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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电子媒介的出现使儿童信息世界中的信息内容'信息建构及信息差异发生了变化&其作用原理在于电子媒介改变了

儿童的信息表征'信息解读'信息互动&为此$可以从两个方面给予回应%一方面$明确并保障儿童的媒介权利$发挥儿童生命

张力!另一方面$学校'家庭'社区三主体共同开展儿童媒介教育$三者合理分工形成教育合力$让儿童在真实的媒介环境中学

会生存'发展自我$从而做到对电子媒介的合理使用&

关键词!媒介!电子媒介!儿童信息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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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生活世界是指儿童意义的完整展开$既包括

儿童当下状况及体验$又包括儿童当下状况及体验的

发生境域&儿童生活世界是认识儿童'理解儿童'促

进儿童发展的重要路径)

#

*

&信息世界是儿童生活世

界的构成要素$电子媒介的使用改变了儿童信息世界

的结构样态$以信息世界为依托$电子媒介进一步改

变了儿童的文化环境'社会关系$这为儿童生活世界

带来了挑战&本文聚焦于儿童信息世界$审视电子媒

介时代下儿童信息世界的变化$以期为关照儿童生活

世界'促进儿童发展提供一种新的视角&

一"电子媒介对儿童信息世界的影响

表现

儿童信息世界的产生得益于印刷术的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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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使得成人和儿童之间出现了信息差异$印刷

媒介有效地将成人世界与儿童世界相隔离&儿童生

活世界得以独立$儿童信息世界也拥有了自己的发

展空间&当下$电报'摄影'收音机'电视等电子媒介

逐渐替代印刷术$高度感官化'情境化'多元化的全

新媒介环境给儿童信息世界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

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直接影响!信息内容的变化

在印刷术时代$文字和语言是信息的主要呈现

方式&没有电子传输技术的辅助$信息的传播速度

较慢$人们有充足的时间去阅读信息&作家'讲授

者'演讲者'传话者等信息制造方都必须对其表达的

观点再三斟酌$目的是确保信息的准确性与严谨性&

在那个时代$信息内容是单一的$同时也是严肃的&

在电子媒介时代中&信息内容出现了新的特征&首

先是信息内容多元化!电子媒介打破了信息的地域

壁垒$信息的传播与交流变得便捷$信息之间的沟通

变得频繁$生活世界中的信息数量与种类急剧增加$

这些使得儿童信息世界的内容得以丰富$信息内容

变得多元化&其次是信息内容的图像化&电子媒介

的图像技术将信息转化成视频'图片等形式$文字被

边缘化&文学作品变成了影视作品$视频观看取代

了文字阅读$图像成为儿童信息内容的主要呈现方

式&再次是信息内容的娱乐化&为迎合信息的快速

更替$零碎简单的社会信息取代了曾经严肃深刻的

社会信息$信息变成了一种娱乐事业)

!

*

##V

&社会宏

观信息环境的变化引发儿童信息世界内容的变化$

儿童信息世界的内容也出现娱乐化倾向&最后是信

息内容的虚拟化&电子媒介传递的信息是一种编码

式信息$这种信息并不完全忠实于生活世界&电子

媒介时代$世界从+实体世界,转变为+实体世界与虚

拟世界,&儿童沉浸虚拟世界之中$儿童信息世界中

的内容会脱离真实的生活世界$信息内容的真实性

受到削弱&

$二%延伸影响!儿童信息建构的变化

所有的媒介都为我们认识世界创造了新的话语

符号'提供了新的方式$正如马歇尔2麦克卢汉所

说%媒介就是信息)

