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对“新闻无学论”的辨析及反思>>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对“新闻无学论”的辨析及反思>>

13位ISBN编号：9787504355799

10位ISBN编号：7504355798

出版时间：2008-7

出版时间：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作者：唐远清

页数：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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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新闻无学论”的辨析及反思>>

内容概要

本书首次系统梳理了由新闻“有学”还是“无学”论争所引发的相关学术文献；在此基础上对“新闻
无学论”进行了辨析，将其20种代表性论点概括归纳为八种基本内涵，并对“新闻无学论”做出了内
涵界定；然后探究了新闻学定义、研究对象、研究种类；辨析了新闻学学科属性及地位；最后提出了
新闻学由“幼稚”向“成熟”发展的四大对策性建议。
作者在本书结语强调，要彻底平息“新闻无学”声浪，需要新闻学术界对其进行善意解读，在“浅学
论”的针砭中虚心成长。
　　从目前新闻学学科发展及学术研究的现状看，本书论点具有现实意义，尤其是作者提出的新闻学
走向成熟的四大途径：遵守逻辑规则、坚持学术规范、平衡协调好科学精神与政治原则间的关系、妥
善处理好理论抽象与指导实践的关系，仍然是新闻学学科发展中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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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唐远清，1971年出生于四川省开江县。
新闻学博士,新闻学博士后。
本硕博先后毕业于中国新闻学院、北京广播学院新闻传播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新闻学专业。
1995年起从事新闻采编、经营工作，先后担任报社编辑、记者、记者站站长，杂志策划、执行主编等
职。
2006年7月分配至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新闻系任教。
2007年8月成为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联合培养）首位入站博
士后。
已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
独著《对“新闻无学论”的辨析及反思——兼论新闻学学科发展》。
参与《新中国传媒50年》、《马克思恩格斯报刊活动及新闻思想研究》、《媒介产业：全球化·多样
性·认同》、《新闻发布与新闻发言人实务》、《新世纪大众传媒的发展——中俄学者的对话》、《
新闻业务》等图书的编撰，承担策划、统稿、终校、主编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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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绪论第一节 选题背景——新闻学：在“新闻无学”声浪中踯躅前行四、快速发展的新闻教育
却受到贬损评价作为新闻学发展支柱的新闻教育，近年来急速升温，快速发展，这集中地体现在全国
新闻学教学点数量和全国新闻学专业招生规模的急剧攀升上：全国开办新闻学与传播学专业教育的院
校已达400所左右，教学点超过600个，在校生已达十几万人。
新闻教育急速升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对新闻教育的认可和重视，这对新闻学发展和学科建设
无疑是有利的。
但在快速发展的同时，新闻教育却受到了教育界和新闻业界的贬损评价。
一方面，教育界对新闻教育提出了批评，认为新闻教育已经出现较为严重的泡沫化倾向。
这表现在新闻教育的数量和速度上去了，质量却没有同步上去，如一些新闻院校的师资力量、教学质
量等得不到保证，一些新闻系教师从未接受过新闻教育，或者没有过新闻实践经验。
另一方面，新闻业界对新闻教育的整体评价越来越低。
这既表现在一些相关研究课题的调查数据和业界人士对新闻教育发表的公开的批评意见，更表现在新
闻学专业的毕业生面临的越来越大的就业压力。
不少新闻媒体早已不将是否是新闻学专业毕业作为招聘标准，有些新闻媒体甚至拒绝招收新闻学专业
的毕业生。
一些新闻专业报刊所作的调查显示，由于与传媒实践脱节等问题，新闻教育已引起了业界的强烈不满
，新闻媒体不招收新闻学专业毕业生只是这一不满的典型表现而已。
“是谁抢了新闻专业毕业生的饭碗”、“中国的新闻教育需要革命吗”、“新闻教育：离梦想有多远
”、“传媒教育：一半是繁华一半是忧虑”、“中国新闻教育：你往哪里去”等类似标题，从不同侧
面反映了新闻教育所面临的尴尬及其所揭示的新闻学发展和新闻教育中所存在的问题及潜在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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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对"新闻无学论"的辨析及反思》是根据作者的博士学位论文改编而来的。
该论文从善意解读和理性反思的角度，对“新闻无学论”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价，并且还提出
了新文学从幼稚到成熟的四大对策性建议，这对今后新闻学的发展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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