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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世纪以来的一百年，是世界新闻传播事业飞速发展的一百年。
这一百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继报纸、期刊、广播、通讯社之后，电影、电视乃至互联网
络等新媒体相继问世，新闻传播的媒介日趋多元化，新闻传播的手段日趋现代化，“地球村”变得越
来越小，而新闻传播对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则变得越来越大。
　　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新闻传播事业也渐渐跟上了世界的步伐，越来越多的高等院校开设了相关
专业。
目前，全国开设新闻、传播、公关、广告类的院系达到470余家，在校生超过10万人，每年毕业生超
过2．5万人。
这个数字在全球是排在前列的。
　　与蓬勃的高校专业开设相对应的是，虽然众多研究新闻传播学的学术著作相继问世，但是过于艰
深的理论与学生的实践有一定的距离。
因此，建设新闻传播类系列教材成为我国发展新闻传播学事业的关键。
近些年来，一些出版社适应形势的需要和发展，先后出版了一系列新闻与传播方面的教材。
但是，理论与实践总是在探索中不断磨合的。
新闻传播学是实践性、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其教学内容、教学形式乃至教学案例都需要不断地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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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闻传播专业系列教材。
20世纪以来的一百年，是世界新闻传播事业飞速发展的一百年。
这一百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继报纸、期刊、广播、通讯社之后，电影、电视乃至互联网
络等新媒体相继问世，新闻传播的媒介日趋多元化，新闻传播的手段日趋现代化，“地球村”变得越
来越小，而新闻传播对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则变得越来越大。
　　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新闻传播事业也渐渐跟上了世界的步伐，越来越多的高等院校开设了相关
专业。
目前，全国开设新闻、传播、公关、广告类的院系达到470余家，在校生超过10万人，每年毕业生起
过2.5万人。
这个数字在全球是排在前列的。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电视节目编导>>

书籍目录

导论 电视本性及电视节目一、电视是广播的延伸二、电视体制及我国电视体制改革三、电视发展的几
大趋势四、电视与电视节目第一篇 电视节日与编导第一章 电视节目概论第一节 电视节目的发展第二
节 电视节目的概念与其构成元素第三节 电视节目的分类第四节 电视制作技术的发展历史第二章 电视
节目编导第一节 电视节目编导“画像”第二节 电视节目编导的综合素质第三节 电视节目编导的专业
素质第二篇 电视节日制作技术第三章 电视节目制作技术概述第一节 电视制作方式及流程第二节 电视
制作系统设备第四章 电视直播第一节 电视直播的分类、优势与技术要求第二节 现场直播的过程第三
节 电视直播中的导播第五章 电视录播第一节 电视录播的发展与分类第二节 录播节目制作过程第三篇 
电视编导业务第六章 电视新闻节目编导第一节 电视新闻节目的界定及其特点第二节 电视新闻节目的
分类第三节 电视新闻节目编导与制作第七章 电视文艺节目编导第一节 电视文艺节目的发展与特征第
二节 电视文艺节目的策划与编导第八章 电视谈话节目编导第一节 电视谈话节目的特征第二节 电视谈
话节目的分类与编导第九章 电视纪录片编导第一节 电视纪录片的特征第二节 电视纪录片的策划与编
导主要参考书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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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另外，Arbiton公司开发四种定性量表，来统计公众对电视节目的编排、创新性、多样性等方面的
评价。
TAA公司用两个指标来评价节目的号召力：节目欣赏（观众对一个节目总的享受或喜欢程度）和节目
影响（观众体验到的投入或刺激的程度）。
　　中国对电视节目质量的研究起步较晚。
直到1989年，香港广播电视台才引进欣赏指数进行电视节目质量调查。
1991年到1997年，调查每年1次或2次，调查范围也相对较小，仅仅限于黄金时段播出的节目。
1998年，调查出现了一些变化，由“电视节目欣赏指数调查顾问团”主持，负责独立拟定问卷内容、
调查方法和节目范围；香港大学社会科学院研究中心执行调查，并负责分析解释结果和撰写报告，最
后向社会公众发布调查数据。
调查范围扩大到香港本地制作的所有经常性节目，评分方式也改成百分制，请观众用0100的分数对节
目直接评分。
　　1998年，中央电视台首次在中国大陆开展电视节目质量调查，并引入观众满意度的概念。
随后一些省级电视台也开始开展观众满意度调查，如吉林电视台、安徽电视台、山东电视台、湖北电
视台等。
这些调查都是由央视调查咨询中心设计并执行的。
中央电视台的调查在30个城市和部分农村进行，各省级电视台的调查主要在省会城市开展，每个季度
呈现一次报告。
调查内容分频道和栏目两大部分，从1999到2002年调查所涉及的指标一直在不断地改进。
央视进行的电视节目质量调查和国际上有较大的不同。
首先，使用的指标不同。
英国使用欣赏指数，而央视使用观众满意度。
其次，央视的调查还有许多附属指标。
再次，央视的调查增加了频道概念，2001年关于频道质量的调查发展成为频道竞争力研究。
这种变化被认为是考虑了中国的国情，适合中国电视业目前的现状。
正是因为这种变化，我国对电视节目质量的评价还没有形成统一的体系，而且缺乏对观众满意度进行
深人的探讨和分析。
　　除了英国、美国和中国外，其他国家也加入了测量电视节目质量的行列。
如加拿大CBC的享受指数，新西兰的F积分和Q积分，荷兰的欣赏指数，法国的兴趣指数等。
但通过国外的这些调查来看，他们对节目的评价主要围绕“观众”展开，并通过统计学与社会学的方
法，对电视节目进行评价。
这一节目评价体系科学、客观，也比较能代表节目受欢迎的程度，但这种评价体系却往往忽略了电视
节目的内容评价，完全以“观众”的评价代替对整个节目的评价，有时也会出现评价上的偏差。
一些优秀的人文节目由于没有娱乐性，在这样的评价体系中往往得分十分落后，而那些纯粹的庸俗娱
乐节目却常常高居榜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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