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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世纪80年代，传播学正式进入我国。
在这30年的时间里，人们对传播学的认识随着中国社会环境的变迁、媒介产业结构的调整等宏观环境
的变化而不断深化。
今天，传播学已列入国家一级学科，传播学教育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综观传播学教材的出版领域，各种版本的传播学教材多达上百种。
在数量庞大的教材中，面向高等院校本科生教学的教材占了绝大部分。
这些教材主要是对西方经典传播学理论的介绍，而面向高职高专学生所写的传播学教材少之又少。
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抓住机遇出版了这样一本定位准确的教材。
在本书中，笔者引用大量的案例，在对案例的导人中，引申出传播学的理论、方法，在阐述学术观点
、学科脉络体系时，力求让传播学的研究成果为生活服务、为社会服务。
　　本书共分十三章，可以视为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注重从宏观角度对传播学的基本概念进行讲解，包括人类传播行为的历史进程，传播学的起
源和发展，传播学的基本问题和研究方法等内容；第二部分介绍人类传播的基本类型和特征；第三部
分把大众传播这一20世纪以来对人类社会影响最为深刻的传播类型作为重点进行系统的介绍，触及传
播学研究的核心思想和这一学科研究的经典成果。
　　本书在执笔写作的过程中，力求在以下几个方面独具特色：　　第一，把传播学定位为一个交叉
学科，强调与现代社会心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接点，有意识地引导学生把视野扩展到
这些研究领域中。
因此，笔者把以往的教材中没有提及的一些资料、数据收录在了本书中。
作为教材，本书尽可能涵盖那些被传播学研究奉为经典的理论和模式。
　　第二，笔者在写作的过程中，努力把多年来传播学教学工作中的经验和心得体系化，编写出符合
传播学初学者认知规律的教材。
教材的案例选择力求新颖、有趣，理论阐述深入浅出，让学生在身边的传播学现象中理解传播学的研
究成果。
　　第三，本书运用了大量的图片和表格对传播学的知识点进行说明，旨在用这些形象的图表简化复
杂的理论和模式，易于学习者吸收和消化。
　传播学研究领域纷繁复杂，虽然笔者在写作过程中查阅了大量资料，落笔时斟酌再三，但仍然会有
疏漏之处，敬请读者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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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十三章，可以视为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注重从宏观角度对传播学的基本概念进行讲解，包括人类传播行为的历史进程，传播学的起
源和发展，传播学的基本问题和研究方法等内容；第二部分介绍人类传播的基本类型和特征；第三部
分把大众传播这一20世纪以来对人类社会影响最为深刻的传播类型作为重点进行系统的介绍，触及传
播学研究的核心思想和这一学科研究的经典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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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广播使用有声语言，适合一切听力正常的人，超越了识字水平、读解能力的制约，具有广泛的听
众群。
原始的人类传播信息用有声语言，发明文字虽然使人类传播信息的能力增强，信息得以储存，扩大了
人类知识的积累能力，但是没有读写能力的人被排除在外。
广播直接被听众接受，对于有相当多文盲的国家，广播成为最重要、最实用的媒介。
在广播媒介发展的基础上，人类进一步发展电视图像传播技术，19世纪30年代，电视图像扫描技术被
发明和应用。
其后，经许多科学家的努力又逐步完善了电视摄像及接收技术，为图像清晰的现代电子扫描电视创造
了技术条件。
1936年，英国广播公司（BBC）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座电视台，开始正式播送节目。
电视利用画面和音响绘声绘色地再现了真实的影像，记录下的内容让人有身临其境的感觉，使人类正
在形成“眼见为实”的历史观。
无线电通信是通过电波的发射和接收来进行的，其传输方式可分为地上波传输和卫星传输两种。
地上波传输，需要建立多处中转发射和接收台来克服高大建筑物或高山等的障碍，远距离传输需要较
多的环节。
1957年，苏联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标志着人类开始进入卫星传播的时代。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互联网的规模急速扩张，它成为全球最大的、最流行的计算机信息网络
。
互联网的起源，除了成熟的技术条件外，还有着浓厚的政治背景。
美国和苏联的政治与军事竞争，直接催生了互联网的研发。
1946年，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埃尼阿克（ENIAC）在美国研制成功，它是美国陆军与宾夕法尼亚大学
合作的产物，其主要作用是进行导弹弹道计算。
　　1957年，苏联成功发射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颗人造卫星后，美国政界一片恐慌，一些人认为美国的
国防安全因此受到威胁。
于是，时任美国总统的怀特·艾森豪威尔成立了高级研究计划署（ARPA），ARPA的主要任务是向总
统和国防部长提供快速信息服务。
　　1958年，美国国家航天航空管理局（NASA）成立后，.ARPA开始把自己的工作重心转向“基础研
究”，计算机方面的研究正是在这时进入了ARPA，它的直接成果便是阿帕网的出现，阿帕网便是今
天互联网的雏形。
　　1973年ARPA网扩展成互联网，第一批接人的有英国和挪威的计算机。
20世纪80年代初，当美国全国性互联网真正建立起来后，90年代初，欧洲科学家提出了万维网
（WWW）的设想。
这意味着网络中不再只有枯燥的数字和文本，而是将加入图片和声音等多种信息，而网络的使用也将
变得十分简单，网络中的信息可以实现相互的连接。
万维网技术的运用，使得互联网有可能真正走出技术高手的圈子，飞入寻常百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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