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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技术如何影响采编主体的心理和行为？ 

崔金贵 

（江苏大学杂志社 江苏镇江 212013） 

新媒体是继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之后发展起来的新的媒体形态，它利用数字、

网络和移动技术，通过互联网、无线通信网、有线网络等渠道，向电脑、手机、数字电视等

终端用户提供信息并能形成交互效应[1]。目前的新媒体形态可概括为四类，即网络媒体、手

机媒体、互动性电视媒体、新型媒体群[2]。随着科技的进步，新媒体的范畴还在不断地扩容。

而期刊的采编活动是指期刊工作者通过定向约稿、组稿、自由投稿、同行评议等方式编辑出

版的过程。参与采编活动的人员称为采编主体，主要包括编辑、作者和同行评议专家、读者

等。 

随着新媒体技术在社会各领域内的日益广泛应用，宣告了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新媒体化

已成为各行业未来的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众多期刊已开始在日常运营过程中将新媒

体元素融入进来，新媒体的成效逐渐体现。如通过微博、万维网、数据库等将录用论文摘要

或全文进行网络优先发布，加快了出版进程；利用网络协同采编系统办公，提高了采编协作

的完整性、时效性和交互性；通过建立官方博客网站吸引网友和作者踊跃参与期刊建设和发

展的讨论中来，增加媒体与受众的互动效应；以多媒体形式，通过智能手机发布征稿、约稿

启事，以及采用新媒体手段建立新的审稿、定稿模式等。新媒体技术在给期刊运作带来方便

的同时，也存在一定的负面效应。新技术的应用改变了常规的采编模式，特别是对采编主体

的工作习惯形成了一定的冲击，进而产生心理和行为的异常，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 新媒体恐惧症。采编主体在常年的工作中已经形成固有的工作方式，彼此间合作关系

也较为稳定。而在新媒体介入后，原有的工作模式被迫打破，必须通过学习和采用新媒体技

术手段充实采编流程。研究表明，高达 60%的编辑群体对采编技术革新存在潜在应激性[3]。

这反映的是人对未知事物的本能恐惧性，由于无法预知事物发展趋势而造成心理和行为的不

受控，继而表现为反感、紧张、恐慌和排斥等情绪，最终对日常工作起到不良的效果。 

2 新媒体依赖症。新媒体的信息发布功能是以往任何媒体所无法比拟的。它拥有海量的

信息仓库，具有的交互性和跨时空性使受众为之青睐。过分依赖新媒体手段，表现为将传统

的采编方式如电话约稿、邮件约稿、书信交流等方式完全抛弃，以新媒体采编方式为唯一手

段，过度使用网络信息，缺少专业价值标准的衡量与辨别。一旦失去新媒体支持，将手足无

措，进而感到失落、绝望，对工作失去信心。过于依赖新媒体将失去与他人在现实中交流的

机会，忽视现实情感交流和培养，造成人际交往能力退化等。 

3 自我效能感的弱化。自我效能感是指个体对自己是否有能力为完成某一行为所进行的

推测与判断。这种理论认为，即便人的行为没有对自己产生强化，但由于人对行为结果所能

带来的功效产生期望，可能会主动地进行该活动[4]。因此，自我效能感成了行为的决定因素，

它不仅影响采编主体的选择行为和思维方向，而且影响他们的工作态度和情绪[5]。不同的采

编主体对新技术的认知程度有所不同，这将使其产生的工作预期也完全不同。在自我效能的

驱动下，主体投入工作的积极性和努力程度也随之各异。对于适应性强，富于挑战性的采编

主体而言，在新技术背景下会体验到前所未有的工作成效带来的快感，继而制定更为富有挑

战性的任务和目标，并努力想办法克服困难坚持下去，这种良性的动机会促进采编主体行为

的改善，不断提高绩效水平；相反，自我效能弱化带来的对新技术的恐惧，不愿选择进取性

目标，缺失工作主动性，并在困难面前畏缩，夸大现实困难，最终形成恶性的循环，甚至对

自我价值产生怀疑。 

4 权威立场缺失。新媒体技术在期刊运行中的应用使传统舆论格局发生重大改变。在一

些热点问题被发掘之后，会形成迅速的集聚，产生重大影响。但网络存在的匿名性、开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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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随意性特点，使受众的偏激情绪发泄或者主题偏离均会遮蔽原本关注的问题，导致发起的

初衷得不到有效的回应。因此，作为采编主体的母体——期刊以权威性和公信力来引导和纠

正新媒体舆论走向的能力减弱，难以成为舆论的发起者和终结者。 

针对新媒体技术对采编主体带来的系列冲击，我们应当注意加强新媒体下采编主体的心

理辅导工作。新媒体时代下期刊社和社会团体要建立相关的网络心理辅导体系，关注采编主

体的网络心理健康，通过网络讲座、学术论坛等形式对其进行心理教育；加强构建新媒体学

科中对此问题的探讨，推动教育、科研等机构对其研究；传统期刊研究会（协会）应该通过

建立专业心理疏导机构，为网络心理问题严重的参与者提供相关咨询和行之有效的心理疏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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