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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宣导抚慰功能》

内容概要

《传媒宣导抚慰功能》在系统梳理关于传媒功能研究的相关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当今中国的社会现实
，提出了传媒的宣导抚慰功能说。传媒宣导抚慰功能的研究，国内外还不够重视，理论成果较少，而
本研究对这一功能说的学术渊源、理论内涵、产生背景、功能模式等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在此基
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传媒通过发挥宣导抚慰功能推进西部发展的相关建议，阐明了传媒宣导抚慰
功能对于西部的特殊意义，并提出了传媒在应对西部危机、改潜生态环境、提高民众素质等方面的具
体意见和建议。因此，本研究不仅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学术创新性，还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

Page 2



《传媒宣导抚慰功能》

书籍目录

绪论：传媒，社会的“减压阀”第一章  传媒的宣导抚慰功能  第一节  传媒的主要功能    一、传媒的定
义    二、重要的传媒功能学说    三、传媒的社会整合功能意义的凸显    四、我国传媒的喉舌功能说  第
二节  传媒的宣导抚慰功能    一、宣导抚慰功能的界定    二、宣导抚慰功能说的理论意义    三、宣导抚
慰功能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第二章  宣导抚慰功能的理论内涵  第一节  宣传与宣泄    一、“闻”以
载道，文道融谐    二、宣泄功能：新闻的“卡塔西斯”    三、我知故我在——知识普及的抚慰功能  第
二节  疏导与指导    一、心理疏导疗法的启示    二、理性的高度与新闻的指导性  第三节  安抚与慰藉    
一、新闻的中和之美    二、抚慰的接受之维    三、新闻的“兴观群怨”    四、“关刺”有度的真理载
体第三章  宣导抚慰功能说产生的背景  第一节  外在原因：生存环境的严峻    一、生存环境的内涵及各
组成部分的关系    二、自然生态环境的严峻    三、社会生态环境的构成和运动    四、社会生态环境的
恶化    五、传媒推动科学研究，认识并利用环境  第二节  特殊背景：受众需求变化    一、利益多元、
思想碰撞中的受众需要引导    二、面对过剩信息的受众需要传媒进行筛选    三、感到压力增大的受众
需要宣导抚慰  第三节  内在动力：传媒化生存    一、环境的传媒化    二、传媒的环境化    三、传媒化生
存第四章  宣导抚慰功能模式  第一节  危机模式    一、危机潜伏期：居安思危、有备无患    二、危机发
生期：人定胜天、临危不乱    三、危机消退期：福祸相倚、转危为安  第二节  发展模式    一、设置议
程，提升国家“软力量”    二、形成框架，强化社会规范    三、提供娱乐，宣泄民众情绪    四、协同
发展，构建和谐社会    五、加强建设，规避负面影响第五章  西部发展与传媒宣导抚慰功能  第一节  发
展传播学    一、发展传播学的产生    二、发展传播学的发展    三、中国的发展传播学  第二节  西部的战
略地位    一、历史渊源与自然禀赋    二、当代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后盾    三、西部大开发战略  第三节  西
部发展中的一些问题    一、西部的自然生态问题：治理与破坏并存    二、中国西部的经济社会问题：
经济社会发展与贫穷落后随行    三、西部的公众心理问题：群体性沮丧与焦虑  第四节  传媒宣导抚慰
功能对西部发展的意义    一、传媒宣导抚慰功能在西部经济发展中的特殊作用    二、传媒宣导抚慰功
能在西部政治建设中的特殊作用    三、传媒宣导抚慰功能在西部文化建设中的特殊作用    四、传媒宣
导抚慰功能在西部社会建设中的特殊作用第六章  西部传媒现状与宣导抚慰力  第一节  西部传媒问题    
一、东西部传媒比较    二、西部传媒存在的问题    三、落后的原因  第二节  如何提升西部传媒的宣导
抚慰力    一、西部传媒的重要职责——宣导抚慰    二、西部传媒宣导抚慰重点    三、如何提升西部传
媒的宣导抚慰力第七章  传媒与西部危机应对  第一节  危机应对机制及其相关界说  第二节  西部建立长
效危机应对机制  第三节  传媒宣导抚慰功能在危机应对机制中的运用第八章  西部传媒的宣导抚慰功能
与社会生态环境的改善  第一节  社会生态环境概述    一、社会生态环境    二、我国社会生态环境现实    
三、传媒宣导抚慰功能与社会生态环境的关系    四、传媒宣导抚慰功能对西部生态的特殊意义  第二节
 传媒宣导抚慰功能对社会生态环境的改善    一、传媒对社会政治生态的改善    二、传媒对社会经济生
态的改善    三、传媒对社会文化生态的改善  第三节  传媒的宣导抚慰功能在环境新闻报道中的彰显第
九章  传媒与西部民众素质的提升  第一节  民众素质概说    一、民众素质    二、我国西部民众素质现状  
 三、传媒宣导抚慰功能与民众素质的关系  第二节  传媒与西部民众素质的提升    一、传媒与西部民众
的政治素质    二、传媒与西部民众的科学素质    三、传媒与西部民众的心理素质    四、传媒与西部民
众的身体素质    五、传媒与西部民众的媒介素养后记

Page 3



《传媒宣导抚慰功能》

章节摘录

　　第一章　传媒的宣导抚慰功能　　在媒介化生存的当今社会，传媒日益成为国家发展、社会进步
、人类生活的重要工具，人们对传媒已经形成了一种依赖。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变迁，科技的进
步，传媒的传播手段和形式也呈现出多样化。重大的新闻传播事件推动着人类对传媒的认识不断发生
变化。传媒实践是鲜活而富有特色的，因此，关于传媒对社会的功能与意义的认识与研究也应具有独
特性。西方国家和我国有着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与社会环境，同时我国社会发展本身也在改革开放之
后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传播实践中，传媒功能理论面临着挑战与创新，其中对
传媒宣导抚慰功能的研究与实践显得尤其量要。　　第一节　传媒的主要功能　　本节对传媒的主要
功能的研究采用了历史的视角和东西方比较的方法。主要对之前的传媒社会功能研究进行系统梳理与
总结。在简单回顾与总结前人特别是西方媒介功能理论研究的同时，从我国传媒功能理论与实践的基
础出发，关注当前我国传媒在传播实践中所呈现出的新的特殊的功能。　　一、传媒的定义　　传媒
即传播媒介或媒介，传播学意义上的传媒通常有两种含义：首先是泛指承载信息的物理形式，或者是
负载传播信息符号的物质实体；其次是在日常用语中指从事信息的采集、加工制作和传播的社会组织
，即传播机构，如报社、出版社、电台、电视台等。　　我们经常接触到的大众传播媒介是狭义的传
播媒介，广义的传播媒介包括大众传播媒介和人际传播中所使用的符号，如语言、体语、视觉符号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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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宣导抚慰功能》

精彩短评

1、这本书还是教育部课题，简直废话连篇，不值得一读，建议不要浪费钱。
2、速度太快了
3、讲了很多东西，值得学习
4、话说这个课题有点“水”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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