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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新闻与传播学教育从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等为数甚少的几家高校的“专有
”学科，迅速成为一个几乎所有综合大学乃至相当部分如财经大学、工商大学、农业大学以及师范、
艺术类院校的“常规”学科。
中国最著名的两所高等学府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也相继成立新闻与传播学院。
这样一种“显学”局面的形成，一方面是进入信息时代以后，新闻与传播的社会地位、角色、影响不
仅越来越重要，而且也越来越被人们所意识到；另一方面是媒介行业近年来的迅速发展为青年人提供
了职业前景和想象。
尽管与美国大约有14万在校学生学习新闻学与大众传播学课程的数量相比，中国的新闻与传播学教育
的规模并不十分庞大，但是就中国国情而言，这种新闻与传播教育的繁荣局面还是可能因为一种“泡
沫”驱动而显得似乎有些过度。
但是，超越传统的新闻学，将更加广义的媒介政治、媒介舆论、媒介文化、媒介艺术、媒介经济、媒
介法规、媒介伦理纳入新闻与传播学科，将传播学理论以及各种量化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纳入新闻与
传播学领域，在大众传播之外将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公共关系等纳入传播学视野，都证明了新闻与
传播学的转向和扩展，也正是这种转向和扩展使新闻与传播学教育有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学科魅
力。
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对于中国的新闻与传播教育来说，也许缺少的不是热情、不是学生，甚至也不是
职业市场，而是一大批真正具有专业水准的教师，能够既与国际接轨又具国情适应性的教学体系和内
容，既反映了学科传统又具有当代素养的教材。
人力、物力、财力、知识力资源的匮乏，可以说，深刻地制约着中国的新闻与传播学向深度和广度发
展，向专业性与综合性相结合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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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版增加了一位作者——凯伦·福斯，她是女性主义传播批判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使这本权威的教
科书基本体现经验主义学派和批判学派“双峰并峙”的学术格局。
    书中展示的传播理论的八大主题和七大理论传统纵横交织的架构体现了目前传播学理论和学科建设
的基本路径。
在纵向的维度上，探讨了传播者、信息、谈话、关系、群体、组织、媒介和文化/社会八大主题。
在横向的维度上，传播理论汲取了符号学、现象学，控制论、社会心理学、社会文化、批判和修辞学
这七大传统中的精华。
本书围绕着上述八大主题，提出了与人类传播的方方面面有关的一系列理论、范式和假说，形成了传
播学的理论框架和学术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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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斯蒂芬·李特约翰（Stephen W.LittleJohn）现任美国新墨西哥大学阿尔伯克基分校（University of New
Mexico，Albuquerque）传播学兼职教授。
1971年获犹他大学传播学博士，曾任加州洪堡（Humboldt）州立大学言语传播学教授。
他同时与人合办咨询公司，为包括白宮、国家邮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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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部分 基础第1章 传播理论和学术研究如何进行学术研究 虽然不同的学术群体有不同的评判
标准，但是在理论的创造上，不管是单个的学者还是学术群体遵循的都是一套可以预见的模式。
首先，他们对某个主题产生疑问。
有时候，该主题会与学者个人生活中的某些方面产生联系。
有时候它是该学者阅读过的相关文献的延伸。
与导师或者同事的交谈通常会引发对某个主题的兴趣。
有时候教师在课堂讨论时，也会碰到一些挑战性的问题。
传播学者可以说是真心关注有关“传播”的问题的，因此他们会主动去探索一些自己感兴趣的课题。
他们在专业上的进展也取决于这种探索。
他们只有培养出一种学术上的好奇心，选择某个合适的主题，并且完成对它的研究，才能获得博士学
位。
只有从事学术研究或理论建构的下作，他们才会获得加薪、提职或者得到终身教职。
诚然，还有许多其他的激励性因素，例如能够获得各种研究基金，到各地旅行，被尊为某个领域的“
领军人物”，获得各种奖励，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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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在林林总总的传播学理论著述中，这本书堪称上乘之作。
自1978年第一版问世，迄今为止已经出到第九版。
对于传播学这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新学科来说，一部理论著作能连续30年高居“排行榜”，其
地位与价值也就可想而知。
 　　——李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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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人类传播理论(第9版)》：国际流行版新闻传播学教材海内外一流学者的重要案头参考书反映最新学
术动态的结构完善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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