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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传播学概论》简明而系统地介绍了传播学各基本分支领域，
如语言和非语言传播、内向传播、人际传播、小群体传播、组织传播以及大众传播中的基本概念和理
论，并着重探讨了大众传播媒介的技术特征、组织生产特征、规
范管理及效果研究，对传播学研究方法也有初步的介绍。
作者广泛参阅国内外各种传播学教材，并加以融会贯通，理论知识丰富，行文通俗易懂。

本书可作为高等学校传播学、新闻学、广告学以及公共关系、市场营销等专业的基础课教科书，尤其
适合在职攻读本科学位的学生，同时也可满足其他专业和一般读者了解传播学基础知识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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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2 非语言传播的功能　　非言语信息经常伴随语言信息，并对语言信息起着重复、补充、替代、
强调、否定、调节等作用。
以下分别考察。
　　重复 在相互交流中我们同时使用语言和非语言，比如说“对”的时候伴之以点头，说“不可能”
的时候伴之以摇头。
这时的非语言讯息起重复作用，因为它们表达的是和语言讯息同样的作用。
人们常常不自觉地使用重复性的非语言讯息，因为它是语言行为的很基本的部分，是自然发生的。
重复也可以单独存在，以强调或阐明语言信息。
　　补充 非语言暗示，如声调、面部表情、手势或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等，常常用作补充语言信息，以
添加、阐明或加强其意思。
“补充”表明该行为不能单独传播所要传播的信息。
补充性的非语言信息，以增加另外的识别力或消息的办法，来改变语言信息的意思。
比如话说到一半，然后用摆手、点头、摇头等加以补充。
补充性非语言信息经常用于强调感情或态度，比如在广告片中，模特仅仅说出某饮料的名字，然后喝
一口，做出规定表情，来传达广告所要求表达的或满足或惊讶或振奋之类的含义。
　　替代 就是用非语言讯息替代语言讯息的作用。
要是周围环境阻碍了语言交流，在不能听或说的时候，就使用替代法。
比如在安静的教室，或者人声鼎沸的赛场，想要离开的人不得不借助更多的非语言信息表达含义。
在目前广告中也大量使用非语言讯息来替代语言信息的说明和劝诱，如韩国比较流行的感性广告，只
在片尾有一句短短的表达感受的话。
对于替代性的非语言传播，重要的是能够识别，并以群体中、文化中大多数人的相同方式解释。
否则误解就容易产生。
像中国式的招呼人过来的动作，在美国会被理解成招呼狗。
在拥挤的时候，美国人习惯于用手拨开人群，而中国人则习惯用胳膊撞，这两种行为在对方的文化中
都会被认为是不礼貌。
当我们在另一种文化中使用本文化的非语言讯息，常常会导致误解。
　　强调 主要用于强调口语信息中的特别之处，比如在演讲中配合使用挥手、握拳、上身前倾等动作
。
有些强调方法也许被当作补充的一种形式，其区别在于非语言行为置于何时。
比如熟练的演讲者会在演说的重点前后停顿一些，从而突出重点。
　　否定 有时候，非语言信息和语言信息相互矛盾，比如送给对方一件礼物，对方可能用言语表示感
谢和喜欢，但面部表情却十分勉强，这时你会倾向于相信他的非语言信息所传达的勉强含义。
有时我们在见到一个陌生人时，会有一种说不出来哪儿不对劲的感觉，或许就是因为他的语言信息和
非语言信息有矛盾冲突的地方，而让人迷惑不解吧。
因此在与客户打交道时，要特别注意非语言信息和语言信息的一致性，不要忽视每个细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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