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娱乐至死的演讲稿 娱乐至死读书笔记
(模板5篇)

使用正确的写作思路书写演讲稿会更加事半功倍。在日常生
活和工作中，能够利用到演讲稿的场合越来越多。那么演讲
稿该怎么写？想必这让大家都很苦恼吧。下面是小编帮大家
整理的优秀演讲稿模板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
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娱乐至死的演讲稿篇一

《娱乐至死》并不是基督教书籍，作者尼尔.波茨曼是一位著
名的媒介文化研究者，对当今的社会特别现代美国文化非常
有启发意义。

综括全书，波兹曼主要提出了两个观点：

二、电视新闻报道的强势覆盖，大规模轰炸，使得原本多元
情绪的新闻事件都变得淡化和娱乐化，主持人机械的"来看下
一条"，就轻巧地将观众注意力转移，而包含在每条新闻中的
应有情感正在丧失，无论观众还是传媒都在变得冷漠。

以上两者，是对上世纪80年代美国的描述，也可看作是对今
天中国的预测。

当然电视给那些老弱病残以及汽车旅馆里那些孤独的人们也
带来了很多慰藉。

以前在印刷时期，也就是书籍时代，美国人读书的风气蔚然
成风，也怕魔鬼利用人们的无知来欺骗，所以教会大学不断
兴起。美国整体的思维都是比较理性和严谨的。记得林肯和
道格拉斯的辩论持续了7个小时，中途人们还回家吃饭，而且
这个也不是到后期级别很高的总统辩论。双方的句子结构，



长度和修辞都是不落与书面。整个逻辑，修辞，隐喻是要求
听众有很多素养。但是大家就是喜欢听这些，这个也是人们
生活一部分，大家抱着孩子，有人吆喝着卖东西，有人喝点
茶和酒。

这个时代可以说是阐释年代，一种思想的模式和学习方法，
富有逻辑的复杂思维，高度理性和秩序，对于自相矛盾的憎
恶，超常的冷静和客观。

但是到19世纪中期，电报和报纸开始登上舞台，为娱乐时代
奠定了基础。电报消灭了地理的界限。开启了一种新的话语
定义。当地新闻和那些没有时效性的新闻边失去了报纸中的
中心位置，比如浙江省的人和云南省的人似乎可以交谈了，
但是交谈的内容往往是大家不了解的或者根本不关心的。通
过产生大量无关的信息，它完全改变了我们所称的“信息—
行动比”，就是说以前我们接受的信息和行动比是基本平衡
的，我们了解的信息具有影响行动的价值，比如村里要停电
的信息，我就马上去买蜡烛。

但慢慢信息量越来越大，却与我们关系不大。因为电报的特
点是适合于传播转瞬即逝的信息，因为会有更多新的信息取
代。所以新闻标题是——耸人听闻，结构零散，没有特别的
目标受众。而且一个消息和后面一个消息基本无关系。智力
就是我们知道很多事情，而不是理解它们。

这中间的变化有个例子，纵横字谜开始流行，这个是很大的
一个改变，因为以前人们是为了解决生活中的问题而搜索信
息，现在开始为了让无用的信息派上用场而制造问题，娱乐
开始。

之后摄影术开始发达，因为照片没有句法，这使他无法和世
界争论。他与语言差异很大，语言只有表现一系列主题时，
才有意义，不能把字单独抽出来。而照片不存在脱离语境的
问题。非常直观。接着电子和图像革命。



电视粉墨登场。电视展示给观众的主题虽多，但是不需要我
们动一点儿脑筋，看电视目的是情感上的满足，娱乐化大行
其道。就算是新闻报道，播音员说，明天同一时间见。为什
么要再见?照理，几分钟的屠杀和灾难让我们一个月难以入眠。
播音员面容姣好，亲切态度，开始前和后播放美妙音乐，生
动活泼的镜头和绚丽夺目的广告。实际上告诉大家没有理由
为电视上的不幸哭泣。

接下来很长篇幅作者继续讨论电视的娱乐性，人们开始手术
直播，强奸案直播，慢慢教会开始有很多的电视台，教育也
用娱乐方式直播，总统竞选也是电视播放。虽然说这些人初
衷并不坏，但是他们忽视电视背后的话语权，有些事情看起
来你在利用对方，而实际是对方控制你。

