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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广播电视概论》是广播电视专业的基础教材之一。
    广播电视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
它一诞生便成为人类极其重要的一种传播媒介——电子传媒——而被广泛地使用，并渗 透到人类社会
生活的各个领域，尤其是新闻事业之中。
本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广播电视事业的实践经验，着重研究广播电视的传播活
动及其规律。
重心是广播电视新闻，并涵盖广播电视的基础理论、应用理论、广播电视节目的传播与接受、节目类
型与制作、媒介人物、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与管理等等。
    全书在广泛吸收各相关学科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求得科学性、系统性和简明性的统一。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广播电视概论>>

书籍目录

第一章 导言  一、广播电社事业的诞生  二、广播电视与广播电视学  三、广播电冖学与大众传播学、
新闻学  四、广播电视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第二章 广播电视的特性  第一节 广播电视的科技特性  
第二节 广播电视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功能第三章 广播电视的节目要素  第一节 声音  第二节 画面  第三节 
声音与画面的组合第四章 广播电视节目的类型  第一节 广播电视节目的分类  第二节 广播电视节目的
样式第五章 新闻性节目  第一节 新闻性节目的特性  第二节 广播新闻节目  第三节 电视新闻节目  第四
节 广播电视新闻评论第六章 电视纪录片  第一节 电视纪录片的界说与特性  第二节 电视纪录片的类型
第七章 教育性节目  第一节 教育性节目的特性与作用  第二节 教育性节目的类型第八章 服务性节目  第
一节 服务性节目的特性与类型  第二节 广告第九章 文艺性节目  第一节 文艺性节目的定义与特性  第二
节 文艺性节目的类型  第三节广播剧与电视剧第十章 广播电视节目的制作  第一节 广播电视节目的制
作过程  第二节 编辑、导演、导播  第三节 采录  第四节 合成第十一章 媒介人物第十二章 广播电视的传
播和接受第十三章 广播电视事业的管理第十四章 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第十五章 结语：广播电视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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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崔永元：“噢，那么您的儿子就穿着小翻领走遍了祖国的千山万水?”    老师傅：“那能呢!儿子
一出门我就后悔，  觉得自己太过分了。
今天我就不会管。
”    这一段话既体现了崔永元的语言风格，又可以看到电视节目中对白方式的灵活运用。
三、音    响    音响，基本上是非语言符号，是声音要素之一。
也就是除开语言(人的意义声音)、音乐之外的声音，它包括自然声、环境声、动作声等等。
音响又称为音响效果。
对于广播电视而言，音响是必不可少的要素之一。
    巴拉兹说：“从海洋的喃喃自语到大城市的一片嘈杂，从机器的轰鸣到秋雨敲窗的淅沥之声。
这一切都向我们倾诉着生活的丰富内容，不断地影响并支配着我们的思想感情。
”    (一)音响的主要作用    1．音响具有逼真性。
    人们可以依据自己的听觉经验去判断发声体。
于是，那些现场实际的效果音响，可以增强真实感；尤其是新闻节目中，那些背景声、环境声等，都
成为令受众可信的条件之一。
湖北电视台拍摄的电视专题片《襄渝铁路》，把火车在不同空间里的声音都艺术地表现出来了，因此
获得1985年电视片评奖中的“音响奖”。
  音响能与语言构成一种“立体化”的声音效果，特别是在新闻报道中增强现场感，使听众获得一种
身临其境的感觉。
  例如，1982年10月16日，我国首次从潜水艇上成功地发射了运载火箭。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此作了录音报道，其中就记录下许多实况音响：    突然，一个标志着火箭出水点
的红色亮点，在海面上出现，这说明离发射时间还有两分钟⋯⋯    (出潜艇内“一分钟准备”时的操作
实况音响：“各战位注意!一分钟准备⋯⋯”压低混播。
)    离发射时间还有一分钟，潜艇的发射舱里充满着一片战斗气氛。
操作手陆跃忠沉着冷静地站在操作台前，等待着发射命令。
    (突出潜艇发射前的操作音响：“10⋯⋯5、4、3、2、1，发射!”以及发射时的一声巨响。
)    一声令下，陆跃忠果断地按下发射按钮，随着闷雷般的响声，运载火箭射出了水面。
    (出火箭出水升空时的呼啸声，混播。
)    ⋯⋯    当时，路透社驻北京记者听到这个录音报道，立即向全世界发了消息。
其中说，北京的广播电台对这次发射“作了绘声绘色的报道”，有倒数的实况录音，然后广播了发射
时发出的声音，这显然是在中国的一艘水面舰只上录的，船员们都热烈鼓掌。
这里可见音响效果的特殊作用，增强了报道的真实性：    2．它可造成更具体、更形象、更真实的特殊
效果，可以作为一种艺术表现手段。
    音响有其具体的效果作用，听众可以从音响声中感受或联想到相关的事物，也就可以起到这些作用
：深化主题；烘托环境气氛；表现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刻画人物形象和心理⋯⋯等等。
这在文艺性节目中是必不可少的。
在其他类型节目中也时常运用。
例如，电视专题片(望长城)第二集“长城两边是故乡(上)”中拍摄的“油松王”的一段场景时，镜头
特别展示了树枝上挂满的、“走西口”的人们敬献的红布⋯⋯画面上响起充满神秘崇敬感的木鱼声，
