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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闻学导论》（修订版）是教育部"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的研究
成果。
《新闻学导论》（修订版）是修订版，主要内容包括：新闻活动，新闻，新闻与信息，新闻与宣传，
新闻与舆论，当代世界传媒业，新闻媒体的性质等。
 《新闻学导论》（修订版）内容丰富，讲解通俗易懂，是高校新闻学专业基础课教材，也可作为新闻
学自学考试的参考书、新闻媒介从业人员的自修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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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节 新闻活动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在现代社会，人们一谈到新闻，总是联想到报纸、广播
、电视。
报纸、广播、电视，在新闻学上总称新闻媒体，在传播学上称为大众传播媒介(简称大众传媒)。
新闻媒体的迅速发展，使得它对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人类文明的一个标志。
无论是繁华都市还是边陲山寨，读报、听广播、看电视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人们通过这些传播工具来了解国内外的重大事件。
但是，在社会生活中，除新闻媒体外，人们还可以通过其他各种途径来相互传递新闻。
在茶馆中，在车船上，在亲戚朋友聚会的时候，人们总自觉或不自觉地相互打听新闻。
信件、电话、手机短信、电子信箱中也有新闻。
另外，我们开会、听报告、研究工作，同样可以了解到不少新闻。
这说明，在人们相互之间的交往中，相互传递新闻的活动在普遍地持续地进行着。
因此，我们说，了解和传播新闻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
从广义上说，新闻活动不仅仅限于和大众传播工具的直接接触，它也包括人们为沟通客观世界新近变
动的情况所进行的一切活动。
如果我们再稍稍注意一下，那么还会发现另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在当今世界上的任何国家、任何阶
级、任何行业，每天都需要获取一定的新闻，才能在社会中求得生存，求得发展。
例如：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为了制订正确的内政、外交的方针政策，他们就得了解国内外形势的
变化，准确地及时地获得可靠的、全面的、丰富的现实变动的情况。
作为一个企业的领导人，为了安排企业的生产和经营，他们就得随时随地了解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了
解本国的以及外国的与本企业有关的法令、政策的变动情况，了解与本企业有关的其他企业的生产动
态，了解市场的动向。
按中国目前情况，一家独立经营的中型企业，一般情况下要与六十来个部门、行业发生直接、间接的
联系。
也就是说，他必须了解这六十来个部门、行业的情况和变动，包括：宏观经济形势，党和国家有关法
令，党政主管部门情况，银行利率和借贷变化，原材料和零部件供应厂商的情况，同类产品企业情况
，市场行情和消费者走势，新技术研制，劳动力市场变化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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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新闻学导论》于1999年10月出版，至今已过去整整7年。
这7年时间，中国和整个世界的传媒业已发生深刻的、广泛的变化。
全球化的浪潮、政府新规制的出台，尤其新技术的巨大推力，使传媒业正处于前所未有的转型过程中
，与传媒业深刻变化相适应，新闻传媒业的研究空前活跃。
新思想、新观点不断涌现。
相比之下，《新闻学导论》有不少方面显得陈旧，于是下决心作一次大的修改。
再版的《新闻学导论》删去4章，修改一些陈旧的案例和观点，充实了近7年来传媒业的新发展和新闻
传播学研究的新理论，从原先的18章扩充到19章。
我指导的研究生协助我完成了本书的修改。
他们写出初稿，由我修改定稿。
其中：林晖博士（上海财经大学新闻系主任）撰写第五章、第十二章。
李舒、单凌（在读研究生）撰写第七章、第十七章。
戴苏苏（在读研究生）撰写第八章。
面对快速变化着的传媒业，我明白自己要学习、研究的东西太多太多。
尽管我的整个暑假都扑在本书的修改上，费尽心机，但当我读完本书的修改稿时，我知道本书需要修
改的地方还有许多许多。
我已力不从心，让我过两年再修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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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闻学导论(修订版)》是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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