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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媒介的演进及传播理论对教育教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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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教育是一种传承人类文化与传统的活动，它具有独特的、独特的影响与功能。教育的传播，要想传达下去，就必须有

一种载体，让受者能够接受和了解。所以，通过对媒体的历史演化的考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教育传播的内容

载体——教材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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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Education is an activity of inheriting human culture and tradition, which has a unique and unique 

influence and function. The dissemination of education, to convey, there must be a carrier, so that the 

recipient can accept and understand. Therefore,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media, it can help us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evolution of —— textbooks, the content carrier of 

educational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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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一个时代的文明的持续发展与持续，必然会被特定的媒体所主宰，任何新的传播手段与技术的出现，必然会引发文化的变化，其中

最深刻、最直观的反映就是教育。教育是人类文化与传统的载体，具有独特而独特的影响与功能，它是一种独特的文化交流形式。它也

随着媒体的发展而发生了一些改变。教育的传播，要想传达下去，就必须有一种载体，让受者能够接受和了解。所以，我们对传媒的发

展历程进行考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教育沟通的内容载体－教材以及它的形态。

一、教育信息传播媒介的历史演变

人类的传播与人类的文明发展是同步的，从能够使用语言，

发明文字，到使用各种物质来储存和传送所累积的资讯。同时，

它的记录方法也在不断的完善，使得信息的交流速度、广度都在

不断地提升。人类的长河历史，本质上就是人们运用媒介和改善

记录资讯的过程，我们可以把它划分为口头媒介、文字手抄、印

刷、电子和互联网。但这一历史进程并非按顺序进行，而是按顺

序进行迭代。

（一）口头传播阶段

语言出现，人们开始用耳朵和嘴巴传递消息，人类进入了一

个文化交流的时代。由于语言是一种能够传达各种复杂含义的语

音符号，因此它有一种对人类交流有利的特点：它能够跨越时

空。它不仅可以表达现在，还可以表达过去和将来，不仅可以表

达当前的东西，还可以表达在很远的地方所发生的事；语言是一

种灵活多变的语言，它能够表现出任何具体的、抽象的，甚至是

虚假的东西。

正是由于有了语言，人们的个人体验才会被群体所分享，而

代代相传的文化遗产才能够持续，并将其作为一种精神财富。在

这一阶段，教育开始萌芽和发展，它包含着人们日常的交流与交

流，分享他人的经验与技巧，并为下一代提供学习的机会，从而

使人类的文明得以延续。而这一时期的教育材料则反映在口头交

际中，神话传说、歌谣等，都是以说或唱的方式保存下来的。而

巫师与祭祀则是以口头交流的方式，将自己的经历传达给人类，

并将其传承下去。

（二）手写体阶段

人类发明了文字，进入了文字传播的时代，以前的口头传播

方式，都是口头传递，不能保证时空向度的传递。语言是用来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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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人们的需求而产生的。它来源于古代绘画的经历。汉字的出

现，使人类摆脱了原始文化的沉浮，进入了更高的文明水平，从

而使文化在历史的长河、空间的广度上，真正地超越了语言的交

流。“和工具、火焰、语言一样，语言是美国学者麦尔文·德弗勒

所说的，语言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成就，没有了语言，世界上

的大部分人都会变成文盲。”

