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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媒体在教育信息传播中的应用

王菲

（国家开放大学，北京 100039）

摘   要：以“互联网 +”为代表的新媒体是推进教育信息化建设的新动力和有利条件保障。将新媒体运用于教

育信息传播，对教师、学生和教学方式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本文从新媒体发展现状和特点出发，分析了运用新媒

体进行教育信息传播的意义和给教育信息传播带来的影响，并展望了新技术发展对远程教育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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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信息化是构建现代教育体系、形成学习型
社会、促进科技创新和推进社会和谐的内在要求。
加快教育信息化进程是推进我国教育事业改革和发
展的战略性选择。以“互联网 +”为代表的新兴媒体，
作为教育信息化的新动力，为信息技术与教育的深
度融合提供了条件保障，为人才培养目标提出了新
要求，为新型学习方式的实现提供了手段支撑，为
现代学习环境的构建提供了技术支持 [1]。

一			教育新媒体发展现状

信息传播媒介的发展，在经历了以纸质媒介为
主的古典媒体和以单向传播为主的传统媒体后，现
在已进入新媒体时代，本文中所指的新媒体主要为
借助数字化传播技术，具有更强交互性和即时性的
媒体形式。现阶段，不少高校已将新媒体作为信息
发布、教育资源流转、远程授课的主要媒体形式，
基于网络、手机、数字广播电视等多种平台的媒介
手段已成为学校教育信息传播的有力支撑 [2-5]。

作为拥有上亿学生、上千万教育工作者的教育
系统，只有运用“互联网 +”的思维，及时发布、做
好服务、有效沟通，才能满足师生日益增长的需求，
获得更多“关注”。适应新形势而发展壮大的教育新
媒体呈现出这样几个特点。

一是受众发声大于单向推送。伴随着信息获取
渠道的多元化，受众在传播格局中的“身份”发生
相应变化，传播主体和受众二者的界限正在模糊。
受众也成为传播主体，而且一定程度上受众发声的
主动性和频繁度远远大于信息推送。这一点在教育
新媒体的受众中表现的尤为明显。

二是互动传播形成价值认同。新媒体的信息传
播强调互动，互动过程中原有信息可能会得以丰富，
也可能会被遗漏、扭曲和异化。无论是学生群体，

还是教师群体，都是寻求互动、愿意沟通的重要生
力军，通过评论、转发、点赞等行为实现信息的互
动传播，从而达到价值观的认同，实现舆论的引导
和共识的形成。

三是多平台整合满足信息需求。碎片化、社交
化、移动化是目前传播的特点，新媒体平台的多样
发展加剧了这一趋势。教育新媒体除了两微一端新
媒体平台之外，还可以凭借所拥有的校园网络、广播、
电视台等媒介平台进行整合，让信息提供更加随时、
随地和即兴。

二			运用新媒体进行教育信息传播的意义

（一）			建立教育资源公平性

在教学过程集中于课堂的时代，教师的面对面
授课是学生接收教学信息的唯一途径，教学信息受
时间、空间、地域的限制无法做到分配均匀，贫困
农村或偏远山区都成为教育资源相对薄弱的地区。
随着新媒体发展趋势越来越迅猛，人们可以不受时
间、空间限制进行学习，网络上不断兴起的 MOOC
让人们通过互联网随时随地接触教育信息，这个过
程使教育信息变得更具有开放性和共享性。虽然课
程教学依然是学历教育的主流方式，但新媒体技术
的发展大大增加了远程教育和社会教育的便利性和
即时性，让“时时可学、处处可学”变成了可能。

（二）			符合新媒体发展大趋势

2017 年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发布第
39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指出，截
至 2016 年 12 月，中国网民规模达 7.31 亿，其中使
用手机上网人群占比为 95.1%，使用台式电脑和笔
记本电脑上网的比例分别为 60.1% 和 38.8%。2016
年网民在手机端最经常使用的 APP 应用是即时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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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其中微信占比 79.6%，QQ 占比为 60%。通过这
些数据可以看出，新媒体拥有庞大的受众群体。信
息化时代，新媒体已成为人与人沟通的主要通路，
是信息传播的重要渠道。所以学校运用新媒体进行
资源传播是社会发展的大势所趋，符合时代和受众
需求 [6]。

（三）			新媒体符合受众需求

现在学校面对的学生普遍为“95 后”，相比于
被称之为“网络移民”的“80 后”，“95 后”学生可
以说是第一批“网络原住民”，这一代人的成长全程
有互联网参与，认识世界的渠道多，平台广，从小
就学会利用网络获取资讯和知识，对信息的取得具
有主动性的特点。另外，在互联网的世界中，这些

“网络原住民”即使没有走出国门，也通过网络接触
到世界各国的文化，甚至与各国的人结识沟通，因
此“95 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多元的价值观，在接
收信息的同时会进行客观的审视，对所接受的信息
具有批判性。在网络伴随下成长起来的“网络原住民”
拥有自己的文化、语言和价值体系，对信息的实用
性和真实性要求要高于“80 后”。