%

*

#V

&媒介的变化会导致信息内

容的变化$而信息内容的变化使得信息建构也发生

改变&首先是信息建构的片段化!电子媒介为我们

提供了获取信息的便捷途径$我们可以通过检索获

得信息系统中的任何一部分内容$系统的信息获取

变成碎片式获取$从而使得儿童的信息内容呈现点

状分布状态$而不是网状分布$这些影响着儿童信息

建构的系统性&其次是信息建构的跳跃性!身处信

息充裕的环境中$儿童注意力分配于太多的主题$儿

童的思维随着电视情节的变化不断转换$跟随各种

链接进行跳跃&频繁的信息转换会造成思维的惰

性'注意力的分散$这些不利于儿童信息建构的持续

性&最后是信息建构中儿童的主动性被削弱!信息

多样化以及信息娱乐化使儿童与信息的关系处于异

化状态$儿童成为信息的被动接受者$儿童对于电子

媒介传递的信息+应接不暇,&信息的解构与重构变

成了信息接收$儿童失去了对信息的+控制权,&最

终$儿童信息建构的图景与信息输入的图景一致$儿

童对于信息建构的主动性被削弱&

$三%根本影响!信息差异的日渐消逝

童年有生物学和文化学两种定义$生物学定义

是以儿童的生理特征定义童年$文化学定义则以儿

童文化来界定童年&按照/儿童权利公约0的规定$

儿童是指
"̂#V

岁年龄段的任何人$童年是指人在

+

"̂#V

岁,年龄段的生活&依据这样的逻辑$只要儿

童存在$童年就一直存在$且永远不会消逝&但是$

生物学定义只是看到童年的物理特征$并没有发现

童年的文化本质&童年是区别于成人复杂生活的纯

真阶段&如果成人世界和儿童世界没有差异$那么

儿童生活世界是局部化的成人世界$童年并不真正

的存在&儿童的信息世界也遵循相同的逻辑$电子

媒介的不合理使用$使得儿童信息世界与成人信息

世界的界限日渐模糊$两种信息世界日渐同一$这对

儿童信息世界的发展是不利的)

C

*

&

电视'手机等电媒介使成人世界更容易暴露在

儿童眼前$儿童甚至对成人世界的信息无法抗拒&

因为商业广告无处不在$成人没有做好信息保护$在

儿童面前+刷抖音,$并让幼儿接触网络热词&成人

的话语'歌曲等信息符号几乎是与儿童共享的$这在

一定程度上模糊了成人文化和儿童文化的边界$儿

童变成+小大人,$信息差异的减少削弱了儿童信息

世界的独特性$信息世界的发展也受到了限制&

二"电子媒介对儿童信息世界的作用

原理

媒介是传递信息的方式$正如话语的方式会规

范话语的内容一样$媒介的形式会限制信息内容的

表达&比如%视频无法表达抽象的信息$文字对直观

信息的表达不如图片准确&这种限制影响着人们解

读信息的全面性和准确性$从而制约着人的信息建

构$阻碍着信息世界的发展&但是这种限制往往流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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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于信息的制造方$不易被接收者所觉察&在日常

生活中$人们只是看到电子媒介带来的危机表象$却

不知道电子媒介对信息世界的作用原理&所以$只

有明晰电子媒体对儿童信息世界的作用原理$才能

在表象之下找到问题的+病根,&

$一%隐喻!信息表征的转变

文化不是先验存在的$人类的实践创造了文化&

人们会借助一定的载体对创造的文化进行表征$这

个载体就是媒介)

&

*

&

+媒介是一种隐喻,从两个层面去解读&首先$

媒介是一种比喻$媒介将信息表征为另一种形态!其

次$这种比喻是隐蔽的而不是明确具体的&信息是

明确的$我们接受到信息$自然就明白其含义$但是

信息经由媒介表征成文字'图片等形式$我们需要对

文字'图片背后的信息进行解读&恰似关注+画外之

音,逻辑$信息不是媒介呈现的内容本身$而是我们

对信息隐喻的解读&电子媒介的隐喻机制$必定会

产生不同于过去的文化表征符号&不同的符号组合

成新的信息世界图景&儿童信息世界的图景以成人

信息世界图景为基础$当电子媒介改变了成人信息

世界的图景时$儿童信息世界也随之发生改变&

$二%认识论!信息解读的转变

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媒介在社会环境中的角

色变得多元化&缘此$在传播学研究中出现了媒介

环境学的分支&媒介传播学关注媒介与社会环境的

关系$该流派强调技术在人类感知和交流中发挥的

界定性作用$并肯定媒介形式本身对更为广阔的社

会组织和文化结构产生的深远影响)

B

*

&即%媒介改

变着社会环境$改变着社会环境中的人们感知与获

得信息的方式&文字传播是静态的'思维的'线性

的$而电子传播则是动态的'视听的'跳跃的$电子媒

介必定产生不同于以往的社会信息环境$并产生不

同以往的信息交流方式&

每一种新媒介所产生的全新环境必定对人的感

知系统产生全面深刻'潜移默化的影响&在文字之

前$媒介是口头语言$人们通过言传身教认识世界!

