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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追溯往昔，遥看中外，从古人在甲骨上刻字、到造纸术的发明，直至印刷业的开启，

人类进入了一个纸媒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文化一直在“白纸黑字”间传承。从 1920

年美国第一家电台的成立，我们父辈们迎来了他们记忆中关于“收音机前”的故事，开

始有了这个“听新闻”的谓宾结构。技术的发展带动了传播领域的进步，第一家电台出

现后的第 16 年，第一家电视台出现，人们迎来了传统大众媒介时代；1969 年“互联网”

开始进入了人们的生活，于是基于互联网所发展出的“新媒介”时代传奇般地到来，在

这三十多年的时间里，新媒介的传播方式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模式，它自身的变化性又使

得人们的生活模式不断地“动荡”，它要将我们引到何处，我们在好奇中迷茫着…… 

网络是个很神奇的媒介，在这个平台中，人们传播的自由得到了空前的释放。在这

个“人人都是传播者”的世界里，传统媒介传播中的“把关人”的角色消失在了传播系

统中。没有了太多的监管与控制，我们看到了形形色色的奇怪现象：各种“门”开始成

为人们茶前饭后的焦点，各种“姐”，各种“哥”，甚至各种“爹”开始成为我们“欣赏”

的“偶像”，于是我们在想，这个社会怎么了？这些“偶像”们是怎么得以“出位”的？

是谁在制造他们，是谁在传播它们，是谁在接收它们，我们该怎么对待它们？这些问题

越来越成为传播学、媒介学、社会学等各大学科分支的热点研究对象。笔者也正是基于

这样的思考开始了本书的编写工作与学术研究。 

网络媒介素养是媒介素养的一个组成部分，是针对网络媒介的发展，媒介素养在一

个新的领域内的扩充。在世界范围内，媒介素养都是一个时谈时新的问题。网络媒介素

养作为一个新的分支，与传统的大众媒介素养理论相比，有着其鲜明的独特性，如网络

传播者的不确定性、网络传播的高度互动性、网络信息来源的模糊性等这些特点，使得

网络媒介生态呈现出一种时时变化、动荡的局势，在这样的局势下，对于网络媒介素养

的提高显得更为紧迫，也越显艰难。 

在本书中，笔者通过四大部分的内容来阐述网络媒介素养理论的核心问题，沿着是

什么、为什么、怎么做的逻辑思路，来考察网络媒介素养的必要性与价值。在第一部分，

笔者先对网络环境进行了宏观的描绘，并对网络传播者进行了理论的分析与界定，在这

一部分中，读者可以从总体上对网络媒介生态有个初步的理论认知，同时也为读者更好

地理解网络媒介素养建立了一个坚实的基石。 

在第二三部分，通过对网络传播者的社会责任与各种网络失范行为的介绍，并通过

对青年学生的针对性的定量调查研究，来阐释此群体网络传播者的网络媒介素养问题，

并结合调查，建立与媒介素养教育的关系，更深层的论证了网络媒介素养教育的重要性

与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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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以如何提高网络传播者的媒介素养为问题，寻找解决媒介素养的办法与途径，

给出网络媒介素养教育的定义与方式途径，进而对网络媒介素养话题做一个总体的论

述。 

此书正是在这样的逻辑建构下进行的，为了能够深入的进行研究与分析，本书作为

“网络传播者的社会责任与媒介素养问题”项目的一个总结性的成果，集合了东北师范

大学传媒科学学院的众专家学者的智慧与经验。本书的编写针对新话题在理论方面的空

白，作出了一个很好的答复，以注重基础、促进教学、关注前言、强化实践为宗旨，特

别强调了学术性与实用性、理论性和实践性、严谨性和规范性、当代性和创新性的结合。 

感谢王以宁教授、阎欢副教授、霍美辰老师等为此项目研究作出贡献的人们，正是

有了他们的辛勤劳动，才使此书的完成更为顺利与完善。 

 

 

                                                   作者 

                                                2012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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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互联网与网络传播的形态 

在当代经济生活迅速发展的中国社会，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村镇，网络的发展都在

日新月异地改变着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互联网络每时每刻都在以全新的姿态影

响着我们。网络在促使青少年的效率观念、全球意识、信息知识和平等观念增长的同时，

也难免产生网络垃圾、网络心理障碍和高科技犯罪等负面效应。当前时常会在媒体上见

到有青少年因网络心理不健康、不成熟，甚至深陷“网瘾”等心理疾病中，造成网络孤

独症、网络依赖型人格障碍、畸形网恋，甚至有的青少年因教育不及时出现网络犯罪等

严重违法行为。因此如何预防和治疗青少年的网络心理问题以及疾病，普及对青少年的

网络心理健康教育，在当前已经是不可轻视的问题。 在我们开始了解网络传播者的社

会责任与媒介素养之前，有一个重要的基础问题就是要先清楚何谓互联网络？作为“新

兴媒介”它又有哪些与众不同之处？目前中国青少年对互联网络的了解状况和使用情况

又是怎样？只有在此基础之上才能对互联网络、对网络传播者的社会责任与媒介素养的

影响有着更全面、细致的了解。 

第一节 互联网的定义 

从 1969 年互联网的前身“ARPAnet 网”在美国国防部诞生。互联网这一全新的传播

媒介就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起来。根据有关数据显示：目前全世界已经有数亿人在使用互

