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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电视和网络等电子媒体在现代的飞速发展

和扩张，大众传媒以其特有的优势广泛而强烈地影

响着当今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人们的思想观念、政

治观点和道德品质的形成和发展。同时也彻底改变

了传统的德育环境。大众传媒和家庭、同伴一起，被

人们看成影响青少年道德水平的三大要素。青少年

时期独立自主和走向社会的阶段发展任务使他们急

于通过媒体获得关于社会的信息，对媒体需求量加

大。同时，对大众传媒丰富多彩、绚丽夺目、良莠交

杂的信息，青少年是缺乏一定的理性思维和分辨能

力的。因此大众传媒对青少年德育的影响，一直以

来都是家长、教师和研究者关注的焦点。

一 大众传媒改变了传统的德育环境
（一）大众传媒影响的开放性

信息借助大众传媒实现了超时空的传递，尤其

是现代传媒的发展，如网络等新兴媒体的出现，信

息的扩展能力远远超过了以往，信息的空间在开

放，人们的视野在开放，大众传媒的影响也在开

放。大众传媒的内容是由一定社会实体赋予的，不

同的社会实体出于不同的利益需求，借传媒传播着

各种各样的信息。网络的发展扩大了信息传播的

空间，打破了原有国家、地域之间社会制度、意识形

态的约束，各种西方的政治信息得以自由、无约束

地传播。随之而来的是我们身处的社会环境不断

丰富变化，人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态度时时迎接着五

彩斑斓的传媒信息的冲击。青少年利用大众传媒

获得的信息远远超过传统教育的数量和类型，大众

传媒在青少年的成长过程中开始显露出越来越重

要的作用。传统德育受到来自大众传媒的挑战，甚

至是侵蚀和抵消，这意味着传统德育环境相对单一

性和稳定性的破裂，其“铁板一块”、“一统天下”的

地位受到了强烈的冲击。

（二）大众传媒内容的混杂性

大众传媒除了传播信息、引导舆论、传承文化

的功能外，它的另一功能就是娱乐。为了满足人们

娱乐休闲的需要，大众传媒往往要迎合人们感官和

情感中某种低俗兴趣的需要，内容的良莠混杂成为

大众传媒的特色。及时行乐、崇尚财富、权利、利己

主义等不良价值观随着传媒的发展不断地滋生和

蔓延。青少年在周遭的世界中潜移默化地受到这

些混杂信息的熏陶，价值观的功利化和世俗化冲击

着他们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同时，传媒内容的混杂

性也打破了传统德育“美德”式的教育框架。传统

德育对青少年进行直接的、正面的教育，将青少年

限定在描绘的纯美的真空和被动接受的状态之

中。传媒传播的各种良莠不齐，甚至相互矛盾、冲

突的纷繁信息，使整个社会信息的价值意义变得异

常混乱和模糊不清，这对青少年的道德判断和选择

能力构成了威胁。同时，信息的容量和传播速度的

加快也增大了青少年接触社会现实的可能，拓宽了

他们的视野，不再处于纯美的真空中，他们感知着、

发现着社会善恶交杂的真实一面。这种状况下，传

统德育单纯的、积极的教育模式已无法适应大众传

媒环境下青少年成长的需要。

（三）大众传媒手段的多样性

以网络为代表的现代媒体的繁荣，让信息的传

递更为快捷、内容更为生动和丰富多彩，让人们不

出家门就知天下事，不但能将大量信息同时包揽，

感受着绚烂的图像景观，还能享受隐蔽又形象的互

动平台，可以随时发表言论、结交朋友、交流情感

等，实现兴趣的自由驰骋。传媒形色俱全、声情融

合等多样化的特点，一定程度上满足了青少年的好

奇心和对自由的渴求。

二 转变德育观念，积极应对挑战
大众传媒发展到今天，严峻地挑战着传统德育

的观念、内容和方式。大众传媒本身是一把“双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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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它在引导价值观和社会文化的形成中起到了

