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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六千年的人类文明史上，科技的发展曾经多次完全改变人类的生活：由于冶铁术的发明，人类告别
了昂贵而低效的青铜制器，发展了农业和军事能力；由于造纸术的发明，使得中国迅速成为当时世界
文明的中心、技术和文化的主要捐献国，同时也加速了人类文化的传播；由于印刷术的改良，使文艺
复兴和宗教改革催发出大量意义深远的人类智慧和思想；由于蒸汽机的发明，人类告别了手工作坊的
时代，进入了蒸汽时代；由于电的利用，整个世界明亮和高速起来，人类进入了电气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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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基本上涵盖了当前有关网络传播理论与实践的主要内容，但不是面面俱到：（1）对于某些与
本课程学习目的的相去较远的应用领域（如在线金融、远程医疗等），基本未作涉及。
（2）对于某些知识系统过于庞杂的应用领域（如远程教育、电子商务等）仅在绪论以及部分章节作
相关性介绍和点评。
（3）对于某些特别适合单独设立课程的内容，基本未作涉及。
　　互联网的意义不完全在于互联网本身。
网络以其数字化、全球性、实时性、多媒体和交互性等特征，完全改变了传统的信息传播模式，对社
会的各个领域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今天的人们还只是刚开始认识到互联网听蕴涵的巨大潜能，还只是刚开始寻找释放这种能量的方式。
在可预见的未来，互联网的应用必将会从边缘向中心、从表层向深层扩散，并且必将成为人类生活的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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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技术决定论几乎从一开始就天然地分成两个阵营——乐观主义与悲观主义。
1．技术乐观主义几乎在传播学研究的萌芽状态，技术乐观主义就有广阔的市场。
美国社会学重要的先驱人物库利早在20世纪初就认为，传播技术会给人类带来新的希望——例如他认
为印刷媒介会给美国带来真正的民主。
他曾经满怀信心地写道：“传播媒介可能使社会越来越根据人类较高尚的德性而结合在一起，像智慧
与同情，不是根据权威、阶级、琐务。
现代传播媒介意味着自由、前途、无限可能。
”这几乎是当时的一种主流思想。
对此，传播学者德弗勒指出：“我们从过去研究的轨迹中的确可以发现一种‘科技决定论’：主张科
技决定了社会的变迁。
大半美国的传播学者多少持着决定论的观点，相信传播科技是造成美国社会变迁的主因。
”①在多伦多学派手中，传播学家麦克卢汉为技术决定论者开辟了一个新天地。
麦克卢汉并不缺乏人本主义色彩，他的技术决定论试图把人们从对媒介影响的迷恋中唤醒。
从他开始，传播学的一个重要研究视野诞生了。
麦克卢汉引导人们把目光绕过传播的内容和结果，投向传媒本身，强调媒介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中的决
定性动力。
在麦克卢汉看来，媒介对人类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它是人体的延伸。
由于媒介，人的感官甚至中枢神经系统都得以延伸，并逐渐创造出一种全新的人的环境。
媒介的形式比其传递的内容更重要，而这一点恰恰是以往的研究者所忽视的。
他认为，任何媒介的“内容”都是另一种媒介，是媒介的形式本身而不是媒介所传播的内容对人产生
了影响，媒介传播的内容“不能给我们自身的价值增加什么是和非的东西”。
②从这个观点出发，麦克卢汉指出，媒介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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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编写这部全新结构的《网络传播概论》的初衷是：为大学新闻传播学系学生及相关业界人员，提供能
真正反映网络传播知识广度和知识深度的基础教材。
本书的目标效用被界定为：对网络新闻传播类大部分专业课程的学习均能产生导读的效用，同时，文
本价值取向应力争达到学理性、实用性，工具性、前沿性，延展性、交互性的统一。
2001年年底，在福州，全国多所重点高校联合举行了“大学新闻专业网络传播教材编写会议”。
会上，代表们确定了以上编写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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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网络传播概论(第3版)》在例证教学方面，为求贴近现实，此次修订增加了芙蓉姐姐现象、黄静案、
熊猫烧香案、华南虎事件等一系列著名个案的分析。
我们还基于国家权威部门数据，更新了关于网络传播事业发展的大量最新调查资料，特别是网络广告
、移动手机、网络安全方面的文献。
最后，为了读者学习的便利，本版还更新了一部分概念回顾和思考题，并在书末增加了新的学术研究
参考网站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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