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新闻学导论新编>>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新闻学导论新编>>

13位ISBN编号：9787301144039

10位ISBN编号：7301144032

出版时间：2008-12

出版时间：北京大学出版社

作者：谢金文

页数：289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新闻学导论新编>>

内容概要

《新闻学导论新编》融入了新闻理论与实践的新发展和作者研究的新成果。
如关于新闻专业主义和职业规范，公共空间与新闻媒介，新闻传播的效果和效益，新闻传媒产业问题
，数字化、全球化对新闻传播的影响和对策，以及关于新闻的定义、新闻价值的内涵等新闻学基本问
题。
　　《新闻学导论新编》内容全面，突出重点，尽可能符合认知、理解和记忆规律，兼顾理论性和实
用性。
可作为高等院校的教材和学习、研究参考材料，也可用干新闻单位、宣传部门、公关广告等机构的业
务培训和知识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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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谢金文 男，1956年5月生，新闻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传播系教授。
1978～1982年，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七七级本科生，1986～1988年，复旦大学新闻系国际新闻研究生
，1995～1998年，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
曾由国家公派到加拿大访问研究一年。

　　独撰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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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新闻与新闻价值　　第一节　新闻与信息　　一、新闻　　何谓新闻？
把这个问题问一百个人，也许会得到一百零一个回答。
　　有人说，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新闻是反常的事情。
　　有人说，新闻就是女人、金钱和犯罪——新闻是有刺激性的事情。
　　有人说，一个男人加上一个女人不是新闻，一个男人加上两个女人就是新闻——新闻是许多人遮
遮掩掩想知道的事情。
　　有人说，性就是新闻——包括情人、恋爱、婚姻、家庭、通奸、同性恋、变性人等与性有关的事
情。
　　有人概而言之：新闻就是令人感兴趣的事情。
　　这些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而且易记易懂，很实用。
但又都是不完全的。
例如，文学、艺术、历史中也有上述事情，为什么就不是新闻？
　　我国新闻学第一本新闻学专著《新闻学大意》的作者徐宝璜认为：“新闻者，乃多数阅者注意之
最近事实也”。
该定义强调了最近和事实，而且应该是“多数阅者注意”的。
徐宝璜是从美国学习了经济和新闻学回国的，他说的这一定义也是在美国流行的观点。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新闻学导论新编>>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