如果说，语言是人类从动物中完全解放出来的，那么，语言

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文化发展。这和语言的交流是不一样的。言语

沟通可以克服声音的短暂。能储存资讯。它不仅有助于知识的累

积，也打破了时空的限制，使文化的传承不再是依靠神话、传

说，而是有了可靠的史料和文献基础。汉字的运用打破了语言空

间和时间的限制，使其具有规范、准确、持久的特点，同时也使

其所携带的信息由简单、容易变为复杂和丰富。而以文字为中心

的体外化信息体系的形成与扩充，极大地推动了人与人之间的交

往与融合，从而实现了教育的形式与内容。随着学校的兴起，书

面书的问世，教育由可能变成了现实。有了教学场地，就有了具

体的教学内容。教育肩负着人类信息的传递，这一阶段的教学内

容逐渐成形。

（三）印刷品阶段

文字可以更长时间地记载历史的信息，但是手稿的复制效率

太低，很难大规模地传播。随着社会交往的不断扩展，人们开始

构思文字和复制的传播技术，由此产生了印刷技术。纸业与印刷

业的结合，使印刷业得以发展。

印刷技术的出现，改变了世界上所有的文明，让文化的交流

告别了“贵族”，走向了大众，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大众交流时代。

“印刷技术为批判旧制度的新的政治学说提供了一个媒介，同时

也为人文学者提供了对古人作品的再出版机会。从而推动了对古

典原文的广泛研究，从而使整个教育的整体水平得到提高。”印

刷的大量涌现，极大地刺激了人民的学习欲望，促进了教育的发

展，促进了文化的普及，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在人类对知识的渴

望与日俱增的今天。课本可以提供大规模的公众教育。”

