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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教育部“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它运用国内外传播学研究的最新成果，结合新媒介技术
的发展，运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原理，阐释人类社会的信息传播现象，注重概念的明晰性和理
论的系统性，对现代信息社会中的人内传播、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以及国际传
播与全球传播领域中的主要理论问题进行较为全面的阐述、分析和梳理，从而色勒出传播学的基本理
论体系和框架。
由于本书的读者对象主要是大学新闻、广播电视、广告、公关、出版等有关专业的学生，书中论述的
重点是大众传播。
　　本书是国家级重点教材，它运用国内外传播学研究的最新成果，结合新媒介技术的发展，阐释人
类社会的信息传播现象，注重概念的明晰性和理论的系统性，对现代信息社会中的人内传播、人际传
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网络传播、国际传播与全球传播领域中的许多理论和现实课题
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从而勾勒出传播学的基本理论体系和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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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郭庆光，1992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获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新
闻学院院长，副教授，传播学学科带头人。
著有《大众传播信息环境与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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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与发展过程第三节 大众传播的社会影响第八章 传播制度与媒介规范理论第一节 传播制度与媒介控
制第二节 关于传播制度的几种规范理论第九章 传播媒介的性质与作用第一节 作为工具和技术手段的
传播媒介第二节 作为社会组织的大众传媒第十章 大众传播的受众第一节 “大众”与大众社会理论第
二节 几种主要的受众观第三节 “使用与满足”——一种受众行为理论第十一章 传播效果研究第一节 
传播效果研究的领域与课题第二节 传播产果研究的历史与发展第三节 传播效果的产生过程与制约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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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际传播到全球传播第二节 关于世界信息传播程序的争论第三节 国际传播与全球传播研究的若干
重要课题第十四章 传播学研究史和主要学派第一节 传播学的起源、形成与发展第二节 传播学的主要
学派第十五章 传播学调查研究方法第一节 传播学与调查研究第二节 抽样调查法第三节 内容分析法第
四节 控制实验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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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传播学的研究对象与基本问题　　任何一门科学都必须有自己的研究对象和基本问题，传
播学也是如此。
每一个初次听说或接触到传播学的人也必然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传播学是一门什么学问?它的研究对象
和要考察的基本问题是什么?学习传播学有什么意义?怎样才能学好和用好传播学?本章所要解决的，正
是这些问题。
　　第一节 从传播的定义看传播学的研究对象　　传播学是20世纪出现的一门新兴社会科学，传播学
成为大学的正规课程也只有半个世纪的历史。
传播学又是一门边缘学科，它与新闻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政治学、信息论、系统论、
控制论等诸多科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彼此互相影响，互相渗透。
正因为如此，到目前为止，传播学的对象问题既不像许多成熟的学科那样已有公认的定论，它的研究
领域也并不十分明确。
相反，带着不同学术背景、抱有不同课题关心的学者从各自的角度探索传播问题，形成了传播学的分
科领域——大众传播学、文化传播学、广告传播学等等，十分繁荣，而作为各分科之基础的传播学基
本理论研究却显得非常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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