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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为“三农”

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顺势而为，积极创新，在全国

多地具有代表性的村庄设立乡村振兴观察点。乡

村振兴观察点既是日常节目生产基地，也是农业

中心联络地方的重要纽带和桥梁。在乡村振兴观

察点的众多工作职能中，调查研究不仅是观察点

的核心工作内容，也是做好其他各项工作的前提和

基础。

同时，随着互联网等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

与进步，各类新兴传播手段层出不穷，人类社会正

加速步入信息洪流时代。特别是在“三农”领域，

越来越多的涉农政策以及农产品相关生产、加工、

物流、销售等信息通过移动媒介进行传播，这也给

农村居民带来了崭新的机遇和挑战。

在总台乡村振兴观察点开展农民媒介素养调查

研究，既能研究分析当代农村居民媒介素养现状，

扎实做好乡村振兴观察点的工作，还可以利用研究

结果优化节目内容设计，进行有针对性的传播活

动，帮助农民及时了解和掌握先进的技术和要素，

促进农民生产意识和观念的提高，为增收打下坚实

的基础，对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具有现实意义。

二、文献研究

2021年，我国乡村常住人口大约49835万人，

农村居民是对农广电媒体重要的用户群体。当今农

民的媒介接触习惯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甚

至可以说是颠覆性的变化。如果依旧按照“数十年

如一日”的话语体系、传播方式与农村居民沟通，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民媒介素养调查与提升路径研究

——基于总台乡村振兴观察点的实证研究

◎ 段广宏  黄泽垚  金 妍

那无异于在黑夜里给自己的心上人暗送秋波。通过

前期文献分析发现，近几年国内针对农村居民媒介

素养、接触习惯的研究不多，以下是具有代表性的

几例研究成果：

孙夏卿（2020）的研究结果显示：农民最常用

的是手机，其次是电视；大部分的农民（89.7%）

使用手机作为了解外部世界的媒介，在手机的使用

频率上，65.5%的农民每天都用；农民最关注媒体

上的军事、国家新闻和时事政治热点问题及身边

民事。① 

蓝丽娟、林小彬、黄婕（2021）的研究结果

显示：在信息获取渠道方面，44%的被调查者主要

通过手机获取信息；在业余时间里，79%的被调查

者通过看手机度过；在媒介接触动机方面，29%的

被调查者的媒介接触动机为与人交流、了解信息，

20%的被调查者媒介接触动机为娱乐，19%的被调

查者媒介接触动机为打发时间，仅3%的被调查者

接触媒介的动机为学习。② 

郑富锐、吴楚恩（2021）的研究结果显示：多

数农民习惯于把时间花费在休闲娱乐内容上，他们

大多没有自学农业相关知识或发布农产品销售信息

的意识。③ 

刘思雯（2020）的研究结果显示：农村媒介

拥有情况，电视达到100%全覆盖，其次是手机

97%、电脑7%；感兴趣的媒体内容最高的三项分别

为“天气预报”、“戏曲节目”和“军事、国家新

闻”，分别为59%，58%和45%。④ 

李花（2020）的研究结果显示：村民接触和

使用媒介通常在晚上七点到十一点，白天忙农活，

晚上是休息和娱乐时间；接触时长最长的媒介是手

机，其次是电视；村民通过媒介获取的主要信息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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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是生活服务类、国内外新闻、休闲娱乐信息。⑤ 

以上都是近两年最新的研究成果，分别来自

甘肃、河北、河南、安徽、福建、广东、广西、吉

林、贵州等地，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三、研究问题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农村居民媒介素

