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媒介与奥运>>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媒介与奥运>>

13位ISBN编号：9787811278248

10位ISBN编号：7811278243

出版时间：2010-3

出版时间：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作者：柯惠新 等 著

页数：377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媒介与奥运>>

前言

　　经过“媒介与奥运”课题组将近两年的努力，我们关于奥运媒介传播效果系列研究的第三部——
《媒介与奥运——一个传播效果的实证研究（北京奥运篇）》（以下简称“北京奥运篇”），终于完
成并即将出版。
想到几年前自己的“美好梦想”——完成关于奥运媒介传播效果的系列研究，真的要实现了，心情难
免激动。
　　“媒介与奥运”系列丛书由“北京奥中篇”②、“雅典奥运篇”和“北京奥运篇”三部构成，较
为完整地呈现了“媒介与奥运”研究课题自2001年以来所有的研究成果。
“媒介与奥运”系列研究的总体目标在于：力图通过翔实丰富的的实证研究，完整地展现在如今媒体
丛生林立、跨媒体交错影响的时代，受众在奥运会这样的全球性盛事中，如何与媒介产生互动，其体
育意识和国家意识如何受到大众媒介的影响，大众媒介在如此盛事中形成了怎样的传播格局与传播模
式，从而为中国的媒介传播效果研究贡献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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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经过“媒介与奥运”课题组将近两年的努力，我们关于奥运媒介传播效果系列研究的第三部——
《媒介与奥运——一个传播效果的实证研究（北京奥运篇）》（以下简称“北京奥运篇”），终于完
成并即将出版。
想到几年前自己的“美好梦想”——完成关于奥运媒介传播效果的系列研究，真的要实现了，心情难
免激动。
　　“媒介与奥运”系列丛书由“北京奥中篇”②、“雅典奥运篇”和“北京奥运篇”三部构成，较
为完整地呈现了“媒介与奥运”研究课题自2001年以来所有的研究成果。
“媒介与奥运”系列研究的总体目标在于：力图通过翔实丰富的的实证研究，完整地展现在如今媒体
丛生林立、跨媒体交错影响的时代，受众在奥运会这样的全球性盛事中，如何与媒介产生互动，其体
育意识和国家意识如何受到大众媒介的影响，大众媒介在如此盛事中形成了怎样的传播格局与传播模
式，从而为中国的媒介传播效果研究贡献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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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顾拜旦对各国体育状况进行了调查，并向部分体育教育相关人士发放了调查问卷，了解人们对体
育的看法，这应该是与奥运会相关的第一次问卷调查，但调查的结果却令人沮丧：人们对体育没有一
致的看法，谁也没有研究过全面的体育教育，到处都在为自己的职能和权限争吵，①他再次强烈地感
受到复兴奥运会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为了把人们聚集在一起，1891年，顾拜旦创办了《体育评论》，积极宣传复兴奥林匹亚的理想，争取
国内外的广泛支持，为推动奥运会的复兴作大量而广泛的思想动员。
②　　顾拜旦四处奔走，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宣传复兴奥运会的理想，他与各国体育组织和团体联系
，并在欧洲各地亲自拜访或是用信函的方式与社会贤达保持联系，向他们积极传播奥林匹亚精神，争
取他们对复兴奥运会的支持。
他发表倡议书和公开信，团结国际体育人士，讨论创办现代奥运会的问题。
他还积极组织和参与各种国际体育会议，在会议上宣传他的奥林匹克梦想。
1892年顾拜旦发表《复兴奥林匹克运动》的学说，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和重视。
　　1894年，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成立之初，顾拜旦就意识到，如果没有强大的新闻媒体与出版物做
后盾，奥林匹克理想就不可能被发扬光大。
所以国际奥委会成立几个星期后，就出版了第一个官方出版物——《奥林匹克运动会国际委员会公报
》，这成为后来国际奥委会官方刊物《奥林匹克评论》的雏形。
在1895年，顾拜旦通过巴黎新闻记者联合会发行一种新闻卡片，对奥林匹克理念进行宣传，这应该算
是奥运会历史上最早有意识的新闻宣传活动。
到1937年顾拜旦去世为止，他一共发表了1300多篇文章，这些文章遍及法国乃至国外的70多家出版社
出版的书刊杂志，所以顾拜旦“自称是一位新闻工作者”，他曾经说过：“我考虑到了一个新闻工作
者的使命，就是要推进人类的文明和进步”。
④　　顾拜旦是一位成功的传播者，他充分地利用人际传播、组织传播，以及新兴的大众媒介等各种
手段，宣传复兴奥林匹克的理想和荣光，呼唤着现代奥林匹克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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