文字时代$人们借助文字和书籍获取对世界的认识!

电子媒介时代$我们通过检索知识'观看视频或图片

等方式认识世界&不同的感知方式$人们对世界的

认识也是不同的&人们对于世界的认识以及对世界

的认识方式属于+认识论,范畴$媒介改变了人的+认

识论,&通过改变儿童的认识论$电子媒介改变了儿

童的信息建构$从而电子媒介改变了儿童的信息

世界&

$三%关系!信息互动的转变

+儿童不是被动改造的主体$而是积极建构的主

体,

)

I

*

&儿童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使得儿童不断探索

世界'获取信息'建构知识&+求知---探索---自

我建构,是儿童与成人信息世界的互动方式$也是儿

童信息世界的发展路径&在探索中$儿童会借助于

一定的媒介$这个媒介可能是语音$也可能是文字'

图片等材料$无论何种媒介$这些都是儿童主动做出

的选择&这时儿童与媒介的关系是%媒介为儿童

所控&

电子媒介将成人世界直接暴露在儿童的面前$

视频图片变成了儿童探索的对象$+求知---探索,

变成了+观看,$+自我建构,也变成了信息接受&一

方面$儿童在面对大量的信息内容时$信息的检索'

获取'选择是一种挑战!另一方面$大量的信息对儿

童的注意力也是一种挑战&在电子媒介面前$儿童

的主动性受到冲击$儿童与成人信息世界的互动由

+求知---探索---自我建构,变成了+接受,$儿童

与媒介的关系异化成+儿童被媒介所控,&由此可以

看到%媒介对儿童信息世界的影响发生在儿童与成

人信息世界的互动过程中&媒介的变化会造成信息

互动方式的变化$进而造成媒介与主体关系的变化&

电子媒介改变了儿童与成人信息世界的互动方式$

进而改变了儿童与媒介的关系&

三"电子媒介时代下儿童信息世界的

回应

电子媒介消除了信息的地域壁垒'丰富了信息

世界的内容'便利了信息的传播$这些是电子媒介对

信息世界的积极意义)

V

*

$面对电子媒介对儿童信息

世界的消极影响$我们要做的是打破技术迷思'理性

对待媒介$不可+因噎废食,$也不可+毫无作为,&

$一%逻辑旨归!保障儿童权利(发挥儿童生命

张力

#@

保障儿童的媒介权利

/儿童权利公约0规定儿童拥有自己的媒介权

利$媒介权利主要包括%儿童媒介接近权!儿童能够

从不同的国际渠道获得信息$保障处境不利儿童的

媒介接触机会&信息的有益权!媒介要传输有益于

儿童身心发展信息内容$并使媒介发挥教育的功能&

媒介参与权!儿童可以提出自己对媒介的意见'做出

自己的媒介决策$这些意见与决策要得到人们的尊

重与采纳&/儿童权利公约0从制度层面阐释了儿童

媒介权利的内容与重要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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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儿童接触电子媒介可以满足儿童信

息(社会学习的需要'消磨时间的需要'逃避现实(情

绪需要'社会交往的需要&这一研究成果论证了儿

童媒介权利对儿童发展的重要意义&儿童是具有自

我意识的个体$儿童能够积极构建新的知识体系以

适应社会环境$儿童有能力去应对电子媒介存在消

极影响&我们需要承认并保障儿童的媒介权利$因

为这即是儿童生存与发展的需要$也是对儿童生存

与发展的保障)

