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子书】2024年北京大学

��4᯦䰱фՖщѐ综合能力考研精品资料【ㅢ2

【߂θާ2߂

更多资料搜索公众号【考研云分享】获取

https://www.kaoyany.top



                                                                 

                                                                              考研精品资料 

 第 2 页 共 954 

页 

 

版权声明 

 

编写组依法对本书享有专有著作权，同时我们尊重知识产权，对本电子书部分内容参考和引用的市面

上已出版或发行图书及来自互联网等资料的文字、图片、表格数据等资料，均要求注明作者和来源。但由

于各种原因，如资料引用时未能联系上作者或者无法确认内容来源等，因而有部分未注明作者或来源，在

此对原作者或权利人表示感谢。若使用过程中对本书有任何异议请直接联系我们，我们会在第一时间与您

沟通处理。 

因编撰此电子书属于首次，加之作者水平和时间所限，书中错漏之处在所难免，恳切希望广大考生读

者批评指正。 

 

更多资料搜索公众号【考研云分享】获取

https://www.kaoyany.top



                                                                 

                                                                              考研精品资料 

 第 3 页 共 954 

页 

 

目录 

封面............................................................................................................................................................. 1 

目录............................................................................................................................................................. 3 

2024 年北京大学 334新闻与传播专业综合能力备考信息 ........................................................................... 9 

北京大学 334新闻与传播专业综合能力考研初试参考书目 ............................................................................ 9 

北京大学 334新闻与传播专业综合能力考研招生适用院系和专业 ................................................................ 9 

北京大学 334新闻与传播专业综合能力历年真题汇编 ...............................................................................10 

北京大学 334新闻与传播专业综合能力 2012年考研真题（回忆版） ........................................................ 10 

北京大学 334新闻与传播专业综合能力 2013年考研真题（回忆版） ........................................................ 11 

北京大学 334新闻与传播专业综合能力 2015年考研真题（回忆版） ........................................................ 12 

北京大学 334新闻与传播专业综合能力 2016年考研真题（回忆版） ........................................................ 13 

北京大学 334新闻与传播专业综合能力 2017年考研真题（回忆版） ........................................................ 14 

2024 年北京大学 334新闻与传播专业综合能力考研核心笔记 ...................................................................15 

《当代新闻评论教程》考研核心笔记 ........................................................................................................15 

第 1 章  绪论 ...................................................................................................................................................... 15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15 

考研核心笔记 ........................................................................................................................................................ 15 

第 2 章  新闻评论的特点 .................................................................................................................................. 17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17 

考研核心笔记 ........................................................................................................................................................ 17 

第 3 章  新闻评论的社会价值 .......................................................................................................................... 19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19 

考研核心笔记 ........................................................................................................................................................ 19 

第 4 章  新闻评论的嬗变 .................................................................................................................................. 20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20 

考研核心笔记 ........................................................................................................................................................ 20 

第 5 章  新闻评论的嬗变 .................................................................................................................................. 22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22 

考研核心笔记 ........................................................................................................................................................ 22 

第 6 章  社会主义新闻评论的党性原则 .......................................................................................................... 24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24 

考研核心笔记 ........................................................................................................................................................ 24 

第 7 章  党报评论应对新媒体冲击的主要方略 .............................................................................................. 25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25 

考研核心笔记 ........................................................................................................................................................ 25 

第 8 章  评论工作者的基本素养 ...................................................................................................................... 27 

更多资料搜索公众号【考研云分享】获取

https://www.kaoyany.top



                                                                 

                                                                              考研精品资料 

 第 4 页 共 954 

页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27 

考研核心笔记 ........................................................................................................................................................ 27 

第 9 章  新闻评论的要素及其应用 .................................................................................................................. 30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30 

考研核心笔记 ........................................................................................................................................................ 30 

第 10 章  选题 .................................................................................................................................................... 32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32 

考研核心笔记 ........................................................................................................................................................ 32 

第 11 章  立意 .................................................................................................................................................... 35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35 

考研核心笔记 ........................................................................................................................................................ 35 

第 12 章  论证 .................................................................................................................................................... 37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37 

考研核心笔记 ........................................................................................................................................................ 37 

第 13 章  谋篇 .................................................................................................................................................... 40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40 

考研核心笔记 ........................................................................................................................................................ 40 

第 14 章  文采 .................................................................................................................................................... 43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43 

考研核心笔记 ........................................................................................................................................................ 43 

第 15 章  大忌 .................................................................................................................................................... 45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45 

考研核心笔记 ........................................................................................................................................................ 45 

第 16 章  修改 .................................................................................................................................................... 46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46 

考研核心笔记 ........................................................................................................................................................ 46 

第 17 章  新闻评论的分类 ................................................................................................................................ 47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47 

考研核心笔记 ........................................................................................................................................................ 47 

第 18 章  社论与编辑部文章 ............................................................................................................................ 50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50 

考研核心笔记 ........................................................................................................................................................ 50 

第 19 章  社评、本报评论员与特约评论员文章 ............................................................................................ 52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52 

考研核心笔记 ........................................................................................................................................................ 52 

第 20 章  短评、编者按与“配”评论 ................................................................................................................. 53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53 

考研核心笔记 ........................................................................................................................................................ 53 

第 21 章  新闻述评 ............................................................................................................................................ 55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55 

更多资料搜索公众号【考研云分享】获取

https://www.kaoyany.top



                                                                 

                                                                              考研精品资料 

 第 5 页 共 954 

页 

考研核心笔记 ........................................................................................................................................................ 55 

第 22 章  专栏评论 ............................................................................................................................................ 57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57 

考研核心笔记 ........................................................................................................................................................ 57 

第 23 章  广播新闻评论 .................................................................................................................................... 59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59 

考研核心笔记 ........................................................................................................................................................ 59 

第 24 章  电视新闻评论 .................................................................................................................................... 60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60 

考研核心笔记 ........................................................................................................................................................ 60 

第 25 章  网络新闻评论 .................................................................................................................................... 62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62 

考研核心笔记 ........................................................................................................................................................ 62 

第 26 章  文艺性政论——杂文 ......................................................................................................................... 64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64 

考研核心笔记 ........................................................................................................................................................ 64 

《传播学教程》考研核心笔记 ...................................................................................................................65 

第 1 章  传播学的对象和基本问题 .................................................................................................................. 65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65 

考研核心笔记 ..................................................................................................................................................... 65 

第 2 章  人类传播的历史与发展 ...................................................................................................................... 68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68 

考研核心笔记 ........................................................................................................................................................ 68 

第 3 章  人类传播的符号和意义 ...................................................................................................................... 71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71 

考研核心笔记 ........................................................................................................................................................ 71 

第 4 章  人类传播的过程与系统结构 .............................................................................................................. 74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74 

考研核心笔记 ........................................................................................................................................................ 74 

第 5 章  人内传播与人际传播 .......................................................................................................................... 77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77 

考研核心笔记 ........................................................................................................................................................ 77 

第 6 章  群体传播、集合行为、组织传播 ...................................................................................................... 79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79 

考研核心笔记 ........................................................................................................................................................ 79 

第 7 章  大众传播 .............................................................................................................................................. 84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84 

考研核心笔记 ........................................................................................................................................................ 84 

第 8 章  媒介技术与媒介组织 .......................................................................................................................... 89 

更多资料搜索公众号【考研云分享】获取

https://www.kaoyany.top



                                                                 

                                                                              考研精品资料 

 第 6 页 共 954 

页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89 

考研核心笔记 ........................................................................................................................................................ 89 

第 9 章  传播制度与传媒规范理论 .................................................................................................................. 94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94 

考研核心笔记 ........................................................................................................................................................ 94 

第 10 章  社会转型与受众变迁 ........................................................................................................................ 99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99 

考研核心笔记 ........................................................................................................................................................ 99 

第 11 章  传播效果研究 .................................................................................................................................. 104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104 

考研核心笔记 ...................................................................................................................................................... 104 

第 12 章  几种主要的大众传播效果理论 ...................................................................................................... 109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109 

考研核心笔记 ...................................................................................................................................................... 109 

第 13 章  国际传播与全球传播 ...................................................................................................................... 113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113 

考研核心笔记 ...................................................................................................................................................... 113 

第 14 章  传播学研究史和主要学派 .............................................................................................................. 116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116 

考研核心笔记 ...................................................................................................................................................... 116 

第 15 章  传播学调查研究方法 ...................................................................................................................... 120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120 

考研核心笔记 ...................................................................................................................................................... 120 

《新闻编辑学》考研核心笔记 ................................................................................................................. 130 

第 1 章  新闻编辑工作概论 ............................................................................................................................ 130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130 

考研核心笔记 ...................................................................................................................................................... 130 

第 2 章  新闻媒介定位与新闻产品设计 ........................................................................................................ 137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137 

考研核心笔记 ...................................................................................................................................................... 137 

第 3 章  新闻报道的策划与组织 .................................................................................................................... 143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143 

考研核心笔记 ...................................................................................................................................................... 143 

第 4 章  新闻稿件的分析与选择 .................................................................................................................... 149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149 

考研核心笔记 ...................................................................................................................................................... 149 

第 5 章  新闻稿件的修改 ................................................................................................................................ 153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 153 

考研核心笔记 ...................................................................................................................................................... 153 

更多资料搜索公众号【考研云分享】获取

https://www.kaoyany.top



                                                                 

                                                                              考研精品资料 

 第 9 页 共 954 

页 

 

2024年北京大学 334新闻与传播专业综合能力备考信息 

 

北京大学 334新闻与传播专业综合能力考研初试参考书目 

刘明华《新闻写作教程》 

喻国明《传媒经济学教程》 

陈培爱《广告学概论》 

张克非《公共关系学》 

丁法章《当代新闻评论教程》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 

蔡雯《新闻编辑学》 

蓝鸿文《新闻采访学》 

 

北京大学 334新闻与传播专业综合能力考研招生适用院系和专业 

新闻与传播学院：新闻与传播硕士 

深圳研究生院：新闻与传播硕士 

新媒体研究院：新闻与传播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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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北京大学 334新闻与传播专业综合能力考研核心笔记 

 

《当代新闻评论教程》考研核心笔记 

 

第 1 章  绪论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考点：学习和研究新闻评论学的意义 

考点：学习评论写作应有的态度 

 

考研核心笔记 

【核心笔记】新闻评论学的界说 

在本书开宗明义之前，首先需说明两点： 

一是书名之所以取《当代新闻评论教程》，而未用原名《新闻评论教程》，主要是考虑到此书在内容

上较之原作有很大变化，更加突出了当代元素，扼要反映了步入新世纪特别是近几年来新闻评论在社会转

型期的新理念、新思路、新突破、新进展、新举措、新经验，很有现实针对性和指导性。 

二是本书所论及的新闻评论，虽然以发表在纸质媒体（包括报纸、通讯社和新闻性期刊）上的为主，

但也涵盖电子媒体（包括广播和电视）与网络媒体（包括互联网、手机话语、博客、微博等）上的新闻评

论，这里不存在厚此薄彼的问题。 

学习和研究新闻评论学，要运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力求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总结、归纳和

探索新闻评论现象及其规律，特别是我们党报新闻评论工作的成功经验和优良传统，既立足于当前新闻评

论工作的实际，又着眼于指导今后的实践。 

开设新闻评论学这门课程，通过教学和实践，旨在使学生掌握新闻评论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了

解新闻评论的特点、种类、地位和作用，并懂得这种新闻体裁发展的历史、现状与趋势，以及我党数十年

来评论工作的根本传统，明确从事新闻评论工作所应具备的修养和必须遵循的原则。 

【核心笔记】学习和研究新闻评论学的意义 

1.新闻评论在现代传播和主流媒体上的独特地位 

（1）第一，新闻评论是判定一家新闻媒体政治面貌的旗帜，加强新闻评论是提高媒体引导力、影响

力和核心竞争力的基本一环，新闻评论质量的高低是衡量媒体工作水准的重要依据之一。 

（2）第二，就某家新闻媒体而言，新闻评论往往是整个宣传报道的纲，抓好评论这一环，就可以把

全部报道工作贯穿起来;所以，加强评论工作和提高评论质量，是显示这家媒体工作水平的重要方面。 

 

2.新闻评论在社会转型和公共话语中的独特功能 

（1）其一，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民主政治建设的推进，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物质利

益和就业方式的多样化，给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文化生活带来多元化，这不仅使人们的思想空前

活跃，而且提高了人们的参与认识，迫切要求有更多的知情权、表达权和话语权，真正实现“重大情况向

人民报告，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由人民决定”。 

（2）其二，随着社会转型、经济转轨、企业转制、体制转换的深化，改革由局部转向整体、由经济

领域转向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推进改革和加快发展都面临着一些从未遇到过的新矛盾、新课题，不断衍