联网，而且这个数字每天还在以更快的速度增长。互联网络的出现甚至促使在现今社会

出现了“网络社会”这一新名词，因为网络正在把社会各个部门、各个行业以及全国甚

至全世界连接成为一个整体。互联网的迅速发展正在改变着人们的精神生活以及物质文

明的各个领域。因此说作为使用网络的网民有必要对互联网络的基本知识、相关术语以

及互联网络目前在中国的发展情况有概要的了解。这也将有利于他们更好地全面了解互

联网络作为媒介工具的特性，以及互联网络的发展前景。 

一、计算机网络的分类应用 

互联网是属于计算机网络分类当中的一支。计算机网络的产生和飞速发展是 20 世

纪末的一个奇迹。它揭开了人类数字化生存的新时代，从不同的角度了解计算机网络的

分类方法，是熟悉网络技术的重要基础之一。“美国信息处理学会联合会，在 1970 年从

共享资源角度出发，把计算机网络定义为：以能够相互共享资源(硬件、软件和数据等)

的方式连接起来，并各自具备独立功能的计算机系统之集合。”也就是指计算机间以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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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信息为目的连接起来的计算机系统的集合，为计算机通信网络。计算机通信网是一组

物理上相互连接、能够彼此通信的，以共享硬件、软件和数据等资源为目的的计算机系

统，连入网上的每台计算机本身都是一台完整独立的设备，它自己可以独立工作。例如

我们可以对它进行启动、运行和停机等操作。我们还可以通过网络去使用网络上的另外

一台计算机；还可以在身边的这台计算机上去调用另一台计算机上某一目录下的一个文

件。计算机之间可以用双绞线、电话线、同轴电缆和光纤等有线通信，也可以使用微波、

卫星等无线媒体把它们连接起来。再比如，你家里的一台微机要想联到 Internet 网络

上去，只要向邮电部门办一个手续，将你家里的那根电话线通过通信设备调制解调器连

接到你的那台微机上，再装上相应的软件，你就可以拨号查询 Internet 网上的信息，

现在更有光纤及高速网络技术宽带上网①。 

计算机网络的基本分类： 

计算机网络的分类有多种方法，按所覆盖的地域范围分类，可以分为： 

局域网 LAN（Local Area Network）； 

城域网 MAN（Metropolitan Area Network）； 

广域网 WAN（Wide Area Network）； 

因特网（Internet）。 

（一）局域网（Local Area Network；LAN） 

通常我们常见的“LAN”就是指局域网。所谓局域网，是指在某一区域内由多台计

算机互联成的计算机组。“某一区域”指的是同一办公室、同一建筑物、同一公司或同

一学校等，一般是方圆几千米以内。通信系统的信息传输速率比较高，通常在 1MbPs 以

上。 

网络拥有权和经营管理权属于某一个单位，不受电信部门管辖。“由于局域网的出

现，使计算机通信网的威力获得更充分的发挥，以致在许许多多的应用领域中能容易地

运用这种网络技术，尤其在办公自动化、工业控制自动化及各种数据处理和信息处理系

统等方面更为突出。局域网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和微处理器的发

展，它使局域网的组成部件能廉价的实现；同时局域网技术也促进了微型计算机的广泛、

充分的利用，可以充分地利用一个单位内部的所有计算机资源，提高了经济效益。因此，

局域网技术是上世纪 80 年代以后非常活跃的技术领域，商品网络层出不穷并获得广泛

应用”，局域网可以实现文件管理、应用软件共享、打印机共享、扫描仪共享、工作组

内的日程安排、电子邮件和传真通信服务等功能。这是我们最常见、应用最广的一种计

算机网络。现在局域网随着整个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提高得到充分的应用和普及，

几乎每个单位都有自己的局域网，有的甚至家庭中都有自己的小型局域网。 

（二）城域网（Metropolitan Area Network；MAN） 

这种网络一般来说是在一个城市，但不在同一地理小区范围内的计算机互联。这种

                                                        
① 谢希仁：《计算机网络》，电子工业出版社，2008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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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的连接距离可以在 10-100 公里，它采用的是 IEEE802.6 标准。MAN 与 LAN 相比扩展

