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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时代微教育评论的问题与对策

刘　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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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教育评论仅有在学术报刊单向传播、传播者与接受者泾渭分明的

专业教育评论方式显然是不够了。新媒体以其灵活、快捷的特点，日益成为微教育评论载体并显示

其独特优势。新媒体虽然具有传播空间广、速度快、信息量大等优势，但也存在着信息质量低、留存

时间短，尤其是自媒体缺少编辑加工，信息质量低且碎片化，容易产生情绪化等弊端。新媒体毕竟

是工具，教育评论应该更多地在内容上下功夫，向新媒体输入正确的信息，不能“人为物役”成为新

媒体的奴隶。这就需要教育评论以大众听得懂的方式，引导大众科学认识与享用教育，实现教育的

育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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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以互联网、数字技术为核

心的新媒体迅速发展，深刻地介入并改变了大众的生

活方式、思维方向和价值观念，对教育评论也产生了

深刻而广泛的影响。新媒体的交互性和创新性为教

育评论开辟了一条全新的微教育评论路径，改变了专

业教育评论一统天下的格局。但是，随着新媒体影响

不断扩大，教育变革的节奏加快、浮躁行为蔓延，与此

相应的随时自由发布的微教育评论，在吸引了大众眼

球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新问题。若 大 众 对 眼 花 缭

乱、目不暇接的海量微教育评论缺乏理性认识的话，
就很难依此正确鉴别教育现象和把握教育本质。长

此以往，微教育评论不仅难以引导教育科学发展，而
且会把教育引向更加混乱与浮躁的境地。

一、新媒体概念与新媒体传播的特点

相对于传统媒体，新媒体是利用数字技术、网络

技术、移动技术，通过互联网、无线通信网、有线网络

等渠道以及电脑、手机、数字电视机等终端，向大众

提供信息的 互 动 式 数 字 化 复 合 传 播 形 态 和 媒 体 形

态。新传媒产业联盟秘书长王斌认为，“新媒体是以

数字信息技术为基础，以互动传播为特点，具有创新

形态的媒体”，新媒体具有交互性与即时性、海量性

与共享性、多 媒 体 与 超 文 本、个 性 化 与 社 群 化 等 特

征。新媒体参与性非常强，大众可以根据自己的喜

好参与其中获取自己最想要的信息，迎合了大众休

闲娱乐时间碎片化的需求，满足了大众随时随地互

动性表达、娱乐的需要。阳光文化集团首席执行官

吴征认为，“新媒体的重要特点是它的消解力量———
消解传统媒 体 之 间 的 边 界，消 解 国 家 之 间、社 群 之

间、产业之间的边界，消解信息传播者和接受者之间

的边界，等等”。从传播学角度看，新媒体颠覆了传

统媒体的单向传播，使传播者和接受者融会成对等

的交流者，交流者相互间也可以同时进行个性化交

流，提供个性化内容。因此，美国《连线》杂志对新媒

体的定义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新媒体实现

了个体性和公共性的结合，使大众在保证获取信息

数量的基础上，通过及时的互动、交流、反馈，提高了

质量。新媒体为大众提供了较大的言论自由，这种

自由颠 覆 了“把 关 人”的 概 念，也 带 了 很 多 负 面 的

影响。
二、新媒体对学术传播与公众舆论的影响

新媒体为学者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提供了更

快捷、有效的途径。法国学者约纳斯·拉卡（Ｊｏｏｎａｓ
Ｒｏｋｋａ）称，仅在固定的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研究成

果会削弱其传播效果，学界应该考虑文字以外的其

他传播方式，扩大学术影响力。传统专业学术期刊

具有小众性，只能影响少数专业学者，难以“融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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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而网络视频能让大众更易接触和了解最前沿的

