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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本书适合大众传播社会学学生和其他初学者。
它着眼于讨论研究传媒力量时会遇到的一系列问题，并力求用浅显易懂的语言进行介绍。
因此，该书尽量以直接和非技术的方式进行叙述，但希望不会以观念的简单化为代价。
    该书从对所谓传媒影响传统模型的讨论开始，探讨它怎样组织和限制对传媒暴力的深入研究。
在此基础上生成一种全新的模型，涉及传播过程的三方面：传媒内容、传媒产品和传媒接受。
接下来的几章据此展开。
第二章讨论倾向性因素，选择性以及辩论传媒代表中心元素的框架；第三章讲述传媒内容和社会力量
联系的范畴，检验传媒形成的通常结构和怎样可能联系或反映社会自然力量的联系程度；第四章探讨
新闻内容的社会影响，比如独享力，新闻源的影响，传媒个体的政治性，以及传媒产品组织方式的结
果；第五章探询传媒的新形式（如电视秀）和传播的新形式（如互联网）是否拓宽了公众氛围?第六章
讨论电视的社会学研究，探求传媒性别和种族的代表；第七章涉及传媒受众研究，重点在于传媒信息
的概念。
结论部分（第八章）探讨传媒社会学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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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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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传媒社会学》编辑推荐：传媒充斥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在某种意义上说，传媒是一种可以改
变人类的难以置信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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