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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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变幻莫测的世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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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上倡导自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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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达到学习的目标。
　　欢迎读者提出意见和建议。
　　祝每一位读者自学成功。
　　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　　1999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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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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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上倡导自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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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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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0世纪上半叶，广播、电视的相继问世，标志着新闻传播进入了电子媒介与印刷媒介并驾齐驱的
新时期。
　　在此之前，近代报纸和新闻性杂志，已经有了三百多年的发展历史。
这两种以印刷技术为物质基础的新闻媒介，为读者提供以文字、图片为主要表现符号的新闻信息。
它们在长期的实践中，积累了面向大众传播新闻信息的丰富经验，逐步形成了各种各样新闻报道形式
和方法，同时为构筑现代新闻学和传播学奠定了基础。
　　广播、电视是把信息传播和电子技术结合起来的两种新型媒介。
它们的崛起，不仅意味着新闻传播增添了新的渠道，而且代表着一种新的传播方式；不仅进一步满足
了高速度、远距离、大范围传播信息的社会需求，而且导致了新闻传播领域的一系列变革，增强了新
闻传播对于社会发展和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
广播、电视的出现和急剧发展，的确是新闻传播领域的一场意义深远的革命。
　　从此，现代新闻传播媒介形成了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两大类；通讯社作为中间媒介的服务范围，
也从提供文字新闻扩大到提供音像新闻。
而现代新闻学也由报刊新闻学，发展成为研究和阐述现代各种新闻媒介活动规律的学科。
’　　但是，广播、电视毕竟不是孤立存在、独立发展的。
作为传播媒介，它们是人类传播事业的继续，是现代新闻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它们之前，人类传播事业经过了漫长的、加速度的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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