加上“古长城随想曲”的变奏音乐，烘托出一种虔诚而凝重的氛围，使观众仿佛感受到昔日走西口的
人们脸上流露的希望和祈祷之情。
    又如专题片《雕塑家刘焕章》中，时时配有富于音乐感的凿击声，它时时都在解说主人公当时的处
境和心情⋯⋯    3．构成音响蒙太奇，以组接相应的时间和空间。
    音响效果的提示作用，同样可以起到组接时空作用。
在叙述过程中，“蝉鸣”提示是“夏天”，“鸡鸣”可以提示是“农村”和“清晨”。
若将这两种声音揉和在一起，就可表述出这是夏天农村的一个清晨⋯⋯    又如《望长城》第一集“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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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长城万里长(上)”中，拍摄“司马迁诞辰祭祀庆典”的场景，几个画面就是利用“唢呐声和锣鼓声
”的音响组接起来的。
    (二)音响采录的要求    在广播电视节目中，音响有各种各样的形态。
依据其在节目中所处的地位，可分为主体音响、环境音响、背景音响。
按其形式可分为画内音响、画外音响。
按其特性可分为写实音响、写意音响等等。
因此，在录制音响时就不可随意。
    1．要绝对真实、自然；同时也要典型，一听就懂。
这是对音响内容的基本要求。
    2．要清晰，不要变成噪音；音量要控制，不可干扰语言的吉音：这是对音响录制过程时的要求。
    3．在合成时，注意其艺术性。
    电视专题片《望长城》的录音师张文华就有一个体会：一天起了大风，“正巧我们要拍摄沙漠长城
中风沙扑向长城的镜头，我们赶忙赶到腾格里沙漠长城，风越来越大，已达到八级，人的眼睛被风沙
吹得睁不开，当时导演和摄像师都功我不用去录音，但我这时觉得，如果把风吹沙时沙流动的声音录
下来，就能体现风力之大、环境之恶劣，增强视觉的冲击力。
这样，我在现场用身体挡住风，身穿皮夹克，将话筒放在夹克内。
话筒指向地面，摄像师在一旁也帮助采取一系列措施。
果然我成功地录到了风吹沙特有的风沙声，后来看录像时，有声和无声的画面感觉大不相同，有声的
画面加强了视觉的冲击力、感染力，声音给画面以深度范围，以致观众看后情不自禁地发出‘风好大!
’的感叹”。
这一体会告诉我们，声音录制与摄像具有同样重要的地位，这样才能达到声音形象与视觉形象的协调
。
    四、音乐    它也是非语言符号。
音乐是一种以旋律和节奏为手段塑造艺术形象来反映现实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也就是音乐艺术。
在所有的艺术中，音乐是一一种最适宜抒发情感的艺术。
    在广播电视传媒中，它常常构成音乐节目。
音乐节目是一种独立的节目形态，属于“文艺性节目”类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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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导言广播电视(常被专业人士简称为“广电”)，是人类在20世纪中最伟大的发明之一。
在短短的百年之间，它成为一种最重要的传播媒介，渗透于我们的社会生活之中。
如今任何人都不得不承认。
广播电视是最不容忽视、最值得研究的科学现象和社会现象。
今天，经过众多学者的努力，一门新的学科——广播电视学——产生了。
一、广播电视事业的诞生    广播电视成为一项事业，是在科技发明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
人们希望快速远距离传播声音和图像，这构成一种原动力，推动着一代又一代的科学家去研究广播电
视技术，以致形成今天如此壮丽的境界。
    (一)广播事业的形成    1．无线电的发明     无线电波的发现是广播事业诞生的前提，它凝聚着无数科
学家的智慧和努力。
    1820年的一天，丹麦基尔大学的汉斯·克里斯蒂·奥斯特博士在做实验时，偶然将连接电池的导线
落到磁盘上，导致指向正南的磁针剧烈地摇摆。
这引起奥斯特的注意，后经多次试验，证明电与磁能互相感应。
这一偶然现象孕育了电磁学的诞生。
    英国科学家法拉第在1831年发现了电磁感应现象——变化的磁场在闭合导体里产生感应电流，并确
定了电磁感应定律。
    1864年，英国理论物理学家詹姆士·克勒克·麦克斯韦发现电磁学基本原理，即振荡式放电能产生
不用导线传播的放射性的电波。
1873年麦克斯韦出版了《电磁论》，建立了电磁学理论。
他还用数学论证出，电波传播的速度和光速一样，每秒钟约30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七圈半)。
因此，麦克斯韦被公认为无线电之父。
    德国科学家海尼·赫兹，于1884年起依据麦克斯韦的理论进行实验，验证了电磁波的产生、发射与
接收的方法，发明了测量光波及电磁波长的科学方法。
1888年他发表了研究报告《电磁波及其反应》。
这是最早研究电磁波特性的著作。
它为电磁学的发展和无线电广播的运用奠定了基础。
后来，国际无线电协会通过“赫兹”为无线电波波长计算单位的名称，以纪念赫兹的科研成果。
无线电周率的千周、兆周，可以称为千赫、兆赫。
    1894年，俄国科学家亚历山大．斯捷潘诺维奇·波波夫(1859—1906)和意大利人马可尼同时发明了无
线电通信技术。
波波夫1895年5月7日在圣·彼得堡俄国的物理学年会上宣渎了论文《金属屑同电振荡的关系》，报告
了他在无线电科学上的研究成果，并当众表演了他的新发明。
1896年3月24日，波波夫和助手雷布金在俄国物理化学年会上成功地拍发了世界上第一份无线电报：“
亨利希·赫兹”。
1900年，波波夫制作的无线电发报机，发射与接收范围已达148公里。
与波波夫同时，意大利的科学家马可尼(1874一1937)在家里成功地进行了电磁波传递信号的实验。
1896年马可尼迁居英国伦敦，在英国邮政总局公开演示了他的发明，并取得无线电专利权。
次年。
他在伦敦建立了无线电报通讯公司(1900年改为马可尼无线电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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