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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发展史上，暨南大学新闻传播教育已走过60多年坎坷不平而又不断奋进的历
程。
　　1946年，暨南大学新闻学系在上海创立。
1949年，因暨南大学停办而并入复旦大学新闻系。
1958年，暨南大学在广州重建，中文系于1960年开办新闻学专业。
1970年，暨南大学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停办，新闻学专业随中文系并人华南师范大学。
1978年，复校后的暨南大学重建新闻学系。
从此，暨南大学新闻传播教育走上不断发展的道路。
　　改革开放以来，暨南大学新闻学系逐渐扩大办学规模：1984年开设国际新闻与传播双学位专业（
后改为国际新闻本科专业），1994年创办广告学本科专业，2001年创办广播电视新闻学本科专业。
2001年，在原新闻学系的基础上组建新闻与传播学院，下设新闻学系、广播电视学系、广告学系。
与此同时，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努力提高办学层次：早在1986年即成为我国第三批新闻学硕士点
之一，2001年又获准设立传播学硕士点；2003年，新闻学同时成为广东省高校名牌专业和国务院侨务
办公室重点学科；2006年成功申报新闻学博士点，成为华南地区首家设立新闻传播学类博士点的院系
，建成本一硕一博一体化的完整人才培养体系。
　　继2006年成功申报新闻学博士点之后，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2007年又取得了一系列可喜成
绩：①获准设立新闻传播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②与中文系联合组建的海外华文文学与华语传媒研究
中心获准为广东省重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③新闻学获准为广东省重点学科；④新闻学专业获准
为教育部首批特色专业建设点；⑤获准增设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
所有这一切，都令人感到气象一新。
　　之所以能够取得上述各项成绩，一个重要原因是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多年来十分重视学科建
设。
特别是2006年暨南大学百年华诞、暨南大学新闻传播教育六秩荣庆之后，学院明确提出了要从教学型
学院逐渐转变为研究型学院的发展战略，确立了学科建设的核心与龙头地位，完善了学科建设的激励
机制，加大了学科建设的支持力度，全院教师以饱满的热情参与到以学科建设为中心的教学与科研工
作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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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广播研究90年》包括了总论、萌芽时期的中国广播研究(1920—1927)、缓慢发展时期的中国广播
研究(1928—1949)、曲折前进时期的中国广播研究(1949—1976)、恢复与短暂繁荣时期的中国广播研
究(1976—1990)、成熟与相对稳定时期的中国广播研究(1991—2000)、繁荣发展时期的中国广播研
究(2001年至今)、中国广播研究与广播学科体系建设八章，纵向上对90年中国广播研究的发展历史进
行了全面梳理，分期合理而又严谨，横向上囊括了广播研究的背景、主要内容、特点及平台，全面而
又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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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申启武，安徽五河人，广播电视学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曾在安徽人民广播电台工作十多年，2003年10月调入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主要从事广播理论、
实务教学与研究。
 
    主持国务院侨办人文社科一般项目“粤港广电传媒竞争与合作前景探索”、中国广播电视协会理论
课题“广播频率专业化的困惑与出路”、横向课题“2005年度中国广播媒体发展研究报告”(部分)等
；在《现代传播》、《中国广播电视学刊》、《学术界》、《暨南学报》、《中国广播》等刊物发表
广播、电视及文学研究论文40多篇，出版著作《2006－2007中国广播发展研究报告》(副主编)，并有论
文获“第六届中国广播电视论文奖”三等奖、“第三届安徽广播电视论文奖”二等奖、“第七届广东
广播电视论文奖”三等奖；有近二十件广播作品在国家和安徽省广播电视节目评选活动中获奖，其中
，三件作品分别获国家广电总局颁发的2001、2002、2003年度“中国广播文艺奖”一等奖，一件作品
获“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广播文艺专家奖”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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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矫正怯懦要做到： （1）转变观念。
懂得良好的人际关系是以平等和互相尊重为前提，而不是一味地迁就和退让；有时需要忍让和妥协，
但必须以不损害自己的尊严为限度。
 （2）学会勇敢而恰当地表达自己的看法和情绪，对自己不喜欢做的事要勇于拒绝。
 （3）对侮辱自己人格的言行，要采取适当的方式进行反抗。
这样别人就不敢一再伤害自己了。
 （六）害羞及矫正 害羞主要的表现是不敢在大众场合发表意见，害怕与陌生人打交道，遇到异性手
足无措，见到老师说话紧张等。
害羞的人常常过于胆小怕事，过于谨小慎微，过于关注自己，自信心不足。
他们特别在意自己在别人心目中的形象，总觉得自己时时处于众目睽睽之下，于是敏感拘束，在大众
面前过于紧张，坐立不安。
过于害羞会导致压抑、孤独、焦虑等不良心理状态，阻碍人际交往，影响一个人能力的正常发挥。
 矫正害羞要做到： （1）要增强自信心。
许多害羞的人在知识才能和仪表等方面并不比别人差，只是因为不能正确评价自己而导致自卑、害羞
。
因此，要正确看待自己，多看自己的长处，客观评价自己。
 （2）不要过于在乎别人的评价。
没有人是十全十美的，因此，不要担心自己说错话，做错事，因为犯错是我们成长的一笔财富。
同时也要知道“哪个人，人后无人说”。
没必要太在乎别人的议论。
“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
”学会洒脱做人。
 （3）要有意识地锻炼自己的胆量。
胆量和能力都是锻炼的结果，大胆培养自己当众讲话的能力，上课、开会尽量坐前排，走路时抬头挺
胸，主动和陌生人、异性、老师讲话；与人讲话时眼光正视对方；高兴时开怀大笑。
 （七）偏激及矫正 偏激是指对现实问题的看法绝对、片面、过火。
偏激在认识上表现为看问题绝对化，片面性很大，要么全好，要么皆坏。
偏激在情绪上的表现是根据个人的好恶和一时的心血来潮去论人论事，缺乏理性的态度和客观的标准
。
偏激在行为上则表现为鲁莽从事，不顾后果。
技校学生偏激倾向的产生，与他们知识经验欠缺、辩证思维有待发展和青春期的生理发育有关。
矫正偏激应做到： （1）培养辩证思维方式。
凡事皆有两面，多角度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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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技校学生心理健康与成长》紧密联系技校学生的实际心理问题，理论适度，注重可读性和可操作性
的结合，为技校学生维护自我的心理健康提供了实用性强、可操作性强的指导。
《技校学生心理健康与成长》既可作为技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教材，也可作为技校学生自我心理保
健的读本，还可作为班主任和科任教师开展技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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