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旅游传播与少数民族乡村的变迁》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旅游传播与少数民族乡村的变迁》

13位ISBN编号：9787506831758

10位ISBN编号：7506831759

出版时间：2013-1

出版社：中国书籍出版社

作者：顾雪松

页数：224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1



《旅游传播与少数民族乡村的变迁》

内容概要

Page 2



《旅游传播与少数民族乡村的变迁》

作者简介

顾雪松，1964年出生于贵州省铜仁市一个教师之家。1980年～1984年在贵阳师范学院中文系汉语言文
学专业完成本科学业；1986年～1987年在吉林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助教进修班修完文艺学硕士课程
；2007年9月起，在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学习广告学专业博士课程，2010年7月获广告学专业博士学
位，现就职于贵州财经大学，任贵州省政协委员。曾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电视节目的双构思维与多
重关联》等论文二十余篇，参编教材三部，与他人合著专著一部。现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
划项目《民族村镇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研究》及贵阳市科技局软科学项目《贵阳城市品牌建构与城
市形象传播》。主要研究方向为传播与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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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 第一节研究的起点和问题的提出 一、关注游客与少数民族东道主的交往 二、探寻旅游传播的规
律 三、研究的主要观点及意义 第二节本书的基本框架和研究方法 一、基本框架 二、研究方法 第三节
针对性理论综述 一、国外研究的线索与现状 二、国内相关理论的论述 第四节相关概念界定 一、旅游 
二、旅游传播 三、少数民族乡村 四、少数民族乡村旅游 第一章 旅游传播的理论朔缘 第一节文化圈理
论：从核心到边缘 一、文化圈层结构、文化的接触与混合 二、自然空间、传播空间与文化研究的空
间化 第二节人际沟通理论：游客与东道主的相遇 一、从“镜中我”到“符号互动”  二、“人际需求
”与“社会交换”  第三节跨文化传播：与陌生人对话 一、文化的多样性互动 二、跨文化传播的国际
与国内场所 三、后殖民语境下的跨文化传播 第四节社会变迁的原由：差异即动力 一、扩散与传播 二
、接触与涵化 三、冲突与调整 第五节本章小结 第二章旅游传播——意义与关系的建构 第一节旅游者
：信息与媒体的有机体 一、历史上的旅游者 二、现代旅游的大众化 三、旅游者：集信息媒体于一身 
第二节游客与东道主之间的符号互动 一、旅游：不同文化背景的符号互动 二、旅游活动为不同文化
背景的人们提供了交往的情景 第三节游客与东道主——关系与意义的构建 一、旅游为传播实践提供
了交际场景 二、游客与东道主之间发生了交际行为 三、旅游成为游客与东道主的交际事件 四、游客
与东道主构成了相互关联 第四节旅游活动中信息传播及影响 一、人际交流带来大量信息 二、价值观
的影响 三、生活方式的改变 四、文化习俗的调适 五、冲突效应 第四节本章小结 第三章地理区位与民
族习俗背景下的传播环境 第一节西江千户苗寨的自然地理和历史环境 一、西江千户苗寨的地理区位 
二、社会经济状况 第二节巫文化与寨老议事制度 一、巫文化及信息传播特点 二、寨老议事制度的仪
式 第三节苗族族内传播的基本形态 一、苗语是主要的交流工具 二、苗歌的传播功能 三、物质媒介与
事件传播 第四节本章小结 第四章西江千户苗寨居民媒介接触条件与现实状况 第一节信息时代中的少
数民族乡村居民 一、少数民族乡村：曾经的大众传播的信息死角 二、少数民族村民：信息贫困户、
低保户 第二节大众传播与西江千户苗寨居民 一、电视基本普及，成为千户苗寨接收信息和娱乐的重
要工具 二、受访者与广播和报纸的接触极少 第三节西江千户苗寨居民使用互联网与手机的情况 一、
受访者接触互联网的情况 二、手机拥有率较高 第四节西江千户苗寨居民与旅游者接触情况 一、20世
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进入西江千户苗寨的参与型、体验型、研究型旅行者 二、20世纪90年代后期
至2007年的自助游、背包族与采风的学生 三、2008年旅游开发大会以后有组织、大规模的休闲娱乐人
群 第五节李老师客栈及苗家旅游接待户 一、网上品牌——李老师客栈 二、客栈经营与主人的受教育
程度 三、女主人人际沟通能力的作用 第六节千户苗寨一天的日常生活 一、打米不如等游客 二、关于
吊脚楼的经济学理解 第七节本章小结 第五章游客与东道主：信息交流与物质交易的联动 第一节旅游
传播的基本形态 一、人际传播是旅游传播的主要形态 二、与游客的接触搭建了山村社会与外界交往
的桥梁 三、东道主与游客的互动交往形成少数民族乡村的社会化过程 第二节旅游传播突破传播活动
与日常生活的界限 一、交往过程的偶发性和不可重复性是旅游传播的特点 二、高频度直接互动的传
播效果 第三节信息交流与物质交易的互动 一、语言符号与非语言符号建构全息式传播 二、信息交流
与物质交易的联动 第四节本章小结 第六章旅游经济驱动下多元文化的碰撞与混合 第一节空间的跨越 
一、地理空间的跨越 二、文化空间的跨越 ⋯⋯ 第七章旅游传播——乡村变迁的起搏器 结语：游客与
少数民族乡村的明天 参考文献 附录一：贵州少数民族乡村信息获取与利用调查问卷 附录二：西江千
户苗寨居民信息接触调查数据及分析 附录三：网络媒介与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发展 后记：做有生命
的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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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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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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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第一並沒有多維度，第二並沒有研究，介紹就寫介紹好嗎。以傳播學為切入點，以外來遊客與少
數民族東道主的交往為研究核心，以實證研究為依托，對貴州黔東南西江千戶苗寨的傳播環境、信息
接觸狀況、主客交往等方面進行了多維度考察，探討了旅遊傳播對少數民族鄉村產生的傳播效果。
2、非常水的一本书，作者就从《游客与东道主》中截取了两个概念，然后反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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