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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95年本书第一版付梓以来，不到十五年，这已经是第二次的修订。
此间的世事变迁，又岂止是“忽然而已”一句所能带过的。
无论是新闻学的研究，或是全社会的思维风气，都在经历一个巨大的拐点。
而这个巨大的历史拐点，三十年前或以开始。
在“改革开放纪念之年”的今天，修订本书，本身也是对研究成果与风气的一种回顾与反思吧。
卧看满天云不动，不知云与我俱东。
去向与速度，是需要有参照物的。
不然，即使是“欣欣然”也无所依，“飘飘然”也无所凭，更何况去加力与奋发。
在本书的修订过程中，更新了全国高校开设新闻专业的数目。
这个仍然不是最终确数的数目，已经是上一次修订时的数倍了。
再算上各种名目繁多的培训班、进修班，靠着“新闻”吃饭的以及憧憬着“新闻”的，真算得上一支
大军了。
然而与这座“围城”的增生保持同步的是，从这座城中走出来而未从事新闻实践的人，以及从未走进
过这座城的野战军，同样数量巨大。
当然，这其中有很多的原因。
比如中国的高校发展规划、传媒行业的转轨问题。
但是对于从事新闻研究和教育的人来说，问题还在于教学与科研时效性、知识与实践的同步性。
在改革开放刚刚起步甚至更早的年月，所谓“新闻无学”的论点，或多或少总带着民粹主义的倾向，
所谓的“新闻研究”自然不容易形成自己独立的品格，更谈不上学术研究“提供思想”的作用，最后
只能成为“万金油”和“不倒翁”，哪里需要就往哪里去。
因此，研究者所希望的，当然是拥有更多的抽象思维和独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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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闻理论系新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闻学的理论基础，在新闻学整个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
新闻理论的内容包括：新闻活动自身的一般规律，新闻事业产生和发展的一般规律，新闻事业的性质
、功能、新闻事业与政治、经济、社会等的互动关系，新闻工作者的素质、修养和行为规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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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新闻第一节 新闻的起源第二节 新闻的定义第三节 新闻的特征第四节 新闻的传播第二章新闻价
值第一节 新闻价值的由来第二节 什么是新闻价值第三节 新闻价值的要素与新闻价值的实现第三章新
闻真实性第一节 真实——新闻的根本第二节 新闻真实性的含义第三节 新闻失实第四章新闻事业第一
节 新闻事业的产生与发展第二节 新闻事业的性质第三节 新闻事业的社会功能第五章新闻媒介第一节 
什么是新闻媒介第二节 报纸第三节 广播第四节 电视第五节 通讯社第六章新闻自由第一节 什么是新闻
自由第二节 两种社会制度下的新闻自由第三节 从新闻自由到社会责任第七章新闻事业的党性第一节 
新闻事业党性原则的形成第二节 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党性原则的具体要求第三节 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党
性与人民利益的-致第八章新闻事业与受众第一节 受众第二节 受众研究与受众工作第九章舆论监督与
新闻批评第一节 新闻与舆论第二节 新闻批评的意义和特点第三节 新闻批评的原则和方法第十章新闻
工作者第一节 新闻工作者的职业特征第二节 新闻工作者的素质与修养第三节 新闻工作者的行为规范
附件一：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附件二：中国广播电视编辑记者职业道德准则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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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新闻学与新闻活动、新闻事业的关系任何一门科学都是在社会发展需要的基础上产生或形成的。
新闻学也不例外。
它是随着近代新闻事业的兴起而产生的，随着现代新闻事业的发展而发展的。
人类新闻传播活动的历史渊源流长。
早在远古时代，人类在共同的生产劳动和群居生活中，就创造出了各种各样的传播方式来进行信息的
交流，从而协调自身的生产和生活行为。
这是一种原始形态的新闻传播活动，如古代的“口头传播”、“图画传播”、“实物传播”等等。
但那时人们还不可能形成“新闻”这样一个概念，更不可能形成新闻事业。
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社会生产方式的变化，人们为了满足自身对信息的需求而进行的新闻传播活
动的内容和规模日益扩大，手段更进一步多样。
大约在两千年前，古罗马出现了宫廷报纸；大约在西汉年间，我国出现了“邸报”。
这些出版物以朝廷的内部通报和文件为主要内容，由统治者直接控制，也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新闻
事业。
当社会上产生了大规模的、有一定的目标和系统的、对社会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新闻事业时，人类社
会已经进入了资本主义阶段。
新闻事业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逐渐形成的。
17世纪在欧洲开始出现近代报纸，18世纪工业革命兴起以后又出现了现代报纸。
进人20世纪20年代，人类社会又出现了广播这一新媒介，从而使人类的新闻传播不仅有视觉渠道，而
且有了听觉渠道。
广播这一听觉媒介大大打破了时、空对报纸媒介的限制。
30年代又出现了一个全新的媒介——电视，这种集声、画、运动于一身的新媒介一出现便以它再现形
象、现场和过程的优势令世人刮目相看。
人类社会的第三次产业革命——信息革命使新闻事业进入了新的时代。
各种高新技术和新型的传播工具促使人类社会的新闻事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力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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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1995年本书第一版付梓以来，不到十五年，这已经是第二次的修订。
此间的世事变迁，又岂止是“忽然而已”一句所能带过的。
无论是新闻学的研究，或是全社会的思维风气，都在经历一个巨大的拐点。
而这个巨大的历史拐点，三十年前或以开始。
在“改革开放纪念之年”的今天，修订本书，本身也是对研究成果与风气的一种回顾与反思吧。
卧看满天云不动，不知云与我俱东。
去向与速度，是需要有参照物的。
不然，即使是“欣欣然”也无所依，“飘飘然”也无所凭，更何况去加力与奋发。
在本书的修订过程中，更新了全国高校开设新闻专业的数目。
这个仍然不是最终确数的数目，已经是上一次修订时的数倍了。
再算上各种名目繁多的培训班、进修班，靠着“新闻”吃饭的以及憧憬着“新闻”的，真算得上一支
大军了。
然而与这座“围城”的增生保持同步的是，从这座城中走出来而未从事新闻实践的人，以及从未走进
过这座城的野战军，同样数量巨大。
当然，这其中有很多的原因。
比如中国的高校发展规划、传媒行业的转轨问题。
但是对于从事新闻研究和教育的人来说，问题还在于教学与科研时效性、知识与实践的同步性。
在改革开放刚刚起步甚至更早的年月，所谓“新闻无学”的论点，或多或少总带着民粹主义的倾向，
所谓的“新闻研究”自然不容易形成自己独立的品格，更谈不上学术研究“提供思想”的作用，最后
只能成为“万金油”和“不倒翁”，哪里需要就往哪里去。
因此，研究者所希望的，当然是拥有更多的抽象思维和独立地位。
不过有时候事与愿违。
首先这三十年来，中国的变化巨大，物质上的改变用一日千里也不过分。
在一个社会因素居于安定的社会中从事纯抽象的理论研究，十年也未必会能一变。
但此时此地行不通。
原本就未必深厚的新闻理论学术基础，在面临新情况的时候，往往面露窘态。
新闻系的大学生，头脑活络，却往往缺乏深入的社会分析的训练与社会批判的精神。
新闻理论研究的滞后，往往导致观者的不屑。
这时，所谓“抽象”成了一种抱残守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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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闻理论教程(修订2版)》：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新闻系列教材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新闻理论教程>>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