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舆论传播学教程>>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舆论传播学教程>>

13位ISBN编号：9787307102163

10位ISBN编号：7307102161

出版时间：2012-12

出版时间：武汉大学出版社

作者：周宇豪

页数：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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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舆论传播学教程>>

内容概要

　　《普通高等院校新闻与传播学精品规划教材：舆论传播学教程》是一本以新闻学与传播学专业本
科生及研究生教学为主、详细探讨舆论传播基本规律和实践的专业基础性教材。
该教程突破传统教材中将舆论学与传播学进行割裂研究的模式，将二者置于舆论传播学基本理论框架
之内，以最新理念研究舆论传播的演变、性质、形态和功能，对舆论传播形成的模式、大众传播媒介
（包括新媒体）与舆论传播以及舆论传播与政治文明的关系、危机传播、舆论监督与法制建设等范畴
提出许多新的观点。
对当今世界具有代表性国家的舆论监督状况作了引介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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