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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97年，教育部正式将新闻传播学列为国家一级学科.下设新闻学、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这是新
闻传播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
由此上溯79年，1918年，北京大学成立新闻学研究会，标志着中国开始有了新闻学的学术研究；由此
上溯40年，1957年，作为传播学最重要对象的大众传播开始以“群众思想交流”的译名为国人所知：
由此前行13年，2010年。
新闻传播学研究领域仅在一年之中。
已经可以列出很多件可圈可点的事情，“中华新闻传播学者文丛”的出版，就是其中之一。
　　经历了92年的风雨和春秋，对于一个人的个体生命来说，已近期颐之年；对于一个学科来说，也
应是臻于成熟之时。
学科成熟的标准在于学科范式的形成。
按照首倡范式学说的美国学者库恩的说法，“范式”一词无论实际上还是逻辑上，都很接近于“科学
共同体”这个词。
科学共同体由一些科学专业的实际工作者组成，他们由所受教育和见习训练中的共同因素结合在一起
，他们自认为，也被人认为专门探索一些共同的目标，也包括培养自己的接班人。
共同体的内部交流比较充分，专业方面的看法也比较一致。
同一共同体成员很大程度上吸收同样的文献。
引出类似的教训。
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的学科发展史就是这样的学术共同体在前60年左右的时间于探索和奋斗中初见雏形
。
在后30多年的时间于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迅速壮大的历史。
　　由于新闻、传播在政治运作中的巨大作用，由于新闻、传播的业务开展与新闻、传播实业组织的
紧密联系。
中国有相当多的政治人物和新闻、传播的业界人物进入或一度进入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科的“科学共同
体”，或者，考虑到在新闻传播研究中，不同于一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人文性质研究占有重
要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位置。
我们在更为宽泛的意义上称之为“学术共同体”。
真正完全投身于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科的“学术共同体”的，是一批新闻传播学界的以学术为生命的学
者，他们主要生活、工作在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系统和高等教育系统。
就人数而言，高等院校的新闻、传播院系的教师占有绝大多数的比例。
1978年，中国恢复新闻学硕士生教育；1985年。
开始培养博士生；1999年，有了博士后流动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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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作者是传播心理学研究与新闻业务研究上有重大影响的学者。
本书是作者30年研究成果的总结。
全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传播心理学研究——展现了作者多年来在传播心理学研究各个方面的课
题，是国内这方面研究的前沿成果；第二部分传播、媒介与社会研究——作者紧扣我国社会的变化，
研究了媒介理论与社会的互动问题，在理论探索中表现了自己的见解，有相当的深度；第三部分传播
实务研究——对我国社会转型期各类新闻报道的运作与广告、网络的管理和使用研究了一系列突出问
题，理论联系实际，有现实针对性与指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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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申凡，1947年出生，河北宁晋人。
1983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新闻学专业，法学硕士。
现为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享有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
 
    1986年出版了教材《新闻采访学纲要》，1999年修订后出版了《当代新闻采访学》。
1988年出版了专著《采访心理学》。
2001年作为第一副主编编写出版了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统编教材《新闻心理学》，并作为主编编写
该书的辅导教材与练习册。
 
    在大众传播媒介及传播理论研究方面出版有专著《中国企业报研究》《市场经济与企业报改革》《
当代传播学》。
发表有论文《论传播资源》《解放以来我国报业结构演变探析》《中国民间传播及其对中华文化的影
响》等。
 
    主持完成过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我国新闻学教育的问题与对策》，主持完成过两项湖北省社会
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湖北省新闻宣传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改革研究》《宣传思想文化如
何为构建和谐湖北服务研究》，主持的教改课题《文理交叉培养复合型新闻人才》获湖北省优秀教学
成果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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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以建立传播学的分支学科为宜。
这是因为，主要是由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心理学家等奠基了的传播学基础理论，按照学科发展的规
律，初具规模的学科到了一定时候，必须分层研究，也会进行分支研究，以此推动研究的深化；分到
了一定程度再进行综合，才能把本体研究推上一个新的台阶。
对于传播学而言，现在既需要对传播研究的五大传统领域分层去深化研究，也需要从社会心理、文化
、符号等层面进行传播社会学、传播心理学、传播文化学、传播符号学等分支的研究，从这个意义上
来说，建立传播心理学这个分支学科对传播研究是十分必要的，是有它的理论价值的。
 　　那么用什么样的研究体系能把传播心理学从传播学母体中分离出来呢？
　　我们知道，要不要建一个学科，不能仅仅从“做学问”的需要出发，从研究者个人的兴趣出发，
而是看它有什么价值。
这首先是看它的现实价值，即对以后的学习者、使用者有什么用。
传播学是20世纪兴起的一门新兴学科，它的切人口是信息传播。
但是，这个“热门”一开，从此人口进门的人很多，有社会学家、新闻学家、心理学家、政治学家、
语言学家、人类学家乃至通信专家等，他们介入后进行的研究既可以说是本学科研究的延续，也可以
说传播学的一部分。
如果我们把这些学科伸人到传播学中的部分归拢起来进行整理，讲清其研究脉络与走向，归纳其方法
（有创新的，也有未创新的），不以介绍传播学的方式出现，而是以展现心理学切入的方式来进行，
有课题又有方法。
这对于介入传播学研究的该学科专业人员有整理理论的作用，也有廓清思路的作用；对于其他学科介
入传播学者有帮助和借鉴作用；而对于一般的学习者则有提示、指导与辅导作用。
这可以成为我们建立这个分支学科的起点，这仅仅是传播心理学的基础层次。
更重要的是在此基础上我们应当以发展传播的研究为目标，把传播学还没有研究的课题，或是对研究
了没有深人下去的方面展开研究，以这样的方式在传播学分化的研究中占据一席之地，并在这一过程
中建立这一学科。
　　对于这个分支学科我们有什么样的期望呢？
　　学科一词有多种解释，比如，有按照学问的性质而划分的门类，像物理学、化学等；还有类似学
说的用法，指学术上有系统的主张或见解；有完整、独立、系统的学说的体系等。
并且学科也不是只有一种模式，学科之间有些也是很难比较的，比如说母学科与子学科之间无论理论
抽象水平还是严密程度，都是难以类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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