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传播学概论复习重点

传播学概论

第一章传播与传播学

第一节传播的定义

一、共享说

传播是传受双方分享信息(结果)。

——施拉姆：我们在传播的时候，是努力想同谁确立“共同”的

东西，即我们想共享信息、思想或态度。

二、交流说

传播是信息的双向交流(过程)。

——J.霍本：传播是用言语交流思想。

三、影响说

传播是传者对受者的影响行为(目的)。

——霍夫兰等：传播是指某个人传递刺激以影响另外一些人的行

为的过程。

——沃伦.韦弗：传播是一个心灵影响另一个心灵的全部程序。

四、符号说

传播是符号或信息的流动(形式)。

——B.贝尔雷森：所谓传播，是通过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主要

媒介……所进行的符号的传送。

传播：人类借助符号和媒介交流信息的行为或过程。

1、传播是人类的活动

2、传播是信息的交流和思想感情的沟通

3、传播离不开符号和媒介

4、传播的目的是希望产生相应的变化

第二节传播的类型

一、垂直性传播与水平性传播

前者：纵向、轴状、自上而下

后者：横向、网状、自左而右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二、隐蔽性传播与显明性传播

前者：传播目的是潜在的、不易觉察的，被巧妙地隐藏在内容和

形式之中，接受者通过体味即可悟出传播者的意图。

后者：目的公开、明显，被突出安排在传播的过程之中，不回避

传播的意图，并期望在一定时间内做出反应。

三、四分法（五分法还包括了群体传播）

1、人内传播

即一个人的传播。非社会传播。

它是个体头脑里的“主我”同“客我”之间的信息交流，相当于

“思考”、“独处”。如：沉思默想、自言自语、自我反省、内心矛

盾斗争等。

特点：隐蔽性、内动性和短途性。

2、人际传播

即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之间借助语言符号、非语言符号进行的传

播。其下限明确，上限模糊，只要没有组织参与其中，其性质不变。

特点：传受关系多熟悉，时有往来。其中的深层传播处于“熟人

圈”；通常以单个面对面为主；信息交流性强，反馈直接、及时、集

中。

可用于较短时间内改变他人态度和行为。

◆亲身传播对大众传播有重要影响。

在商品购买阶段：亲身口传的效率上升到 90%，而媒体广告作用

下降到 10%。

3、组织传播

组织传播即团体传播，是组织成员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的信息

交流。其目的是稳定、密切成员间的关系，疏通内外环境，维持和发

展组织的生命力。

特点：传者是以组织名义说话；信息大多有指令性、教导性和劝

服性；在有组织有领导的情况下进行；参加者有一定的规模。

4、大众传播



指职业传播者和传播机构通过大众媒介(报刊、书籍、广播电视、

电影等)，向大众提供信息、知识、观念和娱乐等的过程。

特点：

1.传者是个体又是团体，受过一定专门训练或属于专业机构；

2.受众面广量大，分布广泛；

3.传受关系间接松散；

4.媒介日益复杂化、现代化，有大量生产和复制信息能力。

人内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

控制难度/受众规模——————→大

第三节传播的功能

一、一般性阐述

监视环境、协调关系、传衍遗产(提供娱乐)——《非典革命版》

◆拉斯韦尔的“三功能说”：

1.环境监视功能

2.社会协调功能

3.社会遗产传承功能

二、二功能说

1、工具论：

人类说话只不过是一种“工具”，目的是以此“应付环境”。

2、消遣论：

人类传播是一种游戏或消遣，目的是充实情绪、娱乐身心。

三、个人的与社会的功能

1、个人的功能

传播对人的身心发展有积极作用。

对儿童：在他学习作为社会成员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的过程中，

父母、家庭、老师、同伴、大众传媒等都对其行为与心理的发展及定

型有重要作用。

对成人：除了要接受并理解信息、作出反应、学习文化知识、享

受娱乐之外，还要“使个人具有积极的生活态度，造就和改造周围世

