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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培养过程中具有不可低估的引领作用。 正是基于

这一点，张昆教授认为，当前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根

本问题还是在于师资。 师资结构的不完善和不合理，
导致我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的相对封闭。 目前我国

新闻传播院系专业师资结构的弊病， 已经深刻影响

到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 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

人才培养的质量。 优良师资匮乏，成为制约新闻传播

教育发展的瓶颈。
长期以来，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锐意改

革，从 20 世纪 80 年代的“应用为主，交叉见长”，发

展到 90 年代的 “走新闻传播科技与新闻传播文化

相 结 合 的 道 路，实 行 人 文 学 科、社 会 学 科 与 自 然 学

科、技 术 科 学 的 大 跨 度 交 叉”，办 学 特 色 鲜 明，在 新

闻传播教育界独树一帜。 作为院长，张昆教授近年

来 更 是 从 华 中 科 技 大 学 新 闻 传 播 学 院 这 一 大 平 台

着 手，遵 循 传 媒 规 律，致 力 于 建 设 一 流 的 高 水 平 师

资队伍，推进配套改革，完善管理机制，建构科学合

理的人才培养模式，建立健全完善的课程体系。 无

论 是 在 人 才 培 养、科 学 研 究 还 是 学 科 建 设 上，都 有

了长足的进步，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在《新闻教育改

革论》一书中，张昆教授对学院的改革思路、发展历

程及办学经验等进行了具体阐述，这些经验对于现

阶段我国的新闻传播教育，无疑具有很强的借鉴意

义。
总之，《新闻教育改革论》一书，探讨当代中国新

闻教育的缺失，解析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困境，阐释

传媒教育的重大转型与十大关系， 应对媒介转型对

新闻教育的挑战。 从人才培养到学科建设，从本科生

教育到研究生教育，既有严谨的理论研究，又有具体

的改革思路， 是对中国新闻传播教育问题的系统研

究，值得新闻传播教育者认真研读。
（作者为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

授）
编校：赵 亮

所谓礼仪，是指人们在社会交往活动中，为了相

互尊重，在仪容、仪表、仪态、仪式、言谈举止等方面

约定俗成的，共同认可的行为规范。 “礼”是一种表达

尊重的行为规范，而“仪”就是恰到好处地向别人表

示尊重的具体形式。 礼仪作为人类社会活动的行为

规范和社交活动中应该遵守的行为准则， 实际上包

含了三层含义，即：礼貌、礼节、仪式。
作为一个文明古国，我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美

誉，“有章服之美谓之华，有礼仪之大谓之夏”。 礼仪

是华夏民族的代表文化之一。 历代的政治家、 思想

家、教育家都十分重视中华民族的礼仪教育。 荀子的

《修身》篇里就曾说，“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
国家无礼则不宁。 ”意思就是说，人不守礼就无法生

存， 做事没有礼就不能成功， 国家没有礼则不能安

宁。 孔子也强调，“不学礼，无以立”。 这种将礼仪教育

视为育人之基的观念对礼仪之邦的奠定和维系有十

分重要的作用。 礼仪教育在提高国民素质、提升民族

竞争力、维护社会秩序、维护人际关系方面有着不可

替代的作用。
如今经济飞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精神生活，包括对着装品位、
时尚程度、出国开阔视野等诸多方面的要求。 但对自

身的礼仪修养却不够重视，有的人甚至不能做到“知

荣辱”，国民素质良莠不齐，社会总体文明程度不够。
这一点在青少年的文明礼仪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
校园里屡禁不绝的课桌文化；进办公室不懂得敲门；
卫生间、 教室的墙壁上随处可见的不堪入目的交友

广告；甚至还有大学生如厕后不懂得冲水。 而更令人

从传播学看当今青少年礼仪文化教育的缺失
□杜 瑾

【摘要】当今社会，青少年礼仪文化缺失是青少年文化教育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本
文从传播学的角度分析了青少年礼仪文化缺失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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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安的是，有的青少年把行为不羁、不顾别人的感受

看成是有性格的表现；还有的青少年过于愤世嫉俗，
强烈要求别人尊重自己， 但是自己却不懂得尊重别

人，难以与他人建立良好的沟通和合作关系。 这种现

象随处可见，不仅仅与中国源远流长、经过几千年积

淀下来的礼仪文化背道而驰， 同时也对青少年整体

素质的提高和人才质量的培养造成了不好的影响。
从传播学角度分析， 传播在人格形成和人的社

会化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为什么会造成青少年

礼仪文化素养的缺失呢？ 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传播过程中模仿对象礼仪行为的缺失

