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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界定网络传播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网络传播研究的体系框架，全面论述了网络传播的相关理
论，对我国网络传播研究的深入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与指导意义。
首先，在框架体系构建上，既有高屋建瓴的宏观视野，又有深入具体的微观研究，使得本书在理论和
实务两个层面都有较高的实用价值；其次，理论研究必将进一步推动网络传播研究和网络传播人才培
养的良性发展，为网络传播业的兴盛添势助力；最后，在写作风格和语言表述上，将学术研究的严谨
、深入和科普读物的通俗性相结合。
    本书既适合网络传播的专业研究工作者阅读，又适合传播学、新闻学、教育技术学等专业教程使用
和一般网络爱好者阅读，具有较广的普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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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网络传播概述　　1.4 网络传播学的研究方法　　1．4．1 网络传播学的研究方法概述　
　网络传播作为传播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一方面其基本的研究方法和思路离不开传播学研究的奠基
，另一方面网络传播的出现，拓宽了传播的广度和深度，打破了以往人类多种信息传播形式的界限，
融合了大众传播（单向）和人际传播（双向）的信息传播特征，形成一种散布型网状传播结构。
它既可以实现面对面的传播，又可以实现点对点的传播。
因此，其具体研究方法又明显带有新的特征和内容。
　　网络传播学的相关学科主要有传播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新闻学、经济学、计算机科学
等。
网络传播学是传播学的一个分支，是传播学的子学科。
而在网络传播活动中涉及到大量的政治问题，例如，国际政治斗争往往会在网络传播中充分得以体现
，如一些西方国家利用互联网进行政治颠覆活动。
网络传播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网络传播活动，而人类网络传播活动是一种社会现象，在研究中要运用
到社会学的原理和方法。
网络传播活动是人的活动，研究中要运用心理学的方法与理论研究网络传播者和受众的心理活动。
网络传播过程中要涉及到经济投入与产出问题，要运用经济学原理研究低成本高收益。
网络传播学是计算机技术高度发展的产物，在研究中必然涉及到大量的技术问题。
　　网络传播研究的一般程序是开展研究工作的基本顺序和步骤，是根据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规律
而做出的合理安排，虽然不同的研究有不同的特点，但一般情况下，不同的研究具有基本相同的步骤
，即选择课题、确定研究客体（变量）、研究设计、搜集资料、统计或分析资料、结论。
这些步骤在具体的研究活动中缺一不可，不能颠倒，构成相关联的完整的研究活动。
　　网络传播作为一门新兴的多学科交叉的边缘学科，可供网络传播研究的方法目前还在探讨之中，
下面介绍一些具体的研究方法。
　　1．4．2 网络传播学的研究方法　　（一）问卷调查法　　调查研究法是指“对研究者在对象总
体中感兴趣的那个部分（诸如报纸读者、电视观众等）进行研究”和实地调查的方法，是社会学和传
播学中最重要、最基本的方法。
　　调查研究通常是试图就数个问题或者主题，从回答者的样本中收集经验性的数据。
有时候，这些数据会被借用来支持或者否定某些假设和命题，但其他的时候，它只能是对行为存在和
改变模式提供基本信息。
这类研究的基本工具就是问卷。
　　调查研究中使用的问卷是一份经过科学研究和反复论证后的问题表格，主要用于测量受众的特征
、行为和态度。
同其他研究方法相比，问卷调查有许多独特的优点，但也有许多不足。
优点是问卷调查节省时间、精力和人力；问卷调查便于横向和纵向研究，资料收集速度快；问卷调查
客观性强，可以避免资料收集的主观随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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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在界定网络传播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网络传播研究的体系框架，全面论述了网络传播的相
关理论。
本书共包括9章内容。
第1章概要介绍了传播、网络传播与网络传播学学科的基础知识；第2章介绍了HTML、XML、流媒体
技术、Web数据库技术、网格技术及Web2.0等网络传播技术；第3章介绍了网络传播的符号与信息；
第4章介绍了网络传播的模式、过程与通道；第5章介绍了网络传播中的传者与受者；第6章介绍了网络
中的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第7章介绍了网络传播环境；第8章介绍了网络传播
领域；第9章介绍了网络传播的原则、管理与控制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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