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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高校女大学生媒介素养研究
———基于广西区５所高校的调查与分析

李敏智
（广西中医药大学 第一临床医学院，广西 南宁５３００２３）

　　［摘　要］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手机、网络等大众媒体已经成为社会第二教学园地，在很大程度上改变

了大学生的生活方式、思想方式及与周围世界打交道的方式。当前广西区女大学生的媒介素养状况整体呈现

出积极向上的趋势。广西区女大学生的媒介素养教育还存在着诸多问题，有待改进。广西区大学生的媒介素

养状况不容乐观，提高大学生的媒介素养是一项长期、艰巨、重要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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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以后，西学东渐，新媒介进入中国社会，影

响着一代代青年，对中国近现代历史产生了深刻影

响。［１］当今信息时代，大众媒体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

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能否正确地、理性

地使用媒介并有效地利用媒介，对个人在信息社会

中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媒

介素养已经成为每个现代公民不可或缺的基本素质

之一。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ＣＮＮＩＣ）发布的《第

３０次中国 互 联 网 络 发 展 状 况 统 计 报 告》的 数 据 显

示，截至２０１２年６月底，中国网民规模比２０１１年增

加了２　４５０万人，达到５．３８亿，互联网普及率为３９．
９％；学生占比远远高于其他群体，达到２８．６％。而

我国的手机网民规模较２０１１年底也增加了约３　２７０
万人，达到３．８８亿。［２］这一数字证实，当代大学生已

经生活在被新兴媒介所围绕的环境中，并逐渐成为

使用新媒介的主力军。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女性的生存发展状况不

断得到改善，社会地位得到提高，受教育程度呈上升

趋势，而媒介的繁荣与发展更是给现代女性提供了

展示自身形象、发出自己声音的良好平台。女大学

生作为国家建设的未来接班人和参与国际竞争的主

力军，如果没有具备一定程度的筛选、解读和有效传

播信息的媒介素养，在当今媒介时代面对海量庞杂

的媒介信息时就会不知所措，而被媒介信息所淹没，
甚至迷失方向。因此，在当前我国新兴媒介生态环

境下，对高校女大学生的媒介素养现状进行分析并

提出有效解决措施具有重要的意义。
“媒介素养”这一术语最早出现于２０世纪３０年

代的英国。美国坦普尔大学霍布斯将媒介素养定义

为以各种方式获取、分析、评价和交流信息的能力。
我国最早对媒介素养作出解释的是卜卫，他在《大众

传播心理研究》一书中将媒介素养解释为使用媒介

的能力，包括：（１）对各种特定媒介的认识；（２）了解

媒介内容中的各种问题；（３）了解影响媒介内容的因

素；（４）了解媒介真实与社会真实的不同，并对此有

判断力等。［３］张开在《媒介素养概论》一书中将媒介

素养定义为“人们面对媒介的各种讯息的选择能力、
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估能力、思辨性应变能力以

及创造和制作媒介讯息的能力。也可简化为获取、
分析、传播和运用各种形式媒介讯息的能力”。［４］

笔者以广西５所高校的部分女大学生作为研究

对象，开展了“广西高校女大学生媒介素养现状”为

主题的问卷调查，并对调查结果作了统计分析。因

此，本次问卷内容主要是从媒介接触情况、媒介认知

与理解、媒介参与、校园媒介来进行设计。

一、广西高校女大学生媒介素养的现状分析

（一）调查对象

我们以广西医科大学、广西中医药大学、广西交

通职业技术学院、广西民族大学、广西艺术学院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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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女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
调查样本的构成情况如下：
性别构成：女生２３３人，占１００％。
学历构成：本科１８５人，占７９．４％；专科４８人，

占２０．６％。
专业构成：文科生９７人，占４１．６％；理 科 生４８

人，占２０．６％；医 学 类４０人，占１７．２％；艺 术 类４８
人，占２０．６％。

年级构成：大 学 一 年 级３０人，占１２．９％；大 学

二 年 级９７人，占４１．６％；大 学 三 年 级７５人，占

３２．２％；大学四年级３１人，占１３．３％。
从以上数 据 可 以 看 出，样 本 选 择 随 机，覆 盖 面

广，基本上能反映当前广西区不同学校、不同学历、
不同专业、不同年级女大学生的媒介素养情况。本

次问卷主要是从媒介接触、媒介的认知与理解、媒介

参与、校园媒介等几个方面来考察女大学生的媒介

素养情况。
（二）调查方法

调查采取统一问卷、随机抽样的方法，由调查员

进入学生教室、图书馆、宿舍随机发放问卷，被调查者

现场 填 写。共 发 放 问 卷２５０份，回 收 有 效 问 卷２３３
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９３．２％。对所有的原始数据都

