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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受众的接受条件
第二节 受众心理对传播者的影响
一、受众热心期待是创作的动力
二、受众需求具有引导传者调整创作内容、
形式的功能
三、对不同受众要调整表达方式
四、传播者面对围观受众对创作心理的影响
第三节 传者与受众的关系
第九章 播音员的个性心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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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性格及类型
三、气质与性格关系
四、播音员的气质性格的意义
第二节 播音员的能力与修养
一、能力的概述
二、播音员的能力结构
三、播音能力的培养
四、播音员的修养
第十章 播音员的管理心理学
第一节 选拔及选拔中的心理学
一、选拔及其心理学
二、影响选拔的心理因素
第二节 培养与教育
一、培养
二、教育
第三节 播音工作的管理
一、人员结构
二、群体凝聚力产生的条件、作用
三、领导者的素质
四、思想政治工作和业务管理中的心理学问题
五、个体心理健康与心理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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