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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麦克卢汉所预言的地球村，当年人们还半信半疑，如今却几乎成了一个不争的现实。
通信卫星、互联网、电子信号以及现代化的交通运载工具，已经将地球联结为一个巨大的网络，环环
相扣、息息相关。
中国走向世界或者世界走向中国已经不再是一种期待，中国已经立足于世界，世界已经包容着中国。
正是在这样一种全球化的时代，中国的新闻传播教育也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在未来的世界中，信息就是力量，获得信息和传播信息都将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和民族在世界上的地位
和影响的重要标志。
中国和关于中国的信息传播，其质量和数量都是中国世界形象和世界作用的一个象征。
因而，为了适应这种全球化发展趋势，中国未来的新一代新闻与传播人才，必然将越来越需要一种世
界性的传播视野、国际性的传播能力和全球性的传播意识。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与清华大学建设“综合性、研究型、开放式”的世界一流大学的规划相适应，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建院初始就计划一方面陆续在校内开设部分新闻学、传播学英语课程和中
英文双语课程，另一方面将陆续编辑出版与课程相适应的英文原版系列教材，以培养学生的国际传播
和国际交流的素质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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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本国际流行的传播理论教材，共拥有16种文字版本，是美国大学传播理论课的首选教材之一。
本书的特点是采取“理论精选+案例释义”的写法，深入浅出，通俗易懂，适合从未接触过传播理论
的本科生和普通读者使用。
    《初识传播理论》自1991年问世以来至今出到了第七版，是美国大学传播理论课的首选教材之一，
其权威性和受欢迎的程度仅从其再版更新的频度上可见一斑。
同时，这本书也被翻译成了16种文字，受到了国际学生和读者的喜爱。
与采用全景概观式写法的《人类传播理论》相比，《初识传播理论》采用了“理论精选+案例释义”
的写法，更为通俗易懂，因而更适合从未接触过传播理论的本科生和普通读者使用。
这种“理论精选+案例释义”的写法很快被其他学者所借鉴。
其中较为成功的是理查德·韦斯特（Richard West）和林恩·特纳（Lynn H. Turner）编写的《传播理
论导引： 分析与应用》（Introducing Communication Theories: Analysis and Application）。
该书第二版由刘海龙博士翻译完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推出。
《人类传播理论》问世于1978年，迄今已经出到了第九版，其中涵盖了迄今为止在传播学领域内得到
广泛认可的116种理论或“范式”。
但无论从广度和深度来说，该书对于初学者来说都是个挑战，并不适合于传播学“入门”或“导论”
方面的课程，它更适合于传播学专业的高年级本科生和硕士生在相关的理论研讨课中使用。
因此，在钻研此书之前，我们还需要一本传播理论方面的“入门书”。
《初识传播理论》的问世填补了这个空白。
这也是笔者力荐清华大学出版社引进此书的主要依据，希望这两本经过时间检验的“权威”教材能够
相互补充和参照，满足不同层次读者和不同性质课程的需求。
    截至2008年底的统计，我国已经有825所院校设立了新闻传播学的相关系科。
传播理论方面的课程已经成为专业核心课的重要组成部分。
另一方面，随着传播学在国内的进一步普及，“传播学”或“传播理论”方面的公共课也成为许多院
校对本科生的基本要求。
这是因为“一个人没法不传播”已经逐渐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在人际、组织、媒介和跨文化层面上提
升传播的有效性已经成为大学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的基本要求之一。
有鉴于此，与《人类传播理论》相比，《初识传播理论》一书应当在我国的高等院校中得到更为广泛
的使用，同时也会获得更广泛层面的普通读者的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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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The next class is different. Right from the start, class members interact witheach other on how to design the
course. Even Pete wakes up to the realizationthat he has a stake in what's decided and voices a depth-over-breadth
rationalefor concentrating on fewer theories——perhaps only a dozen. Michelle piggybackson his idea, suggesting
that each student become an expert on a different theory.Andrew welcomes the chance to specialize in one area—
—-on the condition that hecan pick a theory of new media that will intersect with his double major of
com-munication and computer science. This surge of interaction supports Poole's opti-mistic assumption that
group members are "skilled and knowledgeable actorswho reflexively monitor their activities as they navigate a
continuous flow ofintentionality."Skilled and knowledgeable actors don't always agree, however. Paigeexpresses
concern that people will select only theories that are familiar or withintheir comfort zone. She thinks everyone
should discuss theories that questionunjust corporate control of the media and propose ways in which poor
peoplecould have a voice. Mike wants Pete to explain what he means by studyingtheory in depth. If he's referring to
practical application, fine. If he means wadingthrough primary sources, no way. Reminding the class of his special
status asthe professor's TA, Josh claims that the prof won't let the group concentrate ononly a dozen theories while
ignoring the other 20 that are in the book. Note thatthese class members raised issues of morality, communication,
and power——issuesthat Poole and Giddens agree are fundamental in any social interaction. Poolewrites that these
three elements are mixed together in every group action. Hesays that it's "hard to use moral norms without
considering their interpreta-tion——a matter of meaning——and how they are 'made to count'——a matter
ofpower."Megan, always a sensitive observer of the human scene, notices that Laurenseems hesitant to speak. By
specifically asking for her opinion, Megan tries tocreate a space for Lauren to be heard. In a soft voice, Lauren
wishes there couldbe a midrange compromise on the breadth/depth issue. After class you overhearher thanking
Megan for caring what she thinks. No doubt Megan's intentionswere good, but in subsequent classes you observe
that Lauren is even quieter.This confirms Poole's structuration research, which suggests that advocacy
cansometimes hurt rather than help a reticent member of the group.  Megan'sencouragement may simply reinforce
Lauren's tendency to wait for an invitationbefore speaking up. Even actions that are well-thought-out have
unanticipatedconsequ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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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初识传播理论(第7版·影印)》：新闻与传播系列教材·英文原版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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