学术研究成果［１］。我国学者刘士林认为，在 互 联 网

成为获取知识、理论和各种资料主要工具的同时，也
使学术研究 的 严 谨 性、客 观 性 和 可 信 度 大 打 折 扣。
在互联网虚拟空间中，匿名的知识主体缺乏责任心，
传播的很 多 东 西 不 可 信。借 助 计 算 机 的“复 制”技

术，一个错误的东西出来，甚至是一个笔误，马上就

传播到全球［２］。德国学者尤尔根·哈贝马斯（Ｊｕｅｒ－
ｇｅｎ　Ｈａｂｅｒｍａｓ）认为，公众舆论包括：一个是非正式

的、个人的、非公共的意见系统；另一个是正式的、机
制化的权威意见系统。哈贝马斯这种两分法在新媒

体时代，其“正 式 和 非 正 式”的 界 限 很 快 就 被 冲 破。
新媒体是动态变化不断扩散的非线性传播，突破了

传统媒体一对多的传播局限，形成了多对多的网状

传播模式，自组织状态的公众舆论场正在形成。新

媒体环境极大地改变了公众舆论的形成模式、传播

方式和扩散速度。网络既作为公共领域，又作为舆

论阵地的双重特性，使舆论的范围扩展到以前难以

涉及的领域［３］。新媒体时代，大众从自身的 感 受 出

发，部分地甚至深刻地左右着公众舆论。
三、传播媒体演变与新媒体微教育评论的崛起

传播媒体的进步是加速度进行的。从语言到文

字，经历几万年；从文字到印刷经历几千年；从印刷

到电影、广播经历４００年；从第一次试验电视到月球

播回电视实况，只经历５０年。从传播史来看，新媒

体之新是相对于旧而言的，每个时代都有“新”的媒

体，以及由此而带来的“新”教育［４］。用加拿大传播

学家哈罗德·伊尼斯（Ｈａｒｏｌｄ　ｌｎｎｉｓ）的理论来说，不
同传播媒体的介质本身是有偏向的，一种新媒体意

味着一个新文明的诞生［５］。传播媒体每经历一次进

步都会带来教育的巨大变革。教育史的开端和教育

史上最有决定意义的变革，都是伴随传播媒体的进

步而发生的。新媒体以其创新形态的互动性与快速

传递，正在深刻地影响着教育的变革。传播媒体的

进步在推动教育变革的同时，也为教育评论提供了

高效而多样化的传播方式。
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教育评论仅有在学术报刊

单向传播、传播者和接受者泾渭分明的专业教育评

论方式显然是不够了。新媒体的广泛运用正在丰富

着教育评论方式，手机短信、博客、网络论坛等微教

育评论无须受制度、体制和其他繁琐程序的制约，以
其灵活、快捷的特点，在最短的时间，用简要的文字

或者互动交流等方式，日益成为教育评论的新形态

并显示其独特优势。传播者和接受者主次秩序彻底

改变的新媒体时代来临，以传播者为轴心的“发表”
意义消解，接受者比传播者更重要的秩序确立，每个

接受者转发一次，就可能像滚雪球一样，形成强大的

聚合效应，彰 显 了 散 落、碎 片 的 传 播 力 量。从２０００
年的ＢＢＳ论 坛，到２００８年 的 博 客，再 到２００９年 的

微博，不仅冲击了传统媒体，而且深刻地影响了教育

变革的过程。许多教育事件先在新媒体出现，传统

媒体跟进、放大与加强后形成公众舆论。
四、新媒体时代微教育评论存在的问题

受惠于新媒体发展，教育评论形式在悄悄的改

变，以前大众只能通过报刊来获取教育评论信息，现
在则更多的是通过新媒体获得。新媒体微教育评论

虽然传播空间广、速度快、信息量大，但信息质量低、
留存时间短。尤其是自媒体（比如微博等），是缺少

编辑加工的原生态点对点的传播，信息的质量低且

碎片化，容易产生情绪化，蕴藏着极强的二元对立思

维，消解、嘲讽是它的主要手段。也就是说，新媒体

是一柄双刃剑，教育评论在其运用过程中也会带来

一些问题。比如：有些人利用新媒体的开放性、隐匿

性、虚拟性的特点，或发表不负责任的教育言论，制

造虚假信息，污染评论环境，或侵犯他人名誉权，对

