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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传播学是20世纪诞生于美国和欧洲的一门新兴学科，引进中国只有二三十年的时间。
五年前国家教育部才将它列入正式学科目录。
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带动了媒体产业的大改革、大发展，传播学就成了顺应时代潮流的热门学科
。
　　然而由于这是一门年轻的“舶来”学科，按照一些学者的说法，尚处在从“译介”到“本土化”
的初级阶段。
在教学、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常感到对一些术语、概念、理论难以把握，往往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有时在激烈争论之后才发觉问题出现在翻译上。
例如将communication译为“传播”，有人就方便地将传播误解为“宣传+广播”。
有人将新闻与传播混为一谈，用“新闻传播学”（news communication）来涵容传播学。
有人说，新闻学研究新闻媒体，新闻媒体就是大众媒体，所以新闻学与传播学没有多大区别，因为新
闻学研究的就是大众传播。
于是出现了将传播学视为新闻学之分支的怪现状。
究其原因。
一些模糊或错误概念的产生，根子还在对原义的理解。
例如英文communica．tion在中文里没有对等词，译为“传播”是很勉强的。
communication含有双向的意思，如：to share or exchange opinions（Longman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
），English），而中文的“传播”有明显的从一方传往另一方的倾向。
如果直接阅读英文词典或原著中对communieation的界定和解释，就很容易把握原义，在讨论中也可以
避免因译文歧义而白费口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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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世界传播学经典教材（中文版）：媒介效果研究概论（第2版）》是一本关于媒介效果研究的
入门读物。
作者通过流畅的叙述，展现了在媒介效果研究领域激动人心的成果以及这些研究发现所依赖的理论依
据。
　　《世界传播学经典教材（中文版）：媒介效果研究概论（第2版）》适用于传播学和新闻学的理
论课程和研究方法课程，同时也是媒体从业人员在实践中可资参考和借鉴的理想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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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情感效果研究领域的专家，在国内和国际刊物上发表过大量关于大众媒介效果研究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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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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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科学研究无法回答某些类型的问题小结关键词与关键概念注释第二章　媒介效果研究的科学方法
媒介内容分析什么是内容分析？
案例：高票房电影的内容抽样调查案例：“脱口秀”对青少年的影响建立因果关系因果关系存在的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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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处理控制组不同的实验设计案例：收听音乐的选择对情绪的影响关于研究方法的争论另一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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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战20世纪20年代——重要娱乐媒介电影呼啸而来1929年—1932年——佩恩基
金研究项目电影的内容是什么？
电影对情感的影响看电影对行为有影响吗？
佩恩基金研究项目的余波火星入侵普林斯顿大学研究项目早期媒介效果理论：魔弹论人民的选择研究
：有限效果论为什么使用控制组？
⋯⋯第四章　媒介使用时间：动机与结果第五章　媒介暴力的影响第六章　媒介中的性第七章　恐怖
的媒介第八章　媒介的说服效果第九章　新闻与政治内容的影响第十章　媒介内容中刻板印象的影响
第十一章　新媒介技术的影响第十二章　与麦克卢汉面对面：媒介效果研究的非科学方式附录　本书
讨论的理论与理念概念（按章）主题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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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媒介效果研究的科学方式　　1999年4月20日，科罗拉多州李特顿市哥伦班中学的两名学
生，用枪和炸弹致使多名学生和一名教师身亡，此举震惊全国。
悲剧引发的全国性讨论中，有一个主题不断出现，即大众媒介对这起及其他类似事件，负有不可推卸
的责任。
克林顿总统号召大众媒介信息生产者减少不必要的暴力。
克林顿的雄辩之辞明显暗示，接触暴力娱乐影像，可能增加暴力行为。
也有人不认同这一解读，指责说，媒介信息只是个便于寻找的替罪羊。
这样，我们的注意力便从父母监管不周这一真正问题症结上转移开来。
李特顿市枪击事件发生3周以后发表的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只有4％的受试者认为，控制媒介暴力是
社会防止类似哥伦班枪击事件的最重要方式，大约12％的人认为，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枪支没有任何
控制的扩散。
　　认真倾听这一全国性的各方讨论，你会听到与自己价值观和政治立场一致的观点，它会使你接受
一个或更多他们提出的防止未来类似事件发生的方法。
最终，关于李特顿市事件的观点，便很容易得到。
可是，仔细分析一下有关校园枪击原因的各种观点，你会发现，这些观点并不能让你了解事实真相。
尽管克林顿是国家领导人，可他分析大众媒介对李特顿市枪击事件的作用，也只是一家之言而已。
要想了解克林顿总统的意见是否具有科学价值，可以阅读本书第五章中更多有关媒介暴力的真正效果
部分。
本章我们将分析科学与随意观点之间的差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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