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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信息时代的媒介素养》主要由“媒介素养概述与媒介基本认知”、“媒介信息的生产、解读与
功能”和“如何使用媒介与面对媒介侵权”三部分组成。
在编写《信息时代的媒介素养》时，我们尽可能遵循语言平易化和内容案例化两条原则，以增加教材
的平易性和趣味性，消解读者理解的难度和对大众媒介的神秘感，使其易读、爱读。
因此，《信息时代的媒介素养》除了适合新闻传播专业的学生阅读外，其他具有初、高中以上学历的
人都可以作为课外阅读书籍，以提高自己的媒介素养。
　　《信息时代的媒介素养》分工如下：绪论由阳海洪撰写、第一章由刘志勇撰写，第二章由余习惠
撰写，第三章由陈燕撰写，第四章由蒋海斐撰写，第五章由郑自军撰写，第六章由肖兵艳撰写，第七
章由王芳撰写，第八章由聂志腾撰写，第九章由金则伊撰写，第十章由黄玉涛撰写。
全书编写大纲、体例和原则由我本人拟定，最后由我对全书进行修改并统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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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第一章 信息时代媒介素养概述第一节 什么是媒介素养第二节 媒介素养教育的目的第三节 媒介素
养教育的现状及问题第二章 色彩缤纷的媒介第一节 媒介中的“老大哥”——报纸第二节 “没有距离
的报纸”——广播第三节 老少咸宜的第一媒体——电视第四节 “没个性”的杂志第五节 视听的盛宴
——电影第六节 一“网”打尽——网络媒介第七节 3G只是新起点——前途未可限量的手机第三章 信
息制作流水线——媒介生产第一节 报纸新闻是怎样生产出来的第二节 好莱坞电影人的生活——电影
的生产第三节 超级女声的造星流程——电视娱乐节目的生产第四节 不同媒体广告制作探秘第四章 受
众：沙发土豆还是遥控者第一节 不堪一击的受众第二节 受众也有“防弹衣”——内在的心理文化机
制（1）第三节 受众也有“防弹衣”——外在的法制保障（2）第四节 使用与满足理论第五节 信息时
代的新受众——一个未完结的话题第五章 新闻媒介的积极功能第一节 社会的嘹望哨——监测环境第
二节 神秘的拼图人——规范社会第三节 文化基因的传导者——传承文化第四节 娱乐无极限——提供
娱乐第五节 自身的繁华——如火如荼的信息产业第六章 媒介传播的消极影响第一节 媒介传播的麻醉
功能第二节 媒介传播内容低俗化之消极影响第三节 媒介消极影响产生的原因第四节 媒介消极影响应
对之策第七章 媒介的把关人——大众传播的控制第一节 把关人研究的历史演进第二节 媒介信息的内
部把关人——微观把关第三节 影响把关人的因素——宏观把关第四节 网络时代的把关人第八章 媒介
信息的获取与解读第一节 码字工还是创作者——信息的编码第二节 “我的地盘我做主”——媒体的
议程设置第三节 “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第四节 信息解读的三种方式第九章 如何使用媒
介第一节 如何面对媒介第二节 如何应用媒介第三节 如何正确使用媒介第十章 如何面对媒介侵权第一
节 媒介侵权概述第二节 如何应对媒介侵犯名誉权第三节 如何应对媒介侵犯隐私权第四节 如何应对媒
介侵犯著作权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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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五）新闻躯干的写作　　新闻躯干实际上就是人们常说的消息的主体部分，它在消息中占最大
篇幅，是详尽报道事实的部分。
　　1.新闻躯干应紧密围绕由导语引导出来的主题组织材料。
这是最关键的一点。
躯干与导语的关系是身体与头脑的关系，一旦脱离头脑的指引，躯干就会显得无所适从，体现在写作
中就是杂乱无章。
躯干部分因余地较大，可以容纳较多内容，但绝不等于无所不包，新闻的文体特性和新闻躯干的功能
都要求它选择能够突出由导语引导出的主题的有新闻价值的材料。
当然，有时事实的确比较复杂，涉及多方面问题，好的处理办法是分成几篇稿子，一篇只说一个问题
，既能说透，又便于读者接受。
　　2.新闻躯干应尽量满足读者的信息需求。
新闻标题和导语吸引了读者并使之产生阅读兴趣，这种兴趣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读者获知信息的欲望
。
新闻躯干应承担的任务就是满足这种欲求。
有的消息不受欢迎，甚至令受众产生强烈不满，常常是因为躯干部分“我想知道的你偏不告诉我，我
没兴趣或已经知道的你倒说个没完”。
　　3.新闻躯干应始终保持读者的阅读兴趣。
令读者在自己稿件上停留眼光尽可能长一点是每个记者的愿望，这就要考虑怎样维持读者的兴趣了。
读者兴趣的产生首先依赖于事实本身的含金量，其次就是讲述方法了。
很多记者在躯干部分运用一种特殊的笔法：跳笔。
这种“跳”出传统叙事方式的跳跃行文法是现代新闻写作的通行方式，其特点在于“貌离神合”。
表面上看，一个个小段落松散、断裂，读起来却又十分流畅。
其实，断裂行文并非不讲究过渡，它强调的是逻辑上、内在意义上的连贯，强调的是“隐性过渡”。
　　遵循新闻写作基本要求与原则，满足以上几点要求，以受众为中心，充分了解受众认知水平和认
知兴趣，写好新闻躯干其实并非难事。
　　（六）新闻背景的写作　　通常所说的新闻背景指的是两类：一是与新闻事件、新闻人物直接有
关的材料；二是与消息来源、采访对象有关的资料。
这两类也就是经常体现在新闻稿里的背景材料。
但在实际上，新闻背景的范围还不止于此，上述这两类一般被称作是狭义背景，从广义来说，还有两
类：社会背景、媒体环境。
社会背景和媒体环境未必会直接体现在新闻写作中，但并不能因此而忽视，因为它可以帮助记者站得
更高、看得更远，对事物认识得更透彻、更清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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