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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简明而系统地介绍了传播学各基本分支领域，如内向传播、人际传播、小群体传播、组织传播、语言
和非语言传播、大众传播以及国际传播和全球传播中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并着重探讨了大众传播的技
术发展、组织生产、规范管理及效果研究，对传播学研究方法也有初步的介绍。本书可作为高等学校
传播学、新闻学、广告学以及公共关系、市场营销等专业的基础课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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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还可以
2、感觉和初高中教材编法一样。和大牛们比，果然还是缺乏可读性。
3、“传播学概论”课本。
4、中规中矩，近乎现代社会学。
5、补充了很多社会学的材料。
6、比第一版好，but 仍然不好看 
7、展现传播和传播学发展脉络，试图融合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理论，举例详实，老师个人风格明显
。（然而啰嗦，新版有所增补仍显老旧
8、有关大众传播外的几种传播系统的典型理论还是有借鉴之处的，这一点是其它教材很少涉及的。
9、比第一版好不少。
10、逻辑弱。
11、偏公共关系⋯⋯对人际组织传播相关知识有一定的补充
12、好于第一版，关于国际传播和发展传播学那一块十分详尽地梳理了历史，值得划重点233，以及后
期还会再做整理，边角的知识点挺多，容易出到名解。
13、唉。贵传播学。到底都是怎么把这些是个人都知道的东西。写出这么厚的一本书的。
14、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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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传播学概论(第2版)》的笔记-第114页

        以电视为代表的电子媒介扭转了视觉空间的感觉分裂，人类重新部落化，个人与环境合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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