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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本《性属媒介与权力再生产--消费社会背景下电视对男性气质的表征研究》(作者吕鹏)从研究性质
上看，是建立在电视节目类型学研究基础上的文化研究；从研究方法上看，是在表征理论指导下的符
号学研究；从研究的学科上看，是传媒研究与性属研究相结合的跨学科研究；从研究的目的上看，其
着重探讨的是在符号化消费越来越普遍的消费社会这样的一般语境之中，作为大众传播最重要的媒介
之一的电视，是如何通过不同类型的电视节目编码男性气质，电视观众又是如何解码男性气质，从而
共同建构了当代社会男性气质矛盾而又多变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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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吕鹏，1980年出生，辽宁庄河人。
毕业于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文化与传媒专业，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
助理研究员。
主要研究领域和学术兴趣在文化研究、电视研究、广电产业和传播理论等方面。
在《现代传播》《国际新闻界》《中国电视》《中国广播电视学刊》《中国传媒报告》等学术杂志发
表论文近50余篇。
曾获“中国新闻奖”“中国广播电视学术论文奖”等多个奖项。
参与或主持多项国家社科、省部级项目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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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五、从民生话语到和谐话语：自觉期（2003年至今）从2003年开始，中国电视新闻在
编辑理念上又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
伊拉克战争的直播、抗击SARS病毒的报道，以及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开播和电视“三贴近”原则的提
出，使电视新闻编辑理念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话语之下获得了更多的发展，也使电视新闻获得更多的生
存空间和发展可能。
在经历了萌芽期、过渡期、发展期和成熟期之后，中国电视新闻编辑理念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
大背景下走向了自觉期。
电视新闻编辑理念发展到自觉期的标志是，电视新闻从节目到栏目到频道一直到台都有了统一的定位
，品牌化的运作方式成为常态，新闻编辑理念逐渐系统化并能够在实际应用中不断深化和提高。
自觉期的电视新闻编辑理念注重人文传播理念，在细节处体现人文关怀；注重文化传播理念，将学术
性和知识性的严谨与娱乐性的张扬很好地进行集合；注重社会传播理念，能够很好地整合环境监测与
社会协调两大功能；注重时代传播理念，把时代特征和传统美学进行完美的结合；①注重发展传播理
念，将指导未来与思想解放作为自己的社会涵化目标；注重娱乐传播理念，把广播电视的服务性和娱
乐性很好地统合；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自觉期的广播电视编辑理念注重的是和谐传播理念，将所有
传播理念进行很好的融合，既强调统一政策指导性，又强调个性化，以使电视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
建构中起到其应有的社会功能和作用。
从2003年起，电视栏目品牌化、绿色收视率、专业频道品牌化、电视的“竞合”、本土化和区域化的
传播等编辑理念的提出，可以看出自觉期的电视新闻编辑理念不但能够结合社会的话语变化做出自己
的调整，同时能够结合自身的特长和优势，在保证社会效益实现的提前下加大经济效益的获取。
同时，由于消费社会的影响的加剧，新闻专业主义理念逐渐被新闻消费主义所消解，电视新闻的“娱
讯（infotainment）化”倾向越来越明显。
新闻编辑理念在新闻的诉求、倾向、叙事方式等方面都发生了重大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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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性属、媒介与权力再生产:消费社会背景下电视对男性气质的表征研究》是由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出
版的。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性属、媒介与权力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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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