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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媒介批评学引导人们科学地分析新闻作品和媒体活动，让受众正确理解新闻，开导记者从新闻批评的
视角把握新闻质量。
这要走向新闻反馈的纵深，将其作为独立的学科来研究。
事实上，报刊上评述记者、媒体和新闻篇什的文章日益多起来，一支媒介评论家的队伍正在聚集。

　　媒介批评学的成立，还在于它能确立新闻写作和新闻选择的新尺度，构成新闻评阅活动的行为准
则。
在新闻界内部，评选优秀稿件、总结报道得失、编辑们选用稿件时的商讨与决定，都涉及媒介批评的
相关知识，而以往却无从获取这种系统的知识。

　　本教材通过对媒介批评基本原理的讲解，介绍了媒介批评的规范、标准与方式和内容，对媒介批
评的属性、思维方法进行了分析。
媒介批评学引导人们科学地分析新闻作品和媒体活动，让受众正确理解新闻，让记者从新闻批评的角
度把握新闻质量。
由于篇幅限制，本书所讲的主要以新闻媒体的批评活动为主，把媒介批评和新闻批评作为两个交叉性
概念并用，力求使其体系和框架更加完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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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建明，清华大学新闻传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现任《北京观察》杂志编委会副主任，第八、第九届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市政协学委会副主任，国
家教育部新闻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主要著有《宏观新闻学》、《科技新闻理论与写作》、《基础舆论学》、《当代舆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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