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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学》

内容概要

《电视学》主要内容：中国电视发展已经走过了将近50年的历程。在这50年中，前20年的岁月受到中
国政治运动和其他诸多因素的影响，发展并不快；而后30年是中国电视发展最快的时期，甚至在某种
程度上，即便我们现在说中国是电视大国，也不为过。但是通常理论的发展是要滞后于实践的，尤其
是那些强烈依赖实践发展的学科。这种滞后表现在，理论需要等待实践有一个初步的发展，然后才能
介入。电视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中国电视发展的半个世纪中，我们所能够看到的绝大多数可以
称得上是电视研究的东西几乎都产生在最近的30年。
在讨论中国电视学的时候，我们不能回避一个问题，就是电视学和广播电视学的关系。在很长的一段
时间里，广播和电视是不分家的，广播是老大哥，传统上大家把广播电视统称为电子媒介。但是，当
我们要建立电视学时，就产生了一些疑问，电视学是要从传统的广播电视学中分离出来吗？如果是这
样，那么是不是也要建立广播学？电视学是一种单纯的理论研究呢，还是全方位的探讨？如果是后者
，那么这种探讨对我们目前仍然在沿用的广播电视学教学和科研体系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在我们的《电视学》（第二辑）中，发表了英国诺丁汉大学张晓玲的论文《全球化与中国电视剧出口
》和上海大学教授陈犀禾的论文《对英美电视学知识体系和学科体系的研究》，期待这种探讨可以拓
展电视学研究的国际视野。同时，我们还开设了《电视学笔谈》栏目，希望专家学者通过这种形式来
讨论电视学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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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学》

书籍目录

【电视学专题研究】  对于中国电视节目类型界定问题的思考  符号传播的诡计　对英美电视学知识体
系和学科体系的研究　电视学的建构与研究路径　中国电视纪录片史的一种解读方式　数字影像时代
的新媒体革命　全球化与中国电视剧出口　虚构：纪录片的一种影像表意　中国电视新闻语言的现实
危机与研究转向　中国电视的“非制度化生存”　中国电视的经济追求要坚持科学发展观【媒介研究
】　媒介·生活·艺术·异化——艺术研究的媒介视角　论中国电视媒介拥有媒介权力的背景和动因
　媒介形象的消费——关于媒介空间关系资源的理论　探寻主持人在节目形态生成、结构方式及节目
传达中的功用　国际政要高层人物电视快速采访特点探析【书评】　从电视场说开去——读《电视文
化的观念》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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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学》

章节摘录

　　对于中国电视节目类型界定问题的思考　　学界·业界·精神·历史的共鸣选择　　一、学界展
望　　电视节目作为电视研究的本体对象所在，是无论如何也绕不过的分析样本——这是任何之于电
视节目类型界定研究的最基本、也是最简单的原因。“电视节目”的基础意义，就好比新闻学领域的
“新闻”、传播学领域的“信息”、电影学中的“影片”以及美学中的“什么是美”。因而关于电视
节目类型界定的研究，可以称得上是电视学科领域中的基础性分支学科范畴。“在眼前的往往会被漠
视”，“最熟悉的陌生人”——节目类型作为研究对象，以界定分析作为研究方法，在电视理论学界
的意义是极具现实性和及时性的。　　试看当前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最红火的显学——新闻传播学和
影视研究，电视学科同以上两者的关系是那么的“水乳交融”，电视学理论发展的实力和潜力，由此
彰显。但是，作为研究的基础样本——电视节目，其分类标准却是五花八门、莫衷一是的：观众群、
表现形态、主题内容、播出时段、播出方式、剧情时空、播出背景，等等，都在被提及，甚至标准的
标准也在被不断提出。那么随着这股似是而非的理论趋势，电视节目界定的“标准的标准的标准的⋯
⋯”将不断有进行下去的可能。特别是对于不甚严谨乃至本身就只是滥竽充数的学者来说，这是他们
混饭的金窝窝；但是，对于整体电视理论研究的发展而言，却有百害而无一利。　　另一种因界定不
清而导致的学术危害在于，由于对相关电视节目的内涵和外延的认识不够明晰，致使在研究论证的过
程和结果中出现了混淆不清、逻辑混乱的尴尬状况——这一现象在当下中国大陆电视理论研究界可谓
具有典型性意味，甚至成为进一步拓展理论空间的一大瓶颈。比如对“电视专题节目”和“电视纪录
片”、“综艺节目”和“娱乐节目”、“偶像剧”和“青春偶像剧”等等长期受到学界和业界关注的
节目界定的不清晰、不分明，致使相关研究者和制作单位出现一定程度的困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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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学》

精彩短评

1、书稍有弯折现象 不过还好没有大影响 较满意
2、还不错，复试再看。嘿嘿
3、好书 虽不是系统的理论 没有以章节的形式出现 但是篇篇论文理论层次深入 很有启发和价值
4、电视学早就应该开自己的专业了，可是，学科总是界定不出来啊
5、这本书还真是良莠不齐 有几篇文章写得相当不错 剩下的就没法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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