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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内容包括:新闻的定义、新闻的基本属性、新闻的选择标准、新闻业的产生与发展、新闻业的
性质与功能、新闻工作的基本业务规范等。

Page 2



《新闻理论教程》

书籍目录

绪论第一节 新闻学的形成与发展一、世界新闻学的形成二、中国新闻学的形成和发展三、世界无产阶
级新闻学的形成与发展第二节 新闻学研究的内容与方法一、新闻学研究的内容二、新闻学研究的方法
第三节 学习新闻理论的意义一、服务实践，指导实践二、继承传统，改革创新三、构建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第一编 新 闻第一章 新闻的定义第一节 新闻的起源与本源一、新闻的起源二、新
闻的本源第二节 新闻的定义一、“新闻”一词的含义二、新闻的定义第三节 新闻的基本特性一、新
闻的基本特性二、认识新闻基本特性的意义第二章 新闻的基本属性第一节 新闻的信息属性一、新闻
具有信息属性二、认识新闻信息属性的意义第二节 新闻的舆论属性一、新闻具有舆论属性二、认识新
闻舆论属性的意义第三节 新闻的宣传属性一、新闻具有宣传属性二、认识新闻宣传属性的意义第三章
新闻的选择标准第一节 新闻选择的主体与过程一、新闻选择的主体二、新闻选择的过程三、新闻选择
标准的构成第二节 新闻价值选择标准一、新闻价值选择的依据二、新闻价值选择的要求第三节 新闻
政策选择标准一、新闻政策选择的依据二、新闻政策选择的要求第二编 新闻业第四章 新闻业的产生
与发展第一节 世界新闻业的发展历程与现状一、大众化报刊的兴起二、无产阶级报刊的产生三、资本
主义报业垄断化的出现四、多媒体融合并存传播局面的形成五、世界新闻业未来竞争的态势及特点第
二节 中国新闻业的发展历程及现状一、新中国新闻事业的起步与发展二、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新闻业
的飞跃发展三、全球化竞争中中国新闻业的创新与发展第三节 新闻业产生与发展的基本规律一、人类
的信息交流与传播活动是新闻业产生的渊源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导致了近代新闻业的产生三
、物质生产、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的进步决定着新闻业的发展水平四、社会和阶级的需要推动着新闻
业的发展第五章 新闻业的性质与功能第一节 新闻业的性质一、新闻业是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通过新
闻手段的反映二、新闻业是适应和满足人们信息与新闻需要的社会公共文化事业三、新闻业是一定阶
级传播新闻、引导舆论、服务社会的舆论工具四、新闻业是信息与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五、新闻
业性质的完整表述与全面理解第二节 新闻业的功能一、传播信息，报道新闻二、反映舆论，引导舆论
三、服务受众，服务社会第三节 社会主义新闻业的性质与任务一、社会主义新闻业是共产党领导的社
会主义事业的一部分二、社会主义新闻业是党、政府和人民的耳目喉舌三、社会主义新闻业是社会主
义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的有力工具第三编 新闻工作第六章 新闻工作的基本业务规范第一节 
坚持新闻报道真实性原则一、新闻真实的意义二、真实性原则的内涵与本质三、真实性原则的要求四
、防止虚假报道，维护新闻真实第二节 实现新闻报道客观与公正一、客观报道原则的内涵与要求二、
公正报道原则的内涵与要求三、坚持新闻报道客观公正与立场倾向的统一第三节 体现新闻自由与社会
责任一、新闻自由原则的产生二、新闻自由原则的内涵三、两种不同性质的新闻自由四、社会责任原
则的产生及其内涵五、社会责任原则实现的条件六、坚持新闻自由与社会责任的协调统一第七章 新闻
工作的道德与法律规范第一节 新闻工作的道德规范一、新闻职业道德规范的形成二、新闻职业道德规
范的依据三、新闻职业道德规范的内涵与要求四、新闻职业道德评价五、中国新闻职业道德的规范要
求六、中国新闻职业道德建设状况第二节 新闻工作的法律规范一、新闻传播法律规范的形成二、新闻
传播法律规范的依据三、新闻传播法律规范的内涵与要求四、中国新闻传播法制建设的现状及未来发
展第八章 社会主义新闻工作规范第一节 坚持党性原则一、新闻工作党性原则的由来及依据二、社会
主义新闻工作党性原则的基本内涵三、社会主义新闻工作党性原则的基本要求第二节 坚持贴近实际、
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一、“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原则的依据与内涵二、坚持“贴近实际
、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原则的现实意义三、坚持“三贴近”原则的基本要求第三节 坚持新闻舆论监
督一、新闻舆论监督的内涵与依据二、新闻舆论监督的意义三、新闻舆论监督的原则与要求第四编 新
闻受众第九章 新闻受众的地位与作用第一节 认识受众的地位与作用一、受众在传播过程中的地位二
、受众在传播过程中的作用三、正确认识受众的地位与作用第二节 开展受众调查与研究一、受众调查
与研究的依据及意义二、受众调查与研究的内容与方法第三节 接受受众批评与监督一、接受受众批评
与监督的依据及意义二、接受受众批评与监督的要求第十章 服务受众，引导受众，依靠受众第一节 
满足受众兴趣与需要一、受众兴趣与需要理论提出的背景二、受众兴趣与需要原则的内涵及要求第二
节 正确引导受众一、正确认识满足受众兴趣与需要同正确引导受众的关系二、正确引导受众的原则与
方法第三节 坚持依靠受众一、坚持依靠受众的依据及意义二、坚持依靠受众的目标及要求第五编 新
闻从业者第十一章 新闻从业者的职业特征与职业修养第一节 新闻从业者的职业特征一、新闻职业的
含义二、新闻职业的基本特征三、新闻职业的弱点第二节 新闻从业者的职业修养一、新闻从业者的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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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特征二、新闻从业者的职业修养第三节 社会主义新闻业对从业者的基本要求一、胸怀全局、顾全大
局，坚持党性原则二、尊重事实、服从真理，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三、心系群众、以人为本，坚持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四、善于学习、勤于实践，坚持创新理念第十二章 新闻从业者的教育与培养
第一节 新闻教育的产生与发展一、世界新闻教育的产生与发展二、中国新闻教育的产生与发展三、新
闻教育的发展趋势及特点第二节 新闻教育的内涵与实施一、新闻教育的理念及新闻人才素质要求二、
新闻教育的专业目标及教学方法第三节 新闻教育的提高与普及一、新闻从业者的在职教育与岗位培训
二、媒介素养教育的普及与大众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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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家精品课程系列教材：新闻理论教程》力图对新闻理论所涉及的基本问题作较为系统的梳理
、归纳和评介，对新闻学本体理论所涉及的基本概念作较为准确的阐释、界定和厘清，对新闻实践和
理论研究中的重大问题作较为全面的概括、分析和论述，同时尽量吸收近年来国内外新闻学研究的最
新理论成果和新闻实际工作中创造的最新实践经验，以使内容更加丰厚、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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