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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学引论》

前言

　　新闻业或许是最引人关注也最引人争议的行业。关于新闻的原理、新闻人的追求、新闻业发展的
规律，争议与探索似乎难以穷尽。　　自1908年，沃尔特·威廉姆斯（WalterWilliams）在美国密苏里
大学创建了世界上第一所新闻学院以来，世界新闻教育迄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近百年来，世界上的
新闻院系已有成千上万，关于新闻学的著述也可谓汗牛充栋。在中国，自1919年徐宝璜的《新闻学》
作为中国最早的新闻学专著问世以来，新闻理论、采、写、编、评、史等新闻学著述迄今已难计其数
。与很多学科不同的是，有的学科常常会有一两部或几部能久经历史变迁而仍然垂范于世的经典教材
，但世界上很难有一部完美的、公认经典的新闻学教材。这是由于种种的原因，尤其是政治的影响，
对新闻及其规律的理解，会因为不同的视角而形成不同的观念与结论，也还因为，新闻行业是生产“
易碎品”的行业，转瞬之间，今日新闻就已成明日黄花。新闻的实践与理论每一天都面临着急剧更新
的挑战。一部教材实在很难定格新闻瞬息万变、仪态万方的姿态。　　进入21世纪，伴随着现代传媒
环境的变化，出现了世界性的对新闻公信力式微的担忧，新闻及新闻业更为世人在新的理性高度上所
关注。因为，众所周知，传媒的生命力何在？传媒的生命力就在于社会公信力。