他人进行侮辱和攻击，有的甚至还冲破道德的底线

……由于受到道德规范约束的机会小，极易形成一

种不良的风气滋长并聚合的现象，使微教育评论向

庸俗游走误导大众，引起教育评论秩序的混乱［６］。
与此同时，专业教育评论对新媒体的勃兴缺乏

敏感，长期在体制内生存与发展，形成了依赖于传统

媒体的评论体系。专业教育评论其僵化的、八股调

的倾向，显然陷入到一种自说自话的评论模式当中，
不能令大众心悦诚服的认识与接受。另外，在新媒

体环境下，专业教育评论不再是独霸性的传播介质，
大众可以通过新媒体发布自己的微教育评论，影响

教育的发展。尽管教育评论需要容纳更多的声音，
需要更加宽松的评论环境，形成多种评论方式以激

发活力。然而，当今新媒体微教育评论在越来越兴

盛的同时，大多是碎片式的、即时式的，“量”爆发式

的膨胀，“质”却遭受危机。或被认为充斥着吹捧虚

夸气息，偶有指瑕纠缪，往往也避重就轻，避实击虚，
或被认为充斥着恶意攻击，恶言相向。名为“评论”，
实则“追捧”或“诋毁”，这两种极端现象都背离了教

育评论的使命。
五、新媒体时代微教育评论发展的对策

在多元价值碰撞的新媒体时代，教育评论的发

展方向与路径依赖、风格导向与价值抉择，正受到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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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未有的挑战。笔者认为，新媒体毕竟是工具，教育

评论应更多地从内容上下功夫，向新媒体空间输入

正确的评论信息，不能“人为物役”，从而成为新媒体

的奴隶。这就需要教育评论以大众听得懂的方式，
引导大众科学认识与享用教育，更好地实现教育的

育人功能。
第一，要坚持原则。一是探索 真 理 原 则。大 众

对教育的认识是不断深化的，教育评论要质疑问难，
切磋 砥 砺，丰 富 知 识，深 化 认 识。二 是 实 事 求 是 原

则。从本质上讲，教育评论是对教育活动的价值判

断，最基本的要求是从事实出发，不虚美，不苛责，坦
诚公允，但论是非，不分彼此。三是与人为善原则。
教育评论不仅要提倡直言不讳，而且要讲究留有余

地。也就是说，教育评论必须尊重、理解评论对象，
不求全责备，不刻意苛责。

第二，要坚守使命。新媒体时代，教育评论要在

变化的环境中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不仅要利用新

媒体创新和拓展教育评论的渠道和空间，加快教育

评论传播速度，而且要继续坚守教育评论使命———
引导和警醒大众，凝聚教育的精气神，提升教育的气

质，走向多元共生的教育繁荣。在如今教育功利化

的年代，教育评论更应致力于为人的精神、心灵、灵

魂找寻栖息之地，唤起人内心理智和情感对教育的

回应，实现教育对民族精神内化的价值传递。
第三，要加强建设。一要提高大众对新 媒 体 微

教育评论信息的选择、理解、质疑、评估、表达、思辨

性的应变素养，加强自律意识教育。二要营造宽松

的教育评论氛围，既要保持专业教育评论的舆论引

导，又要包容微教育评论的犀利，增强教育评论的活

力。三要借助新媒体大规模地、主动快速地向大众

传播并普及正确的教育观点。四要团结“意见领袖”
来正面引导，以正确的评论引导大众舆论。五要通

过有效监管，防止新媒体从传播教育评论的利器沦

为传播谣言的工具。六要提高反应能力和速度，消

解新媒体可能带来的一切负面聚合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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