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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1世纪，人类社会进入了信息时代与知识经济时代。
在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里，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随之而来的是跨文化传播在全球的迅速兴起，而影视艺术作为当今世界影响力最大的艺术创造和文化
传播方式之一，在跨文化传播中具有最广泛的观众群和覆盖面。
　　随着广播影视事业在全国的迅速发展和产业属性的显现，对广播影视人才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
近年来，我国广播影视类专业高等教育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为广播影视系统输送了大量的人才，随着
广播影视行业的迅猛发展，社会对广播影视类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进一步深化人才培养模式、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的改革，提高办学质量，培养更多的适应新世纪需要
的、具有创新能力的广播影视高素质人才，是广播影视教育的当务之急。
　　作为广播影视教育的重要环节，教材建设肩负着重要的使命，新的形势要求教材建设适应新的教
学要求。
高职高专教材应针对高职高专学生的自身特点，按照国家高职高专教育的特点和人才培养目标，以应
用性职业岗位需求为中心，以素质教育、创新教育为基础，以学生能力培养、技能实训为本位，使职
业资格认证培训内容和教材内容有机衔接，全面构建适应21世纪人才培养需求的高职高专广播影视类
专业教材体系。
广播影视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组织编写的“十一五”规划教材，主要包括影视动画、影视广告、新
闻采编与制作、主持与播音、电视节目制作、摄影摄像技术等专业系列教材。
本系列教材的出版，必将对高职高专广播影视类专业的人才培养和教育教学改革工作起到积极的推动
作用。
　　本系列教材的出版，得到了教育部高等教育司领导、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人事教育司领导及行
业专家的大力支持，得到了国内众多同类院校的大力协助，在此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同时，我们也希望广大师生和读者给我们提出宝贵意见，使教材更加完善。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传播学基础>>

内容概要

本书本着理论够用、关照实践的宗旨，从传播学的基本问题入手，以传播过程的基本要素为线索，立
足大众传播，围绕传播者、受众、传播媒介、传播内容及传播效果展开，结合传播学现有的主要理论
，密切联系实践，兼顾当今传播学研究的热点问题，通过大量丰富的案例力求使学生能够掌握理论、
指导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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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节　几种主要的效果研究理论第十一章　传播学的研究方法第十二章　传播学的奠基人、开创者及
主要流派　第一节　传播学的奠基人及开创者　第二节　传播学的主要流派参考文献后记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传播学基础>>

章节摘录

　　香农一韦弗模式对一些技术和设备环节的分析，提高了传播学者对信息科技在传播过程中作用的
认识，使人们能够更精确地研究传播过程中的具体环节。
从研究方法的角度来看，这个模式在考察传播过程时，第一次采用了物理学和社会学相结合的方法，
这也为后来传播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意义。
　　但应该指出的是，香农一韦弗模式描述的毕竟是电子通信过程，而且是一个直线单向过程，缺少
反馈的环节，因此把这个模式完全应用于人类的社会传播是缺乏可行性的。
因为在社会传播中，与“电报发送机——电报接收机”这种电子通信过程不同的是，社会传播的双方
往往都是具有能动性的主体，互动是社会传播的本质特征之一，所以香农一韦弗模式缺少反馈要素是
其重要缺陷之一。
除此以外，由于研究本身仅局限于技术科学的范畴，该模式未能更多地顾及人的因素、社会因素，也
忽视了讯息的内容、传播的效果等。
二、线性传播模式的优点和缺陷　　一般来说，模式的结构越简单就越便于记忆和传播，其影响也就
越大。
以拉斯韦尔模式、香农一韦弗模式为代表的一批线性传播过程模式，对于传播学的研究启发很大。
特别是拉斯韦尔模式，它奠定了传播学研究的基本框架，区分了传播学研究的基本领域，抓住了传播
过程的基本构成要素。
从传播学应用的角度来看，“五w模式”的影响力不可替代且意义深远。
　　然而，这些线性模式也不可避免地具有明显缺陷，主要的不足表现在：第一，它们将传播过程视
为起于一点、止于另一点的直线、单向的过程，没有信息的回路与反馈。
第二，它们将传播过程视为非环境互动的静态过程，即传播过程只是内部发生的活动，不考虑人的主
观能动性，同时不与传播所生存的环境进行任何交换，忽视了社会的客观制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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