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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自1978年较大规模地引进西h-传播学以来．，我国研究者出版了不少传播学教材，在这些教材中，郭
庆光教授所著的《传播学教程》因其内容全面、论述深刻，被很多高校选作教材并被指定为传播学专
业考研参考书。
该书为&lsquo;&lsquo;教育部&lsquo;九五&rsquo;国家级重点教材&rdquo;、&ldquo;21世纪新闻传播学系
列教材&rdquo;。
 为了帮助考研学生更好地掌握《传播学教程》中所介绍和阐述的知识与理论，使考研复习事半功倍，
我们编写了这本辅导书。
本书按照原教材章节的顺序分为十五章，每章再分&ldquo;本章要点&rdquo;、&ldquo;本章精讲&rdquo;
、&ldquo;历年真题&rdquo;、&ldquo;典型题精练&rdquo;和&ldquo;典型题精练答案&rdquo;五个部分。
 &ldquo;本章要点&rdquo;用表格形式精要地列出本章的考点，分&ldquo;基本概念&rdquo;和&ldquo;基
本原理&rdquo;两个部分。
  &ldquo;本章精讲&rdquo;是对考点的深入解析，分&ldquo;一般识记&rdquo;和&ldquo;重点理解&rdquo;
两个部分。
 &ldquo;历年真题&rdquo;从全国高等院校历年传播学研究生考试试题中筛选出各类有代表性的题目进
行详解，其中包括名。
词解释、问答题和论述题。
为了使考生掌握命题的规律，学会解题的方法，本书收集的题目。
较多、较全，特别是重点名校的考题，对考生会有更大的启迪。
 &ldquo;典型题精练&rdquo;是为考生进行模拟实战准备的习题，考生独立完成之后，可以参考后面
的&ldquo;典型题精练答案&rdquo;，以检测自己对本教材理论知识掌握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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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1）媒介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每一种新的媒介的产生都开创了人类感知和认识
世界的新方式。
传播中的变革改变了人类的感觉，也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创造出新的社会行为类型，因此，
媒介也是区分不同社会形态的标志。
在原始社会里，口语是主要的传播媒介，由于听力的物理限制，人们必须生活在小空间的部落群体中
，相互保持着近距离的密切联系。
文字和印刷媒介产生后，人类由“耳朵的社会”转向了“眼睛的社会”，由于交往和传播不再以物理
空间的接近性为前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疏远，部落社会便发生了解体。
电子媒介尤其是电视的普及再次改变了这种情况，它们把遥远的世界拉得很近，人与人之间的感觉距
离大大缩小，于是人类在更大的范围内重新部落化，整个世界变成了一个新的“地球村”。
无论在国际政治、经济还是跨文化交流领域，“地球村”已经成为形容当今世界的一个普遍的概念。
（2）媒介即人体的延伸。
这是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人的延伸》中提出的概念。
他认为，媒介是人的感觉能力的延伸或者扩展。
印刷媒介是视觉的延伸，广播是听觉的延伸，电视则是视听觉的综合延伸。
每种媒介的使用都会改变人的感觉平衡状态，产生不同的心理作用和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和反应方式。
这个观点说明，不同的媒介具有不同性质的社会影响，但是它并不是严密的科学考察的结论，而是建
立在“洞察”基础上的一个思辨性的推论。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传播学教程辅导与习题集>>

编辑推荐

《传播学教程辅导及习题集》：21世纪新闻传播学系列教材配套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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