动，获得沉浸式的

学习体验。

（二）赋能边界融合，促进多元交流

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离不开多元化的人才培养

方式，但目前大多数院校缺乏相应的基础设施与实

施条件。智能技术支持下的元宇宙空间，实现时空

边界的突破与融合，提供多样化的学习方式。学生

在元宇宙空间自由地进行各种学习活动、交流与创

作，并催生出多元的学习形态和教学样态。

进入元宇宙阶段，现实世界的时空观念将发生

根本性的转变。首先，元宇宙空间打破时间边界，

时间上具有正反双向性。元宇宙不仅可以对过去

的教学场景进行还原，还可以预测性呈现未来的场

景。新闻传播教学改革在元宇宙中进行试点改革，

通过现实教育数据的映射，元宇宙对仿真的教学管

理模式、教学实验进行模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规

避不成熟的教学改革风险。其次，元宇宙空间打破

空间边界。元宇宙突破教学场所的限制，使封闭的

教学空间变成开放空间。在元宇宙空间根据课程

培养目标开创教学场所，突破人才培养的空间边

界。比如，新闻传播史论教学不局限于课本和PPT，
可根据教学内容，创设相关的历史场景，学生可以

行走在历史的街道，见证新闻业的发展进程；新闻

采、编等实践课程可根据教学目标创建相应的实践

场景。这种开放式教学场景能激发创新性学习，提

高学习的兴趣和效率。

元宇宙开创自主、灵活多样的学习环境，解放

学生的现实束缚，根据学习需求，采用灵活的方法、

策略促进学生进行自主学习。传统的新闻传播教

学中，教师根据培养方案制定课程计划，学生配合

老师完成相应的计划和方案，但这种学习方式仍然

以教师为中心或者说以知识为中心，学生只能被动

学习。学生的主体地位没有得到体现，一专多能的

个性化全媒体人才培养需求未能实现。元宇宙空

间支持个性化学习，学生从被动转向主动，学生可

根据自身的学习兴趣与需求，定制个性化学习内

容、学习方式。元宇宙空间可以通过创建虚拟实验

室、参与社会实践调查、开展民族志等调研活动，成

为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的“第二课堂”，有效实现现实

教学与线上教学的一体化。元宇宙本身也可以作

为一种科学实验工具，为新闻传播学提供更为丰富

的方法论。元宇宙作为大型网络民族志观察现场，

提供丰富多样的用户数据和观察样本，生成基于元

宇宙观察者的网络民族志［13］。
元宇宙的去中心化，打破原有知识和信息的单

项传输，实现双向交流，促进师生的深度互动。传

统课堂教学，往往互动不够深入，学生参与互动的

差异较大。而技术赋能下的元宇宙空间，教师可以

及时了解学生活动的进程及遇到的困难，还可以开

辟虚拟研讨室，比如新闻采访课程中的采访活动，

教师可观察学生小组活动情况并及时跟进，与学生

进行一对一的互动交流。元宇宙空间的交流方式

也更加多样化，音频、视频、全息投影、三维画面都

将成为交流的工具，有利于提升教学效果。元宇宙

空间可以打破不同国别学习者的语言限制，实现不

同母语学习者在元宇宙空间的直接对话与交流。

（三）赋能协作创新，实现资源共享

数字孪生技术加持下的元宇宙，虚拟与现实的

界限逐渐模糊，教师、学生和元宇宙的公民可实现

虚拟与现实的任意切换，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及时验

证与改进，实现虚实融合的协同性知识生成［14］。元

宇宙为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提供高度逼真的教学实

践环境，为开拓项目式教学、游戏式教学创造条件，

促进教学理论与实践的有效融合，弥补新闻传播教

育实践不足的问题。

元宇宙空间形成教学类群，可弥补师资短板。

新闻传播院校的教师普遍缺乏新闻实践，特别是新

媒体技术的发展促使数据新闻、新媒体运营等多样

化传播方式的需求增加，但是具有技术背景的复合

型新闻传播学教师很稀缺，无法满足人才培养的需

求。元宇宙赋能的教学场景，可形成双师型教学形

式。新闻传媒业界达人在元宇宙空间进行实践教

学，与学生进行交流互动、答疑解惑。除了双师教

学，也可以探索虚拟名人在元宇宙场景中充当虚拟

达人。虚拟数字人能够听懂、看懂、读懂、有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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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有情感，能够带领学生开展针对性的媒介实践、

