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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传播学之于国际学术界，已是一门日益成熟的显学；之于中国社科研究，正从两个维度影响着国
家的社会发展和个体的信息化程度。
有径可鉴，对社会发展而言，传媒研究和传媒教育已与传媒实践紧密结合并强力推动着传媒产业的现
代化转型；对个体而言，使用媒体的便捷和逐渐习得的媒体免疫力，已将中国公民的媒介素养拉升到
了一个虽然非均衡却很具中国特色的大同水平。
国家精英与进城农民工的镜头感并无明显差异，公务员喜读的书报刊，或许对出租房客具有同样的吸
引力。
寻找、使用、评价传媒内容的自觉性，使身处不同语境的个体在传媒世界有限分享着国家的公共议程
。
　　因此，大众传播学的专业教育任务应该以传统史论为纲，以发展传播学的新视角关注社会、媒介
、人三者互动最活跃的人类实践；在日益宏大的论域中，更专业地探索不断创新的中国模式；同时，
对西方经典传学理论的科学性和普适性进行实证或思辨的验证。
　　本书作为教育部新闻与传播学科特色专业的资助教材，在编撰中努力遵循以下原则：（1）学科
知识力求系统并能反映最新研究成果；（2）基础理论框架力求经典和有代表性；（3）研究方法和分
析工具力求科学性；（4）编写体例与行文风格力求规范和易懂；（5）教学过程力求有效互动。
除此之外，本书中的“扩展阅读”、“课堂教学活动”、“课后小调查”以及每章后的“思考题”等
单元内容，也都是编者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认为值得推广的特色教学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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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闻学国家特色专业系列教材：大众传播学通论》作为教育部新闻与传播学科特色专业的资助
教材，在编撰中努力遵循以下原则：（1）学科知识力求系统并能反映最新研究成果；（2）基础理论
框架力求经典和有代表性；（3）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力求科学性；（4）编写体例与行文风格力求规
范和易懂；（5）教学过程力求有效互动。
除此之外，《新闻学国家特色专业系列教材：大众传播学通论》中的“扩展阅读”、“课堂教学活动
”、“课后小调查”以及每章后的“思考题”等单元内容，也都是编者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认为值得
推广的特色教学环节。
因为，大众传播学课程所承担的教育任务，是为新闻传播学科的各相关专业学生提供一个基础性的学
科平台，让学生们能够正确理解，教材中的理论无不来源于传媒实践和人们对传媒与社会关系的认知
。
教材的作用最终是让学生能正确地入门和自觉培养观察与思考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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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非言语交流，即不用言语为媒介进行的交流，包括动态无声的交流、静态无声的交流、副语言三
类：　　（1）动态无声的交流。
如表情、眼神、点头、手势、拥抱等肢体交流手段的运用。
有兴趣的探寻可以回溯很远。
早在1872年，英国生物学家C.R·达尔文率先研究了人的面部表情，认为面部表情具有愤怒、幸福、悲
伤、厌恶、恐惧、惊讶等6种情绪，这些情绪对不同社会、不同文化背景人群具有普遍的意义。
1963年，在这一领域最卓越的美国学者R.L·伯德惠斯戴尔首创“身势语”的概念。
他把人体的大部分动作分解并结构为“身势语词素”，按句法结构的原则将这些“词素”如同词的字
母和音素一样排列使用，并赋以特定含义。
伯德惠斯戴尔进一步指出，这种有内在结构的身势语随文化的不同而变化，是习得的而非本能的。
　　（2）静态无声的交流。
即人的无声的静姿和人与人在交往时所保持的空间距离。
研究者认为，静姿不仅能表达出个体内心的情绪状态和指示群体内的一般倾向，而且还能反映出交流
双方的社会背景、地位、学识水平等。
霍尔提出的“近体学”概念，将交往互动中传受双方的空间距离从近至远分为4圈：亲昵区，3英寸
～12英寸；个人区，12英寸～36英寸；社会区，4.5英尺～8英尺；公众区，8英尺以上。
他进而指出影响人们交往的空间距离的这四个重要因素，能正确反映出交往双方相互亲密程度、文化
背景、社会地位的差别及其性别差异。
　　（3）副语言。
主要包括声音音调、音量、节奏、转音变调、停顿、沉默等表达不同意义的交流手段。
在书面语言中，通常借助标点符号把它们表示出来，比如中国民间流传的“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
的断句故事。
副语言不仅能影响听话者对说话者的知觉，而且还能调节沟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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