生着许多人们以前想所未想、见所未见的新事物、新思潮。 

（3）其三，随着信息技术特别是互联网的普及，新闻传播更加快捷，方式更加多样，这既拓展了信

息与思想交流的空间和渠道，提供了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公共话语平台，也给传统媒体尤其是党报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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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资源、做大做强自身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 

 

3.新闻评论在人才培养与媒体竞争中的独特效应 

大家知道，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首先应当是具有高尚人格的思想政治工作者，是社会活动家，应当

具有灵敏的政治嗅觉，做到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对周围的一切，对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的情况有充

分的了解，有自己的判断和估价，有发言的主动权。 

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都表明：有些记者和通讯员在第一线，虽然采访作风很深入，也可以采访到很

多新闻事实，包括生活细节，但不善于对其进行科学抽象，往往发现不了问题，抓不住要害，有时发现了

问题也提不到应有的高度，提炼不出新颖而深刻的报道主题，其原因主要就在于缺乏评论素养。 

还应当看到，根据新闻传播业的发展和新闻改革的深化，新闻从业人员正在逐步打破计划经济体制下

的分工界限，向一专多能的方向发展，努力做全能型的记者。 

值得一提的是，在日趋激烈的媒体竞争中，新闻评论已被公认为主打产品，成为决定胜负的一个重要

方面。 

【核心笔记】学习评论写作应有的态度 

1.打破“评论神秘”的观念，树立苦战能过关的志向 

评论写作，虽然有其特定的要求，但是它和一般论说文乃至新闻报道的写作，不失互通之处，都有一

定的规律可循，都可以经过主观努力，由知之不多到知之甚多，由不敢动笔到逐步掌握，到挥洒自如，实

现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 

这就是说，我们要想取得任何事业的成功，达到理想的彼岸，就一定要打破神秘观念，一扫疑惧和怯

懦的念头。学习评论写作亦莫不如此。 

 

2.克服"评论无学"的思想，认清评论和政治与理论的关系 

不错，评论写作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关系是非常密切、不可分割的。 

正因为如此，对从事新闻报道工作的人员来说，认真地而不是敷衍地、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学习马克

思主义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并提高自己运用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

对个人成长和事业建树实在是具有长远战略意义的一项基本建设。 

应当承认，由于体裁本身的特殊性，评论写作同理论和党的现行政策的关系，较之新闻报道、文艺作

品来，要直接得多。 

 

3.改变“眼高手低”的状况，做评论园地里坚持练笔的耕耘者 

学习评论写作，固然主要取决于作者的思想理论水平.取决于作者深入调查研究和分析与解决实际问

题的能力，但是也有一个努力了解和熟悉评论写作基本要求的问题，特别是在坚持练笔中逐步掌握写作技

法的问题。 

问题是到底怎么抓写作练习。当然主要不在于熟记评论写作的基本要领，背出各种条条杠杠，而在于

将这些东西运用于实践，注重在坚持练笔中认真体会，摸索规律，把别人的经验变成自己的财富。 

在坚持笔耕方面，许多老一辈评论工作者为我们树立了学习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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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新闻评论的特点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考点：新闻评论与理论文章的比较 

考点：新闻评论的根本特征 

 

考研核心笔记 

【核心笔记】新闻评论的定义 

新闻评论的定义可否这样概括：新闻评论,是媒体编辑部或作者对最新发生的有价值的新闻事件和有

普遍意义的社会现象、热门话题，运用分析和综合的方法，就事论理,就实论虚，有着鲜明针对性和思想

启迪性的一种新闻文体，是现代新闻传播工具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经常采用的社论、社评、评论员文

章、短评、编者按、专栏评论和述评等的总称，属于论说文的范畴。 

随着新闻传播业的发展,新闻评论体裁的应用范围不断扩大，它已经从过去单一的报刊体裁，逐步演

变为通讯社、广播、电视、网络经常运用的文章形式，并与不同的新闻样式的长处相结合，形成不同的个

性特征而各具魅力。 

在新闻的十八般武艺中，新闻报道和新闻评论是最常用的两种主要文体，它们在一个总的报道思想指

导下，分工合作、紧密配合,完成一定的传播任务。有学者指出：新闻在传播的过程中有两种信息，一是

传播事实信息，一是传播观点信息，两者结合才是完整的新闻含义。 

【核心笔记】新闻评论与新闻报道的比较 

1.反映内容 

新闻报道主要向受众传递新的事实信息，提供新闻事件的事实真相,力求反映客观事实，“用事实说

话”。当然,也体现一定的思想倾向。 

 

2.写作目的 

新闻报道是以传播事实信息为主，由此在社会上形成舆论。 

 

3.表达方式 

新闻报道以记叙为主，以讲清事实“五要素”（即时间、地点、人物、事情、为什么等）为基本条件。 

新闻报道与新闻评论是现代传播两种基本的表现手段，是互相依存、共同配合的。 

【核心笔记】新闻评论与理论文章的比较 

1.具有更强烈的时效性 

我们说，新闻评论所关心的是“直接的当前现实”，有较为明晰的时间概念，甚而连“日前”、“新

近”、“前不久”都应力求避免,它以迅速及时地评述最新事件、热门话题，阐明事理,引导舆论见长，以

提出和解决当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取胜。 

新闻评论追求在社会“热点”、“难点"、"焦点”、“疑点”和紧迫问题上做文章。 

大家知道，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以后，思想解放的进一步标志，就是如何看待市场经济的问题。 

 

2.具有更鲜明的针对性 

新闻评论强调“有的放矢"，要求针对当前具有新闻价值的事件和问题来发表意见和主张,评论对象都

是客观的、具体的,所揭示与促使解决的问题，都应是实际工作中迫切需要解决、人民群众迫切需要解释

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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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具有更直接的现实性 

一般来说,新闻评论不是从理论到理论的分析、论证，也不是专门担负探讨理论的任务，而是重在紧

密联系现实，实事求是地以科学理论来开拓人们的思路,运用事物的客观规律、党的方针政策来启发和提

高人们的认识水平，力求让受众觉得这类文章所论述的问题既发生在我们的周围，又充满生活的哲理,因

而感到可近、可亲、可信。 

【核心笔记】新闻评论的根本特征 

由新闻评论的定义，我们可以推论出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来：以新闻事件为依托；时效性；思想性；

论理性；大众性。 

 

1.论题具有强烈的新闻性 

大量事实表明，新闻评论要起到影响人们思想、引导社会舆论、促进社会发展的作用，就必须要有强

烈的时效性。这是新闻评论要有强烈的新闻性的第一层意思。 

新闻评论要有强烈的新闻性的第二层意思，而且是更为常见的，是针对现实工作和实际生活中的某一

个热点问题、某一类思想倾向而写的。 

 

2.论理具有鲜明的思想性 

新闻评论是有的放矢、就事论理的一种文体，就实论虚、析事明理是它的根本任务，离开了揭矛盾、

摆事实、发议论、讲道理，就不称其为新闻评论了。 

至于评论中应说什么样的道理,当然应该力求是正确的道理，深刻的道理，经实践检验证明是科学的

道理。 

 

3.论说具有广泛的公众性 

我们说，媒体的社会责任,是媒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指导思想在新闻宣传中的体现，是一种自

律性和自觉性的责任，是高瞻远瞩、面对社会各个层面受众的普遍性的责任。 

新闻评论要有广泛的公众性，不仅表现在所论之“题”来自公众，与公众切身利益有关,还表现在立

论客观、公允，为民代言，为民立言，真正成为公众利益的代表者,时代变化和时代进步的记录者和见证

者，正确舆论的传播者和引导者。 

新闻评论要有广泛的公众性,还表现在论述方式和语言表达上也应当符合广大民众的特点和需要，尽

量照顾他们的兴趣和爱好,为他们所喜闻乐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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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教程》考研核心笔记 

 

第 1 章  传播学的对象和基本问题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考点：如何把握传播的概念 

考点：传播的定义和特点 

考点：社会传播的系统性 

考点：社会信息系统的特点 

 

考研核心笔记 

【核心笔记】从传播的定义看传播学的研究对象 

1.如何把握传播的概念 

（1）所谓传播，实质上是一种社会互动行为，人们通过传播保持着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人

与人之间的社会互动行为的介质既不单单是意义，也不单单是符号，而是作为意义和符号、精神内 

（2）容和物质载体之统一体的信息。 

（3）传播至少有三个要素：信源、讯息和信宿。 

 

2.传播与信息 

信息是物质的普遍属性，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物质运动形式。 

 

社会信息的特质：它并不单纯地表现为人的生理层次上的作用和反作用，而且伴随着人复杂的精神和

心理活动；即便是作为社会信息的物质载体——符号系统本身，也是与物质劳动密切相关的精神劳动的创

造物。 

社会信息是物质载体和精神内容的统一，主体和客体的统一，符号和意义的统一。 

 

3.传播的定义和特点 

所谓传播，即社会信息的传递或社会信息系统的运行。 

社会传播是一种信息共享活动 

社会传播是在一定社会关系中进行的，又是一定社会关系的体现。 

从传播的社会关系性而言，它又是一种双向的社会互动行为。 

传播成立的重要前提之一，是传受双方必须要有共通的意义空间。 

传播是一种行为，是一种过程，也是一种系统。 

【核心笔记】传播学是研究社会信息系统及其运行的科学 

1.社会传播的系统性 

传播学通常把社会传播区分为五种基本类型： 

（1）人内传播 

人内传播是个人接受外部信息并在人体内部进行处理的活动。 

人内传播具有典型的系统性，这主要表现在人体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信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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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际传播 

人际传播(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信息传递)是由两个个体系统的相互连结所形成的新的信息系统。 

（3）群体传播 

①群体传播不仅存在着许多个体系统的活动，这些个体系统的有机结合还产生了新的输出物——群体

意识、群体规范和群体价值。 

②群体传播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帮助个人实现社会化。 

（4）组织传播 

企业传播与企业管理 

（5）大众传播 

大众传播是专业传播机构从事的有组织的传播活动 

传播对象是广泛而分散的、不定量多数的一般社会成员 

采用现代化技术手段大量生产、复制和传播信息 

传播内容是公开的，有别于私下或内部传播活动。 

大众传播也有反馈机制，但这种反馈一般是滞后的，受众对传播过程缺乏即时的干预能力。 

 

2.社会信息系统的特点 

社会信息系统是一个开放性系统 

社会信息系统是由各种子系统相互连结、相互交织而构成的整体 

社会信息系统是一个具有双重偶然性的系统→传受双方都存在着不确定性 

社会信息系统是一个自我创造、自我完善的系统 

 

3.社会信息系统的运行与社会发展 

社会信息系统是一个存在着众多可变因素的系统，参与系统活动的个体或群体是伴随着丰富的精神和

心理活动的主体。这个特点决定了社会信息系统比一般物理或生物信息系统更复杂，更具有不确定性，也

更容易产生传播障碍和传播隔阂。 

传播学的任务：必须通过对该系统及其各部分的结构、功能、过程以及互动关系的考察，探索、发现

克服传播障碍和传播隔阂的科学方法，找到社会信息系统良性运行的机制，由此来推动社会的健全发展。 

【核心笔记】精神交往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传播观 

1.在人类交往活动的大系统中把握传播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的理论为确立科学的唯物主义传播观提供了重要的出发点。 

第一，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精神交往”概念与现代的“传播”概念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第二，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精神交往理论作为理解人类传播现象的基本出发点，可以克服行为主义传

播学研究视野的局限性。 

第三，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精神交往是与精神生产相联系的，离开了精神生产，也就谈不上精神交

往。 

第四，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精神生产既然是一种生产，就必然有它的产品。 

 

2.从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的辩证关系中把握传播 

（1）一定的精神生产和精神交往与一定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相适应。 

①人类的精神生产和精神交往起源于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活动。 

②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对精神生产和精神交往起着重要的制约作用。 

③精神生产和精神交往关系反映着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关系。 

（2）精神生产和精神交往除了受到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制约的一面以外，还有其独立性和能动性的

一面。 

①精神生产和精神交往的发展，反过来也推动着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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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在物质生产达到一定的发达程度之际，精神生产的状态如何将会成为制约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 

③精神生产和精神交往既然与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相区别，就意味着它具有与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同

的特殊规律。 

 

3.学习传播学，为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 

传播学是在 20世纪 70年代末开始进入中国的。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传播学，需要我们坚持以下几项原则： 

第一，正确处理“批判”和“借鉴”的关系； 

第二，实现传播学的本土化和中国化； 

第三，研究传播学，要从为我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和谐社会建设服务这一基本宗旨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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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人类传播的历史与发展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考点：动物社会的传播现象 

考点：印刷传播时代 

考点：电子传播时代 

考点：传播媒介的进化与社会发展 

 

考研核心笔记 

【核心笔记】从动物传播到人类传播 

（1）人类社会区别于猿群的特征在于劳动。 

（2）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人类通过劳动不仅改造了自然界，也改造了人本身，改造了人类社会的

