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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电视本身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动态体系，电视研究也应该采用动态方法跟踪电视发展。
本教材既介绍了国际电视体制和最新发展动态，也讲述了中国具体国情，积极吸纳国际国内最新研究
成果。
力图建构一个开放的理论、教学体系。
　　《电视学导论》是一本面向电视专业低年级和普通大学生电视选修课的专业教材，希望为学生提
供一个简明、有效的电视理论体系，同时满足电视专业和非电视专业学生的需求。
教师可以平川中取所需，各有侧重：对于电视专业学生，知识和技能并重，突出技能培养；对于非电
视专业学生，以知识学习为主，以技能了解为辅。
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希望大家结合当下电视现象学习电视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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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彭吉象，1948年10月23日出生，四川省成都市人。
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获学士学位；1982年考入北京大学美学专业研究生，师从朱光潜、宗白
华等6位导师，获硕士学位。
最高学位为北京大学哲学博士。
现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书记、教授、博导。
中国高教美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高教影视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高校艺委会副会长，
美国密执安州立大学艺术系客座教授，第二批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张同道，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目前主要研究方向为纪录电影、电视传播与受众调查，曾主持大型受众调查5项，发表论文100余篇，
主持国家艺术科学课题与教育部、北京市课题4项：电视栏目文化研究、电视受众收视模式与收视行
为研究、中国电视现状与发展战略研究、世界纪录片大师研究等。
　　陈旭光，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硕士研究生指导导师。
1982-1987浙江师范大学中文系读本科，1987-1991浙江丽水师范专科学校任教，1991-1994北京大学中文
系攻读现当代文学硕士学位，1994-1997北京大学中文系攻读现当代文学博士学位，1997-北京大学艺术
学系任教，任职讲师，1999-2003任职副教授，2004任职教授。
　　周安华，1957年12月生，江苏盐城人。
1982年、1987年、1989年先后毕业于新疆大学、南京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
现为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戏剧戏曲学专业（含电影电视方向）博士生导师。
兼任：中国高校影视教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高校电视艺术委员会委员、中国话剧研
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曹禺研究会理事、美国InstituteofAmericanandChineseCultures会员、美国剑桥中国
文化中心《美中社会与文化》杂志编委、江苏省传媒艺术研究会会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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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  数字电视　第二节  IPTV与手机电视　第三节  多媒体格局中的电视发展趋势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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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电视媒介门　　第一节　电视媒介特性　　一、极速传播　　电视媒介特性首先表现在
信息传播的迅速快捷。
这一特性表现在，电视首先作为一种连续的音画运动存在。
电视（PAL制式）以每秒25帧画面的速度快速更替，在荧幕上形成连续画面，正是高速更替的声画运
动展示出不断拓展的时空。
在电视音画运动存在的前提下，电视又因其光速传播成为当今传播最为迅速的媒体。
　　电视的极速传输特性使人类对重大历史事件和突发事件迅速地进行跨地域全方位报道成为可能，
这种传播速度是印刷品出版物的传播效率无法企及的。
1947年美国《幸运》杂志通过一项调查表明：美国人依靠广播获得新闻的比例占70％，认为广播新闻
比报纸可靠的比例占58％。
②正是随着电视技术的成熟，电视凭借自己极速传播的优势向事件的现场直播演进。
例如，1989年海湾战争，CNN在美国本土对战争情况进行全天候直播；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人在电
视机前见证了这一历史性时刻的到来。
　　电视的极速传播特性在继承传统媒体传播方式的同时，与电传输结合，改善了从电视信号发射到
观众接收之间的渠道，最显著的特征表现在：信号借助电介质能够让亿万观众在同一时间接收到同样
的信息；电视可以与事件发展同步传播，让身处不同地域的观众观看千里之外的事态发展；电视可以
在信号传播的同时将声音图像经过合成处理，让观众可以接收到更加清晰的信息。
总之，电视正是凭借极速传播这一特性超越了现存的传播媒介，因此麦克卢汉将电视称为人眼与人耳
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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