媒介技能学习，学生可根据自身的技能盲点与虚拟

数字达人进行互动，使学习过程更加自由化、个

性化。

元宇宙优化教育资源的配置，实现资源的共建

共享。基于智能技术，元宇宙持续挖掘海量学习资

源，促进学习资源的动态增长；基于算力，元宇宙生

成个性化学习资源，实现学习资源的智慧匹配。元

宇宙具有高度的开放性，允许用户进行自由的编辑

创造。学生在已有学习资源的基础上，不断创造新

的学习资源，从而使学习资源具有动态更新的特

点。教育资源提供的主体更加多元，多方协同参与

其中，包括学校、老师、企业、政府等，共同打造个

性、全面的教育资源。元宇宙技术有效促进教育资

源的流动，实现教育资源的共建共享。打破不同地

区、不同院校之间新闻传播教育资源、教学设备分

配不均的现象，促进教学资源平等流通、双向循环，

形成良性的新闻传播教育生态。各类平台教学资

源的串联，解决现实中新闻传播教学资源分散、各

院校教学资源不平等的问题，实现教学资源的整合

利用［15］。
元宇宙空间打造融合平台，促进校企深度合

作。元宇宙将促进现实社会与虚拟世界的深度融

合，实现身份系统、社交系统、经济系统的共享，为

新闻传播院校人才培养提供逼真的实践场景、丰富

的教育资源，解决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理论与实践脱

节的问题。学生可以自由进出元宇宙，实现新闻传

播理论知识、技能与实践能力的转化与融合，进一

步提升自身的综合素养。

四、元宇宙带给新闻传播教育的多重挑战

（一）高度沉浸与“沉溺”风险

高度沉浸性改变人们对时空的感知，意味着个

体对周遭事物的感知能力下降。美国学者尼古拉

斯·达维坚科在实验中发现，实验者普遍认为在进

行 VR 游戏时，会产生与现实截然不同的时间感

知［16］。元宇宙所带来的沉浸式体验有着天然的“成

瘾性”风险，一方面是精神上的依赖。元宇宙的深

度沉浸，容易让人产生精神上的依赖感，尤其是心

智上尚处于发展和不稳定阶段的青少年。元宇宙

多维度地搜集分析用户的个性化选择，信息推送

“直抵内心”，并且“保你喜欢”，进一步加深个体的

依赖感，这将构建起牢固的社交圈群与信息茧房，

阻碍新闻传播教育者在教学中对主流价值观的传

递，影响学生社会价值共识的凝聚。另一方面，容

易产生干扰。元宇宙中的虚拟分身引发与现实中

的我之间的冲突，元宇宙空间弱化现实的法律束

缚、道德约束以及社会舆论监督的作用，形成双重

人格，个体将沉溺于具有美好外表和无限能力的虚

拟化身。当外界压力较大，虚拟世界形成的规则如

果与现实世界不一致时，会产生较大的心理落差，

导致主体间关系不稳定，加剧社交恐惧和人际关系

的疏离，影响社会秩序。如何有效把控元宇宙教育

空间的开放尺度，避免产生精神依赖和关系干扰，

将给新闻传播教育带来新的挑战。

（二）资本属性与教育公共性矛盾

元宇宙所具有的资本属性收益意向将贯穿于

其创建到运营的全过程中。对于元宇宙平台而言，

教育意向只是其收益的一种手段，当商业目的凌驾

于育人目的之上则会带来教育的异化。资本运作

的逻辑在于收益，而将此逻辑运用在教育的实践

中，则会出现违背教育规律现象。元宇宙平台在创

立之初便被确立了“收割流量”、获取利益的目的属

性，在运作过程中会出现焦虑式教育宣传，引起参

与者的虚假式需求。

元宇宙平台以商业垄断和收益化制定信息解

读标准，这也从根本上与育人初衷相背离。具有垄

断性质的大平台将形成一种新的“中心化”，由此形

成强势平台与弱势个体的不平衡，平台将规定并引

导着个人需求，商业平台在虚拟空间形成对个体的

控制，有学者将其称为“数字资本主义”或“新封建

主义”［17］。传播观点的权利不是掌握在教育者手

中，而是由平台来掌控。教育具有极强的公共属

性，需将收益性与公共性相分离，才能保障教育的

公共性。在以育人为目的的教育领域，则需对平台

引导的方向性和权利归属问题更加谨慎。

（三）数字殖民与文明冲突

“数字殖民”是技术与资本合谋的产物，在元宇

宙空间将更加突出并呈现出新样态。技术合理性

本质上要服务于政治，元宇宙集所有先进智能技术

于一体，其实质也是一种新的社会控制形式［18］。以

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试图凭借技术优势抢先占领

元宇宙空间，企图推行“数字殖民”。我国也在积极

发展元宇宙底层支撑技术，有学者预言，未来将会

出现三大元宇宙应用集群：中国元宇宙、美国元宇

