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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校报学概论》共有十四章，从百年校报回顾，到现状与展望，探讨了校报的建制、组织、管理
，校报的特殊传播规律，校报与校园舆论，校报与校园文化，校报与网络等。
涉及新闻写作、新闻采编、新闻策划等新闻理论与实务。
可以说这《校报学概论》已经初步呈现了校报学框架，为校报学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做了一件很有意
义的基础性工作。

　　在媒体多元化的当今，互联网的迅速发展，更加快速、直接地带动了校报间的交互式沟通。
近年中国高校校报协会、各省（市、自治区）的高校校报研究会和中国教育记协开建了中国高校校报
网，实现了高校与高校之间的远程采编，及时发布高校教育教学方面的工作动态，为推动高校校报的
发展、加强各高校校报工作的联系扩大了资源共享的力度，提供了更及时、更多样、更直接、互动性
更强的平台。
应该说，高校校报未来发展的天地是非常广阔的。
愿浙江省校报研究会的同志以与时俱进的精神，不断努力，为推进高校校报的发展，做好高校宣传工
作作出新的贡献！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校报学概论>>

书籍目录

序
第一章 校报的地位与功能
　第一节 校报是高校占主导地位的主流媒体
　第二节 校报的功能
　第三节 校报的组织、管理和出版、发行
第二章 校报的新闻传播
　第一节 校报新闻传播的基本模式
　第二节 校报新闻传播的特殊规律
　第三节 校报的新闻特殊传播规律对新闻写作的要求
第三章 校报与校园舆论
　第一节 舆论及校园舆论的形成
　第二节 校园舆论的作用及大学生舆论的特点
　第三节 校报的介入方式
第四章 校报与校园文化
　第一节 校报是校园文化传播的显性载体
　第二节 校报是校园文化的导向性载体
　第三节 校报是校园文化的开放性载体
第五章 校报主体论--编辑论
　第一节 校报编辑工作的特性
　第二节 校报编辑的基本修养与能力
　第三节 新闻报道的组织策划
　第四节 新闻稿件的选择
　第五节 新闻稿件的修改
第六章 校报主体论--记者论
　第一节 记者的素质
　第二节 记者的思维方式
　第三节 新闻采访
　第四节 记者的聘用与培训
第七章 校报受体论--读者论
　第一节 校报读者的特点
　第二节 校报读者的心理需求
　第三节 校报读者的传播效应
　第四节 做好校报读者工作
第八章 消息的写作
　第一节 消息概述
　第二节 消息结构
　第三节 标题和消息头
　第四节 消息导语
　第五节 新闻躯干
　第六节 新闻背景
　第七节 新闻结尾
第九章 通讯的写作
　第一节 通讯的特点和种类
　第二节 通讯的主题
　第三节 通讯的结构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校报学概论>>

　第四节 通讯写作的表现手法
第十章 校报言论的写作
　第一节 校报言论的现状
　⋯⋯
第十一章 校报的版面
第十二章 样报的专栏
第十三章 样报的副刊
第十四章 样报的现状与展望
参考书目
后记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校报学概论>>

章节摘录

　　（五）校报新闻传播的选择规律　　新闻传播过程都是新闻活动的传播者和接受者对新闻信息进
行选择的过程和选择的结果。
选择机制，选择动机，选择行为，支配着新闻传播的整个过程。
　　在校报新闻传播过程中，新闻选择是有不同层次的。
在宏观层面上，新闻传播者要选择符合办报宗旨、编辑方针的新闻信息；新闻接受者要选择各自需求
的新闻信息。
在微观层面上，新闻传播者要围绕学校的中心工作，及时编发学校各方面发生的新闻信息，做好舆论
引导等；新闻接受者也要选择新闻信息，一些师生员工想通过校报及时了解学校出台的新的规章制度
，也有一些教职员工想通过校报了解学校的教学、科研动态等。
这些都是校报新闻传播过程中新闻传播者、新闻接受者对新闻信息作出选择的具体表现。
　　新闻传播者与新闻接受者在新闻传播过程中的选择行为，形成了他们之间的互相关系，共同塑造
了新闻传播与收受的实现。
如果新闻传播者制作的新闻信息不能满足新闻接受者的需求，那么新闻接受者与新闻传播者之间的良
性互动关系就意味着受阻，这时新闻传播者就得调整后继的传播行为。
　　显然，新闻传播正是在传受双向选择中完成的，缺少任何一方的选择都是不完整的传播和难以真
正实现的传播。
双方对新闻信息的选择互动是新闻传播过程的基本规律。
　　校报新闻传播的宣传规律、小众化规律、个性规律、追求规律和选择规律，是从不同角度对校报
传播的特殊规律的具体化。
它们揭示了同一现象、同一活动、同一过程诸多要素内在的、本质的、稳定的关系和这些规律之间存
在着的有机联系。
　　新闻传播宣传规律揭示了校报在新闻传播中新闻与宣传的辩证关系和校报传播新闻信息中具有宣
传目的，以期通过宣传配合学校的各项工作，达到培养人才的目标。
从这个意义上说，宣传规律是校报新闻传播过程企盼的目标规律。
　　新闻传播小众化规律和新闻传播个性规律分别揭示了校报新闻传播对象和传播内容的特殊性，从
两个方面揭示了校报新闻传播的特色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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