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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由教育部社科司组织编写，目的在总结过去30年新闻学与传播学发展的成绩和基本经验，展望和
规划该学科今后学术发展的目标和任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30年，是中国高校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的黄金时期。
这得益于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推动，新的科技革命的支持，跨文化传播和中外新闻学术交流的促进，
突飞猛进的新闻教育事业需求的拉动，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是这个学科学术发展的主要动力。
　　这30年高校新闻学与传播学学术发展主要表现在：一，基础理论研究扎实深入，马克思主义新闻
理论研究渐向学术本位回归，中外新闻史研究思路有所调整且成果丰硕，交叉学科拓展新闻学研究新
领域。
二，新闻学应用研究如新闻采访学、新闻写作学、新闻编辑学、新闻评论学和广播电视研究几个分支
学科不断深化，有一批优秀学术成果问世。
三，传播学引进及本土化转型较为成功，标志性成果较多。
其应用层面的分支学科如广告学、公共关系学、编辑出版学、传媒经济学有较大发展。
网络传播有突破性进展。
　　本书对中国高校新闻学与传播学30年学术发展的基本经验进行了概括，分析了存在的不足与问题
，展望了今后这一学科发展的美好前景和应该抓紧的几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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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童兵，1942年 11月 26日生于浙江绍兴。
五岁移居上海。
在上海中学度过六年中学生活，又在复旦大学念了五年新闻系本科，于1968年毕业。
经一年劳动锻炼后，分在一家企业报当记者和编辑九年。
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不久又随新闻专业迁回中国人民大学，经三年苦读，获得硕士学位，留
校任教。
1984年开始攻读博士学位，1988年成为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个新闻学博士。
1990年晋升为教授。
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1993年起担任博士生导师。
2000年被聘为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2001年11月被母校复旦大学引进，现为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新闻传播学博士后流动
站站长。
2003年6月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聘为第五届学科评议组成员，担任新闻传播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
 目前主要社会兼职有：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学
术委员，美中传媒交流研究中心理事，香港树仁学院当代中国研究中心顾问，浙江大学、兰州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河北大学、湘潭大学、北京工商大学、郑州大学等校兼职教授，一些新闻学术刊物编
委及顾问。
主讲新闻传播学理论、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原著选读、中西新闻传播比较、大
众传播与中国社会等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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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中国高校新闻学与传播学30年发展概况　　1978年至2008年，中国高校新闻学与传播学实
现了跨越式发展。
这个发展是在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深刻改革和全面发展的广阔背景下实现的。
由邓小平提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认的改革开放基本国策，使新闻改革日益深化。
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革命，为迅猛发展的中国新闻事业提供了强大的装备与技术支持。
在新闻事业和其他各项社会进步对人才需求的促进下，中国的新闻教育事业有了长足发展。
由于经济全球化和跨文化传播浪潮的推动，中国高校同海外的新闻传播学术交流与国际合作研究不断
加强。
普遍的思想解放和日益深化的新闻改革呼唤着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的理论创新和研究方法创新。
在这些因素的促进、推动和支持下，中国高校的新闻学与传播学学术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重大进展
和一大批有水平的标志性成果。
自然，这其中也有创业的艰辛和由于“左”的与右的思潮的影响而招致的挫折与教训。
　　第一节 改革开放基本国策对中国新闻改革的推动　　一、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开创中国新闻事业发
展新阶段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
十年“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的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使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受到巨大的破坏。
中国的新闻事业要摆脱“左”的新闻思想束缚，必须发生脱胎换骨的深刻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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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1978-2008）：新闻学与传播学》对中国高校新闻学与传播
学30年学术发展的基本经验进行了概括，分析了存在的不足与问题，展望了今后这一学科发展的美好
前景和应该抓紧的几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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