传播，使它具备了其他动物界传播所不具备的能动性和创造性。 

 

1.动物社会的传播现象 

动物社会传递信息的常见信号有以下几种： 

（1）气味 

（2）发光 

（3）超声波 

（4）动作 

（5）声音 

 

2.动物传播的局限性 

动物传播只是对自然界的一种被动的适应，而不能成为对自然界和自身进行能动的、创造性改造的因

素。 

动物的信息传播行为是一种先天的本能行为，其能力更多地取决于体内的信息功能和遗传基因，而不

是后天的系统学习； 

动物传递和接收信息的过程是基于条件反射原理的过程，而不伴随复杂的精神和思维活动。 

 

3.劳动创造了人类的语言 

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说，语言的产生，是完成从动物传播到人类传播之巨大飞跃的根本标志。 

语言产生的根本动力，来自于人类最基本的创造性活动——劳动。 

劳动中的相互协作对语言的需要促进了早期人类发音器官的进化。脑和为它服务的器官、越来越清楚

的意识以及抽象能力和推理能力的发展，又反作用于劳动和语言，为这二者的进一步发育不断提供新的推

动力。 

 

4.人类语言的能动性和创造性 

（1）人类语言的特性： 

①人类语言具有超越历史时间和空间的能力 

②人类语言具有无限的灵活性 

③人类语言具有发音的经济性 

④人类语言具有巨大的能动性和创造性 

【核心笔记】人类传播的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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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编辑学》考研核心笔记 

 

第 1 章  新闻编辑工作概论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考点：报纸的出现与新闻编辑的确立 

考点：媒介变迁与新闻编辑的发展 

考点：新闻编辑工作流程 

考点：新闻编辑工作的主要内容 

考点：新闻传播活动的“总设计”与“总指挥” 

考点：新闻编辑的知识结构 

考点：新闻编辑的能力结构 

 

考研核心笔记 

【核心笔记】新闻编辑工作与媒介形态变化 

1.报纸的出现与新闻编辑的确立 

编辑作为一种职业的出现与大众传播媒介的诞生密不可分，这种职业的变化也与媒介形态的变化密不

可分。 

人类传播发展史研究证明，在语言还没有产生之前，原始人群就开始通过手势、体态、面部表情或具

有约定俗成含义的声音进行传播，这种传播是直观的，但表达信息很有限，并受到时空限制。 

最终使人类传播活动发生“质变”的，是在造纸技术和印刷技术成功发明的基础上诞生的第一类大众

传播媒介——印刷媒介，包括书籍和报刊。 

中国是印刷术发明最早的国家。公元 450 年，中国就发明了雕版印刷术。约公元 1040 年，宋代民间

发明家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 

报纸编辑内部的分工有一个逐渐发展演变的过程。有学者将这个过程分做三个阶段。 

在第一次分工中，言论工作还是编辑工作的一部分。第二次分工，则出现了撰写言论的主笔，或者总

编辑兼任主笔。在第三次分工中，编辑工作有了更细的划分，根据其负责的报道领域，分为经济编辑、文

教编辑、图片编辑，等等（见图 1—1）。 

 
报纸与书籍相区别的一个主要特点是以传播新闻信息为主要职能，因为报纸的页面比书籍少，出版周

期比书籍短，在快速传递新闻信息方面更具有优势。 

报纸的新闻编辑最早主要是从事文字新闻稿件的编辑加工，因为报纸的图片新闻传播相对于文字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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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晚得多。 

对图片新闻传播起决定性作用的新闻摄影和报纸本身一样，也是科学技术发展的产物。1839 年，法国

科学院确认了路易斯•达盖尔的摄影术，这为新闻摄影的诞生提供了技术基础。 

美国传播学者罗杰•菲德勒认为：“传播媒介的形态变化，通常是由于可感知的需要、竞争和政治压

力，以及社会和技术革新的复杂相互作用引起的。” 

首先，社会变革加剧使报纸编辑面对更加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 

其次，媒介种类与数量的递增使报纸编辑面对压力巨大的市场竞争环境。 

最后，现代科技发展使报纸编辑处在崭新的技术环境。 

 

2.媒介变迁与新闻编辑的发展 

相对于报纸而言，广播、电视和网络媒介及其他新媒体都是新闻媒介家族的后裔。 

19世纪 40年代，电报技术发明成功，70年代电话技术又发明成功，为电子媒介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20 世纪 40 年代，美国贝尔实验室三位科学家研制成功的晶体管，在收音机生产中取代了电子管，从

此体积小、价格低、携带方便的晶体管收音机开始走进千家万户，无线电广播进入了普及阶段。 

我国的广播新闻事业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建立了全国广播网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中国成立初期以中

央人民广播电台为代表的中国广播新闻在报道量、报道内容和报道方式方面都有较大发展。 

“四人帮”被粉碎以后，我国广播新闻事业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第一次热潮源自 1986 年 12 月 15 日珠江经济广播电台（原广东二台）的开播，这是国内第一个专业

广播电台。 

第二次热潮起始于 1992年 10月 28日上海东方广播电台开播。 

无论是珠江经济广播电台的成功，还是上海东方广播电台的崛起，都标志着广播经营理念的变革和新

闻釆编业务的创新。 

电视相对于广播，是科学技术进一步发展的产物。随着光电效应的发现，科学家们在 19世纪 80年代

开始研制电视机，到 20世纪 30年代，英国、美国、法国、苏联、日本等国先后进行了电视广播实验。 

和广播最初完全依赖报纸的新闻信息一样，电视在早期也是模仿广播的传播方式。有学者将电视新闻

传播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口播新闻阶段。电视新闻的第二阶段是影片新闻阶段。70年代以后，

电视新闻进入了第三阶段-一电子新闻摄录阶段。电视新闻发展的第四个阶段是卫星传送阶段. 

在我国，卫星传播有力地推动了有线电视的发展。20 世纪 90 年代，卫星上天、有线落地已经成为我

国电视传播与接收的主要方式。 

电视新闻传播的历史告诉我们，电视新闻编辑是伴随着电视新闻传播技术的发展一步步成熟起来的。

从口播新闻到电子摄录新闻，从国内新闻报道到国际新闻报道，从新闻录播到现场实况转播，从新闻栏目

到新闻频道，无一不是现代科技与新闻采编业务相结合的结果。 

崛起于 20 世纪后期的国际互联网为新闻传播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载体。网络媒介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综

合媒介，它集印刷媒介、广播和电视的优势于一身，更重要的是它还具备前几种媒介所不具备的优势。一

是信息容量之大无与伦比。二是它提供的人机交流界面，使信息传播由单向式变为双向互动，传受双方都

掌握了信息交流的主动权，进而从根本上改变了新闻传播的传统模式。三是互联网络的全球化，使网络传

播能够跨越地域和国界的限制，信息传播范围无限地扩大了。 

网络新闻及信息服务的探索起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但由于技术不成熟且费用过高，直到 70 年代末

多媒体技术仍然不能运用于新闻传播。 

传统媒介走进互联网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翻版阶段，即将印刷版直接搬上网络，除了版

面设计不同外，内容与母报并无区别。广播电视上网初期，重点也是介绍自己，作用类似于广播电视报。

第二阶段是变化阶段，网络媒介开始自觉地利用网络传播的特点来进行内容与形式的取舍。第三阶段是综

合发展阶段，网络媒介成为一种真正独立的媒介，综合了多种媒介形式，包括声音、图像、影像、动画等. 

新闻编辑工作在网络媒介诞生之后，进一步发展.表现出两种趋势：第一种趋势是对各类传统新闻媒

介编辑业务的融汇和整合。第二种趋势是新闻编辑业务与新闻信息采集的一体化趋势。 

2005年 8月，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报刊司在第二届中国报业竞争力年会上首次提出了“数字报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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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8月，正式启动“数字报业实验室计划”，全国 15家媒体以及提供技术支持的北大方正、诺基亚(中国)、

中国网通 3家公司，成为首批试点单位。 

2010年以后，社交网络平台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越来越大，新闻媒体纷纷在新浪网、腾讯网及自己的

网站上开设官方微博，作为新闻传播的新渠道。 

西方学者在研究媒介形态变化时发现并总结出若干原则，其中“共同演进与共同生存”的原则、“形

态变化”的原则和“增值”的原则为我们了解新闻业务活动的发展演变规律提供了一个传播学的视角。 

【核心笔记】新闻编辑部与编辑工作内容 

1.新闻编辑部 

新闻编辑，从广义上应该包括所有对新闻作品进行编辑加工的人，今天在网络传播活动中，任何一个

在网络上发布新闻信息的人都有可能扮演这个角色。 

报纸是以刊载新闻和时事评论为主的定期向公众发行的印刷出版物，是大众传播的一种重要载体，具

有反映和引导社会舆论的功能。 

报业作为信息产业的一部分，最初是由报纸生产和报纸销售两大系统有机组成的。 

随着报业数字化转型，报社的新闻产品已经不限于报纸这一种平面媒介，报业的经营模式发生了变化，

内部的组织结构也更加复杂。 

新闻编辑部的最高领导人是总编辑，最高领导机构是编委会。编委会通常是由正副总编辑和一些重要

编辑部门的负责人组成的。 

报纸编辑部下辖的部门是各专业部，如人民日报社编委会管辖之下，有总编室、评论部、经济部、科

教文部、国内政治部、理论部、群工部、国际部、文艺部、记者部等部门。 

在报纸编辑部门中，总编室地位特殊，除了负责要闻版的编辑，还负有协调其他各部门版面矛盾的责

任。 

 

2.新闻编辑工作流程 

新闻编辑工作是新闻媒介产品生产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由多道工序组成，新闻编辑工作各工序安排

的程序就是新闻编辑工作流程。 

对新闻编辑工作流程全面的理解，是将新闻媒介由创办伊始至产品问世作为一个完整的生产周期，新

闻编辑在这一周期中各项工序的安排程序就是新闻编辑工作流程。 

在报纸编辑部的新闻编辑工作流程中，首先是以总编辑为首的编辑委员会在调査读者需求和媒介市场

的基础上，根据办报方针，确立报纸的编辑方针，并设计出报纸方案。报纸设计方案对报纸的规模（即共

出多少版）、报纸结构（即各类型版面的分工组合以及报纸的整体版面形象）、风格特色等作出详细规划。

在报纸设计方案中，新闻版组或新闻版（含新闻性专版）的设计是最重要的内容。 

然后，各专业编辑部门的负责人或版面主编对当前阶段的重大新闻报道进行策划，包括确定报道选题、

设计报道范围与重点、确定报道规模与进程、拟订发稿计划、设计报道方式与表现形式、确定报道力量的

配置和报道运行机制等。 

新闻编辑工作流程既包括较为宏观的编辑决策与设计工序，又包括具体的编稿、组版工序。 

广播、电视、网络新闻编辑工作的流程在总体结构上与报纸新闻编辑是一致的 

在媒介融合的进程中，新闻编辑工作流程必然有所变化。各类传统媒介根据自身的条件在流程改造方

面有不同的思路和举措，目前还未能形成统一的标准化流程模式。 

图 1—3能够体现北大方正的全媒体釆集系统解决方案的总体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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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全媒体的新闻编辑工作流程究竟会在哪些方面与做单一新闻产品的平面媒介不同呢？我们需要

进一步仔细察看有关每一个核心环节的详细说明。 

第一，在线索和策划环节，新闻编辑的具体工作内容有了变化。 

第二，在采集和编审环节，新闻编辑根据记者采集新闻的方式和稿件形态的多样化，也相应要釆用更

多的新技术和新方法进行后期编辑制作。 

第三，在发布和跟踪环节，新闻编辑同时使用多种媒体形态和信息终端,需要在新闻产品的定位与设

计上更加精准，尤其是对使用无线移动终端的用户，还应该尽可能根据他们的地理定位、个人身份以及媒

介消费习惯等方面的数据分析，设计更加个性化、更具针对性的内容推送。 

由此可见，在融合的编辑部中，新闻编辑工作流程的改变增加了编辑工作的难度。 

在新闻编辑部中，对于新闻编辑工作流程的管理非常重要。 

编前会，就是在每期报纸组版之前，由报社的值班总编辑、编委或总编室主任主持，各专业部门负责

人参加的版面协调会。 

釆前会实际也是一种编前会，但会议时间通常在中午之前，是在传统的编前会之前的一次会议。采前

会的出现，是因为新闻竞争不断加剧，一些报社对新闻报道的策划和组织工作越来越重视，认为以往每天

召开一次的编前会（通常在下午或晚上举行）已经不能很好地担负起策划和指挥新闻报道的重任，因此在

编前会之前再增加一次采前会，参与者与编前会人员相似。 

 