Page 2



《新闻学引论》

内容概要

《新闻学引论》广泛吸收以往同类教材中的优秀和精华部分，又力争在一些观点和整体结构上有所探
索和突破。在体例上特别注意各章节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并按照理论的系统性将全书分为四大板块
：“新闻本体论”、“价值功能论”、“传受活动论”和“媒介生态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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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郝雨：原名郝一民，上海大学影视学院教授，河北昌黎人，自1987年以来，曾经在《现代传播》、《
当代传播》、《新闻记者》、《中国电视》、《电视研究》、《编辑学刊》、《中国传媒报告》、《
河北学刊》、《上海大学学报》等十几家核心期刊发表新闻传播学论文50余篇，发表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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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第一节 新闻学的学科体系及其形成与发展
　第二节 新闻理论在新闻学中的地位及基本框架
　第三节 学习新闻理论的意义及方法
新闻本体论
　第一章 新闻的本质及其特征
　第一节 “新闻”概念考辨
　第二节 新闻的定义
　第三节 新闻本质的理论阐述
　第四节 新闻特征的比较分析
　第二章 新闻的起源与发展
　第一节 新闻的起源
　第二节 新闻事业的发展
　第三节 新闻事业产生和发展的基本规律
　第三章 新闻的社会意识形态属性
　第一节 不同社会形态与体制的新闻事业
　第二节 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党性与阶级性
　第三节 新闻党性的有效保证——“政治家办报”
　第四章 新闻的媒介及其演进
　第一节 媒介与新闻媒介
　第二节 　第四媒体——网络新闻及其特征
　第三节 高科技条件下的新媒体及其发展
价值功能论
　第五章 新闻价值及其实现
　第一节 新闻价值的由来及内涵析义
　第二节 新闻价值的两个所指层面
　第三节 新闻价值的实现及其过程
　第六章 新闻的舆论作用与宣传职能
　第一节 新闻宣传与舆论导向
　第二节 新闻宣传的基本规律与方法
　第三节 新闻引导舆论的方式和技巧
　第四节 新闻舆论功能的两种典型情境
　第七章 新闻的审美功能及文化意义
　第一节 新闻的审美价值追求
　第二节 新闻的文化内涵及意义
　第八章 新闻传播的社会效果
　第一节 新闻传播效果研究概述
　第二节 新闻传播效果的构成与类型
　第三节 提高新闻传播效果的途径
　第四节 新闻公信力与新闻传播效果
传受活动论
　第九章 新闻实体的生成及新闻传播流程
　第一节 作为特定事实的新闻的缘起
　第二节 新闻事实、新闻信息与符号
　第三节 新闻传播的基本要素与一般流程
　第十章 新闻传受活动的基本规则与规律
　第一节 新闻传播的内在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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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新闻传播的基本规律
　第十一章 新闻活动的双重主体：传者与受众
　第一节 传播主体：新闻传播过程中的主导者
　第二节 接受主体：新闻传播中受众的地位和意义
　第三节 依存与制约：传——受双方的互动关系
媒介生态论
　第十二章 新闻自由与传播体制
　第一节 新闻自由的内涵及发展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自由观
　第三节 不同体制及意识形态下的新闻自由状况
　第十三章 新闻的业界原则与社会规范
　第一节 新闻规范的一般构成及功能
　第二节 新闻法制原理及其构成
　第三节 新闻传播者的职业道德规范
　第四节 新闻专业主义的基本精神
　第十四章 新闻的商品性及经营原理
　第一节 新闻的商品属性
　第二节 新闻媒介的产业化经营
　第三节 探索新闻经营的市场规律
　第十五章 新闻批评与新闻学研究
　第一节 新闻批评的基本概念及内涵
　第二节 新闻批评的方法
　第三节 新闻批评学派与新闻研究未来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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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新闻媒介对舆论的作用那么，新闻媒介与舆论之间的关系，应该怎样进行具体的界定呢？前
者又是如何对后者发生影响的呢？一般来说，新闻媒介对舆论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反映舆论。分散的个人意见要公开表达、参与大范围的社会讨论，最终形成一致意见也要公开
表达才能作用于社会，成为具有实际意义的公众意见。新闻媒介履行的是面向全体社会成员的大众传
播，对社会全面开放，其传播涵盖范围之广、公开性程度之高都是其他传播渠道所难以比拟的。同时
，它的传播又是持续、大规模的运作。这样，舆论形成的自始至终，都常常少不了新闻媒介这条最公
开的渠道。而且，新闻媒介也常常是把反映公众意见作用最重要的报道内容，以更好充当人民的喉舌
。马克思曾把报刊比作驴子，每天驮负着公众舆论在社会成员面前出现，让人们评价；也曾认为“报
纸是作为社会舆论的纸币流通的”。报刊如此，此后兴起的广播、电视以及互联网等新兴媒介亦是如
此。　　（2）设置舆论。虽然新闻媒介不能直接决定人们怎样思考，但是它可以为人们确定哪些问
题是最重要的，亦即它对某些问题或事件的强调程度与被公众的重视程度成正比。新闻媒介愈是大量
报道或重点突出某些问题或事件，公众愈是重点地关注和议论这些问题和事件。这就是新闻媒介的“
议程设置”功能。正如朗·诺顿所说：“报纸是所在地议事日程安排的最主要的提议者，它在决定大
多数人将要谈论什么，以及大多数人对问题的看法和想法。”威尔伯·施拉姆也认为，新闻传播可以
集中人们的注意力。不仅来自远方外界的新思想、新观念、新知识大部分要通过新闻媒介，“在何者
重要、何者危险、何者有趣等一系列问题上，必然有很大一部分意见是来自于媒介。报纸、广播、杂
志像山坡上的守望者一样工作着，它们必须决定向人们报道些什么内容。这种选择的行为——选择报
道何人，选择拍摄何物，选择引用何人言论，选择记载何事——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们的所知、所
论。”如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新闻媒介曾经大量报道国内的阶级斗争问题，公众舆论于是就全都
把阶级斗争当成最大的问题。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新闻媒介又以经济建设为报道中心，于是舆论的议
题又转到了现代化建设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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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闻学引论》可作为新闻专业的教材及报考新闻专业研究生的参考书。为了教学上的方便和学
习的深入有效，每章的思考题都尽量覆盖本章重点内容和基本知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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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除了有些问题叙述太多啰嗦和套话多，其他都还可以，是本新闻学基础入门的好书！
2、考研的资料
3、感觉讲的挺系统的，可以看看。
4、纸质还不错，
内容有的地方啰嗦了，再简练点就好了⋯⋯
5、很好的书。帮了我的大忙。儿子考研准备的。谢谢。
6、看的比较纠结 不过考试大题很多来自这本书
7、考研要用的书，书很好，对自己有帮助。
8、这种教材二手书店都不要，内容比较无聊
9、这本书的特点是将各种观点都涉及到，还有作者自己的独到见解。还不错。
10、速度超快，很喜欢
11、内容没得问题，但是纸张不是很好
12、哎，纸质不是很好 表面还有点脏
13、考研专业书，学起来还好不是很难。觉得不错。
14、我要刷你几遍呢！
15、好像看起来像个盗版啊
16、书很好  封面感觉很好
17、考研用书，网上缺货，一直都没买到。终于买到了，祝愿考研成功
18、作为新闻传播学入门书很有用。牵涉到很多专用名词和理论。作者条理清晰，每章都有明确的介
绍对象。
19、新闻看的书 还可以 ~
20、为考研而买的，纸张手感很好，内容很丰富，希望能够考上~
21、书很好，在看哈~~
22、发货速度挺快的，书也挺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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