采用Ｅｘｅｃｌ２００７数据库进行数据分析，得出分析结果。
（三）调查结果

１．女大学生媒介接触情况

１）媒介接触类型

从媒介接触类型 来 看，使用最多的媒介主要是

手机和互联网，分别占７６．２５％和７０％，其他依次是

电视（２３．７５％）、广播（１２．５％）、报纸（１０．４２％）（如表

１）。这说明女大学生对新兴媒介表现出较强的接受

能力，手机和互联网已经成为女大学生的新宠，而传

统媒介的地位受到严峻考验，逐步退居二线。其中最

令人担忧的是仅有１０．４２％的女大学生选择经常接触

报纸，年轻一代正逐步远离报纸。美国学者菲利普·

迈尔在他的专著《正在消失的报纸：如何拯救信息时

代的新闻业》中甚至断言２０４０年４月，最后一位读者

读最后一张报纸，这意味着报纸将彻底消失。［５］

表１　女大学生平常使用最多的媒介

手机 互联网 电视 广播 报纸

７６．２５％ ７０％ ２３．７５％ １２．５％ １０．４２％

　　２）媒介接触时间

在调查女大学生平均每天使用媒介的时间时，

５０．４２％的学生表示每天使用媒介为２～５个小时，

２２．９２％的学生每天使用媒介１～２个小时，使用媒

介超过５个小时的占２０％，而使用媒介在１个小时

以下的仅占６．６６％（如 图１所 示）。数 据 表 明 高 达

９３．３４％的学生每天使用媒介超过１小时，体现了女

大学生接触媒介的普遍性和频繁性。

图１　女大学生平均每天使用媒介的时间

３）媒介接触动机

在媒介接触动机方面，从图２可以发现，４２．９２％
的学生是为了消磨时间，７５％的学生是为了放松自己，

４９．５８％的学生是了解新闻，５５％的学生是为了学习新

知识，４４．１７％的学生是为了聊天交友，２０．４２％的学生

是玩游戏，１６．６７％的学生选择了其他。可见，女大学生

接触媒介的动机呈多元化趋势，且在一定程度上呈现

出无意识地、盲目地、消极地接触媒介的行为。

４）媒介接触内容

大约６２．５％ 的女大学生在媒介接触内容方面

图２　女大学生接触媒介的主要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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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 了 娱 乐 休 闲 类，４０％的 人 选 择 了 社 会 万 象 类，

１６．２５％的人对相关专业知识感 兴 趣，２４．１７％的 人

喜欢时事政治类信息，１９．５８％的人对校园资讯感兴

趣，１２．９２％的人对财经信息感兴趣，１２．０８％的人喜

欢体育新闻，仅９．１７％的学生选择广告信息（如图３
所示）。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女大学生在接触媒介