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塔尔德认为， 一切社会事物

不是“发明就是模仿”。 模仿是通过人与人的接触和

传播发生的，模仿是最基本的社会现象，传播是最基

本的互动渠道。 米德认为，社会角色和行为的掌握是

由于模仿他人的角色言行而获得的， 因而模仿在人

们的个体社会化中起着重要作用。
在当代青少年成长的过程中， 模仿是他们学习

礼仪文化的重要途径。 不管是人际传播、群体传播、
组织传播还是大众传播， 都为青少年提供了大量的

模仿对象，而这些模仿对象的礼仪行为，对于青少年

礼仪文化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群体传播和

人际传播中，青少年周围的人，如父母、老师、同学等

一些接触密切的人的行为举止， 大众传播媒介中所

塑造的各种角色的一言一行， 如果能够得到青少年

的认同， 或者在尚没有是非观念的青少年那里被动

接受，都会产生模仿行为。
而遗憾的是，大部分被青少年模仿的对象，本身

就缺乏良好的礼仪行为。 从家长的角度来说，家长自

身礼仪修养良莠不齐。 我们的社会正处于价值观转

型阶段，很多家长没有受过系统而正规的礼仪教育，
总体来说受礼仪教育的程度不尽如人意。 虽然有的

家长自身修养较好，但就整体水平来说，依然是不足

的。 他们自己也许都很难做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

忠”，自己都不清楚食礼，不知道见到长辈应该用怎

样的礼仪， 在平时的工作生活中也没有遵守礼仪规

范的习惯思维，更遑论教育自己的孩子。 而父母是孩

子的第一位老师，父母的某些不合礼仪规范的行为，
最容易被孩子模仿，所以青少年礼仪文化的缺失，首

先来自家庭礼仪教育的缺失。
再从大众传播媒介来看，大众传播工具如电视、

网络在现代人生活中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 一些不

符合礼仪规范的例子经过电视、网络的传播，会起到

立竿见影的宣传效果，它们所提供的模仿对象，对青

少年的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随着经济水平

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国人走出国门，掀起了海外游的

热潮。 而与此同时，国人在旅游过程中一些不文明的

行为也经常见诸报端，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 中国公

民的整体文明礼仪素质与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礼

仪之邦的形象已极为不符，长此以往，处于价值观形

成阶段的青少年势必会对这样的文化产生认同，从

而诱发模仿行为的产生，最终导致礼仪文化的缺失。
新浪网曾做过一个关于“明星的不端行为，会对

社会大众产生什么不良影响”的调查，参与调查的人

中有 52.2%的人选择了明星的行为会对普通人产生

影响，公众人物需要自律；有 34.8%的人选择了青少

年会把明星的不良习惯当成时尚，盲目模仿。 而明星

崇拜是青少年在成长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普遍社会现

象，是青少年自我确认的一种手段。 青少年一旦崇拜

某个明星， 就会从各种途径去了解搜集这个明星的

有关信息，了解其生活和动态，部分青少年还会由羡

慕、向往明星的生活发展到模仿明星的生活、行为方

式。 而媒体为了吸引眼球，往往会过度渲染明星的不

端行为，这极易使价值观、人生观还没有完全确立的

青少年盲目地去模仿这种不端行为， 引起自己行为

的偏差。
二、组织传播过程中礼仪文化教育的缺位

作为组织化高度发展的现代社会， 同时也是组

织传播高度发达的社会， 因其制度性和高效性的优

势， 现代社会青少年的教育大部分要依靠组织传播

来实现，青少年的文化礼仪教育也不例外。 而作为组

织传播最主要的实施者， 学校在青少年礼仪文化的

教育上承担着重大的责任。 造成当代青少年礼仪文

化缺失的一个主要原因， 即为学校在组织传播的过

程中忽略了对青少年文明礼仪文化的教育。
如今义务教育中鲜少开设和落实礼仪课程，“学

制改了，改成了所谓的洋学堂，把这些礼仪都废了。
所以现在我们的国民礼仪，变得很可笑，中国礼仪没

有了，洋礼节也不懂。 ”我们的义务教育阶段接受的

主要是文化课的教育， 素质教育推广中礼仪教育并

未受到重视，或者鲜有提及。 “从学校开展礼仪教育

的现状看存在严重的价值目标功利化、 教育内容单

一化和教育方法简单化。 ”“在实践中则搞短期行为，
只求迎合，不顾长远的效果。 ”音乐课变成了单纯的

唱歌课，或者只是做简单的音乐知识介绍，并未吸取

孔子礼乐修身的经验真正给予学生们音乐中温柔敦

厚、和谐平淡气质的熏陶。 这都导致如今的学生不懂

礼仪的现象。 比如在学校见到老师时不会主动问好，
对着长辈大呼小叫； 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且不以为

意；用餐时会发出很大的声音；没有恭谦诚敬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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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心态，待人接物时手足无措，不懂得感恩等等。 学

