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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传播心理学》

内容概要

网络把这个世界上的人们以一种新的方式连接在一起，使之既是生存的工具，又是生存的空间。本书
探讨了网络传播中的各种心理现象及其规律，包括网络环境给传播心理带来哪些新问题，网络传播主
体在这一技术平台与虚拟社会的情境下发生了哪些心理变化，现实社会中的传播形态在网络中如何影
响传播心理，各种传播关系上网后产生了何种变异并有怎样的心理效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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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Ⅰ
第一章网络传播与网络传播心理
第一节网络传播及其独特的类型
一、 网络传播的定义与要素
二、 传播学类型划分不适应网络
三、 网络传播类型的独特性
第二节心理学介入网络研究
一、 心理学介入网络研究的背景
二、 心理学介入网络研究的视点
三、 网络心理研究的价值
第三节网络与网络传播心理
一、 网络传播心理学概述
二、 网络传播渠道对传播心理的影响
三、 网络传播符号对传播心理的影响
第二章网络交往型传播心理
第一节网络交往型传播及其心理过程
一、 网络交往型传播的类型
二、 网络交往型传播的心理过程
第二节网络交往型传播参与者的心理
一、 网络交往传播者的动机和观念
二、 网络交往型传播者的人格
三、 网络亲密关系中的个体心理
第三章网络广场型传播心理
第一节网络广场型传播及其介入者
一、 网络广场型传播的特点
二、 网络形式支持了网络广场型传播
三、 网络广场型传播的介入者
第二节网络广场型传播心理过程
一、 网络议题及其生成心理
二、 跟帖中的心理
三、 “置顶”中的心理
四、 议题消退中的心理
第三节网络广场型传播心理效应
一、 网络广场型传播从众心理效应
二、 网络广场型传播权威者心理效应
三、 网络广场传播沉默螺旋心理效应
第四章网络组织型传播心理
第一节网络趣缘组织中的传播
一、 网络组织与网络趣缘组织
二、 网络组织内的传播系统结构
三、 网络趣缘组织对传统组织传播模式的改造
第二节网络趣缘组织内的人际关系测量——以现实班级QQ群为参照
一、 选择参照群的原因
二、 测量维度的界定
三、 实验假设
四、 测量方法及实验设计
五、 测量总结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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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网络趣缘组织运行及其心理
一、 网络趣缘组织的形成心理
二、 网络趣缘组织的领袖产生与成员接纳心理
三、 网络趣缘组织的规范执行心理
四、 网络趣缘组织的决策及其心理
五、 网络趣缘组织的成败与凝聚心理
第四节网络趣缘组织传播心理特征
一、 群内的平等心理
二、 对外的开放心理
三、 成员的自主心理
四、 状态非恒定心理
第五章网络公告型传播心理（上） ——网络新闻传播心理分析
第一节网络新闻及其传播
一、 关于网络新闻的讨论
二、 网络新闻的传播
第二节网络新闻编辑心理
一、 网络新闻采编制作与编辑心理
二、 网络传播技术运用中的心理策略
第三节网络新闻受众心理
一、 阅读前选择行为链的心理分析
二、 阅读中反应行为链的心理分析
三、 阅读后处置行为链的心理分析
第六章网络公告型传播心理（中） ——网络广告传播心理分析
第一节网络广告及其心理研究
一、 网络广告及其发展
二、 网络广告心理的研究
第二节网络广告传者心理
一、 网络广告主广告投放心理
二、 网络广告人的广告制作心理
第三节网络广告受众心理
一、 网络受众广告接受中的认知分析
二、 网络受众广告接受中的情感分析
三、 网络受众广告接受中的行为分析
第四节网络广告、平面广告情感说服效果比较研究
一、 基本理论与前期研究
二、 网络广告与平面广告情感说服效应对比实验
第七章网络公告心理（下） ——网络博客传播心理分析
第一节博客概述
一、 博客及其发展
二、 博客的传播
第二节博客使用者心理
一、 博客的写作心理
二、 博客的阅读心理
三、 博客的留言心理
第三节博客中的自我暴露心理
一、 博客与自我暴露
二、 博客与约旦曲线的位移
三、 博主被网络推动着进行自我暴露
四、 博客传播中自我暴露的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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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网络检索型传播心理
第一节网络检索及其心理
一、 网络信息检索及其特点
二、 网络检索心理结构
三、 网络检索心理特点
第二节网络检索的心理过程
一、 网络检索行为解析
二、 网络检索环节与心理
第三节网络检索认知过程分析
一、 网络检索的三重属性
二、 网络检索中的信息加工
三、 网络检索的“问题解决”与“学习”
第四节网民检索心理的影响因素与倾向
一、 个性特征因素的影响
二、 人格因素的影响
三、 认知心理因素的影响
四、 网络检索的心理倾向
第五节网络检索对认知的潜在影响
一、 网络检索与人的认知系统
二、 作为一种信息方式的反思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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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一般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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