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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传播学角度来看，思想政治教育既是一种教育实践活动，同时也是一种信息传

播过程。思想政治教育在改变受教育者情感和行为等方面的效果是有限的,提升思想政治教

育有限效果的途径是科学界定思想政治教育责任边界、提升教育主体素质、明确教育个体特

点和优化教育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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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是一个大众传播的世界。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大众传媒已经成为我们

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每天新闻、评论等形式铺天盖地地将大量信息送进我们的生活中

来，对于广大受众来说，信息传播正在用其特有的魅力和感染力悄悄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

念、道德规范以及审美意识等，从而潜移默化地影响受众，推动了教育途径的多样化和思想

政治教育的现代化。

1大众传播与大众传媒

1.1 大众传播（mass communication）

英语“communication”—词，包含“通讯、信息;传达、传播；交通、联络；共同、共

享”等，主要指人类传递或者交流信息、观点、感情或与此有关的交往活动，学界通译为“传

播”。“传播”在汉语中是一个联合结构的词，其中“播”多半是指“传播”，而“传”是具

有“递、送、交、运、给、表达”等多种动态的意义,在传播学中被定义为：传播是带有社

会性、共同性的人类信息交流的行为和活动。

“大众传播"（mass communication）的概念首次出现于 1945 年 11 月在伦敦发表的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宪章中，“为用一切 mass communication 手段增进各国之间的相互了解而协

同努力”。其中的 mass communication_词就被翻译为“大众传播”0

所谓大众传播是指“专业化的媒介组织运用先进的传播技术和产业化手段，以社会一般

大众为对象而进行的大规模的信息生产和传播活动”。它有四个基本要素：传播者、信息、

大众传播工具和受众。根据媒介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脉络，传播活动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1）

口语传播时代；2）文字传播时代；3）印刷传播时代；4）电子传播时代。这个历史进程并

不是媒介依次取代的过程，而是一个依次叠加的过程。

1.2 大众传媒（mass media）

大众传媒是大众传播媒介的简称。英语“media”一词的含义广泛而不甚准确，它既可

以是报刊、广播、电视等承载的文字、声音、视觉信息的符号之发送、分配或传递的技术手

段（工具）；也可以是经济门类或体制，如“传媒产业、传媒事业”等；或可以是具体的机

构、组织，如“传媒企业”（报社、电台、电视台、网站等）；还可以是具体的传播内容和设

备等。中文里，把“media”依不同的语境分别译为“媒介”、“媒体”和“传媒”等⑵。

1）媒介。强调不同的传播技术特性，如电子媒介、数字媒介、纸质媒介，常见的有报

刊、广播、电视和网络等。

2） 媒体。突出传播活动的主体性和体制性，常是新闻事业的代名词，如中央级媒体（全

国性的电视台、电台、报社、网站），外国媒体等。

3） 传媒。信息传播的载体、手段、途径、体制等，统称，如大众传媒。

所谓大众传媒，是指在现代社会中，通过特有的渠道和方式，向社会成员广泛传递信息

并引起公众对信息反馈而形成的社会信息网络。它有多种分类方法：麦克卢汉按照传递信息

的清晰明确程度把大众传媒分为“热媒介”和“冷媒介”。有的按照媒介工具和技术手段的

发展历史来分，把大众传媒分为印刷类和电子类；有的人又在这种分类的基础上把大众传媒

细分为书籍、报刊杂志、广播、电视和网络。1998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大众传播媒介分



为

1.3 大众传媒的教育功能

现代传播学的奠基人，美国政治学者哈罗德•拉斯韦尔在其《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

一书中指出，大众传媒的社会功能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监视环境、联系社会和传递文化。

在我国，一般而言，大众传媒被认为有三种主要功能，即公众服务、商业服务、政治倡导（教

育）。可以看出，无论是国外的“传递文化”，还是国内的“政治倡导”，都涵盖了大众传播

媒介的教育功能同。

大众传媒被誉为千百万人的“没有围墙的学校”,它既可以通过日常播出的各类节目，

对听众、观众进行德、智、体、美以及思想政治工作等诸方面的教育，提高全民族的思想政

治觉悟、道德素养和科学文化素质；也可以通过举办专门性的讲座，直接为社会培养专业人

才。正如社会学家沙莲香指出的：“通过大众传播把文化传递给下一代，并不断教育离开了

学校的成年人、社会成员共享统一的价值观、社会规范和社会文化遗产。”

随着大众传播技术的不断发展，现代传媒的交互性、高效性、创新性为人们提供了充分

展示个人才能的空间，尤其是互联网的普及，它以特有的方式渗透到社会生活中，改变着人

们的社会环境、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因此，大众传媒是最有效的社会教育工具

和手段之一，它的教育职能是通过播放新闻、传达政令、发表言论、宣传思想政治和引导社

会舆论来实现的，即使娱乐节目、服务节目等，也都包含着教育的意义。

2思想政治教育与传播

2.1 思想政治教育从本质上属于传播范畴

思想政治教育这一概念经历了从政治工作、思想工作、思想政治工作、政治思想工作等

相邻术语祐演变。我国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创始人之一张耀灿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是指“一