养的作用不容忽视。通过媒介让农民的物质和精神

生活丰富起来，这是大众传播媒介的核心作用，也

是促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关键。媒介素养包括媒

介使用、媒介认知、媒介评价三个维度。因此，本

次调研希望着重解答以下三个问题：

问题一：农村居民媒介接触与使用媒介情况

如何？

问题二：农村居民认知媒介情况如何？

问题三：农村居民理解媒介和评价信息的情况

如何？

四、研究方法

本调研以乡村振兴战略为背景，以新时代的农

民媒介素养为研究对象，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通

过问卷调查和面对面访谈法，以青海互助、浙江淳

安、四川简阳、福建屏南乡村振兴观察点所在村落

的400位农村居民为研究对象，进行了随机抽样调

查。目的是了解农村居民媒介素养现状，并对农村

居民媒介素养影响因素等问题进行研究。 

1.调查地区的选择

本次调查于2022年9月4日至9月27日在青海、

浙江、福建、四川等四地展开，调查样本包含了四

地乡村振兴观察点所在的四个行政村，分别是青海

省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班彦村、浙江省杭州市淳

安县桥西村、福建省宁德市屏南县四坪村和四川省

成都市简阳市连山村。

2.调查问卷的发放

本次调查采用的是问卷调查法和面对面访谈

法，观察点蹲点创作队成员入村入户实地调研。对

于具有一定文化水平、具有阅读能力的居民采用了

问卷调查法；对于年龄偏大、文化水平偏低的居民采

用了面对面访谈，由驻村队员帮助完成答卷的方法。

本次调研共计发放调查问卷（包含面对面访谈

次数）400份，收回有效问卷367份。

3.调查的不足与局限

首先，中国地大物博，百里不同风，千里不

同俗。农村居民的媒介素养调研应该涵盖更多的地

域、范围、形态和人群，四地调研结果的代表性和

推广性存在明显不足，但受疫情等因素的影响，原

计划在宁夏、河北等地同步推进的调查活动未能顺

利实施。另一方面，受农村居民自身文化水平以及

媒介接触机会的限制，本次研究中的一部分农村居

民至今还没有主动接触过移动媒体，不会使用智能

手机的居民占了一定比例，媒介接触通路单一，对

研究结果的推及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五、研究结果

1.农村居民媒介接触与媒介使用情况如何？

媒介的接触和使用主要从普及情况和使用频率

两个方面进行研究，包括了报纸（杂志）、广播、

电视、电脑、手机五种媒介，研究结果如下:

第一，农村的媒介普及情况。电视在所有地

区的普及率达到了100%，手机的平均普及率是

95.7%，其次是广播12.1%、报纸（杂志）7.2%、

电脑4.3%。由此可知，电视依旧是农村最主要的

媒介，其次是手机，报纸（杂志）和电脑在农村影

响力依次减弱。在研究中我们也发现，东部地区

（浙江和福建）无论哪种媒介的普及比例都要高于

西部地区（青海和四川），这与当地的社会经济发

展情况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第二，农村居民的媒介使用频率。在“常用媒

体”中电视位居榜首，高达97.2%的居民认为电视

是常用媒体，其次是手机，达到93%。看报纸（杂

志）和听广播的使用频率最低，92%以上的居民表

示一年接触不了两次。进一步分析得知，报纸（杂

志）接触程度低是因为个人没有订阅的习惯，广播

接触程度低是因为大多数人没有收音设备。此外，

在比较几个地区的研究后我们发现，东部地区（浙

江和福建）的居民更喜欢使用手机作为获知信息的

首选媒介，而西部地区（青海和四川）的居民则更

喜欢使用电视作为获知信息的首选媒介。

2.农村居民认知媒介情况如何？

认知媒介情况主要分为接触动机和内容选择

倾向两个方面。在接触动机方面，想要“了解时事

新闻”的村民最多，占65.2%，其次“娱乐消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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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42.7%，“了解知识（农业生产）”仅占6.4%；

在内容选择倾向方面，“电视剧”“天气预报”和

“歌舞”分别占比为42.7%、44%和22.1%。

对以上结果进一步分析后，我们可以得知：农

村居民劳作强度较大，普遍比较辛苦，教育水平也

有限，一天的劳作之后希望看到既容易看懂又有趣

味，具有放松身心、缓解现实压力作用的节目，较

为喜欢的节目类型是新闻资讯和娱乐节目。另外，

农村居民普遍受教育程度不高，通过媒体主动获取

知识、主动学习意愿不强，对科技教育、文化信息

类节目兴趣不强。

3.农村居民理解媒介和评价信息的情况如何？

在农村居民理解媒介和评价信息方面，主要从

村民文化水平、信息辨别能力和信息转化能力这三

部分进行分析。

首先，由调查可知，农村居民普遍文化水平不

高。“不识字”、“小学”、“初中”的比例分别

是12.3%、26.8%、51%，而达到“高中及以上”

