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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也在积极促进“三网融合”。三网融合

是指电信网向宽带通信网、广播电视网向数字电视、互联网

向下一代互联网，通过技术改造，使其技术功能趋于一致，

业务范围趋于相同，使得网络信息媒体资源共享 [1]。

在云数据时代，新媒体能否取代传统媒体？学界和业

界均不太认同，正如智能手机没有取代电广传媒，不论是宏

观的历史环境和微观的现实环境，新媒体凭借技术手段呈现

五彩缤纷的交互体验，但其内容一直源于传统媒体。如何定

义两者关系和影响，需要从自身的媒体属性与共性展开解析。

新媒体广义上是指前所未有的一种新型媒体传播形

式；狭义上是指依靠网络和数字技术，借助多媒体去呈现

信息的媒体传播形式，凭借沉浸式体验感、即时互动、共享

性和社群化等快乐阅读的功能，受众群体青睐和追崇。

新媒体形式依托于网络技术应用和信息技术发展至上，

未来的发展趋势和空间还有待时间考验。就目前而言，这种

新兴的媒介传播形式被人们高度关注和受益，总结有以下几

点特性。

多元化展示性

三网融合时代，数字网络技术日益更新，使新媒体展

示状态更加多元化，相比传统媒体，动态的懒人视听阅读，

尤其是虚拟体验为新媒体在传媒界争创了一席“江湖地位”。

双向互动性

传统媒体传播单一，且缺乏即时互动性。新媒体与读

者建立了零距离的交流互动关系，高频次的信息发布和内容

转发必然促使新媒体在媒介功能加速发展，融合更多的信息

技术手段呈现丰富的媒体资源，保证了真实性，有分享、有

提问、有回复的双向互动。在第三方媒介平台上，能引起话

题的深度讨论，阅读者从信息接收者转化为信息掌握者，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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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新媒体又一大显著特性 [2]。

