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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学》

内容概要

《新闻学:世纪性开拓与重建》主要内容简介：20世纪初新闻学在中国正式诞生，在进入新的世纪后，
随着社会形势、媒介环境和受众需求等的变化，新闻理论要保持自己对于实践的先觉地位，并且永远
能够具有指导新闻实践的意义，也必须与时俱进。本著旨在较为系统和全面地探讨新闻理论的整体性
突破和创新的问题，在前人理论的基础上，作者从哲学角度，提出了“世界图景”、“人文关怀”等
概念，在寻求新闻学整体超越与重建的方向和目标上，引入新的理论和方法，通过学科交叉开拓理论
视野，根据新的媒介发展实际，提出新的概念，开创新的理论体系，呼唤多元化中国新闻学派的建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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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学》

作者简介

郝雨，原名郝一民，上海大学影视学院教授，河北昌黎人，自1987年以来，曾在《现代传播》、《当
代传播》、《新闻记者》、《中国电视》、《电视研究》、《编辑学刊》、《中国传媒报告》、《河
北学刊》、《上海大学学报》等十几家核心期刊发表新闻传播学论文五十余篇，发表其他类学术文章
和文化批评等文章数百篇。被《新华文摘》、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新闻与传播研究》和其他
学科的有关专辑转载数十篇。出版专著《中国现代文化的发生与传播》(上海大学出版社，2002年)、
《新闻学概论》(上海大学出版社，2003年)、《告别世纪》(河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当代传媒与
人文精神》(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新闻学引论》(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年)、《新闻学：
整体性开拓与重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等十余部。并曾获河北社会科学优秀青年专家提名奖
、河北省新闻一等奖等各类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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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学》

书籍目录

绪论第一章 新闻本质问题的理论发掘  第一节 宏观整体性的新闻本质阐释  第二节 多维视角下的新闻
本体认识第二章 关于新闻特征的重新研究与表述  第一节 新闻特征的三个维度  第二节 新闻特性的新
的表达  第三节 新闻特征重新表达的意义第三章 新闻价值的多义性诠解  第一节 关于新闻价值概念的
争议  第二节 新闻价值内涵新解  第三节 新闻价值理论分层解析  第四节 新闻价值理论的延伸第四章 新
闻起源研究的学术考辨  第一节 新闻起源研究的意义  第二节 西方新闻学家较早提出的新闻起源观  第
三节 我国新闻学界历来的不同观点第五章 新闻永远不可放弃的人文精神  第一节 人文精神的真正“精
神”  第二节 历来传媒与人文精神  第三节 人文精神：21世纪媒体之魂  第四节 传媒人文精神现状批判  
第五节 关怀普通人的命运与精神第六章 新闻传播规律的系统研究  第一节 “让事实说话”与新闻事象
化规律  第二节 “第一时间”与新闻的时态规律  第三节 新闻传播的涵化规律  第四节 提高新闻价值的
规律第七章 新闻效果研究的一个新视角  第一节 传播效果研究的独特发现  第二节 传播效果研究的历
史回顾  第三节 第三者效果研究的启示和未来第八章 受众能动性及受众中心论  第一节 受众研究视角
的变迁  第二节 能动性受众研究解析  第三节 建立对话性的和谐传受关系  第四节 依存与制约：传—受
互动的意义  第五节 互动：媒体如何让受众做主第九章 新媒体发展与新理论建设  第一节 数字媒体现
状及其发展前景  第二节 “媒介的延伸”与“媒介功能的延伸”  第三节 新媒体时代的传媒公信力第十
章 新闻理论哲学化体系的建构与探索  第一节 一个世纪性问题的提出  第二节 一个核心概念的发现  第
三节 一个全新的理论构架  第四节 精神超越与人的创造性体现第十一章 跨学科理论的借鉴  第一节 “
关怀伦理”与女性新闻报道  第二节 本体心理学的“倾斜屏”与新闻传播  第三节 情商在提高新闻效果
中的作用第十二章 抵制虚假新闻中的理论问题  第一节 假新闻的泛滥及对“人”的伤害  第二节 新闻
真实的软性杀手——“类虚假新闻”  第三节 “类虚假新闻”的类型  第四节 “类虚假新闻”产生的根
源与土壤  第五节 如何防止和抵制“类虚假新闻”第十三章 传媒市场化进程与新闻理论发展  第一节 
我国传媒市场化的历史进程  第二节 强大经济力量覆盖下的新闻理论思考  第三节 新闻如何更好地为人
服务第十四章 新闻批评的理论探讨  第一节 当代媒介批评的缺席与失语  第二节 媒介批评的深层意义
探寻  第三节 媒介批评的人文态度与立场  第四节 西方媒介批评方法参照第十五章 新闻理论教学改革
的立体化思考  第一节 新闻理论教学如何超越概念+定义模式  第二节 课堂模式的新探索  第三节 考试
改革的尝试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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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学》

章节摘录

　　自20世纪初新闻学在中国正式诞生，直到今天，不仅在纯粹的时间意义上已经跨越了一个世纪，
而且从社会体制上看也最少走过了两个时代，尤其在媒介形态与载体上更是经历了多种媒介形式和技
术手段的演变。那么，起码有着一百年发展历史的中国新闻学，在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纪之时，又面临
着什么样的要求，应该达到什么样的境界呢？这可以说是每个新一代的新闻学者都必须考虑和回答的
问题。新闻学需要跟上时代的步伐，需要适应新的社会形势的要求，尤其是要根据新的媒介环境和受
众需求加以发展变化。否则，新闻学就会大大落后于新闻实践，以致完全失去理论先导的意义。费尔
巴哈曾经说过：“作为起源，实践先于理论；一旦把实践提高到理论的水平，理论就领先于实践。”
①这话实际上阐明了有关理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性质，那就是它在一定的程度上，对于全部的人的实
践与社会存在具有相对的超前性。因此，新闻理论要在新的世纪中保持自己对于实践的先觉地位，并
且永远能够具有指导新闻实践的意义，就必须首先能够在整体上以及基本观念上与时俱进。本书就旨
在较为系统和全面地探讨新闻理论的整体性突破和创新的问题。　　一、新闻学：在21世纪的起点上
　　新世纪之初，笔者曾经就新闻学的总体发展问题在《社会科学报》上发表了一篇小文，题目是《
新闻学：绝望与新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新闻与传播》2003年第9期头条转
载）。文中的许多观点在当时也许还很不成熟，但笔者的初衷却是要在新世纪开始的时候，极力呼唤
新闻学的整体以及根本性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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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学》

精彩短评

1、只能说多了一个批判的靶子
2、莫名其妙的一本论著。复旦不带这么哄人的！我已经没时间看烂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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