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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网络传播学导论》从新闻学、传播学入手，运用经典传播学的理论框架和研究范式，对网络传
播的基本原理和特性；网络传播的控制理论；网络传播的工具理论；网络传播的受众理论；网络传播
的效果理论进行了梳理和分析。
从而为构建网络传播学奠定了基础。
《网络传播学导论》从实证研究出发，注意“学”和“术”的关系，对网络新闻业务、网页设计制作
、网络媒介经营、网络文化建设等应用理论与业务技能作了大量阐述，对指导网络传播的实践，推动
网络文化健康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网络传播学导论》为国内第一部研究生“网络传播”专用教材，也适合新闻传播专业本科生、
网络媒体从业人员和普通网民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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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志立，重庆市人。
当过下乡知青、边防战士，作过多年记者、编辑。
先后就读于四川大学中文系和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生学院，获法学硕士学位。
现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研究生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四川省文化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
秘书长、四川省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副秘书长，四川省网络传播学会（筹）副会长兼副秘书长、四川网
络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四川新闻网”等多家新闻网站顾问。
　 主要从事新闻学、传播学、编辑学、文化产业和网络传播领域的研究，已出版相关学术专著《从大
众传播到网络传播——21世纪的网络媒体》、《网络传播理论与实践前沿》、《网络传播学导论》、
《中国网络文化研究》（合著）；在《光明日报》、《中国记者》、《当代传播》等报刊发表相关学
术论文近百篇，多次承担国家及省相关研究课题，出席国际及全国相关学术会议；在西部地区第一个
为新闻专业研究生开设《网络传播》专业课程，第一个招收网络传播研究方向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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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网络传播的技术原理　　1.1 人类传播工具发展的历史回顾　　无论什么传播方式，都离不
开一定的传播工具即传播媒介；人类传播的历史，就是人类发明创造和使用传播媒介的历史，也是传
播媒介不断从简单到复杂的进化史。
媒介理论创造者马歇尔·麦克卢汉把传播媒介的作用看成是人体的延伸。
他认为人类最初只能通过自己的感官如眼、耳、口等来交流信息，有了文字以后，人们可以把文字书
写下来或用以传递或流传于世，这是人的感官的第一次延伸；而随着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明，人们可
以通过印刷书籍、报纸并进行大量的复制来传播信息，是人的感官的又一次延伸；在有了电话、电报
、广播、电视以及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介以后，人的感官得到再一次延伸，成为几千年前人类向往
的“千里眼”、“顺风耳”⋯⋯总而言之，媒介的功能就是延伸人类传播和接收信息的能力，传播工
具的演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入类文明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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