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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词解释(每题 5分，共 30分) 

1、新闻体制 

新闻体制指的是新闻事业的所有制性质、决策机构的构成、新闻事业的结构和国家社

会对新闻事业的制约机制等等。不同的新闻体制是由不同的政治、经济体制决定的。 

2、信息主权 

诺顿斯登和席勒在《国家主权和国际传播》（1979）中提出的概念。即一个国家对本

国的信息传播系统进行自主管理的权利，这是信息时代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三

个方面的内容：（1）对本国信息资源进行保护、开发和利用的权利；（2）不受外部干涉，

自主确立本国的信息生产、加工、储存、流通和传播体制的权利；（3）对本国信息的输

出和外国信息的输人进行管理和监控的权利。 

3、党报理论 

新闻学主导理论之一，最早起源于苏联，后来在各社会主义国家以及部分发展中国家流

行。其核心是：新闻媒介是党和政府的喉舌即宣传工具，必须无条件地宣传党和政府的

方针、政策、法规、条令。 

4、能指 

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首次提出的概念，也叫意符，通常表现为声音或图像，

能够引发人们对特定对象食物的概念联想。 

5、软实力 

1990 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首先提出“软实力”。“软实力”是构成国家综

合国力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一般是指一个国家依靠政治制度的吸引力、文化价值的感

召力和国民形象的亲和力释放出来的对世界的无形影响力。软实力的核心是文化，其中

传媒业处于“软实力”的核心地位。 

6、认知基模 

基模是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在研究儿童成长和认知发展过程之际提出的一个概念。

认知基模指的是人的认知行为的基本模式，或者叫心智结构、认知结构或者认知导引结



构。当我们接触到一个新信息或新事物、遇到一个新事件或者进人一个新的场所的时候，

我们过去相关的经验和知识会导引我们迅速地对新的状况做出认识、推理和判断，并及

时地做出态度或行为反应。 

 

二、简答题（每题 9分，共 45分） 

1、简述媒体公信力应包含的基本内容 

媒体公信力就是公众对于一家媒体的信任度和忠诚度。媒体公信力的基本内容包括： 

（1）新闻真实、及时 

（2）新闻有吸引力，满足受众的需要 

（3）说真话，反映公众的要求、愿望 

（4）敢担当，勇于揭露损害国家、公众利益的不良行为和不法之徒； 

（5）有责任心，对受众服务到位。 

2、简述学者铃木裕久有关传播学调查研究类型的分类 

在传播学研究中，调查的应用范围涵盖了传播者分析、内容分析、媒介分析、受众分

析和效果分析的所有领域。包括： 

（1）基于调查对象的分类——内容分析、传播者调查、受传者调查。 

（2）基于调查对象选定方法的分类——全员调查、抽样调查。 

（3）基于数据收集方式的分类——文献调查、观察（自然观察和实验观察）、个别面访

调查、集体调查、留置调查、邮寄调查、电话调查等。 

（4）基于实施顺序和性质的分类——预备调查、正式调查。 

（5）基于调查空间范围的分类——国际调查、全国调查、地区调查。 

（6）基于调查时期的分类——事前调查、事后调查、追踪调查。 

（7）基于调查次数的分类一一单次调查、时系列调查。 

（8）基于有无控制条件的分类——实验室调查（控制实验）、实地调查。 

（9）基于对象数或有无量化操作的分类——事例研究、统计调查。 

（10）基于调查或测试工具的分类——自然观察、实验、问卷、心理测试。 

（11）基于面接深度的分类——指示性面接、详询面访、自由访谈。 

（12）基于媒体类型的分类——报纸、杂志、电视、广播、电影、新媒体调查等。 

（13）基于传播过程的调查——媒体接触调查、知觉实验、认知调查、行动调查、信息或

影响的“流程”调查等。 

（14）基于内容类型及其要素的调查——广告调查、节目（或栏目）调查、明星调查等。 

3、简述“详尽分析可能性”理论的基本内容 

该理论认为，每个人都会以两种不同方式处理信息，一种是以详尽的方式，用严谨的

思考来处理信息，另一种是以较为简单粗略的方式来处理信息；前者沿“核心路径”（central 

route）处理信息，后者则是沿“边缘路径”（peripheral route）”处理信息。详尽分析发

生的概率与当事人的动机和能力相关，也就是说，当个人与信息涉及的问题关系密切、有

较强烈的认知需求、或较强的责任感，并且具备相应认知能力之际，人们会沿“核心路径”