比如电视新闻往往是严肃不安+轻松广告，人们也习惯了电视
的不连贯，我们不会因为播音员刚播完核战争新闻之后插入
麦当劳广告，而晕倒。而且主播的言语也会越短越好，避免
复杂，无需精妙含义，否则你会失去观众，而且在民主的社
会就是不能让别人感觉自己没文化。电视节目超现实的外壳
下是反交流理论，哲学上交虚无主义，精神病学上叫精神分
裂症，用舞台语言就是娱乐。

再比如总统竞选，实际后来更多的人关注的是形象和说些俏
皮话，比如里根总统，实际经常说话自相矛盾，但是大家很
理解他，形象好气质佳，而且经常表演性的俏皮话，把大家
逗乐了。

最令人深思的是教会的很多电视，虽然动机不坏，但是效果
却使得人们越不敬虔了可能。很多时候为了收视率，结果很
坏。而且电视上，真正让人出彩的不是记住上帝，而是那些
经历丰富，正装的传教士。因为电视是以具体形象进入人心，
而不是抽象概念进入的。而且真正的宗教是需要一定环境和
一定礼仪，而通过娱乐的电视，会远离上帝。试问你在看基
督教电视台的时候，是否挺着身子正坐，还是可能也吃着东



西。

一个40岁的美国人他的生活中基本已经观看了100万条广告，
退休前还会看1万条，请问他的大脑的组成部分是否已经改变。
而且广告从19世纪末，商业广告已经背离了语言陈述，比如
麦当劳广告，没有可以验证的符合逻辑的观点，里面有美女
和俊男买汉堡包，享用的表演，以及为自己的好运气而狂喜，
没有任何意见，观众只能找到某种感觉，大量的广告使得人
们称了信赖心理表演疗法的病人。而且广告不断压缩时间，
因为太长使得人厌烦，瞬息疗法的伪寓言。

你想象一个看过100万条广告的人，可能认为所有的政治问题
都可以通过简单的方式快速解决，复杂的语言让人无法信任，
争论让人反胃，而且没必要在政治和其他社会生活中划定一
定的界限。

实际上真正的是电视改变了人，你想看光100万条广告的人，
怎么才能在教会里安静听道。一个经常看广告的人，被广告
里的汽车和珠宝等表现的家庭幸福所寓言的人，怎么能安静
嫁个人。

一切都值得我们好好思索，其实不只是电视，我们周围的很
多很多。

之后又讲了些芝麻街的教育电视，实际主体还是娱乐。美国
是一个娱乐至死的国家。我们呢，正在路上，看看跑男就知
道了。。。。。

娱乐至死的演讲稿篇二

《娱乐至死》这本书的封面就是一个大人牵着一个小孩的手，
而大人的脑袋却被一个电视机所替代，很快我们就能从这本
书的封面中解读到这个时代的趋势：媒介即信息。而作者也
是从麦克卢汉的这一观点出发的，然而作者与麦克卢汉的观



点也有不同，作者更加注重的是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的大
环境下，媒体，已经成为了一种潮流，正如作者所说的：每
一种媒介的出现都是带来了人们生活方式的变革，公众的话
语方式规范决定了华语的内容。

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总是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娱乐真的能致
人于死地吗？开篇的几行字成了读完这本书的动力，在看到
奥威尔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和赫胥黎的——文化成为
一场滑稽戏，我作为一个21世纪的人来说，更认同的是一场
滑稽戏的言论。

作者在书中提到了很多种传播文化的媒介，从最早的口口相
传到后来的报纸，电视和现在的电脑，如果作者知道有微博
那一定也会写在书中。这种趋于大众的话题都日渐娱乐方式
出现，使人们缺少了思考，谈何创造呢。在这个时代里似乎
娱乐成为了一种生活状态甚至是生活目标。这一点印证了作
者的说法“其结果是我们成为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同
时我觉得我们应该认识到，作者这种观点是基于上世纪80年
代美国的大环境提出的，运用到21世纪的中国似乎刚刚好。
人们关心的不再是大会中提出了什么方针和政策，关心的是
那些政治家们的花边新闻和八卦，对他们的办事能力毫不关
心。大量的信息不予筛选的就在电视节目上播出，新闻和信
息铺天盖地的向我们大众运来，只为了提高收视率，真正能
让人有所思有所想的内容却一笔带过使其无人问津。作者在
书中用一种真诚方式来谈论这个时代愤青的话题，同时一个
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人能在那么早的时候对这种社会现象提
出理论系统的研究是难能可贵的。

