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外广播电视史>>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外广播电视史>>

13位ISBN编号：9787309060904

10位ISBN编号：7309060903

出版时间：2008-8

出版时间：复旦大学出版社

作者：郭镇之

页数：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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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外广播电视史>>

前言

“当代广播电视教程?新世纪版”这套丛书终于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掠过心头的是阵阵的喜悦！
    不断演进的社会、飞速发展的科技，引发了传播内容与形式的深刻变革，也推动了媒介领域的巨大
革命。
其间，广播电视的出现和发展，正在全球范围内影响着人类文明的进程，形成着独特的文化社会现象
。
可以说，人类社会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地感受到“信息化时代的来临，媒介化社会的形成”。
广播电视（当然我们注意到了网络出现对媒体问壁垒的消融和整合），作为建立在新技术基础上现代
传媒族群中极为重要的媒介，以其特有的传播特征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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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本以广播电视专业学生为教学对象、以世界和中国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经验为教学内容的史论
性教材。
全书分“外国广播电视事业”和“中国广播电视事业”两大部分。
上篇从广播电视的科技进步、体制发展及未来趋势等方面作了宏观阐述，并以翔实的材料和凝练的笔
法对主要国家的广播电视事业作了深入的梳理贯通。
下篇的中国广播电视事业，则“以时为经，以事为纬”，融史料和论述于一体，对中国本土的广播电
视事业发展状况构筑了完备的框架。
  　新版作了较多的变动：外国篇删去了拉美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内容，强化了广播电视体制的论述
；中国篇增补了近几年发生的重大广播电视事件。
与旧版相比，新版更加精炼，更具时代性。
  　本书侧重媒介与社会的互动关系，观点立足于深入的研究，屡有新的见解；史料选择丰富精当，
叙述严谨清晰。
不仅适用于广播电视本科专业学习使用，而且对广电研究者和从业者也颇多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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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英国广播公司的早期节目    英国电视的真正崛起是在1953年。
当年6月2日，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威斯敏斯特宫举行加冕典礼，成为电视的一次盛事。
加冕典礼从早上10点持续到晚间11点30分，BBC转播了全部实况，具有极大震撼力。
与1937年乔治六世国王加冕典礼最重要的区别是，在伊丽莎白女王的加冕典礼上，镜头伸人了威斯敏
斯特宫。
BBC与首相温斯顿?丘吉尔的意见相左，但经女王拍板，说服了原本不同意转播的教会首脑。
盛大的现场实况吸引了创纪录的两千万英国观众。
加冕典礼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一次电视事件。
从此，电视成为主角，广播变成电视的陪衬，女王不时出现在应时的电视节目中，并于1957年作了首
次圣诞电视广播。
而擅长广播演说的丘吉尔则终生厌恶电视。
    （1）演播室专栏    最初，流行的节目有新闻、猜谜、戏剧和儿童节目等。
《我的位置在哪里？
》是猜谜节目，拥有全国90％的观众，每周收到200多封自荐参赛的来信。
当女主持人在现场丢了耳环，男主持人害眼病戴上了眼罩时，这个节目还成了报纸的头版新闻。
    《全景》杂志节目开办于1953年末，因著名播音员丁伯尔比担任主持人而走红。
丁伯尔比确立了可信的父亲形象，许多人向他求教、求援。
《过去的好日子》是怀旧式的戏剧栏目，创办于1953年7月，风行了30年，推出了2 000位艺术家。
    儿童节目《骡子玛芬》的主角是骡子、企鹅、海狮、绵羊。
《苏梯》也是儿童节目，主角是一只橙色的布偶熊。
这个节目的发明者是一个工程师阔比特。
他于1948年为他的儿女买下这个手指布偶，只花了37．5便士。
他先是为子女表演、逗他们乐。
1952年，苏梯上了电视，每集得到10英镑的酬劳。
60年代，熊猫苏伊成为苏梯的女朋友（尽管BBC有人担心，这样做会向儿童输入性意识），然后，其
他动物也一一出现。
1968年，《苏梯》转入独立电视公司（ITV）播出。
此时，健康状况不佳的阔比特也把节目表演者的位子转给他的儿子马修。
马修生于1948年，与苏梯同龄。
《都属于你自己》是BBC于1954年开办的另一个儿童节目，让孩子们自我表现。
一位男孩带来了他的宠物老鼠和宠物鹰。
正当主持人大讲天敌们在家中如何和睦相处时，鹰猛然俯冲下来，出其不意地一口吞下了老鼠。
    当代英国的许多节目形式都是在50年代奠定雏形的。
关于野生动物的纪录片很受欢迎。
丹尼斯夫妇是首先拍摄野生动物的无畏旅行者。
1954年，他们的《拍摄野生动物》和《在非洲拍摄》首先在BBC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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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本《中外广播电视史》教材是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外广播电视史》的改编本，目的是将原来
针对研究生的教材通俗化，使其主要面向本科学生。
《中外广播电视史》被评为“2006年北京高等教育精品教材”，新版教材还被列入“普通高等教育‘
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得到了清华大学和复旦大学出版社的共同资助。
    修订后的教材调整了原《中外广播电视史》的内容，主要调整有：    首先，由于篇幅的限制，把原
来介绍各国历史的第三章“广播电视的分别历史”整体删去，只留下了具有体制代表性的美国、英国
、苏联（俄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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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外广播电视史》(第二版)侧重媒介与社会的互动关系，观点立足于深入的研究，屡有新的见解；
史料选择丰富精当，'叙述严谨清晰。
不仅适用于广播电视本科专业学习使用，而且对广电研究者和从业者也颇多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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