宙、火星元宇宙［19］。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的对立在元宇宙空间依然存在，角逐更加激烈复

杂。西方国家打着数字自由、民主的大旗，在信息

全球流动中，设置中国的负面议题，营销“普世价

值”，在无形之中钳制人们的思想，腐蚀社会主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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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形态。

同时，在元宇宙虚拟空间打着文明的幌子，助

长历史虚无主义、民族虚无主义，成为元宇宙空间

教育的内生性风险。元宇宙没有种族、性别、外貌

歧视，以共治、共创、共享为理念，吸引越来越多的

虚拟化身参与其中进行创建，人们的思想、行为必

然受到影响。西方资本主义在其中设置自由、平

等、开放的文明陷阱，忽略其所依托的现实基础，企

图用“数字共同体”解构我们民族共同体，通过即时

的、深度交互的感官体验刺激，抽取民族集体历史

记忆，产生人民与国家的疏离，危及意识形态

安全［20］。

五、结语

元宇宙所具有的沉浸性、交互性、自由性等特

点，为新闻传播教育赋能，将必然改变传统的教学

方式，但是处于雏形阶段的元宇宙还具有很大的不

确定性，我们需以审慎的态度对待元宇宙赋能未来

新闻传播教育。应通过技术解决以往新闻传播教

育没有提出的问题、消除教育中未能解决的疑惑，

为新闻传播教育增添更高效的手段，而不能过度迎

合元宇宙的热潮而忽略其可能带来的教育异化与

价值冲突。通过对元宇宙赋能未来新闻传播教育

的预测及可能带来问题的批判，从而促进元宇宙在

教育领域的应用更符合教育的育人初衷。

元宇宙赋能教育，目前尚处于探索阶段，缺乏

科学的政策指引，为规范元宇宙赋能未来新闻传播

教育，需加强在元宇宙的顶层设计，制定相应的政

策法规与监管体系，锚定其核心价值取向，重塑教

育领域元宇宙“向善”，变革传统教育形态。明晰元

宇宙在教育领域的功能和价值定位，摒弃数字化崇

拜［21］。警惕元宇宙违背学习规律，应从国际协调、

国家干预、企业治理三个层面探寻元宇宙在新闻传

播教育领域的治理。在国际协调方面，应在充分考

虑国情的基础上，借鉴全球其他国家和机构有关元

宇宙在教育领域的政策法规；在国家干预方面，应

持续开展对元宇宙沉迷、隐私等问题的研究，制定

元宇宙教育领域虚拟化身行为规范、沉浸式学习资

源标准、学习活动逻辑规则等政策法规［22］；在企业

治理方面，应积极与企业对话合作，明确企业的责

任与义务。唯有三个层面协同治理，才能保障元宇

宙在新闻传播教育领域的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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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针对规制数字资本无序扩张的现实需要，我国

明确提出了“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

要求，《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的出台也

为国家治理平台经济发展进程中的垄断问题提供

了基本指引。然而，平台经济的复杂性使得该领域

的垄断问题并未就此得到彻底解决。大型数字平

台扼杀式并购新兴平台是资本无序扩张的重要体

现，我国现行的反垄断制度框架在审查大型数字平

台扼杀式并购时显得力不从心，制度上的短板纵容

了一些反竞争的并购行为。因此，在大型数字平台

的并购浪潮中，需要通过补正并购申报机制、完善

竞争损害分析工具、建立事后并购调查规则来积极

应对数字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诸多挑战。综合运用

以营业额标准为核心、交易价格阈值标准为补充的

并购申报门槛，有效遏止颠覆市场竞争格局的无序

并购行为，维护平台经济领域市场的可竞争性，从

而为我国平台经济的发展营造一个健康有序的营

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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