如作者所说的，这个时代已经不再以记忆力的好坏评论一个
人的智商的高低，在印刷术发明并大规模普及以前，人类处
于长久的口述文明之中，语言是主要的媒介，人们非常看重
记忆力，由于没有书面文字，头脑必须成为流动的图书馆，
文化的传承是靠口口相传交流和延续的；印刷术特别是印刷
机普及后，人类由口述文明转化为书写文明，在由铅字组成



的文化里，文字取代口述成为文化的重心，思想变得更富抽
象性，语言、可解义、逻辑性成为内容的标准，思想的深度
亦得以展现；摄影、电报、电视等电子媒介把人类带到一个
电子化的世界，在这种由图像构成的语境里，事物均以直观
的方式呈现，连贯性和逻辑性不再重要，“知道”比“理
解”变得更加现实和迫切，事物的界限变得随意而可以分离，
就像苏珊桑塔格说的“碎片式”世界一样，“存在的只是现
在，而不是任何一个故事的一部分”。作者所担忧的是，电
子和图像革命所产生的后果，由其作为媒介呈现出的世界在
我们眼里不再新奇有陌生感，而是自然而然。人们会不自觉
接受了新媒介对于真理、知识和现实的定义，无聊、琐碎、
语无伦次变得有意义和合情合理，严肃的公众话语将以娱乐
的方式呈现，思考不再那么重要，什么都事不关己。

但是我想说的是在电子和网络发达的今天是作者没有想到的，
电视像是得到应有的报应一样，网络里面微博论坛的出现是
这种公媒操控人类思想的结束，私媒以他运用人数广和传播
速度快的特点茁壮成长，人们开始对身边的事情发生了思考，
去编辑新闻，在过去任何一个时代都是不可能的，然而现在
每一个人只要愿意就可以成为一个记者，去发现身边的事情，
去思考，去传播得到公众认识的便会成为一个话题引来更多
人的思考。可是私媒也是一把双刃剑，也有很多人用游戏人
生的态度去对待游戏新闻。

总之，这个时代使人变得需要运用在社会大环境下的常识去
理解和判别信息。作者的担忧是必要的但不是必然的，而文
化在未来可能会被束置高阁，从文化中会分离出来一种信息，
不是真理也不是是非，而是新闻。所以文化不会成为滑稽戏，
新闻才是滑稽戏。

娱乐至死的演讲稿篇三

阅读之前，完全没有意料到这是一本如此深刻而犀利的书，
并且彻底颠覆了我对无比强势的电视媒体在传播信息方面作



用的认识和看法。从根本上迫使我尽可能地约束自我远离被
娱乐主宰的电视媒体，尝试回到书本中，更多地阅读和思考。
媒介即信息，十数载以来，都是把电视媒体作为获取信息的
重要渠道，都自鸣得意地以为获取信息的过程是一个舒适的
寓教于乐的过程，当认识与观念被倾覆，当得知把无知当知
识的过程维持了数年，改变无疑成为了一个十分艰难并且痛
苦的过程。

对于这样一本书，十几年教育积攒起来的知识结构和背景完
全不足以使我作出任何适当的评价，在这里，只能并且也心
甘情愿地用仰望的姿态去阅读和思考它。

当然，一切的收获都只有当我能够适当地表达和阐述的时候
才是真正属于我的。

关于电视的单纯娱乐性

电视本身的性质决定了它必须舍弃思想来迎合人们对视觉快
感的需求，来适应娱乐业的发展。

电视中表现的世界成了这个世界应该如何存在的模型。

图像的力量足以压倒文字并使人的思考短路。

(电视观众)以为自己知道了很多事实，其实却离事实的真相
越来越远。

电视最大的长处是它让具体的形象进入我们心里，而不是让
抽象的概念留在我们脑中。

关于历史

历史不仅是一个世界，而且是一个活的世界，虚幻的反而是
现时的。



历史的消失根本不需要如此残酷的手段，表面温和的现代技
术通过为民众提供一种政治形象、瞬间快乐和安慰疗法，能
够同样有效地让历史销声匿迹，也许还更恒久，并且不会遭
到任何反对。