3.新闻编辑工作的主要内容 

在新闻编辑部中，新闻编辑工作是一项由众多环节组成的“系统工程”，不同的岗位，不同的业务职

能，以及不同的媒体类型，形成了编辑工作的多种类型。 

对新闻编辑工作种类的划分较为复杂，划分的标准不同，编辑工作种类也不同。如在我国报业集团中，

主要的划分方式有： 

（1）按管辖范围和责任大小划分，有总编辑、编辑部主任、版面主编、新闻编辑、校对等总编辑是

编辑部门总负责人。 

（2）按业务程序划分，可分为日班新闻编辑、夜班新闻编辑、内务编辑等 

（3）按编辑内容的专业领域或对象特点划分，可分为政治编辑、文教编辑、经济编辑、体育编辑、

图表编辑、版式编辑、视频编辑等 

（4）按照媒体形态划分，可分为报纸编辑、网站编辑、手机报编辑、微博编辑、微信公众账号编辑

等 

虽然不同类型的媒介中新闻编辑工作的具体任务有所不同，但从新闻编辑业务的共性方面进行分析，

可以对新闻编辑工作进行如下概括： 

新闻编辑工作是新闻编辑在新闻媒介产品生产过程中所进行的一系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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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北京大学 334新闻与传播专业综合能力考研辅导课件 

 

《传媒经济学教程》考研辅导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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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北京大学 334新闻与传播专业综合能力考研复习提纲 

 

《传媒经济学教程》考研复习提纲 

 

更多资料搜索公众号【考研云分享】获取

https://www.kaoyany.top



                                                                 

                                                                              考研精品资料 

 第 485 页 共 

954 页 

 

 

 

更多资料搜索公众号【考研云分享】获取

https://www.kaoyany.top



                                                                 

                                                                              考研精品资料 

 第 486 页 共 

954 页 

 

 

更多资料搜索公众号【考研云分享】获取

https://www.kaoyany.top



                                                                 

                                                                              考研精品资料 

 第 487 页 共 

954 页 

 

 

更多资料搜索公众号【考研云分享】获取

https://www.kaoyany.top



                                                                 

                                                                              考研精品资料 

 第 678 页 共 

954 页 

 

2024 年北京大学 334新闻与传播专业综合能力考研核心题库 

 

《传播学教程》考研核心题库之名词解释精编 

 

1． 传播隔阂 

【答案】包括个人之间的隔阂，个人与群体的隔阂，成员与组织的隔阂，以及群体与群体、组织与组

织、世代与世代、文化与文化间的隔阂等等。由于社会信息系统的参与者，无论是个人、群体还是组织，

都是具有特定利益、价值、意识形态和文化背景的主体，这里的传播隔阂，既包括无意的误解，也包括有

意的曲解。 

2． 信息社会 

【答案】是指信息成为与物质和能源同等重要甚至比之更加重要的资源，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

化以信息为核心价值而得到发展的社会。 

3． 法兰克福学派 

【答案】法兰克福学派是指以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成立于 1923年）为主的一个学术派别，

代表人物主要有韉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本雅明、哈贝马斯等。他们主张从哲学、社会学角度研究

和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文化危机以及现代西方文明进行批判，主要观点集中于对

资本主义社会商业化体制下文化工业的批判，剖析和批判了西方传播媒介的垄断化和“霸权主义”本质。

法兰克福学派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流派，是传播的批判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来源。 

4． 媒介依存症 

【答案】一种所谓的由新媒介带来的社会病理现象，包括过度沉湎于媒介接触而不能自拔、价值和行

为选择一切必须从媒介中寻找依据、满足于与媒介中的虚拟互动而回避现实的社会互动、孤独和自闭的社

会性格等等。 

5． 沉默的螺旋 

【答案】个人意见的表明是一个社会心理过程受周围的意见环境影响。如果属于“多数”或“优势”

一件事人们倾向与积极大胆地表明意见 意见的表明和“沉默”的扩散是一个螺旋式的社会传播过程

大众传播通过营造“意见环境”来影响和制约舆论。 

6． 媒介即人体的延伸 

【答案】这是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人的延伸》中提出的概念。他认为，媒介是人的感觉能力的延

伸或扩展。印刷媒介是视觉的延伸，广播是听觉的延伸，电视则是视听觉的综合延伸。每种媒介的使用都

会改变人的感觉平衡状态，产生不同的心理作用和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和反应方式。这个观点说明，不同的

媒介具有不同性质的社会影响，但它并不是严密的科学考察的结论，而是建立在“洞察”基础上的一种思

辨性的推论。 

7． 恐惧诉求 

【答案】恐惧诉求又称警钟诉求，是在运用“敲警钟”的方式唤起人们的危机意识和紧张心理，促成

他们的态度和行为向一定方向发生的变化，是一种常见的说服方法。从行为心理学的角度来说，“敲警钟”

具有双重功效:它对事物利害关系的强调可极大限度的唤起人们的注意,促成他们对特定传播内容的接触:

它所造成的紧迫感可促使人们迅速地采取相应行动。但由于“敲警钟”基本上是通过刺激人们的恐惧心理

来追求特定的效果，会给对象带来一定的心理不适;如果分寸把握不好,很容易招致自发的防卫性反应，对

传播效果产生负面的影响。 

8． 批判学派 

【答案】批判学派是在社会科学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下，以欧洲学者为主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学派。

其主要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发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性研究，主要代表人物有 M.霍克海默,H.马尔库塞，

T.W.阿多诺等人。 

9． 四功能说 

【答案】指传播的环境监视功能、解释与规定功能、社会化功能和提供娱乐功能，由美国学者赖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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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拉斯韦尔观点的基础上提出。 

10．公共关系 

【答案】公共关系指的是社会组织与周围社会环境中的其他组织、机构、团体以及公众的关系和联系。 

11．信息环境 

【答案】是指一个社会中由个人或群体接触可能的信息及其传播活动的总体构成环境。 

12．社会信息系统的“双重偶然性” 

【答案】信息系统的“双重偶然性”是由德国社会传播学家鲁曼提出的概念，指的是传播的双方都存

在着不确定性，因此，通过传播所作出的选择有受到拒绝的可能。双重偶然性是人类社会信息系统所特有

的属性，这与它是以人为主体的活动有关。社会信息系统的“双重偶然性”的存在说明,社会信息系统是

一个多变量的系统，这些变量如果处理不当，便会引起传播障碍和传播隔阂。 

13．传播 

【答案】是指社会信息的传播或社会信息系统的运行。 

14．“自信心假说” 

【答案】贾尼斯采用临床实验的方法，以“社会不安感”、“委曲求全性向”和“感情抑郁程度”为

自信心强弱的三项指标得出结论，在自信心的强弱和可说服性的高低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关，即自信心越

强，可说服性越低；自信心越弱，可说服性越高。 

15．传播单位 

【答案】每一个传播的参加者，无论个人还是团体，都可看做是“传播单位”，都兼有传者、受者这

两种身份。 

16．个人差异论 

【答案】大众传播中,对于同一信息的不同反应是由人们性格和态度上的差异造成的。这是个人差异

论的起源。个人差异论的理论基础是“刺激——反应”理论,它是从行为主义心理学派的角度出发来对受

众加以研究的。具体到大众传播学,并不存在整齐划一的受众。在大众传播提供的信息面前每个人会因为

心理、性格的差异而对信息作出不同的理解和选择.随之而来的态度和行为的改变也会因人而异。而这些

性格和心理结构上的不同又决定了他们的态度倾向和实际行动的不同。这边是个人差异。个人差异论的主

要理论贡献在于提出了选择性和注意性理解。 

17．《阿尔及尔宣言》 

【答案】1973年，第四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在阿尔及尔召开，会上通过了下述宣言：“现存的传播

渠道不仅是罪恶的殖民地时代的遗产，而且阻碍着各国之间自由、直接而迅速的传播与沟通；发展中国家

必须共同采取行动，来改变现存的传播渠道。”一般认为，《阿尔及尔宣言》是“新世界信息秩序”之争

明朗化的开端。 

18．哈钦斯委员会（Hutchins Commission） 

【答案】1944 年初，美国芝加哥大学校长罗伯特·哈钦斯组成“新闻自由委员会”，邀请了 12 位著

名学者担任委员，这就是后来被人们誉为“20世纪最著名学术团体”的哈钦斯委员会。委员会用两年多的

时间，对美国新闻自由现状进行了调查，前后听取了 58 家报纸、杂志、广播电台以及多位电影界人士的

证词，收集了 225人的意见，提出了 176份文件和分析资料，召开过 17次委员会全体会议后，终于在 1947

年发表了第一期报告《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这一报告，确立了大众传播社会责任思想的问世，也宣告

了一个相较于传统自由主义传播理论更成熟的新闻自由观的诞生。它最先明确了大众传播责任的原则，从

根本上奠定了社会责任学说的理论基础。 

19．媒介是人体的延伸 

【答案】这是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人的延伸》中提出的概念。他认为，媒介是人们的感觉能力的

延伸或扩展。印刷媒介是视觉的延伸，广播是听觉的延伸，电视是听觉和视觉的综合延伸,每种媒介的使

用都会改变人的感觉平衡状态，产生不同的心理作用和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和反应方式。这个观点说明，不

同的媒介具有不同的性质和社会影响，但它并不是严密科学考察的结论,而是建立在“洞察”基础上的一

种思辨性的推论。 

更多资料搜索公众号【考研云分享】获取

https://www.kaoyany.top



                                                                 

                                                                              考研精品资料 

 第 680 页 共 

954 页 

20．知晓权（知的权利） 

【答案】知晓权，又称为获知权、知情权、知的权利等，是指公民获取有关社会公共领域信息以及与

本人相关信息的权利。在新闻传播领域，特指受众通过媒介获取上述信息特别是公共生活信息的权利。 

21．香农—韦弗模式 

【答案】美国的信息学者香农和韦弗在 1949 年提出，这个模式是描写电子通信过程的，它的第一个

环节是信源，由信源发出讯息，再由发射器将讯息转变为可以发送的信号；经过传输，由接收器把接收到

的信号还原为讯息，将之传送给信宿。在这个过程中，讯息可能受到噪音的干扰，产生一定衰减或失真。 

22．媒介内部控制 

【答案】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指传播媒介通过组织制度、报道方针等对新闻或信息的收集、选择、加工和报道过程的控制；二

是指传播媒介通过制定职业纪律或道德准则来规范传播活动和传播工作者的职业行为。就前者而言，任何

传播媒体都有其政治的、经济的和意识形态的倾向性，都是为一定利益服务的。这种倾向性通常体现在媒

介的报道方针上，按照报道方针而进行的层层“把关”活动，体现了媒介组织内部对新闻和信息的传播过

程的控制。就后者而言，由于媒介是提供新闻和信息服务的机构，只有自主规范传播活动和传播工作者的

行为，才能维持媒介信誉，争取广大受众和提高传播效果。因此，传媒自律也是内部控制的一个重要方面。 

23．“明示结论”与“寓观点于材料之中”  

【答案】明示结论使观点鲜明，读者易于理解，但易引起读者反感。不作明确结论，则给读者一种“结

论得自于自己”的感觉。此方法容易使文章主旨隐晦，增加理解的困难性。 

24．意义 

【答案】是人对自然事物或社会事物的认识，是人给对象事物赋予的含义，是人类以符号形式传递和

交流的精神内容。 

25．电子乌托邦 

【答案】这种观点对媒介技术的发展寄予无条件的乐观主义期待，认为新的传播技术必将会把人类带

入一个高度自由、民主和平等的理想国。“电子乌托邦”思想是建立在对新媒介某些技术特性的期待的基

础上的。例如，有的学者认为，电子传播网络的双向性使每个人既是传播者又是受传者，它将改变传统的

大众传播过程受到传播者支配的局面，使传播过程变得更加平等，而这种平等也必然带来社会关系的平等；

有的学者认为，新媒介技术将保障每个人自主发表言论的权利和机会，并形成“真正的观点的自由市场”。

但是，单纯的技术上的可能性并不能必然保证理想的社会形态的出现，而是需要更加复杂的社会条件。 

26．社会 

【答案】要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存在和发展下去，就需要社会成员对给社会有一种“共识”，也就是

客观存在的事物，重要的事物以及社会的各种事物、各种部分及其相互关系要有大体一致或接近的认识。 

27．枪弹论 

【答案】枪弹论（bullet theory）,又称“皮下注射”论，是传播效果理论发展的早期阶段，流行于

20世纪 20—30年代。“刺激-反应”机制和媒介效力强大的信念是该理论形成的基础。枪弹论认为，软弱

的受众就像靶子一样，无法抗拒子弹的射击。受众消极被动地等待和接受媒介所灌输的各种思想、感情、

知识或动机。大众媒介有着不可抗拒的强大力量，受众对大众媒介的信息产生大致相同的反应。枪弹论将

传播效果绝对化，将传播媒介的作用不分条件地夸大化，有严重的缺陷，因此很快遭到唾弃。20 世纪 40

年代，枪弹论被有限效果论所代替。 

28．传播学研究中的批判学派 

【答案】传播学研究中的批判学派是在社会科学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下，以欧洲学者为主形成和发

