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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近年来，新闻实践不断发展，新闻理论更需要及时
总结、发展和创新。
本书以人类社会客观存在的新闻现象作为研究对象，重点阐述了新闻事业的产生、发展的特殊规律和
新闻工作的基本要求；新闻事业和人类社会
的关系；新闻的生态环境；记者作为新闻的传播者必须坚持的新闻学基本信条和理念等。

　　编者立足于新闻现实，在对新闻学术领域的一些普遍问题进行论述时，既重视新闻专业基本理念
的渗透，也正视新闻实践中敏感而突出的焦点问题，同时例证的采用也坚持了新鲜性原则，作了大量
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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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丛春华，女，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新闻教研室主任，教授。
曾在新闻单位工作13年，做过记者，编辑、主任，副总编，总编、社长等，曾获得“黑龙江省优秀新
闻工乍者”称号，担任过黑龙江省报业协会常务理事、省专业报协会会长等社会职务。
现主要致力于“大众传播媒体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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