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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经典教材《传播学教程》第一版重印22次，共发行50多万册。
本书是国家级重点教材，同时也是新闻传播专业考研的必备参考书，自1999年出版以来在国内产生了
广泛而深入的影响，这是第二版。
它运用国内外传播学研究的最新成果，结合新媒介技术的发展，阐释人类社会的信息传播现象，注重
概念的明晰性和理论的系统性，对现代信息社会中的人内传播、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大
众传播、网络传播、国际传播与全球传播等领域中的许多理论和现实课题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从而勾
勒出传播学的基本理论体系和框架。

　　本书是教育部“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它运用国内外传播学研究的最新成果，结合新媒介技术
的发展，运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原理，阐释人类社会的信息传播现象，注重概念的明晰性和理
论的系统性，对现代信息社会中的人内传播、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以及国际传
播与全球传播领域中的主要理论问题进行较为全面的阐述、分析和梳理，从而色勒出传播学的基本理
论体系和框架。
由于本书的读者对象主要是大学新闻、广播电视、广告、公关、出版等有关专业的学生，书中论述的
重点是大众传播。

　　本书是国家级重点教材，它运用国内外传播学研究的最新成果，结合新媒介技术的发展，阐释人
类社会的信息传播现象，注重概念的明晰性和理论的系统性，对现代信息社会中的人内传播、人际传
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网络传播、国际传播与全球传播领域中的许多理论和现实课题
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从而勾勒出传播学的基本理论体系和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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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郭庆光，现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博士生导师。
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后受国家公派赴日本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留学，1987年获社会学
（B新闻学）硕士学位；1992年博士学位课程毕业后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任教。
1997年任新闻学院副院长，1999年至2005年任院长，2009年调入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工作。
目前兼任国务院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成员、全国考委新闻类专业委员会主任、北京市网络协会监事长
等学术职务。
主要研究领域为新闻传播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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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传播学的研究对象与基本问题
　第一节 从传播的定义看传播学的研究对象
　第二节 传播学是研究社会信息系统及其运行规律的科学
　第三节 精神交往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传播观
第二章 人类传播活动的历史与发展
　第一节 从动物传播到人类传播
　第二节 人类传播的发展进程
　第三节 信息社会与信息传播
第三章 人类传播的符号与意义
　第一节 符号在人类传播中的作用
　第二节 人类传播中的意义交流
　第三节 象征性社会互动
第四章 人类传播的过程与系统结构
　第一节 传播的基本过程
　第二节 社会传播的系统结构
第五章 人内传播与人际传播
　第一节 人内传播
　第二节 人际传播
第六章 群体传播与组织传播
　第一节 群体传播
　第二节 组织传播
第七章 大众传播
　第一节 大众传播的定义、特点与社会功能
　第二节 大众传播的产生与发展过程
　第三节 大众传播的社会影响
第八章 传播制度与媒介规范理论
　第一节 传播制度与媒介控制
　第二节 关于传播制度的几种规范理论
第九章 传播媒介的性质与作用
　第一节 作为工具和技术手段的传播媒介
　第二节 作为社会组织的大众传媒
第十章 大众传播的受众
　第一节 “大众”与大众社会理论
　第二节 几种主要的受众观
　第三节 “使用与满足”——一种受众行为理论
第十一章 传播效果研究
　第一节 传播效果研究的领域与课题
　第二节 传播产果研究的历史与发展
　第三节 传播效果的产生过程与制约因素
第十二章 大众传播的宏观社会效果
　第一节 大众传播与环境认知——“议程设置功能”理论
　第二节 大众传播、社会心理与舆论——“沉默的螺旋”理论
　第三节 大众传播的潜移默化效果——“培养”理论
　第四节 大众传播与信息社会中的阶层分化——“知沟”理论
第十三章 国际传播与全球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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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从国际传播到全球传播
　第二节 关于世界信息传播程序的争论
　第三节 国际传播与全球传播研究的若干重要课题
第十四章 传播学研究史和主要学派
　第一节 传播学的起源、形成与发展
　第二节 传播学的主要学派
第十五章 传播学调查研究方法
　第一节 传播学与调查研究
　第二节 抽样调查法
　第三节 内容分析法
　第四节 控制实验法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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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第一章 传播学的研究对象与基本问题第一节 从传播的定义看传播学的研究对象库利
和皮尔士对传播的描述开创了界定传播概念的两个传统，一个是社会学的传统，一个是符号学或语义
学的传统。
后来，这两个传统逐渐发生了融合，例如，有的学者将传播定义为“通过符号或象征手段而进行的社
会互动”，有的学者则认为传播即“通过社会互动而共享意义”。
这些概念，我们对传播的实质有了进一步的理解：所谓传播，实质上是一种社会互动行为，人们通过
传播保持着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
然而，上述定义仍然使我们有些迷惑：这种社会互动，究竟是意义引起的还是符号引起的?因为如上所
述，有些定义强调的是符号，而另一些定义强调的则是意义。
这个问题，直到信息科学出现才得到解决。
信息科学对传播学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提出了信息的概念。
信息科学告诉我们，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互动行为的介质既不单单是意义，也不单单是符号，而是作为
意义和符号、精神内容和物质载体之统一体的信息，因为意义离开符号便不能得到表达，而符号离开
意义只不过是一些莫名其妙的物质，两者都不能单独引起社会互动行为。
有了信息的概念，传播概念的阐述就更为简洁和确切了。
事实上，从20世纪40年代信息科学诞生以后，许多传播学家在界定传播概念之际都突出强调传播的信
息属性。
例如，著名传播学家施拉姆在《传播是怎样运行的》一文中写道：当我们从事传播的时候，也就是在
试图与其他人共享信息⋯某个观点或某个态度⋯⋯传播至少有三个要素：信源、讯息和信宿。
另一位传播学者阿耶尔则更明确地指出：传播在广义上指的是信息的传递，它不仅包括接触新闻，而
且包括表达感情、期待、命令、愿望或其他任何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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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传播学教程(第2版)》：21世纪新闻传播学系列教材,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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