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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在以下几方面试图做了一些尝试：力图显现结构的整体系统性，
力图实现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尽量使用第一手资料。
　　本文在借鉴和吸收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横向剖析，纵向拉纲。
既有对妇女报刊和女新闻工作者的典型分析，又有整体上的综合。
在分析具体妇女报刊和女新闻工作者，以及归纳妇女报刊和女新闻工作者发展阶段的过程中，本书做
了一些创新。
例如，经过重新考证，本书认为我国第一位女新闻工作者不是裘毓芳，而是康同薇；经详细论证，本
书认为新文化运动时期是我国妇女报刊和女新闻工作者的转型期。
　　本书不仅运用个案分析法来研究妇女报刊和女新闻工作者的作品，还用比较法来研究女新闻工作
者，力图得到全方位、立体的认识。
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为补充现有的研究成果提供了可能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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