积极的作用。

（一）更新德育观念

伴随大众传媒一起成长起来的青少年对社会现

实的接触、感知能力逐渐加强，对社会有着自己特定

的了解和认识，有着自己的思想和主见，甚至有着和

理想设计的德育内容完全不同的看法。传统德育的

封闭性已不能适应青少年思想发展的现状，必须树

立开放的理念，积极应对大众传媒的影响。开放意

味着德育要敢于突破“计划”、“循规蹈矩”的框架，密

切注意社会环境的变化，根据情况变化组织德育，及

时更新补充德育内容。适时创新，适时应变。

（二）发挥家庭在对大众传媒应用上的引导作用

家庭是青少年成长的重要环境，也是他们接触

大众传媒的重要场所。家长作为孩子的引路人，应

该根据青少年的兴趣适当地对他们接触传媒的类

型、时间和内容进行合理的规划、引导和调控，有意

识地利用大众传媒中报道的某些问题与孩子开展

讨论，留意孩子在价值观上的变化，与孩子经常交

谈、沟通、并适当地纠正自己在某些问题上的传统

偏见，营造亲密和谐的家庭关系，让孩子与家长真

正成为朋友，这对消除大众传媒对青少年发展的不

良影响也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三）开展媒介教育，培养青少年的媒介素养

开展媒介教育，向青少年讲授有关广播、电视、

报刊、国际互联网等大众传媒的特性、制作技术及

其产品的美学欣赏和社会评析等知识，增强青少年

对大众传媒信息的辨析能力、过滤能力、承受能力

和抗干扰能力，学会合理有效地驾驭和使用媒介，

培养青少年的媒介素养。大众传媒的出现确实对

青少年的成长产生了不利影响，但是与其消极地抵

制其负面影响，不如正确认识它的庐山正面目。开

展媒介教育，关键在于形成学生的道德判断能力。

一方面可以充分利用传媒中真实问题，尤其是最能

影响青少年价值观形成和发展的明星崇拜、广告、

高消费行为和暴力等问题。另一方面可以借助传

媒工具，有意识地制作真实的道德问题情景，组织

青少年开展讨论、研究和学习，锻炼他们道德思考

和研究能力，培养他们的道德判断力。只有我们采

取积极的态度，建设有吸引力的良好的媒体生活空

间，教育青少年以正确的态度面对大众传媒，青少

年德育才不会在所谓大媒体时代迷失方向。

（四）开展美学教育，培养青少年的审美鉴赏能力

大众传媒的娱乐功能有助于缓解青少年学习

的紧张和心理的压力。但是，某些大众传媒低俗的

内容也易降低他们的审美鉴赏能力，这会导致青少

年生活方式和人生态度的不良转变。因此，在青少

年中开展美学艺术教育是非常有必要的，学校可以

开设专门的艺术欣赏课，如音乐欣赏、影视欣赏、文

学欣赏等，通过专业教师的讲解和引领，逐步引导

学生欣赏和评价艺术作品，理解、体验艺术作品蕴

含的真谛，感知艺术的力量，获得身心的愉悦和情

感的陶冶。针对大众传媒低俗化，泛娱乐化的不良

影响，美学艺术教育要重点放在对传媒作品内容展

示的社会美的揭示和欣赏上，将人生和世界之美的

丰富性向青少年展示，向青少年推荐国内外久负盛

名的经典音乐、影视、文学作品等，丰富他们的业余

生活，培养和引导他们健康的审美需要和情趣。积

极调动青少年自主创作音乐、戏剧、文学作品、摄影

作品等的积极性，鼓励他们成立各种影评、摄影协

会等，通过作品的创作和团体活动锻炼、培养他们

发现美、鉴赏美、展示美、创造美的综合能力，从而

提高他们的审美情趣和能力。

三 开发大众传媒的德育功能
（一）树立大众传媒的德育资源意识

首先要正确看待大众传媒的价值，积极挖掘和利

用媒体资源，服务于德育，既要善于利用大众传媒的

积极舆论导向和榜样示范作用，将大众传媒宣传的价

值观念、理论观点、热点问题、道德榜样人物的实际和

精神等引入到德育中。同时也要敢于将大众传媒附

带的不良倾向和散布的不良信息用于德育，作为反面

素材，有目的地组织讨论，及时给予青少年正确的引

导，增强青少年的辨析能力。这样既充实了德育内

容，改善德育形式，又增强了德育的吸引力。

充分利用大众传媒的多样化手段，改进德育方

式。传统德育方式的单调、僵硬阻碍了青少年接受、

内化德育信息的质量。首先应充分利用录像、电视、

多媒体，创造德育情景，丰富德育的内容，让德育变

得生动、真实、轻松、活跃、直观。同时，让青少年主

动产生、参与对问题和困惑的碰撞与思考，获得道德

能力的发展。其次，利用网络多样手段，丰富德育形

式。积极开辟网上德育资源，将与青少年德育有关

的国内、国外、社会、文化、财经、法律等方面的新闻

和事件迅速及时、真实地传送给青少年，为德育和日

常生活活动的开展提供丰富及时的热点材料，扩大

青少年的视野，增强学校德育与社会现实的链接，发

展青少年的道德判断能力。网络特有的互动交流功

能为德育提供了新的方法，建立德育在线交流系统，

教育者可与学生开展网上聊天，在网络虚拟空间和

轻松的氛围中可以了解学生们遇到的问题和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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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他们的思想状况。也可借助BBS的形式就德育