定的阶级、政党、社会群体遵循人们思想品德形成发展规律，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

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一定

阶级所需要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同。这一概念表明，思想政治教育是以教育为中心

的社会实践活动，它涵盖了教育活动的全部过程和宗旨。

从本质上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就是做人的工作，其根本目的是不断提高人们的思想道

德素质以及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力。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者，需要把代表本阶级或集团利益的

社会意志、道德规范、价值观念传递给受教育者，从而影响他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

达到指导他们社会行为的目的。同时，受教育者也可以根据接收到的信息与教育者进行有效

的交流和沟通，以促使教育者有目的、有针对性地改变教育方式，提升教育效果。因而，思

想政治教育从本质上说也属于传播范畴。

2.2 既是教育实践活动，也是信息传播过程

从传播学角度来看，思想政治教育是阶级社会的一种特定的社会信息传播现象和活动，

是以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为核心的思想政治教育信息的传播行为和过程。第一，

教育者是这一传播活动的传播者。教育者根据一定社会发展的要求，选择合理的教育材料，

确定教育内容，根据受教育者的特点和教育的具体要求，进行合理的组织和安排,釆取适当

的教育形式和手段，把具体的教育内容传递给受教育者。这正体现了传播者的作用——筛选

信息、组织信息和传递信息。第二，受教育者是这一传播活动的受众。受教育者积极配合教

育者的工作，并理解和吸收教育内容，这正是受众接受传播信息的过程。受教育者是这一传

播过程中信息（教育内容）的接受者。第三，教学内容是传播的信息。在教育活动中，教育

者向受教育者传授的教育内容就是传播的信息，这些信息总是通过教育者口授、体态语言、

行为等各种载体传递给受教育者，即受众。

可见，思想政治教育的信息传播，是教育者有意识、有目的地对受教育者施加影响，通

过思想政治教育信息的传递、接受与反馈，以达到彼此共享、互动、共识的社会行为、活动



和过程。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就是以教育内容为中介，以认识活动为主导，教育者和受教育

者之间的教育信息交流与反馈的双向互动过程。所以，思想政治教育既是一种教育实践活动，

同时也是一种信息传播过程。

3大众传媒促进思想教育现代化发展

3.1 丰富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

大众传媒作为一种开放性的教育资源，不仅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还突破了教育内

容和教育对象层次的限制，给受教育者提供了一个更宽广的学习环境，使不同文化层次的人

都可以通过一定的媒体获得大量的信息，如了解世界各地的资讯、最新的科学知识、丰富多

彩的文学艺术，接触到多元文化组成的多元世界，使受教育者的视野更加开阔、知识结构更

加完备。另外，大众传播内容的开放性、广泛性和复杂性相应地给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带来了

更多的内容，同时，由于传播主体的大众化，传播内容自然呈现多元化态势。

3.2 推动了思想政治教育观念、体制的转变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的社会实践活动，深受其观念和体制

的影响，有什么样的教育观念和指导思想就有什么样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

大众传媒对社会发展的热点、疑点、重点、难点问题进行广泛宣传、追踪报道、深入讨

论，就是为大家明确方向、弄清是非、增长见识、开阔眼界、转变思想观念提供有益帮助。

大众传媒使思想政治教育不再局限于以前单一的以人际传播为主的方式，通过报刊、广播、

电视、网络等大众传媒的传播模式在“把关人”和受众之间驾起了一座信息传递和思想沟通

的桥梁，不仅在时空上缩短了教育者和教育对象之间的距离，而且从心理上拉近了双方的关

系，能够使受教育者积极参与到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充分调动了教育对象的积极性；交互

式沟通将人们由传统的被动式接受“灌输”教育变为主动参与思想交流，在思想碰撞中自然

而然接受引导，把传统的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面对面的直接教育方式变为间接方式；大众传媒

通过图文并茂、声画同步的传播方式,不仅能构建虚拟现实，再现逼真的生活场景，而且能

准确把握教育对象的思想动态，快捷地向教育对象传递教育内容，从而提高了思想政治教育

的科学性和预测性。

总之，从传播学角度来看，思想政治教育既是一种教育实践活动，同时也是一种信息传

播过程。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手段单一，方法单调，储存、加工、传播的信息量少、强度弱、

效率低，这种状况与现代大众传播媒介的广泛影响不相称，与电视电化教学不相称，与大量

思想政治信息的选择、加工、储存需要不相称。因此，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的大众传媒是思想

政治教育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促进了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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