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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主述 大眾媒介的重要性、媒介與社會的關係、方法的基本差異、 大眾媒介的興起、印刷媒介 參、大
眾傳播的過程、主流理論與研究典範的興起等
第一章    緒論
壹、大眾媒介的重要性
貳、媒介與社會的關係
參、方法的基本差異
肆、不同型態的理論
伍、傳播科學與大眾傳播研究
陸、其他的分析傳統：結構分析、行為分析與文化分析
柒、大眾傳播的定義
捌、大眾媒介制度
第二章    大眾媒介的興起
壹、從最初的媒介到大眾媒介
貳、印刷媒介：書籍與圖書館
參、印刷媒介：報紙
肆、身為大眾媒介的電影
伍、無線廣播
陸、音樂錄製
柒、新電子媒介
捌、媒介之間的差異
玖、媒介變遷對公共利益的意涵
第三章    概念與模式
壹、關於媒介與社會的早期看法
貳、「大眾」的概念
參、大眾傳播的過程
肆、廣大的閱聽人
伍、大眾文化與通俗文化
陸、主流理論與研究典範的興起
柒、另類典範
捌、四種傳播模式
玖、關於媒介與社會的新觀點
第四章    媒介理論與社會理論
壹、媒介、社會與文化：聯繫與衝突
貳、大眾傳播乃是一種整體性：社會關係的中介
參、聯繫媒介與社會的參考架構
肆、媒介理論的主要議題(一)：權力與不平等
伍、媒介理論的主要議題(二)：社會整合與認同
陸、媒介理論的主要議題(三)：社會變遷
柒、媒介社會理論(一)：大眾社會
捌、媒介社會理論(二)：馬克思主義的觀點
玖、媒介社會理論(三)：功能論
拾、媒介社會理論(四)：批判政治經濟學
拾壹、媒介社會理論(五)：現代化與發展
拾貳、媒介社會理論(六)：傳播科技決定論
拾參、媒介社會理論(七)：資訊社會
拾肆、衝突與共識對比、媒介中心論與社會中心論對比取向
第五章    大眾傳播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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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設定場景：文化途徑
貳、傳播與文化
參、起源：法蘭克福學派與批判理論
肆、霸權
伍、晚近批判文化理論的發展：伯明罕學派
陸、性別與大眾媒介
柒、通俗文化的「救贖」
捌、商業化
玖、傳播科技與文化
拾、媒介邏輯與傳播偏向
拾壹、涵化與認同的中介作用
拾貳、文化的全球化
拾參、大眾媒介與後現代文化
第六章    新媒介：新理論
壹、新媒介與大眾媒介機構
貳、資訊社會的興起
參、「新媒介理論」的主要議題
肆、「新媒介理論」的可能基礎
伍、資訊交流的新模式
陸、電腦中介社群的形成
柒、政治參與、新媒介與民主
捌、新傳播科技的全球性偏向
玖、自由的科技？
拾、新媒介促進平等？
拾壹、結論
第七章    媒介與社會規範理論
壹、媒介與公共利益
貳、媒介社會理論的主要議題
參、早期的理論途徑：身為「第四階級」的新聞業
肆、一九四七年的新聞自由委員會與社會責任論
伍、專業與媒介倫理
陸、四種報業理論與其它理論
柒、公共服務廣播系統的另一種選擇
捌、大眾媒介、市民社會與公共領域
玖、對於當代公共領域不滿的回應
拾、規範性的媒介理論：未來的道路
第二部分    結構
第八章    媒介結構與行為表現：原則與義務
壹、一個評估的架構
貳、媒介自由
參、媒介平等
肆、媒介多元
伍、資訊品質
陸、社會秩序與團結
柒、文化秩序
捌、媒介規範理論的應用範圍
玖、變遷中的規範環境
拾、義務的意義
拾壹、義務的兩種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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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貳、義務的方向與關係
拾參、義務的架構
拾肆、結語
第九章    媒介結構與制度
壹、媒介「不只是商業」
貳、媒介結構的基礎和分析層次
參、媒介結構的一些經濟原理
肆、所有權與控制
伍、競爭與集中
陸、媒介經濟的獨特面貌
柒、媒介結構的動力
捌、大眾媒介的管制：另類模式
玖、媒介政策典範的轉移
拾、國家內部的差異：媒介體系的社會與文化特色
拾壹、媒介體系和政治體系
拾貳、媒介結構中的後共產主義變遷
第十章    全球性的大眾傳播
壹、起源
貳、新的動力：科技和金錢
參、跨國公司與媒介所有權和控制權
肆、全球大眾媒介的差異
伍、文化帝國主義及其之外
陸、媒介跨國化的過程
柒、國際性的媒介依附
捌、國際新聞流動
玖、媒介文化的全球貿易
拾、國家與文化認同的概念
拾壹、結論
第三部分    組織
第十一章    媒介組織
壹、媒介組織研究傳統的興起
貳、媒介組織研究的架構與觀點
參、組織對內容的影響：幾個主要議題
肆、分析層次
伍、受社會力影響的媒介組織
陸、媒介組織與社會的關係
