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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下）第一节 大众传播与环境认知“议程设置功能”假说

概念1.拟态环境：李普曼1922年出版《舆论学》。认为，现代

社会变得越来越巨大和复杂化，对超出自己经验以外的事物

，人们只能通过各种新闻供给机构去了解。这样，现代人的

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是对真实的客观环境反应，而成了

对大众传播提示的“拟态环境”的反应。“拟态环境”并不

是现实环境的客观再现。2.议程设置（问答1）问答：1.议程

设置理论的主要观点是什么，与历来的效果研究相比，它具

有哪些特点？麦库姆和肖发现，在选民对当前重要问题的判

断与大众传媒反复报道和强调的问题之间，存在首一种高度

的对应关系。大众传媒作为大事加以报道的问题，同样也作

为“大事”反映在公众的意识当中；传媒给予的强调越多，

公众对该问题的重视程度也越高。麦库姆和肖认为大众传播

具有一种设定社会公共事务“议事日程”的功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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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其重要性的

判断。特点：⑴传播效果分为认知、态度和行动三个层面。

“议程设置功能”假说的着眼点是这个过程的最初阶段，即

认知层面上的效果。⑵“议程设置功能”假说所考察的，是

作为整体的大众传播具有较长时间跨度的一系列报道所产生

的中期的、综合的、宏观的社会效果。⑶“议程设置功能”

理论暗示了一种媒介观，即传播媒介是从事“环境再构成作



业”的机构。即传播媒介对外部世界的报道不是“镜子”式

的反映，而是一种有目的的取舍选择活动。2.议程设置功能

在理论提出以后具有哪些发展，其不足之处有哪些？议程设

置功能是在李普曼“拟太环境”以及拉斯韦尔关于传播的“

环境监视功能”概念的基础上，通过实证研究提出的一个理

论假说。它的概念不断趋于细致化和明确化：⑴“议程设置

功能”的作用机制趋于明确化。学者们从三角度考察大众传

播“议程设置功能”作用机制：认知模式、显著性模式、优

先顺序模式。⑵对“议题”不同类型进行较深入的研究。⑶

分析不同媒体“议程设置”的不同特点。（填空）如报纸的

“议程设置”对较长期的“议题重要性顺序排列”影响较大

，而电视的“热点化效果”比较突出。不足：它只强调了传

播媒介“设置”或形成社会议题的一面，而没有涉及反映社

会议题的一面。尽管从一般意义上来说媒介的“议程设置功

能”是强大的，但也不能把它的效果绝对化。■ 影响和制约

报道内容取舍选择的因素主要有：①时空因素；②媒介的办

报宗旨和报道方针、传播人员的新闻价值观和倾向；③社会

文化规范，即传播内容必须符合社会和受众的一般文化规范

和价值标准。第二节 大众传播、社会心理与舆论“沉默的螺

旋”假说概念：1.舆论：传统的政治学和舆论学认为，舆论

是一种“社会合意”，它的产生是一个“问题出现→社会讨

论→合意达成”的理性过程。2.沉默螺旋理论中的舆论观（

见“沉默的螺旋”理论的特点）3.意见气候：问答：1.“沉默

螺旋”理论的内容及其新近的发展与不足：“沉默螺旋”概

念最早见于诺依曼1974年在《传播学刊》上发表的一篇论文

。这个假说由三个命题构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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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依曼通过“沉默的螺旋”理论，重新提示了一

种“强有力”的大众传播观：①舆论的形成是大众传播、人

际传播和人们对“意见环境”的认知心理三者相互作用的结

果。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

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