界的人的一种手段。”（个性化功能）



2、社会的功能

传播既是一种社会现象和社会进程，也是一种社会需要。

* 政治：任何传播不可能完全脱离政治。

* 经济：传播是社会发展的催化剂。

* 教育：在某些方面传媒等同于学校的部分作用。

第二章传播者分析

第一节传播社会制度及其规范

一、传播制度与媒介控制

社会制度包括政治法律制度、经济制度和思想文化制度等，这体

现在对传播的控制方面即为传播制度。

媒介的社会控制两种：

A、国家和政府的政治控制（直接控制。属社会控制的主要方面）

* 传媒组织的所有制形式；

* 对传播活动进行法制和行政管理；

* 限制或禁止某些内容的传播；

* 对传播事业发展的总体规划或实行国家援助。

B、受众的社会监督控制

* 个人的信息反馈

* 受众团体的集体影响

* 通过影响媒介的销售市场制约媒介活动。比如抵制购买。

二、资本主义传播制度的规范理论

1、自由主义媒介规范理论

形成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又称报刊的自由主义理论，核心是资

产阶级自由主义观点。

它是一个传统理论，要求完全的“出版自由”，反对政府干涉。

它认为：报刊是“观点的自由市场”，是实行自律的自由企业。

＊人人有出版的自由，并且有权批评政府和官吏；

＊政府不应对出版内容进行控制；

2、社会责任理论

该理论是对自由主义理论的一种修正而非否定的规范理论。



* 媒介的自由不是绝对的，自由伴随着义务。

* 道德是新闻自由的最后边界。

主要观点：媒介作为社会的公共讲坛，应承担社会责任和义务，

“切忌损伤”。

第二节传播者的特点、权利与责任

一、传播者的角色

1、代表性

2、自主性

3、专业性

4、集体性

5、复杂性

二、传播者的权利

1、采访权

可以通过一切正当手段进行自由的采访新闻。它来源于公众的知

晓权。

对于媒介来说，即为信息公开。

2、报道权

有权传递、报道公众所关心的消息情报。

3、批评权

有权对报道对象的言行进行议论和批评。这是媒介实现舆论监督

的重要内容。

4、专业保密权

根据需要，有权对新闻提供者的情况(姓名、肖像、职务、所属机

构等)实行保密。

5、安全保护权

有权要求自身安全不受威胁和损害地从事新闻报道。

三、传播者的责任

1、契约性责任

记者对自己所服务的新闻机构以及在内部组织中所应承担的，质

的一系列责任。



2、社会性责任

传媒要对信息传播所产生的社会结果负责，不仅不能对公众和社

会有害，还要有益。

传媒应该承担保护社会文明、维护社会稳定、促进民族和谐和人

民团结的责任。

3、法规性责任

传媒要尽到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不得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泄露国家机密、鼓动社会动乱、公布假

消息或未经证实的消息，以及其它损害公民权利的传播行为。

第三节媒介组织的内部控制

一、新闻工具客观报道

客观，即运用客观叙述方式如实反映事实真相、表达意见。

基本特征：

记者要严格避免主观倾向。

* 选择事实时不以自己的价值观念和兴趣偏好为标准，尽量避免个

人主观判断影响对事实的了解、认识。

* 尽量避免自己在报道中作出判断和推理，要在事实的自然叙述中

合乎逻辑地得出结论。

* 尽管在报道中流露感情常是不自觉和无意识的，但不得感情用事，

不得掺杂个人观点和意见。

二、“把关人”理论

信息网络到处都有把关人，或称守门人。

含义：指那些可以决定什么性质的信息可传播、传播多少以及如

何传播的人或机构。

1、角色特征

新闻传播中，把关人包括记者、编辑、导播、制片人、总编等。

把关人身兼数职：接受者、守门者和传播者。

2、功能

* 检查：传播通道上的检查者，对待传信息进行鉴别、选择，决定

其是否能进入传播。



* 加工：对待传信息按传播意图加工，促进传播效果。

* 评价：对信息作出评价、赞赏，表明对信息的某种态度。

记者可以通过有目的的选材体现对新闻的某种态度；

编辑可以通过标题和各种版面处理手段表明某种评价。

导向：上述三种功能，最终都能对受众的心理和行为产生促进或

抑制的作用。

《章子怡偷艺巩利》

第三章内容分析

第一节内容分析的含义和作用

一、含义

指研究传媒中的传播内容，及其呈现的方式方法。即：“说什么”