柒、記者的角色：投身參與或保持中立？
捌、壓力團體與利益團體
玖、媒介組織與媒介所有者及其顧客的關係
拾、媒介組織與閱聽人的關係
拾壹、內部結構與動態觀點
拾貳、「大眾傳播工作者」的個人特質所造成的影響
拾參、新聞組織中的女性
拾肆、潛藏的矛盾
拾伍、媒介職業角色的兩難困境
第十二章    媒介文化的產生
壹、從脈絡到生產
貳、媒介組織的活動：守門與篩選
參、意識形態影響與組織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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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新聞篩選過程中的變數
伍、爭取媒介近用權
陸、消息來源對新聞的影響
柒、媒介組織的活動：處理流程與新聞呈現
捌、媒介文化的邏輯
玖、決策的其他模式
拾、吸引閱聽人注意力具有絕對優先性
第四部分    內容
第十三章    媒介內容：主題、概念與分析方法
壹、為什麼要研究媒介內容？
貳、以批判觀點審視媒介內容
參、結構主義與符號學
肆、媒介內容是一種訊息
伍、媒介表現論述
陸、研究方法的相關問題
柒、傳統的內容分析
捌、比較量化與質化分析途徑
玖、結論
第十四章    媒介文類與文本
壹、文類的問題
貳、媒介格式與邏輯
參、新聞文類
肆、新聞價值和新聞結構
伍、新聞敘事
陸、新聞程序的另類版本
柒、文化的文本及意義
第五部分    閱聽人
第十五章    閱聽人理論與研究傳統
壹、閱聽人的概念
貳、閱聽人的起源
參、從大眾到市場
肆、批判的觀點
伍、閱聽人研究的目標
陸、另類的研究傳統
柒、議題的興起
捌、閱聽人的類型
玖、身為團體或公眾的閱聽人
拾、閱聽人的滿足模式
拾壹、個別媒介的閱聽人
拾貳、由管道或內容來定義的閱聽人
拾參、閱聽人與傳播者關係的另類模式
拾肆、閱聽人研究的問題
拾伍、閱聽人研究及其影響的普遍化觀點
拾陸、主動性與選擇性
第十六章    閱聽人的形成與經驗
壹、「為何」使用媒介？
貳、閱聽人形成的結構途徑
參、使用與滿足途徑
肆、一個閱聽人選擇的整合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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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媒介使用和日常生活
陸、媒介使用的公共和私人領域
柒、次文化和閱聽人
捌、生活方式
玖、性別化的閱聽人
拾、社會性與媒介使用
拾壹、媒介使用的規範架構
拾貳、閱聽人的內容規範
拾參、來自閱聽人的觀點
拾肆、媒介迷
拾伍、閱聽人的終結？
拾陸、閱聽人的「逃脫」
拾柒、閱聽人的未來
拾捌、再談閱聽人的概念
第六部分    效果
第十七章    效果研究的傳統
壹、媒介效果的假定
貳、媒介效果研究和理論的自然歷史：四個階段
參、效果的層次和種類
肆、媒介效果的過程：一個類型學
第十八章    短期效果的過程
壹、個人的反應和回應
貳、媒介與暴力
參、一個行為效果的模式
肆、集體反應的效果
伍、宣傳活動
陸、宣傳
柒、結論
第十九章    長期和間接的效果
壹、在一個發展環境中的傳播
貳、知識的傳佈
參、新聞的傳播以及從新聞中學習
肆、框架效果
伍、議題設定
陸、知溝
柒、長期的、非計畫性的變遷：一種模式
捌、社會化
玖、對真實的定義與建構
拾、沈默螺旋：意見氣候的形成
拾壹、建構真實與不成文的偏差
拾貳、涵化
拾參、社會控制和意識的形成
拾肆、對其他社會機構的效果
拾伍、事件的結果
拾陸、媒介與文化變遷
拾柒、結論
第二十章    傳播學門的狀態
壹、大眾傳播的恆久存在
貳、理論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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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需要新理論嗎？
肆、大眾傳播的多重邏輯
伍、大眾媒介乃一種(不完美的)意義機器
陸、權力、影響力與效力
柒、文化的問題
捌、結語
名詞解釋
參考書目
人名索引
主題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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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翻译差逻辑差
2、台湾的传播学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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