关于教育

约翰杜威：课程内容是学习过程中最不重要的东西，也许人
们对于教育最大的错误认识是，一个人学会的只有他当时正
在学习的东西。其实，伴随学习的过程形成持久的态度更为
重要，这些态度才是在未来发挥重要作用的东西。

教育哲学家们认为获得知识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因为其中必
然有各种约束的介入。他们认为学习是要付出代价的，耐力
和汗水必不可少。

西塞罗说过，教育的目的是让学生摆脱现实的奴役，而现在
的年轻人正竭力作着相反的努力为了适应现实而改变自己。

只有深刻而持久地意识到信息的结构和效应，消除对媒介的
神秘感，我们才可能对电视或电脑或任何媒介获得某种程度
的控制。

赫胥黎《美丽新世界》：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
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
考。

在这里，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
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
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
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娱乐至死的演讲稿篇四

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1931-20xx)是世界著名的媒体文
化研究者和批评家，曾出版过20余部著作，包括《娱乐至
死》、《童年的消逝》等影响巨大的名作。《娱乐至死》发
表于1985年，该书从一问世就立刻引起巨大反响。在这本书
中，波兹曼深入剖析了以电视为主的新传媒对人们的思想、
认知方法、乃至整个社会文化的发展趋向的影响，表现了西
方人文学者对社会一贯的睿智和忧虑，既发人深省，也让人
对作者的深切人文关怀肃然起敬;不仅有诸多精当之处，而且
表现出了作为一名学者应该持有的对社会有关发展状况予以
批判性审视的自觉性。该书自20xx年由章艳翻译出版后，在
国内立刻引起热议，并获得20xx年首届华语图书传媒大奖，
该书的影响力十分巨大，为研究大众文化不可不读之书。

二

波兹曼提出的观点与当时社会文化的整体娱乐化趋势密切相
关。

从社会思潮方面来看，传统的价值理念遭到了巨大的颠覆。
以节俭、勤奋、稳定为主要特征的社会规范逐渐被以享受和
身体感官的满足为核心的享乐文化所取代。整个社会开始注
重自我个性发展、感性解放，相对自由的生活方式催生了娱
乐精神，西方大众传媒的娱乐化倾向越来越明显。

从文化背景上来看，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文化受到愈来愈多
人的欢迎，追随商品交换法则的文化工业，让受众淹没在平
面化的生活方式、时尚化的消费行为以及肤浅化的审美情趣
之中。

从传媒体制来看，美国主流传播媒体的运作方式都是商业化
的，营运的根本目的在于赚取利润。而英国社会心理学家玛
罗理沃伯认为，越不用花脑筋、越刺激的内容，越容易为观



众接受和欣赏，这几乎是收视行为的一项铁律。因此，为获
得收视率，赢得广告客户的青睐，媒体在内容选择、内容形
态上有很明显的媚俗取宠倾向。

一场轰轰烈烈的感性革命后，人们再也找不到不去享乐的理
由。八十年代后美国社会开始转型，美国民众变得更加现实，
更加浮躁，比起印刷机统治下提供的深奥信息，他们更倾向
于选择电视时代提供的肤浅而有趣味的内容。正是在这样的
背景下，作者写作《娱乐至死》来批评电视媒介对于人整体
生活方式和社会总体存在方式的负面影响。

三

波兹曼认为从古至今人类的交往媒介主要经历了三种形式，
即从口语到铅字再到电视。每种媒介对于文化的精神中心和
物质中心的形成都有着决定性影响。比如在铅字印刷出现以
前的口语时代，作为生活经验浓缩的谚语和典故受到人们重
视。久经世故的老人可以用它们作为调节争端的法庭判词。
而在铅字印刷出现以后，人们更看重印刷出来的文字的权威，
而不再是口头语言。口语不再被看作是可信赖的对象。从口
语到铅字的媒介转换在波兹曼看来是一次巨大的智力进步，
它使得话语变得更加严肃和理性。

但是，为了吸引观众，电视不得不追求节目的新鲜和刺激。
时不

时地以各种奇闻轶事和娱乐噱头来控制观众注意力。电视看
似给我们提供了海量的信息，战争、灾难、事故、政治、科
技等无所不包。但这些信息却几乎没有多大价值。它的重要
性似乎仅取决于电视播放的范围和速度，以及时为我们增添
一道茶余饭后的谈资。这些信息根本无须我们理解，只要了
解就够了。我们只是在看电视，而不是读。用波兹曼的话说，
在今天，智力就是知道很多事情，而不是理解它们。



