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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教育部“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的研究成果，是教育部本科教学
质量评估指定用书。

全书从传播学的产生、传播学的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等方面纵向展示了传播学的学科概貌，从传播者
、受众、信息、符号、媒介、传播谋略、传播技巧、传播环境、传播效果等方面横向阐述了传播学的
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观点，展示了世界传播学的学术前沿成果，也有中国传播学界和作者的最
新思考。

本书可作为高等学校新闻学、广告学、社会学、广播电视、编辑出版等专业教材，也可作相关专业的
自学考试和研究生考试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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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绪论第二节 传播学的研究体系任何一门学科都是有体系的。
传播学是否有自己特殊的研究体系和整体构架，这是评判它是否已经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
传播学研究体系是一种对研究对象作直观的、简洁的、有序的映现和说明，也是指传播系统内部诸要
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方式，包括各种传播要素所占比例、排列秩序及组合形式等。
这一问题，可以从传播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传播学的知识层次、传播学的理论框架三个方面加以论
述。
一、传播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传播学研究体系的构建可以首先从它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关系上找到依据
和坐标。
因为，它的构建同众多相关学科对它的哺育和催动是分不开的。
1．传播学与社会学在西方，人们曾将传播学看作是社会学的分支学科。
我们知道：社会学是以社会组织、社会行为、社会问题等为研究对象，范围较广泛；而传播学着重研
究传播过程、传播行为、传播意识和传播关系等现象，对象较集中。
社会学诞生于前，而传播学产生在后。
传播学在形成中吸取、借用了社会学的一些知识和方法（如调查方法、统计方法），但也从其他许多
新兴学科中吸取养料。
如今，社会学和其他学科也开始用传播学的成果来丰富自己的研究内容。
这种研究范围的部分重叠、交叉和研究成果的相互借鉴是完全正常的，也是应该的，但它们终究是具
有各自特性的、相互独立的学科。
2．传播学与人类学传播学与人类学都是“关于人的科学”，目的都在于描述和解释人类这一特殊的
横跨整个地球、贯穿整个历史的自然和社会现象。
但是，人类学的主题是研究人类的躯体和文化的各个方面，传播学的主题是研究人类的传播行为和文
化世代流传的基本媒介。
以往，人们过多地注视这两门学科的不同，而很少注意两者的互动互补。
传播是人类的特权和标志，是文化载体和“社会水泥”，又是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助推器。
人类学中的语言学派、文化学派和传播学派的理论以及人种志的研究方法可以给传播学研究者许多启
示，而传播学中的符号理论、接受理论、功能理论和“传播人种学”也可以让人类学家大开眼界。
总之，我们既要了解传播学与人类学的区别，又要设法找到两者的契合点，这样才能科学解释和揭示
人类传播的现象和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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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传播学》(修订版)可作为高等学校新闻学、广告学、社会学、广播电视、编辑出版等专业教材，也
可作相关专业的自学考试和研究生考试用书。
《传播学》是关于介绍“传播学”的教学用书，具体包括了：传播学的研究对象、传播学的研究对象
和宗旨、传播学的学科特点、传播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有助于推动传播学的学科建设、有助于正确
解释和合理解决传播现象和问题、有助于人们开发和利用信息资源等方面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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