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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代社会科学的一个特点是研究成果的模式化，从而对事物的内在机制和相互联系作出直观而简洁的
描述。
传播学素以图象模式见长，堪与经济学的数学模式相媲美。
当你传播学新流派“使用与满足”理论的的倡导人丹尼斯·温德尔，在本书中精心选取了四十八种最
具代表性的模式，逐一介绍其涵义、演变过程和主要优缺点，明晰如画地描绘了五十年来传播学发展
的轮廓，使庞大的传播学理论体系在人们面前一目了然。
在当今卷帙浩繁的传播学论著中，这是一部独具特色的传播学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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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　导言1.1 范围和目的本书有双重目的： 其一，试图用简明、易懂的方式，汇集并介绍一批用于描述
或解释大众传播过程的模式。
其二，旨在再现一些从过去四十年研究中涌现出来的大众传播主要学说思想。
我们在某些章节中也推出了我们自己的模式，以反映重要的理论发展轨迹或者相对新兴的研究领域。
本版对十年前的第一版作了许多修改。
我们既删除了一些旧的模式，也增加了另一些新的模式（尤其是新加的第7至第9章），以展现本学科
的发展及扩张。
我们还是保留了一些早已过时的基本模式，不但为了记录历史，而且因为这些模式为以后的工作奠定
了基础。
叙述大众传播学说发展史的方式很多。
我们选择的是一种传统的方式，即把大众传播视为一种普遍现象的特殊形式，其中的发送者（sender
）、讯息（message）和接收者（receiver）等元素都具有各自的特征与含义。
我们打算从所有传播关系都会涉及到的一些非常简单和普遍的模式出发，进而探讨大众传播的效果、
主要参与者之间的关系、这些参与者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以最终阐明这些含义。
为了集中讨论大众传播，我们不得不省略人际传播研究、个人内向传播研究、群体和组织传播的结构
与信息流动研究等领域中出现的有趣进展。
当然，我们自己是将大众传播视为一个与其他各种传播网络及过程同生共长并相互作用的过程。
尽管传播研究领域中出现了在理论、方法与目标上似乎互不相关的各个分支，我们并不主张在各种“
传播系统”的实体内容之间划分硬性的界线。
我们期望目前这些界线在未来会变得更加模糊，同时传播技术的发展和新的传播需求方式将导致新的
不同传播结构、关系和可能的效果。
当代大众传播学的研究者们一般对建立传播模式的活动并不十分注意。
鉴于这种情况，有人可能会提出问题： 为什么我们还要采取这种不合潮流的做法？
我们将在以后的章节中阐述这种做法的一般优缺点，但我们首先要作出的答复，是我们坚信模式的启
迪价值，对于我们来说，注重实质性的经验主义的研究与用图形方式表述各种假说、结论和理论的愿
望，这两者并不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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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众传播模式论(第2版)》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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