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新闻概论>>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新闻概论>>

13位ISBN编号：9787303113200

10位ISBN编号：7303113207

出版时间：2010-8

出版时间：郭卫东、 陈信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08出版)

作者：郭卫东 编

页数：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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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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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培养学生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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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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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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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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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新闻理论的研究对象新闻理论是新闻学的一部分，是它的理论基础部分。
新闻理论韵研究对象为：一是新闻自身活动规律：新闻的起源、特点、新闻价值、本-质和、规律等；
二是新闻事业：新闻事业产生和发展的一般规律，新闻事业的性质、功能，新闻事业与政治、经济、
社会等的关系；三是新闻工作者：新闻工作者的素质、修养和行为规范等。
中国人学大学的杨保军教授进行了精彩的阐述：杨保军先生将其归纳为三问题：其一是围绕“新闻是
什么”而构建的“新闻本体理论”，重点揭示和探求新闻传播现象的起源与发展、新闻本质、新闻价
值、新闻活动的要素构成；其二是围绕“新闻业是什么”而建构的“新闻业态理论”，重点揭示和探
求新闻事业产生与发展的条件及规律，新闻事业的性质特征与功能作用等；其三是新闻传播业与社会
大系统及各主要社会子系统的相互关系与影响，可称之为“新闻关系理论”，主要内容有新闻自由与
控制、新闻传播的环境等。
在阐释上述三大问题的过程中，必然涉及新闻工作层面的一些东西，如新闻工作原则、新闻从业者的
素养等。
同时，还有一根有形与无形之间的红线，始终贯穿在新闻理论体系之中，这就是新闻精神，它使学习
者、研究者在获得知识、真理的过程中，感受和理解新闻传播的使命，从而能以一种真诚的态度、不
懈的努力去对待自己的学习、研究和实践。
因此，本书在研究新闻活动和新闻事业普遍存在的共同规律的基础上，要研究无产阶级新闻工作和新
闻事业的特殊规律，研究我国社会主义的新闻工作、新闻事业的特殊规律及工作原则。
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如何改革一些已经不适用的旧的传统观念和传播方式，发扬我国新闻
事业的优良传统，开创我国新闻工作的新局面，真正把新闻事业做大做强做优做好，更好地为社会主
义服务、为人民服务、为全党、全国工作大局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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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闻概论》是教育部高等学校高职高专广播影视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新闻采编与制作专业“十一
五”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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