的距离更长、范围更广，连接的计算机数量更多，在地理范围上可以说是 LAN 网络的延

伸。在一个大型城市或都市地区，一个 MAN 网络通常连接着多个 LAN 网。如连接政府机

构的 LAN、医院的 LAN、电信的 LAN、公司企业的 LAN 等等。由于光纤连接的引入，使

MAN 中高速的 LAN 互连成为可能。  

（三）广域网（Wide Area Network；WAN） 

“计算机广域网络，又称远程网。在地域上一般跨越城市、地区和国家进行联网。

各个国家和地区都在为广域网的实现建设备类网络通信媒体。”WAN 所覆盖的范围比城域

网（MAN）更广，它一般是在不同城市之间的 LAN 或者 MAN 网络互联，地理范围可从几

百公里到几千公里。因为距离较远，信息衰减比较严重，所以这种网络一般是要租用专

线，通过 IMP（接口信息处理）协议和线路连接起来，构成网状结构，解决循径问题。

城域网较常见的如一个城市的政府公务网、教育城域网等。 

（四）因特网（Internet） 

Internet 译为中文，有译成互联网、国际网络、互联网等，这里使用因特网这个名

称。在因特网应用如此发达的今天，它已是我们每天都要打交道的一种网络，无论从地

理范围，还是从网络规模来讲它都是最大的一种网络，就是我们常说的“Web”、和“万

维网 WWW”等多种叫法。 

从地理范围来说，它可以是全球计算机的互联，这种网络的最大的特点就是不定性，

整个网络的计算机每时每刻随着人们网络的接入在不断的变化。当您连在互联网上的时

候，您的计算机可以算是互联网的一部分，但是一旦当您断开互联网的连接时，您的计

算机就不属于互联网了。因特网的优点也是非常明显的，就是信息量大、传播广，无论

你身处何地，只要联上互联网你就可以对任何可以联网用户发出你的信函和广告。 

Internet 的来源地是美国，而追溯 Internet 的起源，19 世纪中期，美国总统艾森豪威

尔决定设立一个用来发展科学技术的机构，叫做 ARPA(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

美国国防部高级计划局， 就是这个机构后来提供经费设立最早的互联网，它叫做 APRANET。

由此，ARPA net 成为现代计算机网络诞生的标志。在以后的发展中，由 ARPA 提供经费，联

合计算机公司和大学共同研制继续将 ARPA net 网络开发、完善起来。ARPA net 在技术上的

另一个重大贡献是 TCP/IP 协议簇的开发和利用。作为 Internet 的早期骨干网，ARPA net

的试验并奠定了 Internet 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较好地解决了异种机网络互联的一系列理论

和技术问题。  

后来到 1983 年，ARPA net 分裂为两部分，ARPA net 和纯军事用的 MIL net。ARPA net

后来就被简称为“Internet”。同时，局域网和广域网的产生和逢勃发展对 Internet

的进一步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ASF（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建立的 NSFnet。NSF 在全美国建立了按地区划分的计算机广域网

并将这些地区网络和超级计算机中心互联起来。NFSnet 于 1990 年 6 月彻底取代了 ARPAnet

而成为 Internet 的主干网。NSFnet 对 Internet 的最大贡献是使 Internet 向全社会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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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象以前的那样仅供计算机研究人员和政府机构使用。1990 年 9 月，由 Merit、IBM

和 MCI 公司联合建立了一个非盈利的组织——先进网络科学公司 ANS（Advanced Network 

&Science，Inc）。到 1991 年底，NSFnet 的全部主干网都与 ANS 提供的 T3 级主干网相

联通。 

Internet 的第二次飞跃归功于 Internet 的商业化，商业机构一踏入 Internet 这一

陌生世界，很快发现了它在通信、资料检索、客户服务等方面的巨大潜力。时至今日，

世界各地的无数企业纷纷涌入 Internet，带来了 Internet 发展史上的一个新的飞跃。  

二、计算机网络的普遍功能 

计算机网络既然是以共享为主要目标，那么它应具备下述四个方面的功能： 

（一）数据通信 

数据通信是计算机网络最基本的功能。它用来快速传送计算机与终端、计算机与计

算机之间的各种信息，包括文字信件、新闻消息、咨询信息、图片资料、报纸版面等，

也就是完成计算机各个节点之间的系统通信。通过这一功能，可实现将分散在各个地区

的单位或部门用计算机网络联系起来，进行统一的调配、控制和管理，用户也可以利用

此功能在网上传送电子邮件、发布新闻信息、进行电子购物、远程电子教育等。
①
 

（二）资源共享 

“资源”指的是网络中所有的软件、硬件和数据资源。这一功能可以实现计算机网

络上资源的最大限度分享。首先，从投资考虑，网络上的用户可以共享使用网上的打印

机、扫描仪等，这样就节省了资金。其次，现代的信息量越来越大，单一的计算机已经

不能将其储存，只有分布在不同的计算机上，网络用户可以共享这些信息资源。再次，

现在计算机软件层出不穷，在这些浩如烟海的软件中，不少是免费共享的，这是网络上

的宝贵财富。任何连入网络的人，都有权利使用它们。资源共享为用户使用网络提供了

方便。 

(三）远程传输 

计算机应用的发展，已经从科学计算到数据处理，从单机到网络。分布在很远位置

的用户可以互相传输数据信息，互相交流，协同工作。 

（四）分布式处理 

也就是说可以实现一项很复杂的工作任务划分成许多部分来处理这样可以多台计

算机同时协作完成对同一任务的处理，使整个系统的性能大为增加。网络技术的发展，

使得分布式计算成为可能。对于大型的课题，可以分为许许多多的小题目，由不同的计

算机分别完成，然后再集中起来，解决问题。 

                                                        
① 王海星、李富国：《计算机网络》，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2009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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