展起来的学派。与经验学派在现存制度内部寻找解决社会问题对策的立场相比，批判学派是把资本主义制

度本身作为需要变革的对象，主张用一种批判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传播问题。批判学派对现存制度

持一种否定和批判的态度，把传播理论和社会理论结合在一起，考察与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相关的宏观问

题。在方法上，批判学派以思辨为主，反对实证的经验方法。批判学派的主要流派包括：政治经济学派、

文化研究、意识形态霸权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传播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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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多元主义 

【答案】它不承认资本主义社会存在阶级和阶级对立，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由多元的社会群体和个人所

构成。在多元化社会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社会成员对某些社会价值和规范的共同意向，即所谓“广泛的社

会合意”，而大众媒介无非是它的反映和表现。 

30．培养理论 

【答案】也称培养分析或教化分析、涵化分析。格伯纳等人认为，在现代社会传播媒介提示的“象征

性现实”对人们认识和理解现实世界发挥着巨大的影响。由于传播媒介的某些倾向性、人们在心目中描绘

的“主观现实”与实际存在的客观现实之间发生着很大的偏离。同时，这种影响不是短期的，而是一个长

期的、潜移默化的、培养的过程，它在不知不觉当中制约着人们的现实观。在这个意义上，格纳等人将这

一研究称为“培养分析”。外围研究有的三方面：①制度分析；②讯息系统分析；③培养分析。 

31．随机抽样法 

【答案】随机抽样法就是调查对象总体中每个部分都有同等被抽中的可能是一种完全依照机会均等的

原则进行的抽样调查被称为是一种“等概率”。随机抽样有四种基本形式即简单随机抽样、等距抽样、类

型抽样和整群抽样。 

32．瓦版 

【答案】约 17 世纪时，在日本江户街头出现类似报纸的出版物。这种单面新闻印刷品用黏土做成瓦

坯，在上面雕以图文，经烧制定型后，印在报上而成。因贩卖者沿街边读边卖，故名“读卖瓦版”。“瓦

版”的内容多为战争灾害怪异之事，具有现代报纸的某些基本特征，且存在时间较长，被认为是日本报纸

的雏形或萌芽状态。 

33．数字鸿沟 

【答案】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又称信息鸿沟，它是指当代信息技术领域中存在的差距现象，

它既存在于信息技术的开发领域，也存在于信息技术的应用领域特别是由网络技术产生的差距。数宇鸿沟

是在 1996年克林顿竞选总统时，由戈尔正式提出的一个概念。一般而言，数字鸿沟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国际鸿沟、种族鸿沟、语言鸿沟、性别鸿沟和代际鸿沟。数字鸿沟现象是传统的国际和国内不平等、社会

分化在数字化新时代的延续。 

34．施拉姆 

【答案】施拉姆（Wilbur Schramm）,美国著名的传播学家，一生编写了 30多部传播学著作，对传播

学学科的创立与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被誉为传播学的集大成者。概括而言，施拉姆的贡献主要有这样

几个方面：首先，他在前人传播研究的基础上，归纳、总结、修正并使之系统化、结构化，从而创立了传

播学这门新学科，这是他最大的功绩。他于 1949 出版的《大众传播学》一书，是传播学形成的标志性事

件；其次，施拉姆不断著书立说，推进传播学的发展壮大；第三，施拉姆大力推进传播学教育，创立了不

少传播教育和研究机构，培养了一大批传播学研究人员，扩大了传播学在教育界和学术界的影响。 

35．个人的社会化 

【答案】大众传播通常能够潜移默化地使个人接受或认同社会公认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从而使个

人和社会取得协调一致。 

36．传播学的经验学派 

【答案】研究注重经验和实证。但它①过分偏重微观研究；②过分依赖定量方法；③很多人站在维护

现行体制的立场上。 

37．李普曼 

【答案】传播学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学者之一，在宣传分析和舆论研究方面享有很高的声誉。他在其

1922年的著作《公众舆论》中，开创了今天被称为议程设置的早期思想。该书对成见、兴趣、公意的形成

和民主形象等问题做了精辟而深刻的探讨，完成了新闻史上对舆论传播现象的第一次全面的梳理，为后人

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他很早就注意到了大众传播对社会的巨大影响，在《公众舆论》和《自由与新闻》等

著作中，他不仅对新闻的性质及其选择过程进行了深刻的分析，而且提出了两个重要的概念,即“拟态环

境”和“刻板成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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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北京大学 334新闻与传播专业综合能力考研题库[仿真+强化+冲刺] 

 

北京大学 334新闻与传播专业综合能力之传播学教程考研仿真五套模拟题 

 

2024 年传播学教程五套仿真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一） 

 

一、名词解释 

1． 传播学 

【答案】传播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信息系统本身，传播学是研究社会信息系统及其运行规律的科学。 

 

2． 批判学派 

【答案】批判学派是在社会科学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下，以欧洲学者为主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学派。

其主要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发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性研究，主要代表人物有 M.霍克海默,H.马尔库塞，

T.W.阿多诺等人。 

 

3． 公共关系 

【答案】公共关系指的是社会组织与周围社会环境中的其他组织、机构、团体以及公众的关系和联系。 

 

4． 戈公振 

【答案】戈公振是我国著名记者、新闻学先驱，1890年 11月出生于江苏东台。1912年在《东台日报》

担任编辑工作。曾在上海《时报》工作 15 年，后晋升至总编辑。在此期间，他为革新新闻事业做了大量

工作，创办了各种副刊，并于 1920 年首创了《图画时报》，为中国画报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1921 年上

海新闻记者联合会成立，戈公振亲任会长。他在致力于报业改革的同时，也从事新闻教育与研究，发起组

织上海报学社，曾应聘在上海国民大学讲授报学史，并编译了《新闻学撮要》一书，受到新闻界的欢迎。

1927年其代表作《中国报学史》出版。该书初版后，曾多次重印，日本学者小林保将该书译成日文在日本

出版。《中国报学史》首次全面、系统地叙述了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被公认为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奠

基之作，对后世新闻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5． 议题设置 

【答案】议题设置理论，它是由美国传播学者麦克姆斯、唐纳德•肖最早提出。这种理论认为：大众

传播只要对某些问题予以重视，为公众安排议事日程，那么就能影响公众舆论。议程设置功能，传媒的新

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人们的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重要

性的判断。特点：（1）传播效果分为认知、态度和行动三个层面，议程设置功能假说是这个过程的最初

阶段，即认知层面的阶段。（2）议程设置功能考察的整体的大众传播具有较长时间跨度的一系列报道活

动所产生的中长期的、综合的、宏观的社会效果。（3）议程设置功能暗示了传播媒介是从事“环境再构

成作业”的机构。议程设置的“0/1”效果、“0/1/2”和“0/1/2/n”三个传播效果，“0/1”效果指的是

大众传媒报道或不报道某个“议题”，会影响到公众对少数议题的感知。“0/1/2”效果指的是媒介对少

数议题的突出强调，会引起公众对这些议题的突出重视。“0/1/2/、、/n”效果指的是传媒对一系列议题

按照一定的优先次序所给予的不同程度的报道，会影响公众对这些议题的重要性顺序所做的判断。 

 

6． “沉默的螺旋”理论 

【答案】沉默的螺旋是一种考察大众传播和社会舆论的关系的理论，重新提示了一种“强有力”的大

众传播观。这个理论假说由以下三个命题构成： 

①个人意见的表明是一个社会心理过程； 

②意见的表明和“沉默”的扩散是一个螺旋式的社会传播过程； 

③大众传播通过营造“意见环境”来影响和制约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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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象征性现实（即“拟态环境”symbolic reality） 

【答案】象征性现实，即通常所说的信息环境，它不是对现实环境的“镜子”式的再现，而是传播媒

介通过对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和加工、重新加以结构化后向人们提示的环境。象征性现实会对人们

的观念和行为产生重要影响，是现代人建构主观真实的主要途径。 

 

8． 受众分割 

【答案】将全体受众分成子组群并向这些组群传递不同信息。 

 

二、简答题 

9． 怎样理解人内传播的双向互动性？ 

【答案】人内传播不但具有鲜明的社会性，而且具有明确的互动机制。人内传播是个人体内的信息传

播活动，因此，不少人也将之称为“自我”传播。这说明，人内传播是个人的主体意识即自我意识主导下

的传播活动。人的自我并不是封闭的和孤立的，相反,它是在与他人的社会联系中形成的，自我具有鲜明

的社会性和互动性,而自我的社会性和互动性也体现了人内传播的社会性和互动性。因此，考察人的自我

意识的活动，应该是揭示人内传播之社会性和互动性的一把钥匙。 

 

10．用唯物史观看问题，应该如何把握社会传播的总过程？ 

【答案】①信息传播属于与人类的精神生产相对应的精神交往活动的范畴。②考察信息传播就必须考

察社会的精神生产。③精神生产也存在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精神生产的生产力是参与社会生

产过程的一切信息资源、工具、技术和人力要素的总和，精神生产的生产关系就是精神交往关系或传播关

系。一切社会中的精神生产的性质取决于这个社会的精神生产力的水平和精神生产关系的状态。 

 

11．组织（如企业）进行对外宣传时，可利用的传播手段、技巧有哪些？ 

【答案】组织为达到一定的组织目标而进行的传播活动中，常见的方法和技巧主要有： 

（1）正反对比：现代社会要求传播者的传播内容要保持客观、公正的立场，如果过于突出和渲染自

己所倾向的事实和观点，那么很可能失去受众的信任，影响传播者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形象。因此，在传播

活动中，要求传播者尽量保持中立态度，将围绕事务所表现出来的正反面信息同时展现出来，帮助受众形

成对事物的全面认识和准确判断。当然，不是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同时提供正反面情况，而是要根据不同

的情况作出具体的决策。 

（2）感情沟通：在传播活动中，结合特定的传播内容和传播环境，向受众传递一些能使之感到亲切、

关怀、温情的信息，借此来拉近传、受双方的距离，为传播活动的正常进行创造有利条件。其基本策略是

寻找与受传者之间主观和客观的共同点，善于站在受传者的情感立场来考虑问题和设计传播内容，使之产

生得到尊重、理解和赞赏的情感效果。 

（3）劝服诱导：在传播活动中以特殊方式对受众施加适当的心理压力或者利益诱导，可以使受众的

注意力转向传播者希望的方向。常见的诱导方法包括权威诱导、奖励诱导、压力诱导、兴趣诱导等。但要

注意的是，在施加诱导的过程中，要注意分寸和技巧，不要使受众感觉到自己是在被诱导。 

（4）湮没消除：这是在面临对组织不利的信息进入受众视野的情况下可以采用的一种传播方法。当

出现对组织不利的信息时，组织可以通过大量传播正面信息来湮没负面信息，使得人们得到负面信息的成

本迅速上升。此外，还可以通过积极措施，阻断不利信息的传播，使其局限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并通过

积极举措，迅速将其消除。 

（5）美化和丑化：顾名思义，这种方法，就是对自己要树立和推广的事物和形象大加赞扬和美化，

凸显其优势和长处，同时把其不足和缺点降至最低点；而对于传播者所要否定的对象加以丑化，想方设法

放大其缺点和劣势。但要注意的是，美化和丑化都不能随意浮夸，而应当建立在基本的事实之上，否则，

必将适得其反。 

（6）形象代言：这是利用某一公众形象，来作为组织传播中的代言人，面对受众推广组织的产品或

理念。形象代言人必须与组织产品或理念的基本特质相吻合。通过这种方式，代言人良好的公众形象，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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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组织和产品形象的一个指代符号，组织和产品被賦予了人性化的内涵。 

 

12．简述麦克卢汉的主要理论观点。 

【答案】麦克卢汉媒介学说包括三个观点： 

（1）“媒介即讯息”：媒介本身才是真正有意义的讯息； 

媒介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每一种新的媒介的产生都开创了人类感知和认识世界的方式。传播中的

变革改变了人类的感觉，也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创造出新的社会行为类型，因此，媒介也是区分

不同社会形态的标志。 

（2）“媒介：人的延伸”：任何媒介都不外乎人的感觉和感官的扩展或延伸； 

这是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人的延伸》中提出的概念。他认为，媒介是人的感觉能力的延伸或扩展。

印刷媒介是视觉的延伸，广播是听觉的延伸，电视则是视听觉的综合延伸。每种媒介的使用都会改变人的

感觉平衡状态，产生不同的心理作用和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和反应方式。这个观点说明，不同的媒介具有不

