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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您开始阅读本书时，人类已经迈人了21世纪。
这是一个变幻难测的世纪，这是一个催人奋进的时代。
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知识更替日新月异。
希望、困惑、机遇、挑战，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出现在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生活之中。
抓住机遇，寻求发展，迎接挑战，适应变化的制胜法宝就是学习——依靠自己学习，终生学习。
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组成部分的自学考试，其职责就是在高等教育这个水平上倡导自学，鼓励自学，帮
助自学，推动自学，为每一个自学者铺就成才之路。
组织编写供读者学习的教材就是履行这个职责的重要环节。
毫无疑问，这种教材应当适合自学，应当有利于学习者掌握、了解新知识、新信息，有利于学习者增
强创新意识，培养实践能力，形成自学能力，也有利于学习者学以致用，解决实际工作中所遇到的问
题。
具有如此特点的书，我们虽然沿用了“教材”这个概念，但它与那种仅供教师讲、学生听，教师不讲
、学生不懂，以“教”为中心的教科书相比，已经在内容安排、形式体例、行文风格等方面都大不相
同了。
希望读者对此有所了解，以便从一开始就树立起依靠自己学习的坚定信念，不断探索适合自己的学习
方法，充分利用已有的知识基础和实际工作经验，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潜能，达到学习的目标。
欢迎读者提出意见和建议。
祝每一位读者自学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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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本章至此所谈的控制研究——不论把关模式，还是四种理论，都属传播学经验学派的范畴。
我们知道，传播学除经验学派之外，还有另外一大学派即批判学派。
前面已谈过，经验学派与批判学派的研究取向正好相反。
如果说经验学派主要关注的是传播链上的受众一方，以及与之相连的效果问题，那么批判学派的研究
焦点则在于传播者一方，以及与之相连的控制问题。
对经验学派来讲，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影响受众，怎样传播才能取得最佳的效果；而对批判学派来
讲，所要揭示的矛盾则是谁在传播，谁在控制传播。
换句话说，控制研究在经验学派那里常被视为无关紧要的“芝麻”，而在批判学派那里却被看成事关
重大的“西瓜”。
所以，谈到控制研究而不介绍批判学派的观点显然是挂一漏万。
不过，这里我们不准备把批判学派完全展开来谈，因为本书第十二章将对批判学派作较详尽的评述。
这里只打算提一提批判学派中的一家之言——阿特休尔的《权力的媒介》。
阿特休尔是美国传播学批判学派中的后起之秀，曾先后在美联社、《纽约时报》、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当过记者，后来转向研究领域，成为大学中的新闻学教授。
他的《权力的媒介》  （Agents ofPower）一书，着重考察“新闻媒介在人类事务中的作用”，分析各
种权力集团对媒介的操纵、利用与控制。
在阐述过程中，全书始终保持高屋建瓴之势，熔历史与理论于一炉，史论结合，纵横驰骋，所以立论
新颖而不空泛，观点犀利而不偏颇。
它1984年一经问世，便受到传播学界的瞩目，人们将《权力的媒介》与《报刊的四种理论》相提并论
，认为这部论著对经典的《报刊的四种理论》第一次构成了重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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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经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同意，由新闻专业委员会负责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新闻专业教材的
组编工作。
新闻专业《传播学概论自学考试大纲》的编写工作由暨南大学新闻系吴文虎教授负责。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张国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喻国明教授、郭庆光副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
国际新闻系张咏华教授，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系李彬副教授参加了本大纲的编写工作。
1999年2月，本大纲审稿会议在北京举行，经讨论后通过了本大纲。
主审梁洪浩教授（暨南大学）、副主审郑超然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张允若教授（浙江大学）到会
并提出宝贵意见。
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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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传播学概论》是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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