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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广播电视学会2013年会在京召开

开启广播电视学与新媒体共同研究新契机

杨奇光

2013-10-30 09:36:00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网站 2013-10-17 

   

  “新媒介环境下广播电视产业转型与传播模式变革”论坛暨中国广播电视年会2013年会于10月12日、13日在京召开。“中国

高等教育学会新闻学与传播学专业委员会广播电视学与新媒体研究分会”（以下简称“广播电视学与新媒体研究分会”）揭牌，

这标志着广播电视学与新媒体共同成为新的研究领域。 

  本次大会由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广播电视系承办。这是广播电视系成立以来首次承办学会年会。会议由系主任周勇副教授

主持，参会者来自全国高校、媒体、出版社近百人，创下历年参会人数的最高纪录。 

  广播电视学与新媒体研究分会会长、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学部长高晓虹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执行院长倪宁教

授，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新闻学与传播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党委书记高钢教授，广播电视学与新媒体研究

分会副会长孟建、陆地、石长顺、周小普等出席会议并致辞，部分专家学者做主题发言。 

  倪宁教授首先致辞，倪院长表示，面对新媒体的冲击，广电行业面临越来越大的冲击,广大教师、专家学者要为广电人才的

培养不懈努力。人大新闻学院也将与全体同仁在学会的支持和指导之下不断进取。 

  随后，高钢教授在致辞中表达了自己的三点希望：一是希望由本次大会建立的交流机制能够推动新一轮课程体系建设；二是

希望广大专家学者能够共享教育资源；三是希望对老一辈广播电视教师进行影像记录。 

  高晓虹教授介绍向参会者介绍了新揭牌成立的“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新闻学与传播学专业委员会广播电视学与新媒体研究分

会”，她谈到，广电学会将新媒体纳为新的研究领域，这需要广大同仁的信任和支持，需要高校院系承担起新媒体的研究和教学

任务。 

  广播电视学与新媒体研究分会副会长孟建、陆地、石长顺、周小普在致辞中表达了各自对于未来广播电视发展前景的展望，

并同与会者分享了自己的学术观点。孟建教授做了题为《继承与超越:影视文化传播研究的历史转向--来自视觉文化传播理论与

实践双重维度的学术考察》的主题发言，从视觉文化传播理论与实践双重维度，对影视文化传播研究进行了较为全面和深入的学

术考察。通过这一考察，力图努力开拓影视文化传播的新领域和新空间。陆地教授表示，现如今人们已生活在屏幕世界中，可以

说人们在过一种多屏之下浸润的生活。石长顺教授呼吁重新定义电视的概念，他认为广播电视站在巨人肩膀上发展，电视将青春

永驻。周小普教授在发言中谈到，中国电视格局面临新的洗牌，并号召专家学者共同关注参与到中国电视的建设中去。 

  最后，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谭天教授、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臧海群教授、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秦瑜明教授、中国

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钟新教授以及扬州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张爱凤副教授分别进行主题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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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档附件： 

隐藏评论 

  本届年会的举办开旨在构建学界、业界交流的平台，邀请会员和相关学界、业界专家参加研讨，以期加强双方在教育与实践

中的及时互动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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