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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文化学》

内容概要

本书将电视的整个传播内容作为电视文化来研究，其实是一种文化哲学的研究视野。书中论述了电视
文化的多种功能性。除了电视文化的宣传导向和艺术审美功能外，也强调了电视文化交流对话功能、
娱乐消费功能。因此，注重将电视文化与市场经济结合在一起，发展电视文化产业。主张向国际上的
几种典型的电视运行体制学习、借鉴，以此改进我国的电视体制。书中强调电视文化应以观众为中心
。因为，只有观众的收视接受，电视的诸多功能才能得以实现。并且从接受美学、心理学、传播学的
角度来关照观众对电视文化的需求满足。并着重强调电视观众收视调查和电视策划的重要。电视文化
的宗旨是对人的生存境况给予关怀。将人放置在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中
加以记录、展示、呈现。并从人类文化学角度研究各民族生活方式的差异性和各民族间的对话性。书
中还论及后现代的电视文化走向及特征，以及在数字化时代里，电视将与互联网络融为一体，走向互
动式的数字电视，电视将从大众传播走向面对个人化的传播。后现代社会是一个非中心化的具有多元
价值观且尊重个性化的分散社会。后现代的社会语境决定我们的传播方式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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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文化学》

作者简介

陈默，北京广播学院电视学院硕士生导师。1986年在武汉大学获法律学学士学位，后获文艺美学硕士
学位，1995年在武汉大学获西方哲学博士学位。1996年在北京做经济学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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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文化学》

书籍目录

序论第一章 电视文化的阐释及功能　一、文化的阐释　　1．电视文化　　2．传统文化与现代媒体文
化　二、电视文化的功能　　1．宣传导向及社会舆论功能　　2．交流一对话功能　　3．消费娱乐功
能　　4．记录生活空间与历史同步功能　　5．艺术审美功能　　6．交互功能与生活信息服务功能　
三、电视文化——大众消费文化　　1．大众文化　　2．文化产业　　3．电视艺术与社会生活的关系
第二章 电视文化以观众为中心　一、从“传者中心”向“观众中心”的转移　　1．“魔弹说”和“
拉斯韦尔”传播模式　　2．“使用与满足”的传播模式　二、解释——接受美学理论　　1．观众的
理解、参与　　2．观众接受的期待视野　三、巴赫金的对话理论　　1．对话理论　　2．民间文化与
狂欢化　四、观众接受的过程及心理驱动　　1．观众接受过程　　2．观众心理驱动第三章 电视文化
的观众研究与策划　一、电视观众收视调查与研究　　1．市场信息研究　　2．大众怎样使用传媒　
　3．收视调查分析报告实例　二、电视策划　　1．市场定位与观众需求　　2．品牌形象的策划与定
位　　3．电视策划与频道专业化第四章 影视文化的人文关怀　一、人的生存境况　二、纪实与真实
　　1．现象学方法　　2．“真实性”的问题　　3．访美国纪录片大师弗里德里克.怀斯曼　三、表
现与真实　　1．格式塔心理学　　2．表现心理真实的《迷墙》　　3．《蓝色》：表现蓝色生命的解
读第五章 后现代文化与电视文化第六章 新媒体时代的电视第七章 国际上几种典型的电视体制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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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文化学》

精彩短评

1、这年头，博士导师出的书都是找自己学生写的，滥竽充数。完全就是七拼八凑。
2、学习用书
3、这本书01年就出了，相对现在来书算是老书了，不过内容还行，但是有点繁冗，总体一般。主要是
关于电视方面的，也参加了一些传播学的理论知识在里面。
4、祝我考中传！
5、毕业已经一年了，很遗憾的就是大学期间从来没有上过陈默老师的课。以前也听别的老师说过陈
老师，也一直认为陈老师的学术北京让人很佩服。这次为了参加复试从当当买了陈老师的书拜读，读
完以后虽然这是一本多年前写的书但让我仍然受益匪浅。很多人认为电视是给老百姓看的，是大众文
化通俗艺术，但陈老师的书标题电视文化学就告诉我们电视是一门文化，并且在书中用他哲学者辨证
的思维从内容到受众到媒体环境，从国内到国外进行了梳理，推荐大家来读一读这本书，就算不是搞
电视的，也能够对这一行业有更深的了解。
6、考研时买的，有的内容好好读几遍，不容易理解。整体还不错。
7、挺好的一本书~~~~~
8、书挺好的，发货速度也快
9、标准的中国式教材....原本感兴趣的东西变的无趣
10、强调影视文化要关注“人”；共通的人性是根基
11、一本文化学视阈下的电视解析，原理阐释清楚，通俗易懂。
12、到货很快，很满意
13、没有逻辑，各种杂文罗列在一起。
14、这本读来就有些吃力了，也和读时功利、浮躁的心态有关吧。去年春天有幸在广院亲眼见到了作
者。
15、我恨这些不知所云却被强迫购买的教材！
16、不知道怎么了书有扑损，好像是旧书似的，但书还不错
17、是参考书目里要用的书，还可以吧
18、启蒙性读物
　如何不喜欢？
19、这本书买了一段时间才看，很喜欢陈老师研究风格。作为一个有哲学功底的老师，他的思维很清
晰，表达也很到位，尤其是能站在一个独特的视角上分析问题并且不把简单问题复杂化。目前我还只
看了第四章—影视文化的人文关怀，在我读爱因汉姆的书的时候我就思考他的视知觉理论在当下艺术
研究中是否还具有意义？看了陈老师的论述，才知道在音乐、美术、影视等研究方面仍然有很强的启
发意义。所以说，陈老师的书可以为你提供一个比较大的信息量和开阔的视野。比较喜欢的就是这种
比较开放的风格，而不是学究式空谈理论或者把简单问题复杂化的风格。还在读，只提供一点不成体
系的心得，仅供大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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