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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闻传播事业是一项重要的社会事业，它能够深刻地影响人们的生活。
为了促进新闻传播事业乃至整个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健康发展，新闻从业人员乃至全体社会成员
都应该学习和了解新闻传播学基本知识。
新闻传播学是专门研究新闻传播事业的产生、发展及其规律的科学。
具体来说，它包括对新闻、新闻传播、新闻传播要素、新闻传播效果、新闻传播事业、新闻传播事业
与社会其他相关事业之间关系等方面的探讨。
学习和研究新闻传播学，应该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同时也应借鉴当代其他学科特别是传播学的
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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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铭泽，男，1956年11月出生，湖南岳阳人。
本科和硕士研究生毕业于湘潭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学士学位和法学硕士学位；博士研究生毕业于中
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获法学（新闻学）博士学位。
先后在湘潭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广州师范学院、暨南大学任教。
1995年4至1999年5月，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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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绪论第二节　学习和研究新闻传播学的意义一、社会全体成员都应学习新闻传播学的基本知
识新闻传播事业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中一种令人瞩目的、须臾不可分离的、心神向往的重要事业。
它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工作和学习。
如何更好地认识新闻传播媒介、批评新闻传播媒介和利用新闻传播媒介，已经成为人们面临的一个重
要问题。
因此，所有社会成员都应该学习和了解新闻传播学的基本知识。
这主要由以下三个方面来决定：第一，正确地认识新闻传播媒介是每个社会成员必备的基本常识。
在当今信息社会，新闻传播事业已经成为社会全体成员须臾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将每一个人和外部世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
工作和学习。
这就要求每一个社会成员要了解新闻传播媒介的性质和功能，树立正确的新闻信息观念和新闻传播媒
介观念。
第二，正确地利用新闻信息是每个社会成员求得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
新闻传播事业能够提供给人们所需要的各种信息，这些信息帮助人们了解外部世界，适应和改造外部
世界，更好地求得生存和发展。
这些信息能够解除人们由于紧张劳动而产生的疲劳，娱乐人们的身心，陶冶人们的情操。
如果不接触新闻传播媒介或不能正确利用新闻传播媒介，人们的生存和发展就会受到严重影响。
第三，批评新闻传播媒介和监督新闻传播媒介是每个社会成员应有的职责。
新闻传播者(含新闻传播媒介)和受众(包括读者、听众和观众)是新闻传播过程中的两个行为主体，新
闻传播媒介代表受众对政府实行监督，同时也应该自觉地接受受众的监督，这样才能形成一个良好的
舆论环境。
从根本上说，新闻传播者和新闻媒介是为受众服务的。
但是，在实际工作中，有些新闻传播媒介往往出于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压力，或出于一己之私利而歪曲
事实、误导舆论、“贩黄贩毒”。
这些信息垃圾严重毒化社会风气，对于心智发育未全的青少年危害尤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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