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外国新闻史>>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外国新闻史>>

13位ISBN编号：9787811010961

10位ISBN编号：7811010968

出版时间：2005年9月1日

出版时间：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魏明

页数：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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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外国新闻史>>

内容概要

　　早期新闻传播，近代报刊的产生和发展，广播电视的产生和发展，新闻通讯社的产生和发展，英
国新闻史，法国新闻史等等。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外国新闻史>>

书籍目录

第一章 早期新闻传播第一节 口头新闻传播一、口头传播的产生二、口头传播的辅助手段第二节 手写
新闻传播一、文字的产生与书写材料二、手写新闻传播的形式第三节 印刷新闻传播第二章 近代报刊
的产生和发展第一节 近代报刊出现的历史条件第二节 早期新闻印刷品第三节 近代报刊的发展一、资
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政论报刊二、资产阶级革命后的政党报刊三、工业革命与廉价报刊四、过渡时期的
报业第四节 现代报业的发展一、资本主义国家现代报业的发展二、社会主义国家现代报业的发展三、
发展中国家报业的发展第三章 广播电视的产生和发展第一节 广播的产生和发展第二节 电视的产生和
发展第三节 广播电视的管理体制一、广播电视机构的所有制和经营管理机制二、国家的法律和行政管
理方式第四章 新闻通讯社的产生和发展第一节 新闻通讯社的产生一、新闻通讯社产生的历史前提二
、早期四大社三、其他主要通讯社第二节 早期的新闻通讯组织及通讯事业特点一、联环同盟二、地区
性新闻通讯组织三、世界通讯事业的特点第五章英国新闻史第一节 近代报业一、封建王朝的出版管制
二、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报刊三、四约翰的思想成就四、日报的诞生与杂志的兴起五、政府对报业的
管制六、《泰晤士报》七、《每日电讯报》第二节 现代报业一、北岩的报业活动二、两次大战之间的
报业三、二战后的报业发展第三节 广播电视事业一、英国广播公司（BBC）二、独立广播局（IBA）
三、BBC与IBA的竞争四、新广播法和卫星电视台五、英国的媒介集团第六章 法国新闻史第一节 近代
报业一、封建王朝报业概况二、启蒙思想的传播三、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报刊四、资产阶级革命后的
报业五、廉价报刊的兴起与发展第二节 现代报业一、廉价报纸的发展二、一战时期的报业三、两次大
战之间的报业四、二战期间的报业五、二战后的报业第三节 广播电视事业一、主要的电子媒介集团二
、广播电视事业发展的四个时期三、广播电视类型第七章 德国新闻史第一节 近代报业一、封建统治
下的报业二、资产阶级革命中的报刊第二节 现代报业一、一战前后的报业二、两次大战期间的报业三
、二战后的报业第三节 广播电视事业一、广播与电视的开端二、联邦德国的广播电视业三、民主德国
的广播电视业四、两德统一后的广播电视业五、目前德国的媒介集团第八章 美国新闻史第一节 近代
报业一、殖民地时期的报刊二、独立战争中的报业三、政党报纸四、廉价报纸的兴起五、内战时期的
报业第二节 现代报业一、新式新闻事业的开端二、普利策和《世界报》三、赫斯特和《纽约新闻报》
四、斯克里普斯及其报团五、一次大战期间的报业六、两次大战之间的报业七、二战以后报业的发展
八、报业现状九、杂志的兴起第三节 广播电视事业一、广播二、美国之音（VOA）三、电视四、联邦
通讯委员会（FCC）五、广播电视法令六、媒介集团第九章 日本新闻史第一节 近代报业一、《荷兰传
闻书》二、新创办的报刊三、第一个新闻法规四、第一张日报五、政党报纸六、小报的产生第二节 现
代报业一、商业性报纸二、商业性杂志三、一战时期的报业四、二战时期的报业五、二战后的报业六
、五大报系七、地方性报纸和杂志第三节 广播电视事业一、日本广播协会（NHK）二、民营广播电
视三、其他电视类型第十章 近代无产阶级报刊的创建和发展第一节 近代无产阶级报刊的产生一、概
说二、早期工人报刊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与无产阶级报刊一、共产主义者同盟和《共产主义杂志
》二、在革命风暴中创办的《新莱茵报》三、国际工人协会的报刊四、巴黎公社时期的革命报刊五、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报刊第三节 俄国工人运动的发展与无产阶级党报一、第一个全俄政治报——《火星
报》二、《火星报》之后的布尔什维克报刊三、为准备和实行十月革命而斗争的《真理报》四、俄国
无产阶级党报的主要特点第十一章 建立世界新闻新秩序第一节 世界新闻的不平衡状态一、传播力量
的不平衡二、传播流向的不平衡三、传播内容的不平衡第二节 争取新秩序的历史进程一、斗争的第一
个阶段二、斗争的第二个阶段第三节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分歧一、发展中国家的新秩序构想
二、发达国家关于新闻传播秩序的观点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分歧四、斗争的实质第四节 斗争
的初步成果与未来展望一、斗争的初步成果二、论争的艰巨性、复杂性后记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外国新闻史>>

章节摘录

　　第一章 早期新闻传播　　第一节 口头新闻传播　　一、口头传播的产生　　在语言产生之前，
人类只能发出一些最简单的、来源于其身体结构的声音和姿势，从而决定了人们的思想很少超越实际
经验的范围。
语言的产生，对人类历史的意义是难以估量的。
人类最早使用的传播方式十分简单，来源为身体器官的呼唤、手势及体态。
而后随着劳动的进行，人类的大脑逐渐发达，发音器官逐渐完善，思维能力逐渐发展，大概在几十万
年前产生了音节语言。
语言的产生是传播史上第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远古时代的口头新闻传播，在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明和不同的地区，有许多不同的表现形式。
它包括个人与个人的交谈，众人在一起的议论，氏族公社、血缘家族和部落的各种行政会议，广泛流
传的民谣、说唱和田边地头的传闻等。
这些交流所传播的，固然不全是新闻性内容，但是可以肯定，新闻题材占有相当的比重。
　　除了上述形式外，在东西方不同的国家，还有一些特殊的传播方式。
如古代雅利安部族中的行吟诗人，他们向人们弹唱或背诵以往史事和在世的头人及其人民的事迹；他
们还讲述自己编撰的故事。
就其承担的职责和使命而言，他们是活的书本，活的人物史；是历史学家，同时也是最早报道现实变
化的新闻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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