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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YouTube用户能动性：媒介实践论的角度》是以作者(顾洁)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五年新媒体博士研
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发展而来。该研究以近年来西方媒介研究的实践转向为缘起，并综合考察了社会哲
学领域的实践理论(practice theories)，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针对媒介消费研究的全新的实践理论范式。
作者进一步将这一范式用于对澳大利亚个人YouTube用户的消费行为研究，主要的着眼点是新媒体用
户的消费能动性(user agency)问题，具体考察了YouTube用户的参与动机，实践活动表现的形成原因以
及差异化问题。《YouTube用户能动性--媒介实践论的角度》结合了在线民族志(online ethnography)和
行动研究(action research)等研究方法，针对澳大利亚YouTube用户进行了18个月的田野调查，这样长期
和全面的针对YouTube个人用户的实证研究目前在学界还不多见。此外，媒介实践论是对个人主
义(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和整体主义(methodological wholism)研究范式的重要补充和挑战，因此
，本研究从全新的角度对现有的新媒体用户能动性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并结合实证调查数据对媒
介实践论的发展和完善做出了批判性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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