信息一体化

报纸以低廉的价格获得大量信息的优势。现在信息全

球化趋势已成定局，在网络数字技术化日益变化的大环境

中，新媒体在传播信息层面的技术研发和各类终端接收设备

的技术提升，让传统纸媒在行业市场渐失优势，无论是发行

价格还是阅读量都不尽如人意，甚至现在一些报纸都依赖新

媒体引流，纷纷从线下转为线上。降息信息成本，实现了无

国界的全球信息一体化传播。

传统媒体通常是指传统纸媒、广电媒体等媒介，相对

新媒体又称它们为旧媒体 .新旧媒体都需要一个参照物，但

传统媒体以新媒体为参照物进行竞争时，需要了解传统媒体

的主要优势有哪些。

信任度强

中国社科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 12城市互联网

使用状况及影响调查报告》和《中国 5小城市互联网使用状

况及影响调查报告》显示，网友们信任的还是报纸、广播和

电视，而网络新闻除了满足快速阅读外，说道信任层面，认

可度还是偏低，因为虚假信息确实大大干扰了真伪辨识。

内容为王的生产力

融媒时代，新媒体最缺乏的核心竞争力，恰是传统媒

体最擅长的内容为王的强大生产力。新媒体的崛起众所周

知，大量的原创性首发报道还是源于传统媒体 [3]。新媒体在

大多数时候提供的是一道饱腹的“新闻快餐”。据尼尔森评

级数据一项名为《在线读者行为报告》的研究中，对数百万

博客和社会媒体站点的分析表明，80%的链接都是美国传

统媒体公司；介于中国传媒行业的相关法规政策，在新闻报

道的采编权限方面很大程度被约束了，为了满足受众信息获

取需求，很多时候发布的新闻信息就只能转载传统媒体，间

接帮助传统媒体实现了传播链上游的畅通。

此外，为了贯彻落实新闻专业主义的原则和理念，传

统媒体经过漫长的发展和摸索，已具备多方面的成熟运作机

制，并集结了大批优秀的职业化新闻传播工作者，在进行新

闻信息传播时，无论是横向的广度，还是纵向的深度和高度，

新媒体都不可比拟。

品牌认知度影响优势

一个有实力的品牌都将获得一群忠实粉丝，他们不是

肤浅的捧场而是精神的认可和行动的追崇。文化品牌也不例

外，它象征了精神领域的品位认可，在受众心中是不可替代

的精神领袖。世人皆知，品牌的建立和运营离不开长期的持

续发展，作为传统媒体的品牌认知度影响力优势在短期内较

新媒体依旧具有强大竞争力。三网时代传媒产业的信息种类

繁多，难免会出现虚假信息的介入，而对于普通受众来说，

确实难辨真伪。但是传统媒体的品牌凭借其专业度与信任度，

如同“百年老字号”的招牌一样不被其他媒体形式所动摇。

从以上的新旧媒体媒介传播属性可以得知，两者各有

所长亦各有所短，正如金无足赤的道理，在目前三网融合时

代下如何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取长补短，将会在未来一段

时间内形成一种主流的媒体形式。

哲学中一切新事物的出现都是基于旧事物的发展和演

变之上。新媒体吸取且继承了传统媒体中积极的元素，并为

传统媒体研发信息技术支持。因而在内容上比传统媒体丰

富，在形态上比传统媒体高级，在视听上比传统媒体新颖，

在功能上比传统媒体强大，具有传统媒体所不可比拟的技术

优越性和对年轻受众的吸引力。但这不是说传统媒体会被

新媒体替代，新的媒体形式发展对传统媒体有一定的依存

关系。

新媒体这些年的技术优势为其长足发展奠定了坚实基

础，但在技术领域外，却需要自我突破，尤其在内容整合和

发布方面离不开传统媒体的内容合作，而传统媒体为了引流

也离不开新媒体的传播渠道。因此，对于新媒体来说，短板

就是没有专业的原创内容团队。

随着“内容”作为知识产权的理念进一步明确并纳入

法规后，新媒体这部分的劣势将被无限放大。新媒体要想长

期保持“领头羊”的地位，一定要加强媒体从业人员的专业

化培养，并且利用自身互动性优势，将有一定素养的受众转

化为内容者，这样才能使新媒体在内容上逐渐脱离依赖。传

统媒体也要吸取新媒体的技术经验，保持专业媒体团队的同

时，尽可能用自己研发的技术去装载高质量的原创内容，这

样才能保值信息价值感。

在三网融合媒介语境下实现新旧媒体的融合发展是对

传承关系的极佳诠释。

今天的新媒体是相对之前的传统媒体而言，未来也将

成为传统媒体；而当下的传统媒体以前也是新传媒，而这就

是一种文化进步和适应社会需求的发展趋势，新媒体以技术

（下转第 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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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创新思维能力的创新是小学教育教学的重

要内容。小学生核心素养对学生素质培养起重要作用，不仅

符合小学数学课程改革的标准，还为今后的学习提供了很大

帮助。传统的数学教学方法单一，核心素养下数学创新可以

促进学生思维能力的散发，提高增加学生学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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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后盾的媒体形式拥有新、奇、特三大特点，而传统媒体拥

有公信力、专业度和品牌认知度这三大特点，巧妙结合两者

特点并发挥最大优势化信息传播，将是我们传媒人接下来要

重点思考的问题。

信息产业链的层面看新旧媒体是上下游关系，未来的

传统媒体可能不再是传播单位，而会成为内容生产单位，传

统媒体可以成为国家权威信息的生产单位，而传播渠道则需

要利用新媒体的传播渠道，求同存异才能在各自的未来走得

更远。

总之，伴随社会的不断进步以及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

三网融合时代新媒体与传统媒体传承关系，已被业界和学界

认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以及社会各界应当重视和关注新

媒体的专业新闻团队的打造、传统媒体的数字媒体技术的发

展，加大投入力度，进而为新媒体和传统媒体行业的发展提

供更大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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