校几乎都有学生日常行为规范， 但是其内容一般都

较为空泛， 缺乏具体可行的指导且很少涉及礼仪规

范方面，学生对此也缺乏敬畏之心，未能严格遵守。
另一方面，学校即使开了礼仪课，也往往只是讲

一些概括性的道德知识和大道理，操作性的技能、技

巧讲得少；礼仪的知识传授得多，而扎扎实实的行为

训练比较少，以至于使青少年学生茫然，不知道怎样

将学到的礼仪知识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礼仪行为，并

没有形成以礼为尊的行为规范。 例如，许多大学生在

求职面试时所表现出来的对起码的待人接物礼仪的

无知，让招聘单位感到万分无奈。 这正是礼仪行为训

练缺乏所导致的直接后果。
在家庭教育方面， 家长一般比较重视孩子的文

化课成绩和一些特长课比如乐器、 舞蹈等课程的学

习，而学习这些特长更多的是为了升学或者考级，并

非真正为了礼乐精神的培养， 且多爱攀比自己与别

人孩子的成绩，忽视对孩子的礼仪教育。 在公共场合

放任自己的孩子大喊大叫甚至觉得这是一种活泼的

表现。 家长看不到礼仪教育的长远意义，认为礼仪教

育并不重要， 只要学习成绩好就行， 导致孩子大多

“博学于文”却未能“约之以礼”，学到的只能是技术，
而不是真正的文化， 自然也谈不上有多么好的礼仪

修养。
相比较而言，在日本、韩国，礼仪教育十分发达。

礼仪教育从小就开始了，且十分受家庭、学校和社会

的重视，并形成了浓厚的社会风气。 在日本，孩子们

在幼稚园学习的并不是珠算、英语等文化课程，孩子

们首先学习的是最基本的一些行为规范， 比如要对

人温和地微笑；要耐心地倾听他人的话语；不同的场

合怎样行鞠躬礼； 不同年龄的孩子依照兄友弟恭的

概念在一起玩耍， 并且作为哥哥姐姐的孩子们会主

动照顾作为弟弟妹妹的孩子们。 而我们能感受到，日

本、韩国人那种恭谦有礼的姿态，并不仅仅是礼节形

式，更是一种严谨认真、恭谦诚敬的态度。 礼仪教育

的贯彻在日语和韩语中也有体现， 他们说话时总是

用敬语，而平语则是对晚辈、平辈或者关系非常要好

的朋友之间才敢使用。 甚至有的人因为害怕失礼而

对那些只要是不熟悉的人都使用敬语。 在称呼对方

时总是会用尊称，比如某某君、某某哥哥姐姐、某某

前辈。 他们对待前辈十分尊敬，有韩国人说，前辈对

于他们是神一样的存在， 不尊敬前辈是会被前辈教

训的，前辈也可以完全无视你的存在。 这种规范、系

统 并 且 认 真 贯 彻 的 教 育 方 式 十 分 值 得 我 们 借 鉴 学

习，这有助于学生在人际关系的处理中恰当协调、在

言行举止上得宜。 且在日韩这种礼仪观念已深入人

心，是发自内心的遵守，所以我们也应该让学生从小

接受礼仪教育，培养其发自内心的恭敬有礼之心。
三、大众传播的“议事日程”的偏位

青少年礼仪文化缺失现象是大众传播宏观社会

效果的表现之一。
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是大众传播媒介的功能

之一。 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以赋予各种

“议题”不同程度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

世界的“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
自 孔 子 时 代 开 始，很 长 一 个 历 史 时 期，我 们 的

礼仪文化曾经走在世界的最前端。 但是，改革开放

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为我们开展一切工作

的重点。 因此，我国的大众传播媒介在选择传播内

容的时候，偏重经济建设，而忽略了道德建设，缺少

对我国传统文化的介绍与发掘，缺少对受众礼仪文

化形成的指导与熏陶。 随着电视、网络等大众传播

工具在我国的普及，其影响力也越来越大。 因此，在

大众媒介传播信息的过程中，作为受众的青少年便

渐渐地被媒介设置了议程，认为自己应该关注的重

点 是 经 济 生 活，而 不 是 传 统 文 化 和 礼 仪，这 无 疑 会

影响其价值体系的建构，从而造成礼仪文化缺失的

后果。
大众传播对于礼仪文化的宣传力度不够， 全社

会的礼仪氛围也不浓。 虽然国民素质有整体提高的

趋势，但大部分人对礼仪的态度是可有可无的，礼仪

并未成为公众重视的必备修养。 如今媒体虽然有很

多公益广告倡导人们互相关爱、 注重环保、 热爱生

命，也有一些日常行为规范方面的，如中央电视台的

一些公益广告等，但整体的宣传力度依然不够，主流

媒体节目并没有在这一块起到主导宣传作用。 而且

这样的公益广告只是依靠人们的自觉性去遵守，无
法形成一种强烈的意识， 也没能成为硬性要求和必
须的规范准则。

当代青少年礼仪文化缺失的现象， 是大众传播
过程中各种媒介共同作用的结果。 我国是历史悠久
的礼仪之邦， 在礼仪文化方面具有精深的理论和博
大的体系，拥有深厚的礼仪文化资源。 培养和建立青
少年的礼仪素养， 需要社会利用好不同的信息传播
媒介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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