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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内外经典教材辅导系列是一套全面解析当前国内外各大院校权威教科书的辅导资料。
郑超然主编的《外国新闻传播史》是国内最受欢迎的标准外国新闻传播史教材之一。
本书遵循该教材的章目编排，共分为八大篇25章，每章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复习笔记，总结本
章的重难点内容；第二部分是课(章)后习题详解，对该教材的所有课后习题都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整
理；第三部分为考研真题与典型题详解，精选详析了部分名校近年的考研真题，并针对重难点相应整
理了典型题。

　　圣才考研网(www.100exam.com)提供全国所有高校各个专业的考研考博辅导班(保过班、面授班、
网授班等)、国内外经典教材名师讲堂(详细介绍参见本书书前彩页)。
购书享受大礼包增值服务【100元网授班+20元真题模考+20元圣才学习卡】。
本书特别适用于各大院校学习该教材的师生以及在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中参加新闻传播学科目
考试的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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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口语传播　　1.1　复习笔记　　一、口语传播　　1．概念　　口语传播是人类传播活
动的第一个发展阶段，当社会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时，只有依靠音讯传播、协调人类行动，共同与大
自然作斗争，才能求得人类的生存和延续。
这一时期，人们使用以口语为主，以标志、声光、图式等为辅的原始、简单的手段来传播音讯。
　　2．传播方式　　（1）口头传播　　①口头传播，或称为口语的传播，以口语述说来传达思想、
消息与态度。
　　②语言产生的意义　　a．人们不再只通过各种断续的嚎叫、音节，简单的姿势和身体的动作来
应付大自然的威胁和共同劳动。
人们通过单词、数字及其他代号，加上语言和逻辑规则来交流。
　　b．语言的产生还使人们的分类、抽象、分析、综合及推测等思维能力加强，使人类在音讯传播
的长度、深度、广度及精细程度上有了进步，并使人类与自然的斗争经验得以相传。
　　c．语言的运用加快了人们信息交流的传输和接收速度，使人们无须再用如现代人&ldquo;动作字
谜&rdquo;游戏的方式来传递音讯，减少了编码解码时问。
简言之，语言是伟大的工具，是社会的共同纽带。
　　（2）标记传播　　标记传播是指借助一定物体或符号为载体，传递或保存音讯的传播方式。
结绳是一种传递音讯和帮助记忆的特殊符号。
　　（3）声光传播　　①声光传播是指以声和光作为传递信息载体的传播方式。
较之口头传播具有速度快、距离远的优势。
借助声音的高低长短、光线的强弱等多种变化传达较为复杂的内容。
　　②表现方式：敲击响器、吹奏号角、点燃烽火等。
　　（4）图式传播　　图式传播是指用简单的书写符号或图形来表达意思、传递音讯、记载事实的
传播方式。
　　二、口语传播的内容&mdash;&mdash;音讯　　（1）音讯是一种符号或一组符号，由某一来源发
端，可由接受者任作解释。
音讯和新闻不同，音讯是一个笼统的传播名词，新闻、非新闻均可包括在内，音讯可能是指新近发生
的事物，但并不一定具有新闻的要素。
音讯可转化为新闻。
　　&hellip;&hellip;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郑超然《外国新闻传播史》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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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