的只有7%。

其次，信息辨别能力。82.1%的农村居民认为

电视里的信息可信度高，66.1%的农村居民认为报

纸白纸黑字可追究，可信度也较高；但是83.6%的

农村居民认为手机里的信息不太敢相信，骗人的消

息比较多。

最后，信息转化能力。42.5%村民认为“电视

对我的生活影响很大”，45.7%的村民认为“手机

对我的影响很大”，但在价值观、消费观、生活方

式等方面的影响较低。 

总结这一部分的研究结果，我们发现年龄较

大、文化水平不高、收入水平不高、区域发展滞后

地区的农村居民群体更依赖于从电视媒体中获取信

息，反之则不然。

六、研究结论

1.虽然目前农村媒介类型丰富，但手机和电视

是当今农村居民最常接触的两个媒介，且手机使用

频率及时长高于电视。但大部分农村居民认为手机

接触到的内容可信度不高，更多是打发时间和娱乐

消遣的工具。

2.年龄较大、文化水平不高、收入水平不高、

区域发展滞后地区的农村居民群体更喜欢看电视，

反之则不然。农村居民普遍受教育程度不高，通过

媒介主动获取知识、主动学习意愿不强，对科技教

育、文化信息类节目兴趣不高。

3.老人和儿童是农村居民群体中电视的主要用

户。老人受教育程度低，喜欢容易看懂又有趣味的

戏曲歌舞、电视剧等节目类型；儿童在媒介信息接

受相对滞后的情况下，不论年纪大小，普遍喜欢收

看动画片。

4.农村居民劳作强度较大，教育水平也有限，

劳作之后希望看到既容易看懂又有趣味，具有放松

身心、缓解现实压力作用的节目，喜欢的节目类型

是新闻资讯、军事和娱乐，收看电视通常是在晚饭

前后，普遍集中在晚上7～11点之间。

七、提升路径

1.要加大反映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成果的内容创

作力度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仅关

系农村居民的民生福祉，也是节目内容创作的富

矿。通过电视剧、纪录片、文艺节目等内容形式反

映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成果，生产更多主旋律和正能

量内容，以获得更多农村居民的喜爱和认可。

2.内容青春化，积极靠拢农村年轻收视人群

农村年轻群体已逐渐成为乡村振兴的中坚力

量。在节目内容创作上，应该主动面向年轻受众

转型及升级，建立并打通与年轻群体（Y\Z\M世

代）的对话渠道，通过贴近年轻群体生活的语态、

喜好、话题建立与他们的价值认同和情感联络，以

全新思路与新颖内容走近农村年轻受众。在传播手

段上，要积极运用新媒体端口，善于运用H5（超

级文本标记语言）、Vlog（视频网络日志）、短视

频等轻量化产品实现轻传播、快传播。

3.策划农民体育赛事精品栏目，打开对农传播

新格局

体育赛事有着强大的流量吸引力，层出不穷的

赛事热点为传播提供了丰厚的土壤。体育节目群众

参与积极性高，社交性、互动性强，不仅适合大屏

传播，在小屏传播中也将亮点不断，而且还和娱乐

节目有着天然的融合基因。尤其是很多奥运冠军、

体育明星都来自于农村，更能吸引农村居民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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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参与。

4.打造乡村文旅融合节目，助推地域品牌走向

全国

旅游已成为社会大众最重要的娱乐休闲方式，

当下，国内游、乡村游异常火热。乡村文旅节目不

仅能为城市观众提供最全面的指南，也能成为农村

居民推介乡村旅游产业的重要“窗口”，带动当地

农村居民增产增收。

5.在对农传播过程中运用最新的媒体融合技术

5G、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

快速应用已成为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的重要“加速

器”。总台2021年春晚中，已率先采用了AI+VR

裸眼3D演播室技术。年轻人是乡村振兴的主力

军，脑子活、反应快，喜欢接触新兴事物。要抓住

他们的心理，善于在对农传播过程中运用最新的媒

体融合技术，这将对未来新一代农村居民的生活方

式、农村经济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6.建立专属社群，善用“互联网思维”制造热

点话题

伴随着手机媒体的普及以及农村居民对短视频

的喜爱，如何做好大小屏内容的结合、长视频与短

视频的结合、传播与服务的结合、收看收听与互动

交流的结合是提升农村居民媒介素养的重点。要用

“互联网思维”颠覆“传统思维”，在传播内容设

计之初就精确定位用户，提前预设和埋伏可能引发

用户关注和讨论的“话题”，要自带社交属性，制

造热点话题，引发用户自发性传播。

八、总结

本次调研发现，农村居民在媒介的使用和接触

上主要通过电视、手机获取自己想要的信息。乡村

振兴离不开媒介的力量，现代化农民应具备一定的

媒介素养。媒介素养的提升需要媒体从业者在内容

设计、生产、制作、传播的全过程充分考虑农村

居民群体的需求、表达方式、媒介接触习惯，在

节目内外与用户产生持续性的强连接，制造共性

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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