如果说“80 后”仅仅把互联网作为一种查询信
息和交流沟通的工具，那么在“95 后”眼里，互联
网已经成为生活中的必备元素，是一种生活方式。
基于“网络原住民”对信息需求的特点，如果学校
使用出版物等传统信息传播方式则无法满足学生的
时代特性，一方面由于出版物出刊周期长，无法做
到及时的信息更新；另一方面出版物只是单向的信
息传递，无法做到双向沟通和交流。使用新媒体作
为教育信息传递的主要工具符合现代学生生活学习
习惯，并且由于新媒体具有及时沟通和时反馈的特
点，可以在学生接收到教育信息的同时得到学生反
馈，提升内容质量。并且在教育资源传播中使用新
媒体，可以满足学生定制化的要求，新媒体可利用
多种渠道提供丰富的教学内容，学生根据自己需求
进行下载和学习。

三			新媒体对教育信息传播的影响

（一）			对教师的影响

在传统教学活动中，教师主要通过课堂将书本
知识传递给学生，由于学生接触教学信息的途径比
较单一局限，并且所传授的知识由教师负责组织、
筛选，所以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具有权威性的地位和
作用，学生对教师具有依赖性。新媒体时代的到来
首先打破了学生对教师的依赖，学生获取资源的途
径、方式、渠道较之以前都变得更为多样化，并且
网络教学资源非常丰富，学生甚至有机会接触到国
外名校优秀教授的授课资源，因此学生可根据自身

需求和学习条件安排学习计划和学习步骤，此时教
师的作用已经转变为学生的指导者和引导者，帮助
学生安排学习计划并在学习过程中发现问题，解决
问题。另外，新媒体应用也促进教师不断提升自我
能力，建设优质资源。在学生话语权大幅提高的现在，
学生具有自由选择教学信息的权利，只有被学生认
可并选课量大的教学资源才能在大浪淘沙中生存下
来 [7]。

（二）			对学生的影响

学生在传统教学活动中是知识的被传授者，地
位相对而言比较被动，更没有机会参与知识的选择
和制定过程，通俗来说就是教师讲授什么内容，学
生就学习什么内容，此阶段教师所要面对的学生是
一个群体而非个体。由于新媒体具有即时性、交互
性的特点，运用新媒体传递教学信息的过程中，学
生可对教学信息的适用性、难易程度等进行及时反
馈，教师也可根据学生的反馈定期精进教学信息。
学生还可通过新媒体对教师提出个性化需求，参与
到教学信息的制定过程中。参与感的提高可促进学
生对自身需要什么样的知识进行更多的思考，提高
了信息接收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根据学生需求制定
的教学资源也能更好的便于学生理解和接受，提高
学习效率。

（三）			对教学方法的影响

新媒体的开拓使教师可运用微博、微信、QQ、
直播、视频等多种平台进行教学活动，学生接受教
学信息的方式更多元化，并由此引发了教学方法的
革新，教学时间和地点更加灵活和多样化。教学活
动不再拘泥于传统的课堂，教师可进行网络授课，
也可以进行混合式学习。混合式学习的应用可以使
教师开发以项目为基础的学习、以问题为基础的学
习等多种学习方式。新技术的发展同时带来了教学
信息的生动化，教师可综合运用文本、图片、视频
等方式组织教学信息，生动化的呈现可以帮助学生
更好地接受和理解知识。教学信息通过新媒体多平
台传播，进行了信息整合，使整个教学过程实现了
了传统与创新的融合，虚拟与显示的融合。

四			新技术对远程教育影响的展望

（一）			远程教育机构成为大数据的拥有者和使用者

互联网时代，拥有大数据的机构将对所在行业
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和掌控力。远程教育机构是使用
新媒体进行教育信息传播的先锋和主力，学生通过
注册完成在线选课和学习，远程教育机构则通过在
线平台记录分析学生的个人基本信息、课程内容、
学习偏好、停顿时间、易错点等相关数据，并据此
为学生提供定制化、个性化的学习服务。学校对学



315314 教育现代化·2017 年 8 月第 33 期

教育现代化传媒品牌

投稿邮箱：chinajyxdh@163.com

调
查
及
研
究
报
告

生数据的深度挖掘和追踪可方便提供持续性的教学
支持，满足学生的需求。此外，通过大数据分析，
还可获知学生在完成本阶段学习之后是否还具有进
一步学习的需求，从而开发远程教育机构的潜在受
众。比如学校通过对某学生专科学习时的学习能力、
学习习惯等进行分析，可推测此学生进一步进行本
科学习的概率，并根据这一测算结果更具针对性的
引导学生继续留在本学校进行学习。

（二）			虚拟现实技术让远程教育更生动

运用现实虚拟技术进行远程授课，教师的动作、
声音和演示文件都可被细致的捕捉并传送到拥有现
实虚拟（VR）技术的房间进行同步播放。学生则通
过教师的声音、外貌、课堂信息等细节获得与在真
正课堂学习一样的学习感受和参与感。现实虚拟技
术提升了远程教育课程氛围，增加了师生交流、沟
通的真实感，是教学方式跨地域、跨时空的一次意
义深远的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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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吻合。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提出“融合中西教育、
研究和商业实践”，更多地侧重于知识应用和实践运
用。

中山大学管理学院的愿景独具特色，通过“黄
埔军校”，体现出其管理上的严格，以及培养商界领
袖人才的决心和希望。

三			结语

由前面的论述可以看出，已经通过认证的学校，
对于自身有着清晰的定位，明确了今后发展的侧重

点，他们的愿景都具有清晰、持久、独特、共享的
特点，立足中国国情，胸怀世界。在 AACSB 认证日
趋重要的今天，已通过认证的院校的愿景值得我们
研究、借鉴，并不断修正自己发展的愿景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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