内容方面，呈现出喜好分明、女性化、特点突出、关注

面比较窄等特征，更多的是关注娱乐新闻信息。

２．女大学生对媒介的认知与理解

对媒介的认知和理解是衡量大众媒介素养水平

的一项重要指标，包括对媒介运作方式的了解、对媒

介传播内容的鉴别与批判以及对媒介应承担的社会

责任的认识等等。［６］因此，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女

大学生的媒介认知能力作了考察。

１）对媒介概念的认知

在对“你 了 解 什 么 是 媒 介 素 养”的 回 答 中，

３３．７５％的学生了解得很少，３８．７５％的 学 生 基 本 了

解，２１．６７％的学生回答不知道什么是媒介素养，而

非常了解的 仅 占５．８３％（如 图４所 示）。由 此 可 以

推断，在缺乏媒介素养教育的前提下，女大学生对媒

介素养的认知处于一种低水平的状况，高校需要加

强对女大学生媒介素养方面的教育。

图３　在各类媒介信息中，女大学生最感兴趣的内容

图４　女大学生对媒介素养了解的程度

　　２）对媒介信息的批判

如表２所示，在考察女大学生对媒介信息的接

受能力与批判能力时，７５．８３％的学生选择部分相信

现在媒 体 中 对 女 性 形 象 的 报 道，选 择 不 清 楚 的 占

１２．９２％，完全不相信的占６．２５％，仅５％的学生选

择完全相信。这说明绝大多数的女大学生能对媒介

报道的内容 进 行 辨 析，具 备 一 定 的 媒 介 批 判 能 力。
但这种批判能力是自发的、盲目的，还有待于后天逐

步培养。
表２　女大学生对媒体报道女性形象的相信程度

相信程度

占 比

完全相信 部分相信 完全不相信 不清楚

５％ ７５．８３％ ６．２５％ １２．９２％

　　３）对媒介意识形态的质疑

　　媒介素养要求受众认识到传媒意识形态工具的

属性，并能对含有明显意识形态色彩的媒介内容尤

其是新闻内容表示一定的质疑和批判。为考察女大

学生对该问 题 的 了 解，问 卷 设 置 了“对 媒 体 内 容 中

‘小三’、‘拜金女’等称谓，是否认为是对女性的侮辱

看法”这一问题。如表３中数据显示，只有１３．７５％
的学生认为是对女性的侮辱，５４．５８％的学生认为这

是社 会 现 实 的 真 实 体 现，１５．４２％的 学 生 表 示 不 清

楚。在对“媒体在对女性事件进行报导时，你认为是

否存在性别偏见与刻板印象”这一问题上，４８．３４％
的学生认为偶尔会存在这种现象，２０％的学生认为

没有这种现象，选择存在这种现象的仅占１２．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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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８％的学生表示不清楚是否存在这种现象（如图

５所示）。由此看来，女大学生缺乏社会性别意识的

敏感度，无法察觉生活中、媒介中的各种性别歧视。
表３　女大学生对媒体内容中“小三”、“拜金女”等称谓

是否认为是对女性侮辱的看法

是 不是 社会现实的真实体现 不清楚

１３．７５％ １６．２５％ ５４．５８％ １５．４２％

　　３．女大学生媒介参与能力

能否恰当地选择适合自己的媒介，获取需要的

信息或解决遇到的问题，甚至利用媒介来发表自己

的看法，制作个人的作品，是媒介素养的另一个重要

指标。

１）媒介参与频率

在“当你遇到问题时，是否会主动利用或求助媒

介”的回答中，４２．０８％的学生选择有时候会利用，认
为自己会积极 利 用 媒 介 的 占２０．４２％，选 择 偶 尔 会

利用的学生占２０．４２％，只有１７．０８％的学生认为自

己基本上不会利用媒介（如图６所示）。也就是说，
高达８２．９２％的 学 生 在 遇 到 问 题 时，都 会 或 多 或 少

地求助于媒介，这说明女大学生能正确地认识到媒

介的作用，并加以利用。但总体上来说，女大学生主

动积极地利用 媒 介 的 意 识 还 比 较 弱，仅 占２０．４２％
的学生会积极利用媒介，需进一步加强。

２）媒介参与方式

为考察女大学生媒介参与情况，问卷设置了“下
列媒介行为中，你参与了哪些”这一问题，统计结果

如图７所示，有超过一半（５８．７５％）的学生曾通过网

络留言来参与媒介，３４．５８％的学生曾参与网络或短

信投票，２３．３３％的学生参与短信竞猜，１５．８３％的学

生打过 热 线 电 话，５．４２％的 学 生 曾 投 稿，另 外，有

２０％的学生 表 示 从 未 以 任 何 形 式 参 与 过 媒 介 的 活

动。总的来说，女大学生的媒介参与度较高，且对新

兴媒介的参与热情度要远远高于传统媒介。

图５　女大学生对媒体在报道女性事情时是否认为存在
性别偏见与刻板印象的比例　　　　　　

　　　
图６　女大学生遇到问题时是否会主动利用或求助媒介

　

图７　女大学生参与媒介行为的比例

　　３）媒介参与内容

为考察女大学生的媒介参与深度，在“你参与媒

介的内容”的回答中，如图８所示，选择娱乐信息的

占６０．４２％，选择社会类信息的占４３．３３％，３０．８３％
的学生选择时事政治信息，１３．３３％的学生选择体育

信息，１４．５８％的学生选择财经信息。数据 表 明，虽

然女大学生媒介参与度较高，但同时也可以看出其

参与深度不够，绝大多数都是接受娱乐和社会信息，
没有真正达到利用和借助媒介提高工作和生活能力

的程度。另外，女大学生对娱乐和社会信息的高参

与度与对娱乐休闲和社会万象类信息感兴趣的答案

相符合。

　　４．校园媒介

作为大学生，接触最多的还是校内的媒介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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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对大学生 媒 介 素 养 教 育 的 环 境 构 建 起 着 重 要 作