四

不可否认，电视的娱乐丰富了我们的生活，提供了一个释放
压力的渠道。没有哪一种节目能像娱乐节目一样，可以如此
彻底地摒弃观众的各种差异，在不同阶层的观众面前实现如
此平等的沟通;也没有哪一种节目可以为范围广大的观众提供
轻松忘我的休憩环境，让观众在紧张的社会节奏下进发会心
的微笑。正如波兹曼所说，我们要反思和批判的并不是电视
的娱乐性，而是一种泛娱乐化现象。

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消解崇高、解构经典、
恶搞历史、窥视明星。我们的政治、新闻、体育、教育和商
业都心甘情愿的成为娱乐的附庸。报纸、广播、电视、电影、
网络等大众传媒已经被影视剧、综艺节目、八卦新闻所充斥。
读图时代确实给我们一道道视觉盛宴，而且其所具有短时间
的视觉冲击力和震撼力是大部分文字所不能同日而语的，但
是如此丰盛的享受到底又留下了多少有意义的东西呢?我们不
得而知。我们只是在一味地看，一味地接受电子媒介传达的
讯息，却忘了思考或来不及思考。如此过度的娱乐让我们失
去自我，失去思考的时间和空间。

五

游戏已经进行了很久, 如果还意识不到它的后果, 真是不可
原谅。我们人类无法命令电子媒介时代倒退回印刷机时代，
完全拒绝电子媒介是极端而愚蠢的。我们应该探索的是，怎
样去利用这些媒介用另一种方式, 继续我们的生活,拯救我们
的文化。

在移动互联网迅速发展的今天，我们更该认真思考娱乐至死
这样一个命题。



娱乐至死的演讲稿篇五

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
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种滑
稽戏。《娱乐至死》这本书想要告诉我们，可能成为现实的，
是赫胥黎的预言，人终将毁于他所热爱的东西。

这本书结构清晰，以时间为序，介绍了美国社会由印刷机统
治的“阐释时代”，经过电报、报纸、摄影术这样一个躲躲
猫的世界，到最终电视出现，是如何一步步向娱乐时代转变
的过程。并深入剖析了以电视为主的新媒体对人思想认识、
认知方法乃至整个社会文化向娱乐附庸趋势发展的影响，阐
述媒介危机，令人深省。

作者之所以把印刷机统治美国人思想的时期称为“阐释时
代”，是因为阐释是一种思想的模式、一种学习的方法、一
种表达的途径。那个时期因为印刷技术的普及，“阅读蔚然
成风”，书本一行一行、一页一页地把这个世界展示出来。
在书本里，这个世界是严肃的，人们依据理性生活，通过富
有逻辑的批评和其他方式不断地完善自己。而电视时代中，
公共话语逐渐向脱离语境、肤浅、碎片化转化。电视不交流
思想，而是交流具体的图像，来迎合人们对视觉快感的需求。
靠中看的外表，名人效应和电视广告适应娱乐业发展。

《娱乐至死》并不是一味反对电视，也不是反对娱乐，正如
作者本人说“娱乐本身并没有过错，有些精神病学家指出，
我们每个人都会筑起自己的空中楼阁，但如果我们想要住在
里面，问题就出现了”。波兹曼更看重和担心的是不该娱乐
的也娱乐了，人们一味沉迷于娱乐而形成的娱乐性思维，慢
慢失去对社会事实的基本判断能力，最终思维钝化。赫胥黎
试图在《美丽新世界》告诉我们，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
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
么不再思考。



现如今，我们已经进入到互联网时代，微博、微信等社交平
台层出不穷，人们在简单的百来字下发表见解，传播信息。
速度取代质量，大量信息铺天盖地，造成信息过剩，书中作
者提到信息过剩会导致“信息——行动比”失衡。信息不再
服务于人们，相反，人们服务于信息，也即“现代的信息恐
慌”。我们应该清醒，媒体应该成为拓展我们认识世界的途
径，而不是剥夺我们思考的能力，将我们的灵魂变成机器媒
介冰冷的灵魂。

如何利用信息，不被裹挟，才是重中之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