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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1994年起，侯东阳就在河南一所大学讲授舆论学和传播学。
十五年后的今天，她出版了《舆论传播学教程》一书。
这可以称为厚积薄发，功到自然成了吧。
编教材与写专著相比，有它特别的难处，那就是教材的规范性、公认度和普适性。
在中国大陆，规范性较强的舆论学教材尚是紧缺之项。
本书的问世，的确需要酝酿和积淀一些年头儿的。
　　但本书已非纯粹的舆论学著述，而是舆论学与传播学的交叉之作了。
传播学传人中国大陆，已经过了30多个春秋。
30年的时日，说短也不算短了。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新中国成立，不就才30年的岁月吗？
期间有无数崭新学说传入华夏大地，由此成就的学业、事业、伟业难以胜数。
传播学与其他许多新兴学科一起，乘改革开放的春风传人中国大陆，30年间结出的果实或许可以称为
丰硕，但它早该穿过介绍和套用的初始阶段，尽力避免或减少牵强附会、强词夺理、拿术语作标签儿
到处贴的弯路，及早把传播学的科学原理当作认识工具和方法，回答时代的和历史的、世界的和民族
的信息传播中的种种疑难和现实问题。
这当然是有难处的，正如作者所说的：“舆论学借鉴传播学的理论和方法尚不熟练，有待进一步加强
。
”　　本书从篇章结构到重点问题的论述，见不到对传播学概念的生搬硬套和有意炫耀，而是着意把
舆论形态当作一种过程加以研究和阐述。
传播学注重揭示社会行为的内在结构和结构要素之间的互动过程，用这种方法研究舆论行为的性质和
规律，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原则，实践证明也是行之有效的。
　　大家公认，李普曼是舆论学的创始人。
他的《舆论学》一书出版于1922年。
可在此书出版前的近20年间，中国人梁启超就通过一系列论著，阐发出相当系统的舆论学思想。
当然，从总体上说，李普曼的舆论思想比梁启超先进，但梁启超的许多有关舆论的见解，其思想的深
刻透彻和表述的尖锐准确，在当时的中外学者中的确是胜人一筹的。
这当然是因为梁启超学习了西方的舆论思想，然而更重要的是他继承了中国几千年的舆论学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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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舆论传播学教程》从篇章结构到重点问题的论述，见不到对传播学概念的生搬硬套和有意炫耀
，而是着意把舆论形态当作一种过程加以研究和阐述。
传播学注重揭示社会行为的内在结构和结构要素之间的互动过程，用这种方法研究舆论行为的性质和
规律，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原则，实践证明也是行之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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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侯东阳，女，1967年出生，现任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暨南大学新闻学
在读博士。
研究领域涉及新闻学和传播学理论、舆论传播学、民意调查、国际传播、报纸副刊研究、中国舆论史
、中国传播史等方面，主攻中国舆论传播史。
曾在《新闻与传播研究》、《新闻大学》、《学术月刊》等刊物发表文章20多篇，合著《中国报纸专
副刊文化》，参著《市场营销与策划》、《华夏传播论》、《大河新闻潮》、《王权与社会》等。
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2006年度规划项目《舆情调控体系与和谐社会构建研究》、2003-2004年
度高等学校校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全球化浪潮下广州报业集团的市场占位意识》；曾参加2001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报纸副刊文化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参与2004年省社科规划项目《
跨国传媒集团旗下电视频道在华南地区的发展及其影响》和2008年广州市重大项目《20lO年广州亚运
会传播战略研究》以及广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的《改革开放30周年广州传媒发展与前瞻》项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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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第一章 舆论学及其研究对象第一节 舆论观念的发展第二节 舆论学的建立与发展第三节 舆论传播学
的研究对象第二章 舆论的结构和功能第一节 舆论的定义第二节 舆论的内在结构第三节 舆论的特征和
功能案例链接第三章 舆论的形成第一节 舆论形成的不同视角第二节 影响舆论形成的宏观因素第三节 
舆论的形成过程第四节 舆论形成的模式案例链接第四章 舆论传播手段第一节 口语传播手段第二节 文
字传播与非语言传播手段第三节 大众传播媒介案例链接第五章 舆论的类型第一节 群体舆论第二节 众
意第三节 民意案例链接第六章 舆论传播的形态第一节 舆论的基本存在形态第二节 不同信息形态的舆
论第三节 舆论的畸变形态第七章 舆论传播的规律第一节 舆论传播的一律与非一律第二节 舆论传播的
涨落规律第三节 舆论传播的惯性规律案例链接第八章 新闻舆论传播第一节 新闻媒介与舆论第二节 关
于大众媒介和舆论关系的理论第三节 媒介对社会舆论的导向第四节 舆论与宣传案例链接第九章 民意
调查与方法第一节 民意调查的起源和发展第二节 民意调查的程序和方法第三节 民意调查的功能和意
义第十章 中国历史上的舆论传播第一节 中国古代的舆论高峰第二节 中国近代舆论传播第三节 中国现
代舆论传播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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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因果漏斗模型是说明一个人在某一或长或短时期中，形成意见的最简单过程。
漏斗横轴代表时间面向，漏斗的尖（顶）端代表最后分析时所持的意见，起点是椭圆形的大口通道。
每个人在某段时间内，对所选择议题发表的意见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包括个人的知识范围、自信
、信仰、偏见以及文化等个人因素和社会环境因素。
人们一开始考虑问题越多开口处越宽，反之越窄。
从漏斗的开口到顶端，事件一个一个持续而来，宛如因果链，按照程序，先后连接，从通道的口部向
内部推进。
漏斗内的复杂事件大多数是原先各种因素促成的结果，每种事件也因而影响别的事件。
斜边代表个人对政治感知范围的限制，影响意见的因素在意见形成的过程中或结合或消失。
人们在做决定的时候，常随着时间的推移，衡量事件的本末始终轻重缓急，那些比较不重要的，不再
考虑；关键性的因素仍然是决定的依据。
焦点愈来愈明显，只有具决定性的重要因素受到重视，所以，图形逐渐减去不必要的变项，开始变窄
。
到了做决定时所考虑的因素可能只有少数一两个，成为图形的顶端。
这就是漏斗形成的过程，也是聚合效果。
　　漏斗型是用来解释意见形成的逻辑，漏斗的变化因人而异，有人一开始考虑的因素不多，开口较
小，随着时间的流逝迟迟不作决定，使漏斗的斜边没有明显变窄，成为长瘦型；有人一开始时考虑的
因素很多，开口处很宽，然而一下子就过滤了许多因素，淘汰不重要的变项，很快作出决定，漏斗变
成很短的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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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本书从篇章结构到重点问题的论述，见不到对传播学概念的生搬硬套和有意炫耀，而是着意把舆
论形态当作一种过程加以研究和阐述。
传播学注重揭示社会行为的内在结构和结构要素之间的互动过程，用这种方法研究舆论行为的性质和
规律，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原则，实践证明也是行之有效的。
　　——项德生　　舆论是社会的皮肤，是表层意识和社会风向标；舆论传播是人类社会重要的精神
传播活动之一。
舆论传播学是总结舆论传播的发生、发展及其规律的学科，有人称它为新闻学的哲学，它也不可避免
地与政治学、传播学等学科联系密切。
本书力图避免旁枝末节，从舆论本身的概念和构成、功能等方面论述舆论传播的特征和规律，使其具
有规范的学科体系。
　　——侯东阳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舆论传播学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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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