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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 on Netizens

主讲人：Carolyn A.Lin

2017 年 11 月 9 日下午 7点，浙大传播大讲堂第 172 期在浙江大学西溪校区

教学主楼 426 开讲。美国康乃狄格大学传播系终身教授、博导，美国 SSCI 期刊

《广播与电子媒介期刊》主编 Carolyn A.Lin 为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的学生们带

来了她对电子媒体技术对现代网民的影响的思考。

Lin 教授曾任康乃狄格大学传播系主任、研究生院副院长。系美国新闻与大

众传播学会传播技术分会创始人，担任过十余份学术期刊的编委会成员。她的研

究专长包括新媒体技术，媒体效应，国际广告，以及健康传播等，共发表一百多

篇论文及出版五本学术专著。曾被评为美国大众传播领域最高产学者的第 11 名，

电信领域最高产学者的第 3名，国际广告领域最有贡献学者的第 3名，以及广告

领域最高产学者的第 24 名。

“我们都有手机，请回想一下，每天醒来，你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每天

睡觉前，你做的最后一件事情是什么？” Lin 教授以一个问题引起了大家的兴

趣，“看手机消息”、“翻朋友圈”、“检查手机”……大家的回答都离不开“手机”。



轻松的互动之后，Lin 教授带在场师生一起回想 20 年来传播技术的变化。

哪些是变化的？——传播的渠道更多、受众更广、速度更快了；传播的话题改变、

内容增多；个人隐私和社会监控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变的有哪些？——

信息带来的期待与满足感；或积极或消极的人际交往互动；人类对技术的沉

迷……

接下来，Lin 教授分析了电子媒体技术的功能，主要有这三点：跨文化传播

（Transmissive Communication）、社会交往（Social Communication）、交流平

台（Inter-Media Communication）。

对于人们来讲，电子媒介技术的发展使得他们有了更多元的交流方式，不再

限于过去的书信、电话，如今可以随时随地发送图片、视频，可以随心分享地理

信息；过去的人际交往大多是一对一，通过如今的通讯设备、网络设备，可以无

障碍的一对多交流、多对多交流；而最重要的一点，是“现场感”的增加。

前一个小时，Lin 教授绘声绘色的讲述着如今的电子媒体技术为我们的生活

带来的变化，让大家意识到如今这些技术是多么的不可或缺。精彩的讲解、趣味

十足的视频，都吸引着师生们目不转睛地听着。

讲完当下，Lin 教授又发出了一个引人思考的问题：“如果未来世界变成了

巨大的数据社会，我们的一举一动都会被监测，你愿意吗？”Lin 教授分析了这



种数据社会的优缺点。好的一面在于技术和数据能帮助节约资源，让人们的生活

便利化；但可怕之处在于，监控力量会更加强大、个人隐私暴露出更多问题……

如今说技术变革，少不了说人工智能。Lin 教授也发表了她对人工智能的看

法：“我希望它们能帮助人们生活，但是不要学会自己产生感情。因为技术深刻

改变着世界，我们人类自己必须控制和掌握技术。”

电子媒体技术深刻影响着如今的社会，面对巨大的变革，必须要学会找到自

身的独特价值点，不被技术的进步而吓退。本次传播大讲堂圆满结束，Lin 教授

的讲座让人收益颇丰，许多学生都继续与教授探讨着刚刚萌发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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