用。在“你所在的学校有哪些媒介”这一问题中，如

表４所示，９２．５％的学生选择校园网站，７５．４２％的

学生选择广播，４７．５％的学生选择校报，选择电子显

示屏 的 学 生 占４１．２５％，选 择 橱 窗 板 报 的 学 生 占

５２．９２％，这说明绝大 多 数 高 校 内 都 会 有 至 少２～３
种媒介。在“你认为校园媒介最重要的职能”的回答

中，５３．３３％的学生认为校园媒介主要是通 知 职 能，

４７．０８％的学生选择政策宣传职能，３６．２５％的学生

认为有思想政治教育职能，１８．７５％的学生选择娱乐

功能，而６．６７％的学生选择其他功能（如图９）。这

说明校园媒介主要还是发挥着最基本的通知、宣传

功能，思想教育职能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图８　女大学生参与媒介的内容

表４　女大学生所在学校的媒介

占 比

种 类 校园网站 广播 校报 电子显示屏 橱窗板报

９２．５％ ７５．４２％ ４７．５％ ４１．２５％ ５２．９２％

图９　女大学生认为校园媒介最重要的职能

二、广西高校女大学生媒介素养

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调查结果显示，当前广西区女大学生的媒介素

养状况整体呈现出积极向上的趋势：她们积极接触

各种媒介，尤其是在新兴媒介方面表现出较强的接

受能力和驾驭能力；能够主动通过媒介找到自己所

需要的信息；能够根据自己的分析和批判来看待媒

介信息；能主动利用媒介来解决自己所遇到的问题，
并经常通过网络留言来参与媒介行为。同时，调查

结果也显示，女大学生的媒介素养还处于一种自发、
无意识、盲目的状态，缺乏系统的指导和训练，主要

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媒介接触中的不良现象

在大学校园里，手机和网络是女大学生接触的

主要媒介，分别占７６．２５％和７０％，她们在新兴媒介

上花费的 时 间 和 精 力 远 远 高 于 传 统 媒 介———电 视

（２３．７５％）、广播（１２．５％）、报纸（１０．４２％）。从接触

层面上来看，绝大多数的女大学生都存在网络媒介

接触频率高、接触时间长、依赖性强等特征。首先，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互联网的普及，许多大学的

宿舍都配备了宽带，而拥有自己的电脑对大学生来

说也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从问卷调查结果来看，
有近７６．６７％的 女 大 学 生 拥 有 自 己 的 电 脑，这 给 女

大学生接 触 网 络 媒 介 提 供 了 便 利 的 物 质 条 件。其

次，相对于传统媒介，网络媒介对女大学生更具有吸

引力，不论是了解新闻、学习新知识、聊天交友还是

放松 自 己，首 选 都 是 网 络 媒 介。调 查 中，我 们 发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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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４２％的学生表示每天使用媒介为２～５个小时，

２０％的学生每天使用媒介的时间超过５个小时。女

大学生过度接触网络而影响正常休息时间在校园内

经常发生，甚至有不少学生为了上网而逃课，达到上

瘾的程度。最后，女大学生对网络媒介普遍缺乏自

控能力。在对“你是否出现过这种情况：原来只打算

使用电脑１小时，最终却超过２个小时”的回答中，

５２．５％的学生表示经常出现这种情况，３１．６７％的学

生偶尔会这样，１２．０８％的学生选择很少会这样，仅

３．７５％的学生认为自己基本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
在对“你是 否 在 课 堂 上 使 用 过 手 机 上 网”这 一 问 题

