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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与建构》

前言

　　在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发展史上，暨南大学新闻传播教育已走过60多年坎坷不平而又不断奋进的历
程。　　1946年，暨南大学新闻学系在上海创立。1949年，因暨南大学停办而并入复旦大学新闻系
。1958年，暨南大学在广州重建，中文系于1960年开办新闻学专业。1970年，暨南大学在文化大革命
中被迫停办，新闻学专业随中文系并人华南师范大学。1978年，复校后的暨南大学重建新闻学系。从
此，暨南大学新闻传播教育走上不断发展的道路。　　改革开放以来，暨南大学新闻学系逐渐扩大办
学规模：1984年开设国际新闻与传播双学位专业（后改为国际新闻本科专业），1994一年创办广告学
本科专业，2001年创办广播电视新闻学本科专业。2001年，在原新闻学系的基础上组建新闻与传播学
院，下设新闻学系、广播电视学系、广告学系。与此同时，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努力提高办学层
次：早在1986年即成为我国第三批新闻学硕士点之一，2001年又获准设立传播学硕士点；2003年，新
闻学同时成为广东省高校名牌专业和国务院侨务办公室重点学科；2006年成功申报新闻学博士点，成
为华南地区首家设立新闻传播学类博士点的院系，建成本一硕一博一体化的完整人才培养体系。　　
继2006年成功申报新闻学博士点之后，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2007年又取得了一系列可喜成绩：
①获准设立新闻传播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②与中文系联合组建的海外华文文学与华语传媒研究中心
获准为广东省重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③新闻学获准为广东省重点学科；④新闻学专业获准为教
育部首批特色专业建设点；⑤获准增设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所有这一切，都令人感到气象一新。　
　之所以能够取得上述各项成绩，一个重要原因是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多年来十分重视学科建设
。特别是2006年暨南大学百年华诞、暨南大学新闻传播教育六秩荣庆之后，学院明确提出了要从教学
型学院逐渐转变为研究型学院的发展战略，确立了学科建设的核心与龙头地位，完善了学科建设的激
励机制，加大了学科建设的支持力度，全院教师以饱满的热情参与到以学科建设为中心的教学与科研
工作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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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批评与建构:聚集中国电视》内容为：在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发展史上，暨南大学新闻传播教育已走
过60多年坎坷不平而又不断奋进的历程。1946年，暨南大学新闻学系在上海创立。1949年，因暨南大
学停办而并入复旦大学新闻系。1958年，暨南大学在广州重建，中文系于1960年开办新闻学专业
。1970年，暨南大学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停办，新闻学专业随中文系并人华南师范大学。1978年，复
校后的暨南大学重建新闻学系。从此，暨南大学新闻传播教育走上不断发展的道路。
改革开放以来，暨南大学新闻学系逐渐扩大办学规模：1984年开设国际新闻与传播双学位专业（后改
为国际新闻本科专业），1994一年创办广告学本科专业，2001年创办广播电视新闻学本科专业。2001
年，在原新闻学系的基础上组建新闻与传播学院，下设新闻学系、广播电视学系、广告学系。与此同
时，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努力提高办学层次：早在1986年即成为我国第三批新闻学硕士点之一
，2001年又获准设立传播学硕士点；2003年，新闻学同时成为广东省高校名牌专业和国务院侨务办公
室重点学科；2006年成功申报新闻学博士点，成为华南地区首家设立新闻传播学类博士点的院系，建
成本一硕一博一体化的完整人才培养体系。

Page 3



《批评与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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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天，教授，高级记者、硕士生导师，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广播电视系主任，广播电视研究中心
主任，全国“百优”广播电视理论人才，中国广播电视学会电视学研究委员会理事、广东省广播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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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电视新闻传播论　　电视新闻研究属于新闻业务研究范畴，在采、写、编、播、评各环节
中，“采”与“播”分列新闻信息传播的前端和后端，属于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新闻业务。对于电视新
闻业务的研究，首先要从问题出发，从实践出发，从中国电视新闻改革与发展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
题人手，如电视新闻记者的定位问题。然后，运用新闻学理论和传播学理论来分析问题，解析困惑，
如运用传播学中的符号理论对电视记者进行深层解构。在全面梳理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提出解决问
题的办法或提出新的电视新闻理论。在此，笔者提出了新闻引力场概念、名记者理论和中国特色新闻
主播等观点。值得欣慰的是，这些前瞻性的研究成果已经或正在被中国电视新闻实践所验证。　　第
一节不可预测：电视新闻的卖点　　当今世界已进入注意力经济时代。就拿电视来说，我国约有3000
个频道，观众平均每天看电视的时间是180分钟，其中更换100次频道，这就意味着观众注意力高度分
散。电视媒体竞争，新闻无疑是主战场。那么，电视新闻大战如何取胜？有什么东西能把观众的注意
力吸引到电视新闻上呢？当然有许多办法，但有一种稀缺的新闻资源值得我们去开发利用，那就是重
大新闻事件中的“不可预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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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好书一本 对电视形态方面的观点较新
2、作者很牛，但是书中新观点不是很多
3、去年在新华文轩上手就不放了 够南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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