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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新闻学概论》自2003年12月推出第二版，5年已经过去。
在我挥汗如雨再次修改《新闻学概论》之时，正值北京奥运会开幕之日。
在奥运舞台上。
中国向世界展示了灿烂的文明和辉煌的年代。
也同样在奥运舞台上，中国传媒业和全球传媒业展开同场竞技，展示中国传媒业经过30年改革的实力
。
5年的时间，中国传媒业从运行理念到运作技能都跃升到了一个新台阶，新闻传播学的探讨有了长足
的进步。
这促使我对《新闻学概论》再次作重大修订和补充。
本次修订补充，整体框架仍旧未变，主要修补在以下几方面：一、补强了以互联网为中心的新媒体和
媒体融合的内容。
二、重新改写了媒体管理和经营的两个章节。
三、在第七、第十三、第十六等章中增补了一些重要观点并作了修改。
四、更新了许多案例。
新闻学没有文史哲那么博大精深，它是在新闻实践的不断展开中显示出自己的丰富性来的。
中国的新闻改革在继续深化，新闻实践在不断变革，新闻传播学的探索永无止境，《新闻学概论》的
修改和补充也将继续进行。
《新闻学概论》自2001年3月出版至今，承蒙读者厚爱，7年时间共印刷20次。
其间，我收到不少大学新闻传播学专业学生们的来信，我还有更多时间和全国几十所大学的学子们面
对面交流。
无论是赞扬，还是批评，他们的真诚都让我感动，让我体验到作为一名教师的幸福和快乐。
如果说，通过讲课和教材、著作、论文的写作，我能给学生们一些知识和启迪，那么，学生们给了我
学术的青春和活力，推动我永不止步去探索。
我真诚地说一声：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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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闻学概论(第3版)(新世纪版)》是《新闻学概论》被教育部列为“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并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课程后，作者进行修订后的第3版。
《新闻学概论》着重总结和阐述人类新闻活动，主要是新闻事业的基本规律即新闻学的基本概念和知
识，为进一步掌握新闻业务、探索新闻理论、研究新闻史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系统基础知识。
作者20多年来先后写过5部“新闻学概论”方面的专著和教材，《新闻学概论(第3版)(新世纪版)》是其
最新研究成果的结晶。
本次修订主要包括：　　增补了以互联网为中心的新媒体和媒体融合的内容；　　重新改写了媒体管
理和经营的两个章节；　　在第七、第十三、第十六等章中增补了一些重要观点；　　更新了许多案
例。
　　《新闻学概论(第3版)(新世纪版)》适用于新闻传播学科的专业基础课程，也是宣传工作者、新闻
爱好者提高新闻业务的优秀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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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良荣，1946年1月出生于浙江省镇海县。
1968年7月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1982年7月获硕士学位。
著名的王中教授是他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的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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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任委员，华中科技大学、浙江大学、暨南大学等十余所高校的兼职教授。
作者专擅新闻学理论和宣传学，致力于研究当代中国新闻媒体和世界新闻媒体的发展和改革，著有《
新闻学概论》、《中国报纸文体发展概要》、《宣传学导论》、《中国报纸的理论与实践》、《西方
新闻事业概论》、《当代西方新闻媒体》等专著及一批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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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新闻活动第一节　新闻活动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在现代社会，人们一谈到新闻，总是联想
到报纸、广播、电视。
报纸、广播、电视，在新闻学上总称新闻事业，在传播学上称为大众传播媒介（简称大众传媒）或新
闻媒介。
新闻事业的迅速发展，使得它对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人类文明的一个标志。
无论是繁华都市还是边陲山寨，读报、听广播、看电视、上网络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
分。
人们通过这些传播工具来了解国内外的重大事件。
但是，我们只要稍稍注意一下就会发现，在社会生活中，除新闻事业外，人们还通过其他各种途径来
相互传递新闻。
在茶坊中，在车船上，在亲戚朋友聚会的时候，人们总自觉或不自觉地相互打听新闻。
信件、传真和电话中也有新闻。
现在，手机短信正成为人们相互传递新闻的重要途径。
另外，我们开会、听报告、研究工作，同样可以了解到不少新闻。
这说明，在人们相互之间的交往中，相互传递新闻的活动在普遍地、持续地进行着。
因此，我们说，了解和传播新闻这样一种新闻活动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
从广义上说，新闻活动不限于和大众传播工具的直接接触，还包括人们为沟通客观世界新近变动的情
况所进行的一切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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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屈指数来，我已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本科生上了20年的《新闻学概论》课，应得上一句俗话：年年
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
20年来，面对一届又一届新生，《新闻学概论》课的框架基本未变，但每年总有一些新的观点、新的
思考充实进去。
这是从不断进步着的新闻实践中总结出来，也是从不断深化着的新闻学研究中借鉴过来的。
于是，20年来，我先后写过四本《新闻学概论》方面的书。
本书是在原先几本《新闻学概论》基础上修改、充实而成。
我指导的博士生林晖参与了全书的编撰工作。
其中本书的第十一章由林晖编写，第十六章由我的博士生张克旭编写，第三章、第八章由我的博士生
孙玮、洪兵、林晖共同编写。
我永远怀念我的导师：已故的王中教授。
他的睿智至今还启迪着我。
我深深地感谢栽培过我的余家宏、宁树藩、董荣华、徐培汀、叶春华等一批德高望重的老教授。
在我的新闻学教学、研究中，一直得到新闻界同行、读者的关心、指点。
本书定会有纰漏之处，恳请继续得到他们的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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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闻学概论(第3版)(新世纪版)》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新闻学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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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