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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59/2021_2022__E7_A6_8F_

E5_BB_BA_E7_9C_812_c66_459693.htm 一、考试要求 《广播

电视新闻学》专业专升本综合卷共计 300 分。 考试科目涉及

《传播学》和《广告原理》。考生在掌握下列指定教材中涉

及到的具体章节的内容外，还要注意将这两门课程的内容加

以联系和融合，要注意联系新闻报道和广告实际案例进行评

析。 二、考试内容 第一章 传播学的研究对象和基本问题 第

一节 从传播学的定义看传播学的研究对象 一、如何把握传播

概念 二、传播与信息 三、传播的定义和特点 第二节 传播学

是研究社会信息系统及其运行规律的科学 一、社会传播的系

统性 二、社会信息系统的特点 三、社会信息系统的运行与社

会发展 第二章 人类传播活动的历史与发展 第二节 人类传播

的发展进程 一、口语传播时代 二、文字传播时代 三、印刷传

播时代 四、电子传播时代 第三节 信息社会与信息传播 一、

传播媒介的进化与社会发展 二、信息爆炸与信息社会 三、迎

接高度信息化社会的到来 第四章 人类传播的过程与系统结构 

第一节 传播的基本过程 一、传播过程的构成要素 二、几种主

要的传播过程模式 三、传播过程的特点 第二节 社会传播的系

统结构 一、传播过程研究与传播系统研究 二、系统模式下的

社会传播结构 三、社会传播的总过程理论 第七章 大众传播 

第一节 大众传播的定义、特点与社会功能 一、大众传播的定

义 二、大众传播的特点 三、大众传播的社会功能 第二节 大

众传播的产生与发展过程 一、大众报刊与大众传播 二、电报

、电影、广播与大众传播 三、电视媒介与当代大众传播的发



展 第三节 大众传播的社会影响 一、大众媒介与现代人的生活

二、关于大众传播的社会影响的两种观点 三、大众传播、信

息环境与人的行为 第八章 传播制度与媒介规范理论 第一节 

传播制度与媒介控制 一、国家和政府的政治控制 二、利益群

体和经济势力的控制 三、广大受众的社会监督控制 第二节 关

于传播制度的几种规范理论 一、极权主义制度下的媒介规范

理论 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媒介规范理论 三、社会主义制度

下的媒介规范理论 四、发展中国家的传播制度和媒介规范理

论 第九章 传播媒介的性质与作用 第一节 作为工具和技术手

段的传播媒介 一、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 二、媒介工具和技术

的现实社会影响 三、新媒介的发展趋势及其冲击 第二节 作为

社会组织的大众传媒 一、传播者与大众传媒 二、大众传媒的

组织目标与与制约因素 三、传媒组织在信息生产过程中的作

用 第十章 大众传播的受众 第一节 “大众”与大众社会理论 

一、“大众”的概论 二、大众社会理论的形成和变化 三、大

众社会理论与传播学研究 第二节 几种主要的受众观 一、作为

社会群体成员的受众 二、作为“市场”的受众 三、作为权利

主体的受众 第三节 “使用与满足” ------ 一种受众行为理论 

一、受众的传媒接触动机和使用形态 二、传播接触的社会条

件因素 三、对“使用与满足”研究的评价 第十一章 传播效果

研究 第一节 传播效果研究的领域与课题 一、传播效果的概念

含义 二、传播效果的类型及研究课题 三、传播效果研究的理

论与实践意义 第二节 传播效果的历史与发展 一、早期的“子

弹论”或“皮下注射论” 二、“传播流”研究与“有限效果

”理论 三、 70 年代以来的宏观效果理论 第三节 传播效果的

产生过程与制约因素 一、传播主体与传播效果 二、传播技巧



与传播效果 三、传播对象与传播效果 第十二章 大众传播的宏

观社会效果 第一节 大众传播与环境认知 ------ “议程设置功

能”理论 一、“议程设置功能”理论的概要及特点 二、对“

议程设置功能”理论的研究 三、“议程设置功能”理论的意

义与问题 第二节 大众传播、社会心理与舆论 ------ “沉默的

螺旋”理论 一、“沉默的螺旋”理论的概要 二、“沉默的螺

旋”理论的特点 三、对“沉默的螺旋”理论的研究和评价 第

三节 大众传播的潜移默化效果 ------ “培养”理论 一、“培

养”理论的起源和背景 二、“培养”理论关于社会与传播的

基本观点 三、“培养”理论的外围 第四节 大众传播与信息社

会中的阶层分化 ------ “知沟”理论 一、“知沟”理论产生

的背景 二、“知沟”理论及其反命题 三、“知沟”理论的应

用研究及其意义 第十四章 传播学研究史和主要学派 第一节 

传播学的起源、形成与发展 一、传播学的早期学术思想源流 

二、传播学的奠基者和学科开创者 三、信息论和控制论对传

播学的贡献 第二节 传播学的主要学派 一、传播学的经验学派

二、传播学的批判学派 三、考试题型 #8226. 多项选择题：

13% #8226. 简答： 20% &#8226. 综合分析题： 27% 参考用书 《

传播学教程》，郭庆光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年 11 月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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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