对该信息进行详尽处理，反之则沿“边缘路径”进行一般处理。 在同一信息处理的过程

中，上述两个路径也许是同时存在的。如果对信息的某些特征、环节、某个细节我们比较

关注，我们会沿“核心路径”加以处理；对另一些特征、环节或细节没有兴趣或参与动机，

我们则会转人沿“边缘路径”加以处理。一般认为，由“核心路径”的详尽信息处理所引

起认知结构或基模的变化更深刻。 

4、简述克拉帕关于大众传播效果的“五项一般定理” 



1960年，克拉帕在《大众传播效果》一书中对《人民的选择》和《个人影响》以来的

“传播流”研究进行了系统总结，并提出了关于大众传播效果的“五项一般定理”： 

第一，大众传播通常不是效果产生的必要和充分的原因，它只不过是众多的中介

因素之一，而且只有在各种中间环节的连锁关系中并且通过这种关系才能发挥作用。 

第二，大众传播最明显的倾向不是引起受众态度的改变，而是对他们既有态度的

强化，即便是在这种强化过程中，大众传播也并不作为唯一的因素单独起作用。 

第三，大众传播对人们的态度改变产生效果需要两个条件：一是其他中介因素不再

起作用；二是其他中介因素本身也在促进人们态度的改变。 

第四，传播效果的产生，受到某些心理生理因素的制约。 

第五，传播效果的产生，还受到媒介本身的条件（信源的性质、内容的组织）以及

舆论环境等因素的影响。 

克拉帕的这些观点极力强调了大众传播影响的无力性和效果的有限性，因而被称为

“有限效果论”。 

 

5、简述 30多年来中国新闻改革的 4次跨越 

第一次跨越：高扬新闻规律的旗帜。从 1979 年到 1982 年，高扬新闻规律的旗帜，否定

“阶级斗争工具论”，重新恢复报纸作为“新闻纸”的本来面目。 

第二次跨越：引进信息概念。从 1983年开始，信息概念引入新闻界，导致新闻媒介功能

的重新定位，从而引发新闻媒介的媒介结构、内容构成、新闻报道样式发生巨大变化。 

第三次跨越：重新认定新闻事业性质。新闻事业发展采取“事业性质，企业管理”的发

展思路。1992年以后的新闻改革，从媒介的内容和功能转移到媒体经营管理上。 

第四次跨越：从单一走向多元。中国媒体改革向深层发展，通过结构调整和结构转型，

中国传媒业从原先的单一结构转向多元结构，从封闭结构走向开放结构。 

三、论述题（45分） 

2015年 2月，纪录片《穹顶之下》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在各种新媒体传播手段的推动

下，24 小时之内点击破亿次。柴静及其团队通过一部纪录片的生产和传播，撬动中国雾

霾污染这个宏大议题，引发了各方的关注和讨论。试用相关的新闻传播学理论，分析《穹

顶之下》产生较大社会反响的原因，并评析这一现象在当下中国新闻传播领域可能产生

的影响。 

四、应用题（30分） 

四川电视台某地面频道拟对其已经播出两年的一档民生新闻节目的收视情况进行调查，

并以此为基础进行节目改版。请设计一个研究方案，针对不同观众（识字和基本不识字群体）

设计不同的调研方案，并对调研的问题设计思路，以及拟采用的抽样方式、分析工具和统计

方法的选择进行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