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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党和政府是新闻媒体的管理部门，同时也是新闻媒体的监督对象；新闻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喉舌，是宣
传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主要工具，但同时又具有代表人民群众履行舆论监督的职能。
本书作者试图通过对政府与媒体关系的阐述，构建一门新的学科体系——政府新闻学。
     从学科定位上看，政府新闻学是一门交叉学科，覆盖和渗透到新闻学、政治学、行政学、公共关系
学等诸多知识框架。
它不同于传统的新闻学，后者是培养记者和编辑的，而它的内容主要是针对政府官员的。
它实际上是一门从行政主体的角度出发，研究当代政府如何应对媒体、从而发挥好媒体的社会功能的
实践性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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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表态    三  组织通稿    四  沟通媒体    五  滚动发布    六  防患未然  第四节  危机新闻处置中需把握的
几个问题    一  认真制订新闻预案    二  建立健全领导机制    三  牢牢掌握报道主动    四  有礼有节对待记
者    五  冷静处理媒体炒作    六  高度重视网络影响第九章  政府形象的媒体塑造  第一节  政府形象的界
定    一  什么是政府形象    二  政府形象的要素构成    三  政府形象的特点    四  政府形象的现实意义  第二
节  政府形象设计    一  政府形象设计的立足点    二  政府形象设计的原则    三  政府形象设计的目标    四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政府新闻学>>

政府形象策划要略  第三节  政府形象的媒体塑造    一  政府形象传播    二  塑型传播与矫型传播    三  政
府形象管理  第四节  政府官员形象的媒体塑造    一  政府形象与政府官员形象    二  政府官员形象的影响
因素    三  政府官员与公众的良性互动第十章  政府工作的新闻监督  第一节  新闻监督的含义和特征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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