和“如何说”的问题。

二、作用

1、了解大众传媒内容的重点、特点和在一段时期内的变化趋势。

2、验证、推断传播者的意图和观念。

3、衡量传播效果的参照系，为之提供对传播刺激源的把握。

4、作为社会文化研究的重要方面和一个途径。

三、西方研究传媒宏观内容的结果

1、大众传媒所传信息只是从它所得到的大量信息中，经过高度选

择、抽样的结果。

2、大众传媒中尽管新闻信息很多，但也有相当大量的内容是娱乐

性的，而非消息性的。

3、新闻工具通常是尽量吸引最大量的受众，大多数制作形式简单、

内容中庸。

4、媒介发展导致信息爆炸，进而形成信息泛滥、污染，并使个人

接受信息严重超载。

第二节信息的传播学含义

一、含义

信息，是人们对客观存在的一切事件的反映，是通过物质载体所

发出的消息、情报、指令、数据、信号中所包含的一切可以传递和交



换的知识内容。

二、信息的特征

* 客观性* 抽象性*传载性* 时效性* 共享性* 能动性* 娱悦性

第三节符号的含义、类型和特性

一、符号的含义

1.人是符号的动物。

符号是人类智慧的产物。只有人才会创造并使用符号。

只有人会用符号说话。

2、符号的内含

用来指示和称谓事物及其关系的代码，是思想的象征物，是一种

记号或标示。

能指：“用什么来代表”，是符号本身或其形式；

所指：“代表什么”，是符号表示的对象、意义或内容。

二、符号的类型

通常分两种：

* 语言符号

* 非语言符号

三、符号的特性

1、一般符号的特性

* 任意性* 约定性*组合性* 传授性* 跨越性

2、语言符号的特性

* 静态性* 有限性* 抽象性

四、非语言符号的特点和作用

1、内含

即借助于直接刺激人的感觉器官的各种各样的符号。

A、体语：即体态符号，来自身体动作。

B、类语言：即人发出的有声而无固定语义的符号，是语言符号的

伴生符。

2、特点

* 不管如何总能表达某种意思；



* 受社会环境和具体环境的制约；

* 多具有下意识性，易为人相信；

* 其发生多有连续性，总是与语言或其它形式同时出现，极少单独

出现；

* 有暗示性或隐喻性，进而影响人际关系。

第五节符号的功能和使用

一、符号的功能

1、指代

2、表义

3、自律

4、显示

5、认识

6、交流

（书中三个基本功能：1、表述和理解功能 2.传达功能 3.思考功能）

二、符号的使用

1、编码

是用预先的方法(比如语法)，将讯息转化为便于媒介传递和受传者

接受的符号或代码。

编码工作由传播者完成。

◆在媒介传播中：

编码是指传递信号所必需的技术转化，也指按照既定程序和受众

经验的期待，对语言、文字、照片、图表进行系统选择。

2、译码(解码) 

即将接收到的符号或代码(即经过传播者转化的)还原为传者所传达

的那种本来的讯息或内容。

◆理想的传播：

传者使信息无损伤地符号化，原原本本地传给受者，既不多余，

也无不足。最终，使被传的信息和被接受的信息前后一致。

4、传播共通区

如果背景性因素是传、受双方所共有的，或相似的，它就是传播



的共通区。

三、符号的非正常使用

1、片面使用

2、病态使用

第六节传播方法的一般通则

一、信息来源的重要性

信息来源是决定信息信誉的重要因素，其中主要是可信度的问题。

信源可信度主要来自两方面：

* 权威性。

* 专业性。

* 知名度。

二、诉诸情感与理智

* 情感型：主要通过调动、煽起人的情感，打动人的内心来达到目

的。

* 理智型：以充分的事实根据、周密的逻辑推理和冷静的分析为特

点。

三、结论明示与暗示

结论明示即由传播者说出；

暗示即结论是含蓄的，由受众根据摆明的事实做出。

四、“一面理”与“两面理”

许多问题都有正反两面不同的意见或观点。

只说一面还是两面（既说自己的观点，也摆出反对者的观点）都

说，效果并不一样。

五、先说与后说

什么材料放在前，或放在后，也会影响到传播效果。

六、重复律

传播者接受信息内容，产生态度改变并采取行动，需要反复传播

某一特定的信息，以增强刺激，即加深印象。

重复不是生硬的重复，而应是变化的、有节奏的重复。

（脑白金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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