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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你讲述中外新闻史上的基本常识，新闻学的基本观念和新闻业务的当下视野、基本技能以及新
闻业的发展等，内容覆盖面广，总结性强，可作为新闻学专业的参考材料，也可做为学生期末复习或
考研复习的纲要性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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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宫承波（1966-），男，文学博士，毕业于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2000年10月至2003年3月，于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
曾赴日本、韩国、香港等地参加学术访问与交流。
现为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教授，任媒体创意专业主任、媒体创意研究中心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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