同性质的社会影响，但它并不是严密的科学考察的结论，而是建立在“洞察”基础上的一种思辨性的推论。 

（3）“热媒介与冷媒介”。 

这是两个著名的概念：“热媒介”传递的信息比较清晰明确，接受者不需要动员更多的感官和联想活

动就能够理解；“冷媒介”传达的信息含量少而模糊，在理解时需要动员多种感官的配合和丰富的想象力。

麦克卢汉认为书籍、报刊、广播、无声电影、照片等等是“热媒介”；漫画、有声电影、电视等等属于“冷

媒介”。这两个概念没有多少科学和实用价值，重要的是它给我们的启示：不同媒介作用于人的方式不同，

引起的心理和行为反应也各具特点，研究媒介应该把这些因素考虑在内。 

 

13．如何理解大众传媒的公共性与公益性？ 

【答案】大众传媒拥有自己的经营目标和宣传目标，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它们与单纯的营利企业不

同，与宗教和社会团体的单纯机关媒介也不同，大众传媒的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公共性和公益性的制约。 

这种公共性和公益性是大众传媒的权利基础：大众传媒拥有最大限度的采访权、言论权、编辑权和刊

载权，并拥有广泛的舆论监督的权利。另一方面，公共性和公益性也对大众传媒产生重要的制约，它要求

传媒的活动必须符合社会公共利益。 

 

14．举例说明“选择性接触”。 

【答案】选择性接触是指认知结构、社会群体类型和有意义的社会联系所产生的，与这些因素有关的

媒介内容注意力的方式。从媒介选择上讲，受众一般选择自己习以为常和喜爱的媒介；从传播内容上讲，

受众一般选择能支持自己信念和价值观的信息，以减轻认知上的不和谐；从传播形态+上看，不同的人也

有不同的选择取向。 

 

15．人类传播活动经历了哪些阶段，试简述之。 

【答案】根据媒介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脉络，我们可以把迄今为止的人类传播活动区分为以下几个发展

阶段： 

（1）口语传播阶段：这一阶段大致从人类摆脱“与狼共舞”的野蛮状态、组成原始社会开始，一直

到文字的出现，即从人类开始说话到用手写字这一漫长时期。口语的产生无疑大大加速了人类社会进化和

发展的进程。但是，口语依赖人体的发声功能，只能近距离传播，且转瞬即逝，有很大的局限性。 

（2）文字传播时代：文字作为人类掌握的第一套体外化符号系统，它的产生大大加速了人类利用体

外化媒介系统的进程，推进了各个地区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3）印刷传播时代：文字出现后，人类经历了一个很长的手抄传播阶段，效率很低，成本高。印刷

时代的到来是建立在纸张和印刷术的发明基础之上的。印刷术的发明标志着人类已经掌握了复制文字信息

的技术原理，有了对信息进行批量生产的观念。古滕堡的印刷术标志着印刷时代的新纪元。印刷机的出现

迎来了近代报刊的诞生，伴随着读写能力的普及，印刷媒体开始在社会变革和社会生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

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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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电子传播时代：随着广播、电视等电子媒体的出现，人类传播进入了电子时代。电子传播最重

要的贡献之一就是实现了信息的远距离快速传播，实现了人类对时间和空间限制的突破。更为重要的是，

电子传播形成了广泛存在的人类体外化的声音系统和体外化的影像信息系统，使得人类进入了一个全新

的、前所未有的信息社会。 

 

16．在大众传播过程中，受众享有哪些基本权利？ 

【答案】受众在大众传播过程中享有的基本权利包括：传播权、知晓权、传媒接近权。 

传播权：传播权是构成社会的每个成员所享有的基本权利之一，在传统上称为表达自由或言论自由的

权利。社会成员是社会实践和社会生活的主体，他们有权将自己的经验、体会、思想、观点和认识通过言

论、创作、著述等活动表达出来，并有权通过一切合法手段和渠道加以传播。在这里，指的是通过大众传

媒渠道进行传播的权利。 

知晓权：在广义上指的是社会成员获得有关自身所处的环境和变化的信息、保障社会生活所需的各种

有用信息的权利。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也是人的生存权的基本内容之一。从狭义上说，指的是公民对国家

的立法、司法和行政等公共权力机构的活动拥有的知情或知察的权利，这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政治权利，也

意味着公共权力机构对公民賦有信息公开的责任和义务。 

传媒接近权：即一般社会成员利用传播媒介阐述主张、发表言论以及开展各种社会和文化活动的权利，

同时，这项权利也賦予了传媒应该向受众开放的义务和责任。 

 

三、论述题 

17．论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传播媒介的产业化发展。 

【答案】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论述我国传媒产业化的基本趋势： 

（1）我国媒介产业经过 20世纪 80年代的市场导人阶段和 90年代初期以来的高速成长，目前正处在

高速成长期的后半期。随着媒介产业市场成熟期的来临，社会对媒介产业的品质要求会凸显出来，高品质

的市场需求青睐成规模的、市场细分化的专业传播组织。媒介产业进入深度开发、规模竞争和质量盘整期。

其时的市场特点是高投入、高产出，大量小型的媒介产业单位将纷纷萎缩。 

（2）我国报业的发展主流已经开始由目前的众多报种的数量型覆盖，向着少数实力雄厚的报纸（报

团）的优势规模型覆盖的方向发展。 

（3）不同价值取向的传播模式将会在不太长的时间内相互趋于“融合”。 

（4）以丰富全面取悦受众，实现某一局部领域全方位覆盖的优势将成为下一轮主流媒体竞争的基调。 

（5）中国传播业所面对的社会心理需求的主调在经历了 20 世纪 80 年代中前期和中期的“解气”阶

段、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的“解闷”阶段及 1992 年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至今的“解惑”阶段后，BP 将进

入“解放”阶段，其突出的特征是“话语时代”和“个人化时代”的到来。顺应这一社会潮流的变化，舆

论形态的多样化将在媒介的呈现中进一步凸显,传播市场的细分化将使媒介的传播内容与形式，对特定目

标受众的亲和力进一步被强调。 

（6）媒介与资本全面结合，借助民间和适量的境外资本，媒介集团的整体实力将有所提高。 

（7）媒介产业与电信产业的行业壁垒将有望逐步打破，实现信息产业内部的整合。（8）数字化媒体

的发展和普及，将成为广播电视产业的重要趋势，也将成为拉动我国媒介产业发展的一个新的增长点。 

 

18．试从传播学的角度对目前新闻的娱乐化现行评析。 

【答案】新闻娱乐化与市场紧密联系在一起，新闻娱乐化可以看作是媒介适应市场的行为方式。新闻

娱乐化是传媒走向市场的结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传媒作为市场的主体之一也要参与市场竞争，实行优

胜劣汰。传媒要面向市场、考虑市场需要，通过一切手段争取最大的市场份额。在这样的背景下，新闻娱

乐化就成为众多传媒不谋而合的选择。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走到普通的老百姓中去，发掘新闻的娱乐化

