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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档附件： 

隐藏评论 

第六届中国青年传播学者论坛在京举办

2013-10-16 09:54:0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0月14日第510期 

   

  （原题：传播现象改变促使学者探索新方法） 

  中国社会科学报讯（记者 霍文琦）10月12—13日，第六届中国青年传播学者论坛在清华大学举办。论坛主题为“中国传播

的新方法和新视野”。 

  与会者表示，历经多年发展，传播学已形成一套规范化的研究方法，如个案研究、问卷调查、内容分析等。如今，随着传播

现象的变化，学者也进行了新的探索，如社会网络分析、数据挖掘、行动研究、实验法、在线问卷等。 

  论坛上，与会者分享了一些学者运用各种实证方法进行现实问题研究的经验。如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胡翼青的“中国新闻

传播研究主体的知识地图”，就是基于CSSCI图书引文的实证分析；浙江理工大学文化传播学院廖卫民以城管污名化为例，进行

了“网络舆论引爆的铺垫效果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等。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刘海龙的“中国传播研究的史前史”研究，给与会者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野。刘海龙认为，

一般认为中国大陆的传播研究开始于1978年，但这种说法忽略了20世纪初期社会学和新闻学对传播的关注和研究。因此，他提出

“传播研究的史前史”，进一步对为什么这些早期的研究传统会中断、为什么目前传播学界会对这段历史出现“集体遗忘”等问

题进行回答。 

  论坛上，学者围绕新媒体时代的谣言反抗与参与、争议事件中的媒介话语和政府话语、变迁中的新闻社群与新闻范式等7个

专题展开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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