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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作者立足于多年的丰富实践经验和教学体会，结合广播电视评论业界最新发展状况，系统阐述了
广播电视评论的基本特点、符号系统、节目形态、功能定位、社会效果，并从实用角度出发，着重讲
解了广播电视评论的策划、选题、采访、写作、解说、剪辑、编排等方面的运作技巧，最后就如何培
养广播电视评论作者的综合素质提出了颇具独创性的见解和建议。
   本书既全方位解析广播电视评论的内涵、特性与基本原理，又综合传授广播电视评论运作流程诸环
节的操作要领；既融会了大量经典、新颖的实践案例，又不乏切实、到位的理论指导。
本书适合广播电视专业师生教学，也有助于广播电视评论从业人员实现能力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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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仲富兰，男，汉族，上海市人，毕业于复旦大学哲学系。
现为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新闻学系主任，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研究中心主任，
《传播学研究集刊》副主编。
长期在上海新闻业界供职，1998年被评定为高级记者，曾经担任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评论员、《今日论
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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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己知彼的研究思维　第二节 广播电视评论节目编排依据　　一、新闻性与即时性　　二、突出性
与相关性　　三、知识性与人情味　第三节 广播电视评论节目编排思路　　一、建构“大编辑”　　
二、稳固“小系统”　　三、演好“重头戏”　　四、保持“平视角”　　五、确保“高品位”　第
四节 广播电视评论节目编排原则　　一、吸引力和公信力原则　　二、冲击力与影响力原则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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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与学风　　二、脚踏实地，勇于创新　　三、勤思维，广游历，多交际　　四、要有“事业心”和
“成就感”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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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的这几十年中，大众传播媒介及其各类文化事业资源，都是由国家控
制分配的。
按照宪法和相关法律及理论的解释，这些资源都是归全体人民所有的，人人有权在平等的基础上使用
和掌握传播资源，政府及相关的机构和群体（主要是媒介机构）受人民的委托掌握、管理传播资源。
但由于缺乏具体的可操作的制度，媒介的控制权和使用权事实上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以致造成了如
“文革”时期那种媒介被少数人利用欺瞒和迫害多数人的悲剧。
在现阶段，它的获得与以职业划分为主要标志的各阶层的实际的社会地位有直接关系。
虽然到目前为止我国传播媒介的所有制和管理模式还没有大的变化，但掌握媒介和使用媒介过程的特
殊性决定了各个不同的社会阶层拥有媒介权力的事实上的不平等。
传媒学者段京肃认为。
我国社会原有的对媒介控制和使用权力的分配模式产生了显著变化。
主要的阶层及其对媒介的控制和使用情况可划分为三类：拥有媒介的控制权，拥有主要的话语权，引
领媒介发展潮流，决定社会舆论导向的强势阶层；拥有媒介的使用条件与使用能力，具有主动的媒介
接近意识，善于利用媒介满足自己需要的中间阶层；被动接近媒介，无条件接受媒介信息，缺乏使用
媒介的基本条件和能力.基本被排除在媒介表现内容之外的弱势阶层。
能否合理地保障广大普通受众的信息传播权力，是媒介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的基本前提②。
新闻是精神活动中特殊的意识形态，正在日益强化社会意识沟通的职能。
不论是媒介资源受国家控制，还是出现社会分化，都不能改变媒介的意识形态特性。
它代表一种观念，一种政治职能，企图说明或改变这个世界。
所以有人说“新闻媒介不仅是人体的延伸，而且充当人类的思想扩充器，是一种得天独厚的意识操控
机构”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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