因素,让新闻“软些，软些，再软些”；同时在表达方式上尽量从受众接受的心理出发，加强贴近性，增

加趣味性。从这个意义讲，新闻娱乐化是媒介市场化、商品化的必然产物，其正面意义表现在： 

（1）经过 90年代以来媒介集团化的整合和子报、子台及子频道的扩容、延时，改善了原有的传媒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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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试述新闻业与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传播技术发展的基本关系。
	24．试述精神生产和精神交往与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辩证关系。
	25．比较麦克卢汉的关于电子媒介的观点和日本学者中野牧的“容器人”观点的区别｜暌屢豜扏恛漏蹵㖉왚鉎쭎㹏ᩓ템啶蒋ꒋ옰�
	26．为什么说“内省式思考”的过程也是一个社会过程？
	27．豜抌屢恩格斯关于“劳动创造了语言”的论述｜晏恦⽙艏啴ډ蓿�
	28．什么是关于大众传播的影响和效果的“常识理论”、现场理论和社会科学理论？
	29．试述竹内郁朗的“使用与满足”过程模式的内容与含义。
	30．试论现代社会“信息环境的环境化”现象。
	31．分析网络传播自由的利与弊。
	32．为什么说人际传播是真正意义上的“多媒体”传播？
	33．试述大众传播的各种效果理论存在哪些争议性。
	34．传播过程的直线模式和循环模式的区别是什么？
	35．什么是“说服性传播”的效果研究？该研究得出了哪些杜瑡ཎ䥶葾펋뫿�
	36．如何理解传播效果这个概念？“培养分析”是综呜扶葼ﭾ�ᑺ盿屦分为不呜晶蒖㙫땔豎屴个方面｜晛累굥䡧鱧屴不呜晜䉫ⅶ蒋ꒋ웿屦最终得出“培养效果”。豜抌屢你的理解。
	37．新媒介不会取代旧媒介｜晥鉎쭏ᒏ�豓템唰�
	38．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提到“媒介即隐喻”,请你结呜択ꙑ䭓扬䥶萠ᱚ鉎쭓王꽠漠ᶌ屢豜扷୬픰�
	39．如何理解社会传播的系统性？
	40．试述近代报刊在上海的产生与发展
	41．试析“报刊的四种理论”。
	42．传播效果研究经历了哪些历史阶段？为什么过去效果研究一直占据着传播学研究的主流地位？
	43．试论“全球信息化”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冲击。
	44．为什么说象征能力是人类特杜瑶蒀ﵒ鯿�
	45．“上限效果”指的是什么？如何评价这个假说？
	46．简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广播事业。
	47．在网络时代｜晎몖䕏굶葥낍譒뼰�
	48．怎样理解唯物史观下的社会传播总过程？
	49．议程设置假设与杜璖健䡧鱪⅟ཎ䮕屴哪些关系？议程设置在新闻实践中的应用？
	50．直线模式和循环模式以及二者的区别。
	51．国际组织对国际传播的影响杜瑔鯿�
	52．意义不能脱离符号聜晛塗⣿屦那为什么说符号本身之外还杜瑡ཎ䧿�
	53．结呜扢ᅖﵥ㽞鲏텞瑧敔ᅖﵙᙚ鉏卢䁢镥㹶葖ﵛ뙟抌慞罔䫿屦论述你对国家形象与国际传播的认识。
	54．为什么说人类以语言为核心的信息传播系统的形成,也是一个体内信息功能体外化和社会化的过程？
	55．结呜扛麖䖌屢豜扏恛讀鉎쭥瑔屢的看法。
	56．受众的媒介接触杜瑔魒ꡧ㫿�
	57．如何理解共通的意义空间？
	58．评价麦克卢汉的“地球村”概念。
	59．试论受众权利及其对大众传媒的影响。
	60．试述姿态的传播功能。
	61．试述组织内非正式传播渠道的传播特点和作用。
	62．论我国传播媒介产业化趋势。
	63．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理论最初是由谁验证的？这个理论的主要内容是什么｜扛荣큑祈虎쁎䡨㝶蒉쉰뤰Ŏ㮉膑읓홎虎쁎䡨㝶葸ᑺ癥륬픰ŧ屴什么发现、这项研究对传播活动或传播研究杜瑏啳끛鹡ཎ䧿屴？试举例加以说明。
	64．如何理解媒介的进化与社会的发展之间的关系？
	65．你怎样理解和评价“上限效果”假说？
	66．论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传播媒介的产业化发展。
	67．结呜扖ﵑ蕙ᙛ麖䗿屦评传媒集团化趋势。
	68．马克思、恩格斯对于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关系的论述中指出的两个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是什么？
	69．试从传播学的角度对目前新闻的娱乐化现行评析。
	71．人类语言区别于动物界信号系统的最根本特征是什么？为什么？
	72．为什么说传播的过程可以理解为意义与符号的两度“翻译”过程？
	73．下面是《南方周末新年特刊：2006中国传媒致敬》｜戀㈀　　㙞琀㉧屢28日｜瑒એ絶蒐ّ蕛맿�
	74．论网络传播对传统“把关人”理论的挑战。
	75．试析媒介议程设置过程背后的力学关系。
	76．如何理解媒介的进化与社会的发展之间的关系？
	77．试论“研究传播学”与“中国的社会发展”的关系。
	78．“任何新闻｜晔屦时也是一种意见”｜晵⠠ᱢ詑獎먠ᵴڋ몖႑쪉罥륥낕ﭏ굚鉎쭢ꖐ匠᱙際呓ᘠᵎⵖﴰ�
	79．如何评价大众社会论的受众观？
	80．论媒介融呜扶蒍譒뼰�
	81．试述自由主义媒介规范理论的产生背景和主要内容｜晞癛陋皏�䲋쑎�
	82．结呜扢ᅖﵵ㖉왎譎᩶葳끲뛿屦简述媒体如何发挥“社会公器”的作用。
	83．豜抌屢你对“沉默的螺旋”理论的看法。
	84．结呜扛麖䖋몏국㭒ꡎⴠᱬ覞�蒇�쬠ᵦ⽙艏啓텵ὶ萰�
	85．什么是传播学批判学派？批判学派在方法论、社会观和传播观上与经验学派杜瑎쁎䡒٫柿�
	86．某城市杜琀㌀　　せ뙕䙞響屦其中大型商店20家｜晎ⵗ譕䙞需㐀　せ뛿屦小型商店2580家｜晳끑덛驎칎ⵢ뵓혀㌀　ぎ⩨㝧ⲏ�䲕瞌ͧ屦如果用简单随机抽样技术｜晙艏啢뵓홨㝧Ⰰ㭙艧鱵⡒ٜ䉢뵨㝢聧屦如何抽取样本？
	87．简述中国古代报纸产生前的传播手段和传播载体。
	88．为什么说学好传播学必须从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立场出发？
	89．“议程设置功能”假说杜瑔魲祰륔豎ඍ덎䭙ӿ�
	90．豜抌屢经验性方法的意义及其局限性。
	91．请以自我成长的亲身经验｜暋쑧遼獟띶萠ᱎ㭢ᅎ๛ꉢᄠᵴڋ먰�
	92．举例说明大众传播功能失调产生的社会不良后果。
	93．结呜扶䵢ᅖﵚ鉎쭥㦗楶葳끛黿屦豜抌屢你对传播学本土化与国际化的看法。
	94．试论现代社会中“信息环境的环境化”现象。
	95．试论传播学四大奠基人的主要贡献。
	96．传播效果研究经历了哪些历史阶段？为什么过去效果研究一直占据着传播学研究的主流位置？
	97．斯图亚特.霍尔的《编码｜暉İe蝎㮉膖ႏ虔鮉쉰맿屦试加以阐述。
	98．试论集呜抈䱎㩶葏굧㩒㙓쩑癗⡓ᚉ㹏᩷�︰ŧ葞穀貌ၹ㹏ᩎ葏⁚鉏屵⠰�
	99．雪村的《东北人》绕过被音乐工业垄断的发行推广渠道｜暐읎銀呿兔豹셎멏궃띟靎虝❶葢ၒ鼰ʋ칏굎㭏卙ᩨ㝓ᙶ蒉퉞Ꚍ屢豜抏�s낌慢䁣㩶葎銀呿兛累⁾�鉏卝ᩏ卒㚐ၶ葑뉑אּ�
	100．人类传播区别于动物传播的本质特征是什么？
	101．传播模式经历了从直线模式、循环模式到系统模式等变化过程｜暋칏굪⅟ན템啓�ᙶ蒉퉞屦分析传播思想的变迁与进步。
	102．如何理解社会信息系统的“双重偶然性”？
	103．豜抌屢互联网传播的特点和革命性意义。
	104．试论作为“社会群体成员”的受众观。
	105．豜抌屢你对象征符的自由性和随意性的理解。
	106．结呜扛麖䕣ꊋꡏ恛丹ɗ㩟ᕛﱎ୶葏굎ᩓ템啶葒⥟ઉ숰�
	107．豜抌屢传播学早期学术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及其贡献。
	108．如何理解“新闻价值”？试举一些你认为重要的新闻价值因素。
	109．论媒介融呜扶蒍譒뼰�
	110．如何理解大众传媒的公共性和公益性？
	111．试论述传播效果研究观的变迁及其发生的社会与学术背景。
	112．阐述资本主义媒介规范理论中的“社会责任理论”和“民主参与理论”｜晞癐婻肉膋쑎�
	113．传播效果的发展及最新动态
	114．试分析社会责任理论提出的历史背景及意义。
	115．从马莱兹克的系统模式豜扙❏ᝏ궏읺୶葒㙾Ꙗ‰�
	116．大众传播中反馈具杜瑔魲祰맿�
	117．杜瑎몋᱑桴͓ᙜㅻ䥔屦于美国化”｜暌屢豜扏恶葷୬픰�
	118．什么是采访？什么是深度访问？请从事前准备、访问过程、资料处理、分析过程几个角度豜抌屢采访与深度访问的差异。
	119．试述现代通讯社产生与发展的过程。
	120．你认为日益扩大的跨文化传播将对民族文化产生什么影响？
	121．试述我国开展传播学研究的成绩、原则和未来的前景。
	122．豜抌屢“第乜瑎멥䡧鰠ᵸᑺ癶葳끛鹡ཎ䥔豛晧⽎㰰�
	123．试析国际新闻遜瑢葎㱨ݑ옰�
	124．情境意义指的是什么？在传播过程中｜暖摻♓Ⲏꭶ葡ཎ䥎䭙ᚏ�屴哪些意义在起作用？
	125．什么是“拷贝的支配”？试分析这个观点。
	126．试述集呜抈䱎㩓쩑癎ꝵὶ葧慎�
	127．试析国际新闻遜瑢葎㱨ݑ옰�
	128．田中义久的“大众传播过程图式”杜瑎쁎䡲祰맿�
	129．试论大众传播时代人与环境的关系。
	130．传播学是一门社会科学｜晗⡛麋솃͟ཎⷿ屦
	131．什么是传播学批判学派？批判学派在方法论、社会观和传播观上与经验学派杜瑎쁎䡒٫柿�
	132．企业组织的信息输出活动主要杜瑔魼筗诿ὔѧ屴什么作用？
	133．试论述中国的印刷术的发明对印刷传播发展的贡献和古登堡印刷术的意义。
	134．如何理解信息传播的过程性和系统性？
	135．“受众即市场”的观点对吗？结呜扳끛鹠앑떌屢豜扏恛參摶葷୬픰�
	136．自由主义媒介规范理论遭遇到什么样现实困境？它在理论上杜瑔魿㪖矿�
	137．在新媒介环境下｜晙❏ᝏ굥䡧鱸ᑺ癧屴哪些新趋势？
	138．怎样正确看待高度信息化社会的到来？
	139．批判学派主要杜瑔魭䅭㻿Ὓ荎쾚豛晭㹧屴什么区别？
	140．2008年春节前后,某明星的“艳照门”事件在网络上闹得沸沸扬扬｜晎ൎ앢၎㩎蚄坔൶葏⁚鉎譎屦甚至还受到众多传播学者的关注。请你结呜扏굛晧屴关理论｜晛參摎讏�䲉אּ�
	141．什么是传播学经验学派？豜抌屢美国经验学派的特点。
	142．运用传播制度的相关理论｜晾퍔屢自己的思考｜暋햏卒䵢ᅖﵚ鉎쭶葹㹏᪉튂牓쩎㮉腏屵⠰�
	143．豜抌屢社会传播的五种基本类型及它们之间的异呜晰뤰�
	144．如何理解人与人之间传播活动符号化和符号解读的过程？
	145．组织的信息输出活动主要杜瑔魼筗诿�
	146．论述清政府、北洋军阀政府、国民党政府制颁的新闻法规的名称、内容及性质。
	147．结呜扛麖䖌屢豜扏恛丹ɗ㩟ᕛﱎ୶葏굎ᩓ템啶葒⥟ઉ숰�
	148．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媒介理论经历了一个由“自由主义”到“社会责任”再到“民主参与”的变化过程｜暋핧邏�쵓�ᙶ葓齖貀챦漰�
	149．试析受众个人所处的社会环境条件对媒介接触行为的影响。
	150．对传播对象制约效果的考察通常注重哪些方面？
	151．试述群体的社会功能和意义。
	152．为什么说“意义不能够脱离符号聜晛塗⠀ⱻ♓Ⲏꭎ䭙ᚏ�屴意义”？
	153．试分析比较电视媒介与网络媒介各自的优势与局限。
	154．为什么说劳动推动了从动物传播到人类传播的巨大变革？
	155．试述《新莱茵报》的宣传特色。
	156．如何理解塔尔德关于报刊和公众的观点？
	157．批判学派中包含了哪些主要流派或理论？各杜瑎쁎䡲祰맿�
	158．你是如何理解麦克卢汉的理论的｜晞癛曆ڋ멐婑嬨蒋쑎�
	159．用实例阐释“使用与满足”经典传播学理论。
	160．大众传播理论如何适用受众细分的现实？
	161．试述世界广播事业发展的一般历程。
	162．简述路透社概况及20世纪80年代后的业务特色。
	163．试析传媒组织在信息生产中的“把关”作用及其实质。
	164．在集呜抈䱎㩎ⷿ屦流言和谣言都是人为制造的。它们的信源不明｜晥핸溋꓿屦是操作人群的杜瑥䡥륬헿屦会对社会秩序和社会规范产生破坏性的影响。请对此进行辨析。
	165．论传媒与文化。
	166．麦克卢汉提出“媒介即讯息”｜晣ݑ署鉎쭧Ⲏꭜㅦ⽑睧屴意义的讯息。请对此观点予以辨析。
	167．试论资本主义制度下媒介规范理论的演变过程及其背景。
	168．“知识沟”和“信息沟”理论目前在哪些领域得到运用？
	169．结呜扛麖䖌屢豜扏恛丹ɗ㩟ᕛﱎ୶葏굎ᩓ템啶葒⥟ઉ숰�
	170．豜抌屢你对“世界信息秩序”论争的认识与理解。
	171．“沉默的螺旋”现象的发生受到哪些情况的制约？
	172．试析“受众即市场”的观点。
	173．文化全球化杜瑔鮈桳끟扟굚鉎쭗⢏�⪏읺ୢ湯ᑎ쁎䢉튂狿�
	174．什么是象征性社会互动｜晑熐᩶葡ཎ䥺窕⡏굎葏屵⡦⽎쁎䣿�
	175．豜抌屢你对语言符号的暧昧性的认识。
	176．从人类社会媒介发展过程来看｜暌屢豜扚鉎쭟扠œ�ᙶ蒉쑟譔貍譒뼰�
	177．试述人内传播过程的主要环节或要素。
	178．批判学派的立场和研究方法。
	179．你认为因特网将对现杜瑶葏굥륟པ豏굴ڋ멎ꝵὔ魟煔췿�
	180．陈述“议程设置”理论的概要及特点,并结呜扑睏卶葏굳낌慒٧造깺빿湒龀ﴠᵶ葏屵⡧㩒㘰�
	181．如何理解人内传播的性质和特点？
	182．分析报刊自由主义理论的主要观点。
	183．试述新华社创建及其70余年来的主要发展。
	184．试论大众传播时代人与环境的互动关系。
	185．试述议程设置功能的基本涵义｜晞皌屢豜扏恛憐�tڋ멗⡿兾�굳꽘荎ⶐɵ⡠❶蒋ꒋ옰�
	186．近年来｜晑汏鱫⊐읿兾�멗孓텞͏濿屦这些信息经过传统媒体关注后成为公共事件｜晵⡎屴个传播学理论加以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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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试举几种关于舆论概念的基本观点。
	13．什么是“全球传播”？如何理解“全球传播”？
	14．施拉姆的大众传播过程模式的主要特点。
	15．什么是“拷贝的支配”？
	16．简述使用与满足理论的基本观点。
	17．意见领袖在大众传播效果形成中发挥了什么作用？
	18．试论现代社会“信息环境的环境化”现象。
	19．试析传媒组织在信息生产中的“把关”作用及其实质。
	20．传播学的四大奠基人和学科创始人是谁？他们各自的主要贡献是什么？
	21．豜抌屢你对“世界信息秩序”论争的认识与理解。
	22．如何理解社会信息系统的“双重偶然性”？

	2024年传播学教程五套仿真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扎铿屴
	1． 《阿尔及尔宣言》
	2． 前台行为与后台行为｜扢屢夫曼的情境决定论｜�
	3． 自我传播
	4． 说服性效果研究
	5． 香农—韦弗模式
	6． 意见领袖
	7． 信息环境的信息化
	8． “证词法”
	9． 简述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主要办报活动。
	10．什么是传播制度？结呜扛麖䖌屢豜扚鉎쭣Ꝓ㙛凉㹏᩶葟煔촰�
	11．群体规范在群体传播中具杜瑎쁎䡒龀﷿�
	12．简述传播效果的内涵和层次。
	13．大众传播在形成“社会共识”方面起什么样的作用？电视媒介在形成“共识”方面具杜瑎쁎䡨㝶葲祏ᡒ뿿�
	14．人的自我并不是封闭和孤立的｜暀屦是在与他人的社会联系中逐步形成的｜晖擿屦自我的社会性和互动性体现了人内传播的社会性和互动性｜暋쑧過એ쉰뤰�
	15．简述宣传与传播的异呜昰�
	16．试述群体的社会功能。
	17．大众传播理论如何适用受众细分的现实？
	18．试述近代报刊在上海的产生与发展
	19．在集呜抈䱎㩎ⷿ屦流言和谣言都是人为制造的。它们的信源不明｜晥핸溋꓿屦是操作人群的杜瑥䡥륬헿屦会对社会秩序和社会规范产生破坏性的影响。请对此进行辨析。
	20．为什么说人类以语言为核心的信息传播系统的形成,也是一个体内信息功能体外化和社会化的过程？
	21．传播学是一门社会科学｜晗⡛麋솃͟ཎⷿ屦
	22．受众的媒介接触杜瑔魒ꡧ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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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传播学教程五套强化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扎ÿ屴
	1． 社会
	2． 大众传播的四项主要功能
	3． 上限效果
	4． “两面提示”的“免疫”效果
	5． 说服性效果研究
	6． 控制实验
	7． 智能化工具
	8． 非语言符号
	9． 豜抌屢你对信息社会由来的认识。
	10．简述知识沟假说的基本内容。
	11．传播学和新闻学杜瑏啓㩒⭔貀呼ﯿ�
	12．简述教养理论的基本观点。
	13．简述传播效果的内涵和层次。
	14．简述“沉默的螺旋”理论要点。
	15．什么是传播制度？为什么说传播制度体现了全部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复杂性？
	16．简述发展传播学的理论。
	17．试述竹内郁朗的“使用与满足”过程模式的内容与含义。
	18．论媒介融呜扶蒍譒뼰�
	19．新媒介不会取代旧媒介｜晥鉎쭏ᒏ�豓템唰�
	20．试论集呜抈䱎㩶葏굧㩒㙓쩑癗⡓ᚉ㹏᩷�︰ŧ葞穀貌ၹ㹏ᩎ葏⁚鉏屵⠰�
	21．人类语言区别于动物界信号系统的最根本特征是什么？为什么？
	22．豜抌屢你对“任何一种传播过程都表现为一定的系统的活动,聜晙᪑쵾퍧葦⽹㹏ᩏ굼ﭾ�葧ⲍ⡲祰뤠ᶏ��葴ډ�

	2024年传播学教程五套强化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扎賿屴
	1． 分层抽样
	2． 政治既杜瑐㹔�
	3． 新闻事业的基本功能
	4． 人际传播
	5． 四功能说
	6． 媒介效果
	7． 社会信息系统的“双重偶然性”
	8．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9． 试析传媒组织在信息生产中的“把关”作用及其实质。
	10．简述国家和政府对传播媒介实行政治控制的主要内容。
	11．“消息来源的可信度”与“人们对该消息的相关意见的呜晡ེ꘠ᵎ䮕睧屴怎样的关系？
	12．“在对现实中的暴力犯罪状况、电视中的暴力内容以及人们对自身所处社会环境的危险程度的主观判断进行比较研究发现：捜瑱束卥蹖ﵳ끛鹦둒魲꽿橶葓텵έ蝔豎灧斋ꅻ響屦一个美国人在一周内遭遇或卷人暴力事件的概率在1%以下｜暀屦根据乜瑙❵㖉왿兗⠀㤀㘀㝞璁㤀㜀㡞瑗⢞쒑텥굑勇萀㔀㐀㢐㖉왒杢䁏屶葑蕛륒٧郿屦包括暴力内容的电视剧达80%｜晫쾐㖉왒李ⵑ侀끶葦둒魗㪗扞獗䝎㨀㔀⸀㉫℠☠⛿屦聜暋롙ᩎ몋ꑎ㪁⡎T桑薐涐䝢ᙓ睑敦둒魎譎葓ﵠ❗⠀　╎ਠ☠☠�
	13．大众传播的媒介特征作比较。
	14．试述怀特的“把关”过程模式。
	15．什么是传播过程的直线模式？它的提出者是谁？这个模式的局限性在哪里？
	16．豜抌屢你对托夫勒的“第乜瑫Ⅽ橯渠ᵶ葴ډ�
	17．试述新华社创建及其70余年来的主要发展。
	18．议程设置假设与杜璖健䡧鱪⅟ཎ䮕屴哪些关系？议程设置在新闻实践中的应用？
	19．你是如何理解麦克卢汉的理论的｜晞癛曆ڋ멐婑嬨蒋쑎�
	20．自由主义媒介规范理论遭遇到什么样现实困境？它在理论上杜瑔魿㪖矿�
	21．“议程设置功能”假说杜瑔魲祰륔豎ඍ덎䭙ӿ�
	22．试论大众传播时代人与环境的互动关系。

	2024年传播学教程五套强化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扎屴｜�
	1． “把关人”
	2． 培养分析或数化分析
	3． 第乜瑎멥䡧�
	4． 韦伯尔 施拉姆
	5． 传播过程
	6． 受众的个人差异论
	7． 媒介接近权
	8． 《万历邸钞》
	9． 简述社会责任理论的原则。
	10．大众传播研究的“两级传播”理论是在什么样的研究背景下提出来的？它的提出对传播效果研究产生了怎样的冲击？
	11．在对科学发现即从中得出的概括进行评价时｜晏ᩭ襓쩸ᑺ癶葧屴效性｜戀瘀愀氀椀搀椀琀秿屴和可靠性｜戀爀攀氀椀愀戀椀氀椀琀秿屴问题。请解释一下“杜瑥䡠✠ᵔ谠᱓恠✠ᵶ葔⭎䧿屦并举例说明。
	12．简述卡茨曼“信息沟”理论的主要观点。
	13．为什么说“把关”行为不是编辑的个人行为聜晦⽎y쵧屴组织的活动？
	14．豜抌屢意见领袖及其对大众传播效果的制约与影响。
	15．请从相关传播学角度豜抌屢你对博客的认识。
	16．试析冷战后个别国家推行霸权主义的主要策略。
	17．豜抌屢你对“世界信息秩序”论争的认识与理解。
	18．试述姿态的传播功能。
	19．试述《新莱茵报》的宣传特色。
	20．结呜扛麖䖌屢豜扏恛丹ɗ㩟ᕛﱎ୶葏굎ᩓ템啶葒⥟ઉ숰�
	21．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提到“媒介即隐喻”,请你结呜択ꙑ䭓扬䥶萠ᱚ鉎쭓王꽠漠ᶌ屢豜扷୬픰�
	22．如何评价大众社会论的受众观？

	2024年传播学教程五套强化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扖�屴
	1． 传播学的经验学派
	2． 权力的媒介
	3． 信息
	4． 杰森 布莱尔｜戀䨀愀猀漀渀 䈀氀愀椀狿屴
	5． 电子乌托邦
	6． “明示结论”与“寓观点于材料之中”
	7． 拉斯维尔
	8． 反馈
	9． 简述知沟理论的产生背景。
	10．什么是等距抽样？等距抽样要注意什么问题？
	11．简述《泰晤士报》的历史和现状。
	12．试分析“杜璖健䡧鱴ڋ먠ᴰ�
	13．什么是大众传播的“共鸣效果”、“累积效果”和“遍在效果”。
	14．群体规范在群体传播中具杜瑎쁎䡒龀﷿�
	15．媒介控制的主要形态杜瑔鯿�
	16．罗杰斯｜戀䔀 刀漀最攀爀珿屴的创新扩散理论｜戀搀椀昀昀甀猀椀漀渀 漀昀 椀渀渀漀瘀愀琀椀漀渀珿屴把个体采纳创新的过程分为哪几个阶段？他把创新的采用者分为哪几类？
	17．试论资本主义制度下媒介规范理论的演变过程及其背景。
	18．试述议程设置功能的基本涵义｜晞皌屢豜扏恛憐�tڋ멗⡿兾�굳꽘荎ⶐɵ⡠❶蒋ꒋ옰�
	19．结呜扶䵢ᅖﵚ鉎쭥㦗楶葳끛黿屦豜抌屢你对传播学本土化与国际化的看法。
	20．用实例阐释“使用与满足”经典传播学理论。
	21．下面是《南方周末新年特刊：2006中国传媒致敬》｜戀㈀　　㙞琀㉧屢28日｜瑒એ絶蒐ّ蕛맿�
	22．在网络时代｜晎몖䕏굶葥낍譒뼰�

	2024年传播学教程五套强化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扎铿屴
	1． 集呜抈䱎�
	2． 象征性互动
	3． 信源的可信性效果
	4． 传播效果
	5． 媒介是人体的延伸
	6． 群体感染
	7． 国际传播
	8． 潜网
	9． 简述传播学模式研究的发展阶段。
	10．简述“议程设置功能”理论的概要和特点。
	11．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晗葥궍䑧ⱎ㭎䥎㮉膐읔魥륟ལꝒ㙏굎譎�
	12．试述中国的印刷术发明对印刷传播发展的贡献。
	13．简述人类传播史。
	14．马克思的“交往”概念与现代的“传播”概念杜瑷䁎쁎䡨㝶蒀呼ﯿ�
	15．简述近年来新媒介发展趋势的特点｜晞癛漏銀呿党鉎쭶葓템喍譒뽐婎{肉腣ꢏ�
	16．简述米德的符号互动理论。
	17．简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广播事业。
	18．试述集呜抈䱎㩓쩑癎ꝵὶ葧慎�
	19．你怎样理解和评价“上限效果”假说？
	20．论我国传播媒介产业化趋势。
	21．试述世界广播事业发展的一般历程。
	22．结呜扛麖䖋몏국㭒ꡎⴠᱬ覞�蒇�쬠ᵦ⽙艏啓텵ὶ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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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传播学教程五套冲刺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扎ÿ屴
	1． 传播单位
	2． 意识形态
	3． 休眠效果。
	4． 知晓权
	5． 蜂房报
	6． 传播中的嗓音
	7． 自我传播
	8． “自我互动”理论
	9． 简述知识沟假说｜戀欀渀漀眀氀攀搀最攀 最愀烿屴。
	10．试析冷战后个别国家推行霸权主义的主要策略。
	11．豜抌屢模拟信号与数字信号的区别。
	12．何谓“社会认呜晪⅟༠᷿屢social identification model｜琀㽙艏啵⢋⅟ཧ整ډ❏ᝏ굚鉎쭗⢂ڋ멟扢ႏ읺ⵢ湯ᑶ蒉튂狿�
	13．传播效果是指传播主题的传播行为对受传者和社会产生的杜瑥䡾퍧鳿屦制约传播效果的主要因素是传播主体的传播技巧。请对此观点予以辨析。
	14．群体规范在群体传播中具杜瑎쁎䡒龀﷿�
	15．人际传播产生的最主要动机是什么？
	16．内容分析研究的特点和意义。
	17．媒介素养的研究和实践经历了哪些阶段？各杜瑎쁎䡲祰맿�
	18．如何理解“新闻价值”？试举一些你认为重要的新闻价值因素。
	19．在新媒介环境下｜晙❏ᝏ굥䡧鱸ᑺ癧屴哪些新趋势？
	20．如何理解共通的意义空间？
	21．请结呜扛麖䗿屦豜抌屢建立大众传媒公信力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22．试述我国开展传播学研究的成绩、原则和未来的前景。

	2024年传播学教程五套冲刺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扎賿屴
	1． 媒介是人体的延伸
	2． 编辑权
	3． 枪弹论
	4． 可读性
	5． IPP
	6． 授予地位
	7． 媒介间议程设置｜戀椀渀琀攀爀洀攀搀椀愀 愀最攀渀搀愀 猀攀琀琀椀渀柿屴
	8． 第乜瑎멥䡧�
	9． 什么是“使用与满足”？如何理解受众需求？
	10．试析作为“社会群体成员”的受众观。
	11．在社会传播活动中｜晓쉎ᙎ쭎몏�敶蓿屦除符号本身的意义之外｜暏�屴哪些意义？
	12．怎样理解大众传播的基本社会功能？
	13．大众报纸｜扞쥎ꕾ룿屴的特点是什么？
	14．简述发展中国家媒介规范理论的内容。
	15．流言及其传播特点是什么？
	16．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就是“舆论导向”吗？这两者间杜瑎쁎䡟ɔ屦点？
	17．豜抌屢你对象征符的自由性和随意性的理解。
	18．如何理解塔尔德关于报刊和公众的观点？
	19．试述世界广播事业发展的一般历程。
	20．试析媒介议程设置过程背后的力学关系。
	21．试析国际新闻遜瑢葎㱨ݑ옰�
	22．大众传播理论如何适用受众细分的现实？

	2024年传播学教程五套冲刺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扎屴｜�
	1． 现代化理论
	2． 编码和译码｜扢ᚉǿ屴
	3． 文化传递功能
	4． 媒介是人的延伸
	5． 卢因｜戀䬀甀爀琀 䰀攀眀椀滿屴
	6． 样本
	7． 受众的社会关系论
	8． 新闻传播资源
	9． 大众传播的社会效果通过哪几个层面表现出来？
	10．简述霍尔关于阅读的理论。
	11．简述教养理论的基本观点。
	12．什么是国际传播？国际传播的主体杜瑔鯿�
	13．我国目前的传播制度及其基本规范包括哪些内容？
	14．试举几种关于舆论概念的基本观点。
	15．什么是“象征性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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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如何理解人与人之间传播活动符号化和符号解读的过程？
	18．豜抌屢你对语言符号的暧昧性的认识。
	19．试述近代报刊在上海的产生与发展
	20．传播效果的发展及最新动态
	21．你怎样理解和评价“上限效果”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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