由于印刷品的出现，书籍可以大规模地被复制，因此，教育材

料的普遍性、普遍性、广泛性、广泛性和广泛性。个人的阅读可以

获得知识，发展个性、思想和能力，这就导致了教育的传递和传递

的两个派别，并逐步形成了一个相对的团体。由于教师不再是唯一

的知识拥有者，因此，教师的权力也受到了动摇。刻印以后，书业

的大量涌现，使文人们可以很容易地拿到书，不需要别人的帮助，

就可以自由地阅读，这就造成了“传统师法关系的松动，经学中的

家学衰微”，在唐代中后期，的确出现了“耻学于师”“士人之家

曰：师曰：徒多，众而笑”，这就是韩愈《师说》的由来。

（四）电子媒体与互联网媒体

基于电子媒体的文化，不仅具备了口头媒体的直觉和直觉特

性，而且可以超越人与人之间直接沟通的时间和空间的局限。同

时，因为电子媒体使得文化能够通过语音和图像的方式再次传

递，因此，它消除了纸质媒体中的文字符号对大众的制约。在

1998年的年度会议上，联合国新闻部正式介绍了“第四媒介”这

个概念。报纸、广播、电视等媒体的综合优势，使得传统媒体在

某种程度上受到了冲击，其影响将超越传统媒体。

以广播、电视为主要载体的电子化传播，完全超越了时间与

空间的局限。它为文化交流提供了便捷、高效的空中通道，实现

了信息的长距离、快捷的传递，使得人们的知识体验、文化交流

的品质与效率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以计算机为主体、多媒体

辅助的网络传播，具有主动性、参与性、可操作性、灵活性、开

放性和交互性。随着媒体的发展，学校教材也随之发生了很大的

改变，如语音教材、电子视频教材、网络教材等等。教育的对象

是教学内容所承载的对象，即教材的多样性。

而随着教育的不断充实，教育也变得更加具有复杂性，教师

与学生之间的关系不再是一成不变的，他们在互动的过程中形成

了自己的知识体系，教学内容也不再是一成不变、一成不变，而

是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局限 [1]。

二、香农 - 韦弗的信息传递模型

香侬 - 韦弗

一九四八年所提出的资讯理论，将资讯的观念扩展到社会的

各个层面，让资讯与人类的行动产生关联，包括语言、文字、声

音、图像、表情、动作等等。他所提出的线性传播模型，经过修

正，其应用范围已超出通信工程范畴，并逐渐扩展至传播学与教

育学。把它的形式稍微改变，分成几个阶段来分析它的传递过

程，仍然可以用来说明在一个“单向”的教学环境下，由老师传

递给学生的信息，以及在交流的过程中，通过媒体的媒介传递。

交流是信息接收者对信息的感知。整个交流体系由六个部分组

成：源头、传递者、信号、杂讯、接收者、结束。

这是一种线性的沟通方式，它更适合于教育沟通，因为在这

里，传者与接受者基本是固定的，而信息的反馈往往是滞后的或

弱的，因此很难形成一个循环或网络的传播方式。所谓的资料

源，实际上就是教科书，老师和学生都有的资料，而在传递的过

程中，基本的资讯都已经被物理化，而真正掌握的还是老师。如

果能让学生们理解，也就不用教了。教师根据课本内容，根据自

身的经历对教材所包含的内容进行编码，剔除或剔除部分“有

用”的内容，并将其经过编码的内容以某种形式传递给学生。其

实，老师说的话，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能接受。首先。在接收信

息时，学生已经有了自己的经历，因此，在翻译过程中，他们会

做出选择，而非完全接受。其次，这种传递过程中会出现一些杂

音，也就是对信息的干扰。也有可能是因为这种交流方式的干

扰。因此，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到学生对老师传递的信息和对课本

的理解，从而导致他们在自己的认识上存在着差异。在这个传播

的过程中，教科书是信息的载体，是教学的内容，是直接的 [2]。

三、教育传播中各个教育因素对教科书的影响

（一）教育工作者，是信息传递的守护者，是教科书资料的

筛选

美国社会学家库尔特·卢因在其著作《群体生活的渠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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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了“信息的守门人”，他指出，在集体交流中，有一定的“守

门人”，而“守门人”和“守门人”的价值观是一致的。一条消

息在传播时，要经过几个“检查点”，方可获准进入。

因此，作为教育传播的主体，教育工作者就扮演着“信息守

门人”的角色，它的首要任务就是以自身的体验为依据，对教材

的信息进行编码和整理，并按照一定的准则进行教育和传播。当

代资讯的复杂性和教育目标的特殊性。这就导致了教育工作者在

信息传递中存在着一定的价值取向和选择性。信息太多了，太多

了，太多了，但并不是所有的信息，都可以通过教学，被一代代

的传承下去。作为一部经典教科书，应该是一代又一代教育工作

者在教育交流中做出的抉择。

（二）接受者，即传播的接受者，解释教科书中的资料。

一个人在接收到某些信息之前，就会意识到并存储了大量的

信息，而且有了自己的预先存在的位置，因此当他在选择信息

时，往往会倾向于选择与自己预先存在的立场相符的观点和内

容，从而会下意识地拒绝与自己的观点冲突的信息，而不是盲目

地接受。在教育传播过程中，受教育者也存在着这样的偏爱，他

们站在自己的预先存在的立场上，按照教育者所传达的讯息，从

自己的角度去解读教科书，从中挑选出与自己兴趣相符、容易接

受的重要资讯，而忽略掉那些难以理解或兴趣的小资讯。如果说

教育工作者在传递信息时扮演了守门人的角色，筛选出符合条件

的信息，接受教育的人也会根据自己的经历，对自己的知识进行

解读，从而做出自己的选择。它是自我筛选的守门人，是自我沟

通的守门人。

（三）教学手段－媒体、教材中的知识传承

在教育传播过程中，教师总是要借助某种教学手段和工具进

行教学，无论处于什么传播阶段，无论教材的表现如何，都有其

所承载的内容。从语言到文字，再到现代的电子媒体，这些都

是“人的延伸”，同时也暗藏着教科书的内涵。教育是向人们传

递知识，也就是人类文明的积累，但要将其转化为实物，就必须

有某种媒介，而教材，则是一种具体的教学内容。从“媒体即新

闻”的角度来看，教科书不仅是教育传播的具体内容，也是信息

的传递，是它的具体表现。所以，“教材”的内容可以说是极为复 

杂的。

教育交流的目标要实现，需要有一系列的内容和方法，其中

的关键是课程，而教材就是教学材料，它是人类文化交流的媒

介，是人类社会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青年一代所掌握的

重要文明成果，是个人和社会走向成熟和成功的基石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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