内容、社会事件、热点问题与青少年开展网上辩论，

开展如升学、就业等网上咨询服务，为青少年健康成

长服务，增强德育的实效性。

（二）充分发挥大众传媒在校园文化创设中的积极

作用

校园文化是德育中最大、最广阔的隐形资源，

有与大众文化、青少年流行文化并驾齐驱的势头，

发挥净化传媒不良影响，引导青少年形成富有朝

气、体现时代精神的青少年亚文化的双重作用。大

众传媒在大众文化的形成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

用，充分发挥其优势，创设优秀的校园文化。大众

传媒特有的信息加工和展示功能可以激活和丰富

校园文化的特色建设。教育者用足够的耐心和青

少年一起去寻找、设计、开展丰富多彩的教育活动，

以创造有真实吸引力的、优质的青少年生活和学习

环境。结合青少年兴趣，开展板报活动、网页设计

大赛、摄影比赛、主持人大赛、校园歌曲创作大赛、

校园风景线电视栏目创意大赛等，既丰富校园活

动，又对青少年的思想教育发挥了鉴别和指导作

用。还可运用校园网、校园广播电视营造健康向上

的校园文化氛围。

（三）积极创建学校、家庭、社会德育共建的互动机制

充分利用网络的先进技术和多样形式，创建学

校、家庭、社会德育的共建网络，由学校发挥主体作

用，共建大德育网络。首先学校通过网络联络家庭

形成互动沟通机制，与家庭及时交流信息，及时展示

德育成果和工作现状，建立沟通机制。同时，学校负

责向家长开展相关教育，让他们获得基本的家庭教

育学等知识，形成正确教育孩子的观念。掌握正确

控制孩子接触大众传媒的时间和减少孩子对大众传

媒产生依赖的方法。其次学校负责向社会沟通，与

各种青少年组织、文化组织、教育机构联络沟通，开

发组织各种符合青少年发展需要和兴趣爱好的社会

文化活动，形成引导青少年文化健康向上发展的推

动力量。再者学校还应与大众传媒机构建立互动沟

通机制，将学校、青少年对传媒内容的需要和对传媒

发展的意见、建议反馈给传媒机构，以利于传媒机构

根据反馈信息做出相应的调整和改进。

（四）逐步规范对传媒的管理

首先，我国当前应尽快制定一部符合当今大众

传媒特点的统一的、根本性的专项法律法规，保证

媒介立法的科学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提高媒介

立法管理的严格性和有效性。立法的同时还要充

分考虑青少年发展的需要，将青少年因素作为立法

依据之一。立法的同时还要强化大众传媒活动的

监管力度，以保证法律法规的真正实施，鉴于大众

传媒对青少年影响的深远，应将对青少年发展问题

的关注和服务情况作为对媒介机构监督的一项专

项指标。

再者，增强媒体的自律功能。在现有传媒管理

组织的基础上，建立媒体职业道德评议的专门组

织，开展媒体职业道德评议的专业组织，借助传媒

专业组织发挥媒体自律的专业自主权，把来自职业

内部的发展需要和监督结合起来，提高媒体和从业

人员的自律意识和自律行为，这将更有利于促进媒

体的自律行为和服务质量的提高。

同时，大众传媒还应主动服务于青少年，加大

青少年节目的比重，提高节目的质量。加强青少年

文化建设，形成反映时代特色的、健康向上的青少

年文化。加强中华传统文化建设，深入挖掘文化蕴

藏的巨大资源，媒体可积极开发和编制体现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作品，增强传统文化的感染力，加以

大力宣传和倡导。

注释及参考文献：

[1]张永华.大众传媒社会学[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

[2]檀传宝.学校道德教育原理[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

[3]郑兴东.受众心理与传媒引导[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

Discuss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Moral Education Function of the Mass 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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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ss media，with its special advantages，completely changes the adolescents' moral education
environment and is considered as one of the elements which influence teenagers' moral level. In face of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edia，this paper makes some beneficial discussion on how to develop the moral education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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