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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9新闻传播学笔记与考研真题详解》是新闻传播学各个高校考研真题与典型题详解的复习资
料，是参考新闻传播学权威教材、全国各大院校新闻传播学试题的结构和内容来编著的。
《2009新闻传播学笔记与考研真题详解》全面总结了新闻传播学专业基础理论及实务知识，包括新闻
理论、传播理论、中国新闻传播史、外国新闻传播史、新闻业务及公关与广告六大部分。
每部分划分为若干章节，各章均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本章复习笔记；第二部分是考研真题与典
型题部分，按概念题、简答题、论述题等形式对各章的考研真题与典型题进行了整理；第三部分为考
研真题与典型题详解部分，对第二部分的所有考研真题与典型题进行了详细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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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新闻理论第1章 绪论第2章 新闻第3章 新闻选择第4章 新闻传播的要求第5章 新闻传播过程第6
章 新闻事业第7章 新闻媒介第8章 新闻自由与社会控制第9章 舆论监督第10章 新闻工作者的素养与职业
道德第二部分 传播理论第1章 传播学的研究对象与基本问题第2章 人类传播第3章 传播类型第4章 传播
制度与媒体规范理论第5章 传播媒介的性质与作用第6章 大众传播的受众第7章 传播效果研究第8章 大
众传播的宏观社会效果第9章 国际传播与全球传播第10章 传播学研究史和主要学派第三部分 中国新闻
传播史第1章 中国古代的新闻传播活动第2章 中国近代报刊的产生与初步发展第3章 国人办报活动的兴
起与维新运动报业的大发展第4章 辛亥革命的新闻事业第5章 民国初年的新闻事业第6章 “五四”时期
的新闻事业第7章 中国共产党成立和大革命时期的新闻事业第8章 十年内战时期的新闻事业第9章 抗日
战争时期的新闻事业第10章 人民解放战争的新闻事业第11章 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新闻事业
第12章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新闻传播事业第13章 改革开放以来新闻传播事业的
总体变化第14章 1949年以来的台湾、香港、澳门新闻传播事业第四部分 外国新闻传播史第1章 总论第2
章 欧洲主要国家的新闻传播事业第3章 美国与加拿大的新闻传播事业⋯⋯第五部分 新闻业务第六部分 
公关与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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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部分 新闻理论　　第1章 绪论　　1.1 复习笔记　　一、新闻学的形成与发展　　1．新闻学
的含义　　新闻学是研究新闻传播活动和新闻事业客观规律的一门学科。
它以人类社会客观存在的新闻传播现象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研究的重点是新闻传播活动的基本规律
以及新闻传播事业与人类社会的关系，探索新闻事业的产生和发展的特殊规律、新闻事业的性质、任
务、特征、作用以及新闻工作的原则和方法。
　　2．世界新闻学的形成与发展　　（1）概况　　①最初的新闻学即“报学”。
早期新闻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是探讨报纸的采写和编排方法与技巧。
　　②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闻学在西方逐步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新学科。
一批现代新闻教育院校出现，一些新闻学研究所成立，同时还诞生了一批源于新闻实践、以理论研究
为重要内容的新闻学著作。
　　③20世纪40年代至今，新闻学在西方（以美国为代表）的发展十分丰富而庞杂。
开始注重综合性的宏观研究，并提出了一系列与新闻传播实践密切相关的新闻观念，主要有：新新闻
主义，调查新闻学，精确新闻学，倡导新闻学，多视角新闻学，发展新闻学，公共新闻学（公民新闻
学）等。
此外，传播学对新闻学的发展带来了相当大的影响，使其在总结反思中前行，在变化的媒介环境中构
建新的理论。
　　目前，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络新闻传播中的诸多理论问题已成为新闻学关注的新焦点。
　　（2）西方主要新闻学专著　　①《德国新闻事业史》：1845年由德国人普尔兹撰写，是世界上第
一本新闻学专著，标志着世界新闻学的形成。
　　②《实用新闻学》：美国新闻记者休曼于1903年所著，涉及新闻采写编辑、新闻史、新闻伦理、
新闻法规等多方面的知识，作为美国第一本实用性新闻学专著，建构了新闻实务与新闻理论、新闻历
史相结合的新闻学研究体系。
　　③《舆论学》：1922年美国著名专栏作家李普曼所著，该书将舆论过程作为新闻现象的本质，阐
明了舆论与新闻传播的关系，揭示了舆论传播与新闻学深刻的内涵，为新闻学拓宽了研究视野。
　　④《新闻学原理》：美国著名报人约斯特于1924年所著，系统论述了新闻起源、新闻性质、新闻
真实、新闻伦理、新闻选择标准、新闻社会责任等涉及新闻学原理的一系列问题，为新闻学科理论体
系构筑了基本的框架。
　　⑤《报刊的四种理论》：美国新闻学家施拉姆所著。
该书为西方代表性的新闻理论著作。
　　3．中国新闻学的形成与发展　　（1）发端：①洪仁玕的《资政新篇》，论述报纸“通上下、昭
法律、别善恶”等作用；②王韬的《循环日报》、论文《论日报渐行于中土》等，主张报纸议论时政
，沟通上下，倡导言论自由；③维新变法的领导者康有为、梁启超是19世纪中国新闻思想的集大成者
，康有为明确提出政党报刊思想，梁启超则认为报刊是国君和臣民的耳目喉舌。
④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把鼓吹民族民主革命看作是报纸的首要任务，他们极力强调报
刊在政治斗争中的巨大作用，认为报纸不仅要反映舆论，还要影响舆论和制造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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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09新闻传播学笔记与考研真题详解》特别适用于硕士研究生人学考试中新闻传播学科目的考
生，也适用于各大院校学习新闻传播学的师生参考，对于参加新闻传播学相关考试、自考及其他相关
专业人员来说，也是一本学习新闻传播学的很好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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