中，选择经常上网的学生占４４．１７％，选择偶尔的占

３７．５％，选择很少的占１４．５８％，仅３．７５％的学生选

择基本没有。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女大学生在使

用网络媒介时缺乏自制力，这在一定程度上将影响

到大学生的学习与生活。
（二）媒介利用率低下

调查数据显示，虽然５５％的学生接触媒介的主

要动机 为 学 习 新 知 识，但 更 为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高 达

７５％的学生选择放松自己；６２．５％的学生在自己最

感 兴 趣 的 新 闻 内 容 方 面 选 择 娱 乐 休 闲 类 信 息；

６０．４２％的学生参与媒介内容为娱乐信息。一方面，
当代激烈竞争的社会环境给女大学生的心理造成了

巨大压力，使得她们接触和应用媒介主要是为了宣

泄情绪、放松自己。因此网络上轻松愉快的娱乐类

节目、游戏、影像作品等媒介内容很容易得到她们的

认可和喜爱。［７］另一方面，绝大多数的学生还没有充

分认识到如何去学习、开发和利用好媒介的知识与

信息资源，而只是把媒介作为自己的娱乐工具和学

习生活之余的消遣，这极大地浪费了媒介的资源和

功能。［８］

（三）对媒介素养的重要性认识不够

媒介素养教育是素质教育的一种方式，是在媒

介世界中的生存教育，它没有严格控制的评估指标，
其成果没有办法加以量化和比较，所以，高校女大学

生对其 重 要 性 认 识 还 不 充 分。调 查 中，我 们 发 现

３３．７５％的学生对媒介素养了解 很 少，２１．６７％的 学

生回答不知道什么是媒介素养，３８．７５％的学生基本

了解媒介素养，而非常了解媒介素养的仅占５．８３％。
女大学生对媒介知识的了解大多处于自发、无意识

状态，而高校媒介素养的教育也没有形成体系。一

方面，高校没有系统的课程设置。目前我国针对非

传媒专业大学生设置的媒介教育课非常有限，只有

少数高校开设了这方面的课程，主要是以选修课或

自选课的形式来传授媒介方面的知识。在对“你所

在学校是否开设了媒介素养的相关课程”的回答中，

２９．１６％的学生认为自己的学校没有开设相关课程，

５２．９２％的学生不清楚自己的学校是否开设了相关

课程，只有１７．９２％的 学 生 认 为 自 己 的 学 校 开 设 了

相关课程。另一方面，女大学生对媒介素养的重视

度不够。在回答“你是否赞成高校开设媒介素养的

课程”这一问题时，近一半（４２．５％）的学生认为只要

适当地增加一点，而非常赞成的仅占２４．１７％。

三、广西区女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的

建构途径

　　 调查表明，高 校 应 大 力 开 展 媒 介 素 养 教 育，系

统地提高女大学生的媒介素养，可以主要从以下几

个方面入手：
（一）培养女大学生正确的媒介接触习惯

大学生群体是我国媒介接触的重要群体，但是

他们的媒介接触习惯还存在诸多问题。由于女大学

生接触网络媒介的时间远远高于其他媒介，造成她

们接触媒介的严重不平衡。为了使女大学生养成科

学合理的媒介接触习惯，首先，在媒介素养教育中，
要考虑到女大学生的年龄特征、心理特征和文化特

征，在她们的媒介接触过程中将媒介信息的使用与

其价值结合起来，引导她们养成科学合理的媒介接

触习惯；其次，注重培养她们的自律意识和社会责任

感；最后，注重培养女大学生的人文素养，通过培养

她们的人文精神和道德情操，帮助她们辨别和抵御

媒介信息的商业化和低俗化，形成科学理性的媒介

接触意识。［８］

（二）充分利用校园媒介，塑造良好的校园文化

环境

环境不但可以影响人，还可以塑造人。良 好 的

校园文化环境，可以为大学校园的媒介素养氛围提

供有利的条件，进而促进在校女大学生的媒介素养

教育。［９］高校应大力宣传校园媒介，为大学生媒介素

养教育提供良好的平台。目前，绝大多数的高校都

设立了广播电台、校园网站、校报、橱窗板报、电子显

示屏，这些校园媒介针对性强、覆盖面广，并且可以

实现优势互补，是我们塑造良好校园文化环境、构建

大学校园媒介素养氛围的良好途径。因此，高校应

重视和加强校园舆论传播媒体和文化设施的建设，
发挥校园媒体得天独厚的优势，利用各种媒介形式

和手段宣传现代化的媒介知识、技能和观念，营造媒

介素养教育的氛围。［１０］

（三）加强媒介素养重要性的认识，树立媒介素

养教育的意识

媒介素养教育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社会各界

普遍认识不足，很多人都不清楚媒介素养和媒介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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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教育的概念，甚至把它们等同于信息素养和信息

素养教育或新闻教育。［１１］在我们的调查中，３１．１６％
的学生不知道什么是媒介素养。因此，政府和各级

教育部门应高度重视媒介素养教育，制定并实施媒

介素养教育的相关政策，将媒介素养纳入学校素质

教育范围，通过编写媒介素养通用教材、开知识座谈

会、讲座、增设选修课等方式普及媒介素养方面的知

识，将媒介素养真正渗透到相关课程教学中，使媒介

素养教育成为高校的公共教育。
综上所述，广西区女大学生的媒介素养教育还

存在着诸多问题，有待改善。而女大学生知识水平

较高，具有较强的思辨和批判精神，由此来看，广西

区大学生的媒介素养状况不容乐观，提高大学生的

媒介素养是一项长期、艰巨、重要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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