$

*

&

!@

抵制$抑制%!保护幼儿生命张力

儿童是具有创造力的$在成人提供的环境和材

料中$儿童会创造性使用材料$会对材料和环境进行

改造&儿童不受成人预设的约束$会对成人的控制

进行+拓殖,&这种创新能力与批判能力是儿童所具

有的生命张力$这种张力是儿童应对电子媒介最好

的+准备,&在儿童发展过程中$成人若是呈现保护

者的姿态给儿童$将儿童视为需要教导的对象$那么

成人则将儿童变成一个被动接受者$这不利于儿童

的创新思维和批判思维的发展)

#"

*

#!Ĉ#%&

$并使得幼儿

已有的生命张力消失&因此$成人需要做到%从过多

保护'改造教化的优越感和权威感中撤离$尊重儿童

对于成人规约的反抗$允许儿童对于成人规则的改

造革新$认可儿童对于材料的创造性使用$对儿童不

符合我们预设规则的行为给予包容和认可&只有保

护和壮大儿童的生命张力$才能保障儿童在与电子

媒介博弈中拥有优势&

$二%具体举措!明晰教育职能(形成教育合力

教育者的任务不仅是要教会人们读与写$而是

要人们学会用这些词来命名世界$要求人们重新认

识自己与社会的关系$使自身从被现实淹没的状态

中脱颖而出&+教育的功能就是把年轻人从过去的

束缚中解放出来 $这是教育平衡观的本质,

)

##

*

&儿

童的媒介教育遵循同一逻辑$教育使儿童得到发展$

儿童能够正确使用电子媒介$并从电子媒介的+控

制,中实现解放&儿童接受教育的场域包括学校'家

庭和社会&不同的场域$儿童媒介教育有不同的

要求&

#@

经验引领&学校中的媒介教育

信息的零碎与儿童理性分析'完整表达等素养

相悖!信息的娱乐化与儿童的自我意识'自我空间相

悖$这些弊端可以通过学校教育去弥补)

#!

*

&教师可

以通过引导儿童阅读书籍'分析问题等手段促进儿

童注意力和理性的发展!通过设计问题情境'提供多

样化材料等教学策略帮助幼儿深度思考与深度学

习&通过鼓励儿童表达自己的观点'自我决策培养

儿童的自我意识和批判意识&学校的媒介教育不在

于帮助儿童掌握科学媒介知识$更不在于具体的媒

介素养教学&而在于通过具体的情境引导儿童理解

电子媒介对我们的生活的意义与影响$帮助儿童科

学与批判性地使用电子媒介$关照儿童的媒介素养&

让儿童在真实的媒介环境中学会生存$发展自我$

从而达到教育的平衡作用)

#%

*

&

!@

行为引导&家庭中的媒介教育

家庭是儿童接触与使用电子媒介最频繁的场

域$且家庭中电子媒介使用更加偏向娱乐化&因此$

家庭是开展儿童媒介教育活动的重要场域&一方

面$家长要意识到电子媒介对儿童发展存在一定的

消极的影响!另一方面$家长需要明白儿童不能完全

脱离电子媒介&为此$家长需要建构一个良好的家

庭信息生态环境$保护儿童信息世界的独立与安

全)

#C

*

&同时$家长做好对儿童媒介使用的管理$在

适当的时候给予儿童引导与诠释$规避电子媒介的

消极影响&切忌将电子媒介作为让儿童安静的工具

泛滥使用)

#&

*

&

%@

公共环境打造&社会中的媒介教育

媒介教育不仅仅局限于家庭和学校之间$社会

也是媒介教育的重要力量&政府可以通过加强对信

息世界的控制'落实并保障儿童媒介权利'明确信息

伦理规范实现并保障公共信息环境的澄澈清

明)

#B̂#I

*

&社会通过社会公共环境对儿童施以潜移

默化的影响$并通过对成人的约束为儿童的媒介教

育提供保障$从而实现儿童媒介教育的目标&

儿童的发展与儿童所处环境密切相关$依靠单

一的教育主体无法完成儿童媒介教育的任务&家

庭'学校和社区需要建立合作机制$三者共同承担儿

童媒介教育&学校在知识与素养层面给予引领$家

庭在行为习惯上进行引导$社会从宏观环境中对媒

介教育给予保障&最终使儿童正确认识个人'媒介'

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养成良好的媒介应用习惯$

在真实的媒介环境能够适应$学会生存&这才是儿

童媒介教育的最终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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