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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众传媒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研究》将思想政治教育与大众传媒相结合进行跨学科研究，以传播学
的视角考察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与效果，提出思想政治教育是传播者与受传者分享思想政治教育信息
并进行互动的过程，大众传媒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天然载体和有力工具。
从思想政治教育媒介的历时性发展与大众传媒的一般功能两个方面分析大众传媒具有的思想政治教育
功能的合理性与必然性。
从认知功能、协调功能、凝聚功能、稳定功能、保证功能和导向功能等方面系统地闸述了大众传媒思
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具体表现。
从议程设置、理论灌输、典型示范、情感激励、身体力行、双向互动和舆论引导等方面阐述了大众传
媒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实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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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梁庆婷（1977—），女，汉族。
江苏徐州人。
中国矿业大学讲师。
2011年毕业于中国矿业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
从事传媒伦理、大众传媒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在《思想理论教育导刊》、《思想教育研究》、《新
闻界》等刊物发表论文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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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思想政治工作”概念的出现和定型是在中国共产党人的文献中。
1940年3月19日，陈云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五期学生毕业大会上提出：“维护党的统一，不靠刀枪，
要靠纪律；同时，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端正路线和方针政策。
”陈云在这里讲的“思想政治工作”主要是指“端正路线和方针政策”，这个概念是比较泛化的，与
我们今天所使用的含义有一定的区别。
刘少奇在1951年5月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再次使用了这一概念，并且产生了较大影响。
刘少奇指出：“今天，思想政治工作的必要性更加提高了，更加需要加强党的思想领导，因为目前的
情况与过去不同了，中国人民的革命胜利了，各种工作更繁杂，实际工作任务更加重了。
⋯⋯而如果埋头到这些实际工作中去，不加强政治学习，不加强马列主义理论学习，那就有危险性，
就会脱离政治，脱离基本理论，使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发展起来。
因此，一切共产 党员必须学习马列主义，学习政治，学习党的基本理论，而且要宣传马列主义。
”刘少奇把“思想政治工作”与“实际工作”放在并列的位置上，从政治高度和宣传教育的角度来理
解“思想政治工作”，与我们今天所使用的概念更加接近了。
更加明确、更为经典的使用“思想政治工作”概念的是毛泽东。
1957年6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明确使用并集中阐述了“思想政治工作
”的概念。
他指出：“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间，最近一个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减弱了，出现了一些偏向⋯⋯
思想政治工作，各个部门都要负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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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众传媒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研究》参阅了大量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文献，读它必从中受益良多。
《大众传媒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研究》由梁庆婷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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