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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广播电视新闻学》一改过去广播、电视分著的情况，在理论和实务上将二者有机融合。
理论方面广泛涉猎了新闻学、传播学研究的新成果，并贯穿了文化批评理论的基本精神，保持了新的
研究视野；实务方面结合作者参与媒体活动获得的各种经验和媒体的发展现状，提出有现实指导性和
一定前瞻性的见解：新闻意义的生发与符号的关系、广播、电视符号系统的描述、镜头的人文关怀问
题，节目的编排与策划、新闻观（听）众调查、新闻节目播出方式与权限的研究、广播电视与新媒体
的传播格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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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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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编 广播电视新闻概述　　第一章 广播电视新闻　　第二节 广播电视新闻的传播特性与共性　
　了解广播电视新闻的传播特性与共性，是为了与其他传播媒介的性质相区别，在比较中知己知彼，
发挥媒介的最大功效。
　　一、广播电视新闻的传播特性　　广播电视新闻的传播特性是指广播电视在进行新闻传播过程中
所显现出的特有的性能。
它与报纸新闻、通讯社新闻等其他类别的新闻有着本质的区别。
　　（一）广播新闻的传播特性　　1.传播的快捷性　　广播新闻传播的快捷性取决于三个方面：首
先来源于广播的实况直播，这种播出缩短了公众和媒介之间的距离，省略了新闻制作的过程，缩短了
信源与信宿之间的距离，利用距离的缩短产生了快捷。
其次，电波以每秒钟30万公里的速度进行传播，广播以这种速度传播新闻，其时间差几乎为零。
再者，来源于制作程序的简单。
广播新闻的制作过程中比报纸简略，虽然也需要有电脑打字、校对，但免去了美工、排版、印刷、装
订、运输、发行等工序。
　　同样，广播的制作过程也比电视的制作过程单纯的多，虽然电视也具有直播的性能，但是广播仍
然有自己的两大优势：一是设备简单使得操作简单，从而产生了速度的提升。
广播不同于电视，不需要庞大的直播摄制装卸设备、遥控设备，具备现场的音响发射装置即可。
广播记者或听众都可以利用手机向电台报道眼前正在发生的事件。
二是广播播出手续简单，主持人或记者只要有一篇广播稿即可，不同于电视需要对自身形象、演播室
和现场各个环节作出调节，也不需要对众多的操作者作出协调。
这两个方面构成了传播快捷性的基础。
这种快捷性还反映在受众对新闻的接受方面，接受的快捷无疑使新闻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传播时效。
广播新闻用电波传输，在导线通达或电波覆盖的范围内，只要有接受工具就可以接受到广播信号。
收音机、半导体的便利性也使得这种接受的快捷成为可能。
　　据1986年7月在上海进行的社会调查表明，我国81.6％的受众最先从广播上获得新闻，其中，文化
比较发达的上海青浦县，有92.2％的听众最先从有线广播中获得新闻。
在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女士去世的时候，中央几大媒体中断了正常的节目插播这条信息，最早播出的
两大媒体分别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时间为晚9点；中央电视台，时间为晚9点10分。
1981年3月30日2点25分，美国总统里根遇刺，在这个突发性的新闻事件中，各大媒体展开竞争，然而
广播以其快捷的优势遥遥领先，仅在事发后两分钟，美国广播公司(ABC)电台的驻白宫记者就接二连
三的不断发回报道。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电台的记者也在4分钟后做了现场报道。
6分钟后，美国广播公司的电视录像在没有剪辑的情况下，播放了实况。
几小时后，报纸开始刊登有关报道。
伺样，美国总统约翰逊的辞职新闻也最先是由广播电台发出的。
这些历史事件证明，广播以它“先声夺人”的优势，在快捷性上可以占据领先的位置。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广播电视新闻学>>

编辑推荐

　　《广播电视新闻学》可作为高等学校新闻学、广播电视新闻专业的教材，也可供新闻工作者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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