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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近十年来，中国影视的市场化、产业化成为一个研究热点。
不论是电影大片所牵动的电影市场的活跃，电影投资的高涨，还是电视收视所带来的市场份额、广告
收益，不仅成为业界关注的焦点，也成为学界所关注的焦点。
而与此同时，八九十年代影视研究的重心也逐渐从艺术美学研究转向市场与产业研究。
但在市场、产业研究的热浪中，我们也同时看到社会对于缺乏文化支撑，缺少文化自觉，缺失审美追
求而带来的影视过度市场化、产业化所引发的低俗化、媚俗化等现象的诟病。
如果说八九十年代以及此前的传统影视艺术美学研究过多聚焦于影视艺术生产的前端，聚焦于影视艺
术创作以及与此相关联的美学与文化等诸多问题，而相对忽略影视传播后端的诸如市场、产业和接受
等问题。
那么，最近十多年来，影视市场和产业研究的热浪又似乎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或许过度重视了影视
生产传播的后端，而忽略了影视生产传播的前端。
经过这样的比较，我们现在应该进入影视研究的新的整合阶段，也就是把影视艺术美学等前端研究和
影视艺术市场的后端研究进行整合。
在对影视艺术生产传播的全过程的把控过程中，将影视艺术美学与影视艺术产业研究进行有机的整合
。
而链接影视艺术美学和市场产业的恰恰是影视受众。
我们发现，对影视受众的研究既是影视艺术美学研究的终点，也是影视市场产业研究的起点。
因此，当几年前，我的博士生导师黄会林先生提出影视艺术受众研究这一重大课题时，本人便愉快而
充满期待地接受了本书的写作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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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对应着电视传播的终端——电视受众的多重审美需求，第六章主要探讨的是电视内容生产中类型
节目的受众期待与满足的关系问题。
　　类型化是中国电视节目生产与传播的一个重要的现象和趋势。
这既是电视媒体传播规律的必然要求，也是电视传播规律反向制约，甚至在一定程度决定电视节目生
产的典型表现，这其中的一个核心要素就是电视受众在长期收视过程中形成了对电视节目类型化的收
视需求。
　　从历时性考察的基础上，根据价值取向的不同，中国电视类型节目可以分为三种基本类型：资讯
传播类节目、艺术传播类节目、知识传播类节目。
这三种基本类型节目对应着三种本体价值取向：资讯传播类节目的时效性追求、艺术传播类节目的审
美性追求、知识传播类节目的实用性追求。
　　受众对于电视频道的选择，实质上是一种价值为核心的选择行为。
无论是固执性受众，还是随机性受众，在做出任何收视行为的时候，观众在潜意识或显意识之中都是
一种对价值的追求，即这类节目对观众来说是有“用”的，这种“用处”有可能是对节目提供的信息
的知晓、观点的接受、窥视欲望的满足，还有可能是娱乐、消遣、精神的放松，还有对节目传播知识
的接收。
　　依据受众使用电视所满足的需求不同，电视观众的收视行为可以区分为以下几个类型：　　①延
伸型需求。
人们对资讯信息的接收，实际上是人们把电视等媒介当做自身器官的一种延伸，是人类基于生存与安
全需要而产生的一种超越于自身器官能力之外的延伸型需求。
　　②调节型需求。
来自社会的各种压力，很少有人能够通过自我的调节完全实现一种心理上的平衡状态，而是更多求助
于外在机制的协助进行调节。
每个人都需要寻求一种解决方案。
现在几乎每一个家庭都拥有的电视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这个解决方案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调节型需求是基于个人心理上的不平衡的现实，是对个人“内空间”即精神世界的一个调整和校正。
　　③充实型需求。
为了完成个人的自我实现、人生层次的提升，人们掌握更多的科学知识与生活技能的过程，我们更多
称之为“学习”，而知识学习的过程是为了实现充实自己的目的。
　　各式各样的资讯传播类节目的生产与传播，是以时效性作为第一追求，力求在第一时间满足人们
延伸型的需求。
但是现实社会中，任何资讯传播节目中都存在意识形态的控制与受众使用过程中如何进行选择的问题
，所以时效性不是资讯传播类节目的唯一追求。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电视受众审美研究>>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