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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广播电视学概论（第3版）》阐述了广播电视学这
门学科所应涵括的基础内容，包括广播电视传播的物质基础、广播电视事业发展概况和规律、广播电
视的传播共性与社会功能、广播电视节目系统、广播电视传播的语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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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广播电视传播的物质基础　　第一节　广播电视的发明与发展　　一、广播的发明与发
展　　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孕育，广播从科学家在实验室的构想走向应用，艰辛的步履无一不表明电子
科学的物质基础给大众传播发展所带来的革命性的变化，把握这一变化的脉络，有助于读者全方位地
了解电子媒介的应用对大众传播发展所带来的深刻影响。
　　20世纪20年代，经过多国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人员长期的探索和反复的实验，无线电广播终于
成为传播家族的新成员。
　　1.初创时期（1865-1928年）　　1865年，英国科学家克拉克、麦克斯威在电磁波理论的研究中提
出了电波存在的设想。
1888年，德国物理学家海因里希·鲁道夫·赫兹，用实验论证了电磁波的存在。
人们为了纪念他在科学上作出的贡献，就把无线电波称为“赫兹波”，并以“赫兹”作为频率单位。
　　真正使无线电通讯进入实际运用阶段的科学家是意大利的发明家卡格列谟·马可尼和俄国的物理
学家亚历山大·斯捷潘诺维奇·波波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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