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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播学史中，很多学者专门针对电视效果进行了大量 

研究。笔者试图在浩瀚的理论中，以四个著名的传播效果理 

论为框架，梳理出一条明确的电视效果理论线路。这些理论 

也从一个侧面展示了电视媒介的魅力。 

一

、枪弹论 

枪弹论是一对大众传播工具作用的早期观点。20世纪 

2O一30年代一些政治及历史学者，通过对政治宣传鼓动作用 

的研究，认为大众传播工具有神奇的力量，只要反复应用就 

能达到完全左右公众思想感情和行为的效果。他们把读者和 

听众视为毫无防御能力的靶子，只要把大众传播工具对准他 

们进行射击，他们就会中弹。这种观点，无限夸大了大众传播 

工具的作用，德国纳粹头子戈培尔 “谎言重复三遍也会变成 

真理”的谬论，也成了这种观点的佐证。直到40年代初，这种 

“枪弹论”才开始动摇，并逐渐被扬弃。 

由于当时电视尚未完全普及，枪弹论时代的电视研究并 

不多。但若考虑为对视听合一的媒介的研究，潘恩基金会关 

于电影对儿童的影响研究可算在内。该研究认为电影对儿童 

有重大影响，可改变其态度。 

二、有限效果论 

这一时期电视已经广泛普及，各项大型研究中几乎都有 

电视的身影。 

霍夫兰是美国实验心理学家，毕生研究人的心理对人的 

行为的影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霍夫兰应聘担任美国 

陆军总部心理实验室主任，率领专家小组指导和研究美军的 

思想训练计划，研究军内教育电影对提高士气所起的作用，其 

中有影片《我们为何要打仗》和《英国之战》等。结果证明：影 

片在传达事实信息方面非常有效，在改变对实施空战行动的 

特定看法上也有些效果，但是在鼓舞军心的目标方面则差强 

人意——在激励战斗意志以形成对敌人的同仇敌忾方面没有 

显著效果。结论指出：单一的大众传播消息并不能改变固有态 

度和观点，说服性大众传播的实现是有条件的。 

另一项涉及电视的重要研究是拉扎斯费尔德 、贝雷尔森 

等人于 1940年和 1948年两次进行的总统竞选调查。哥伦比 

亚大学应用社会研究所的研究者从俄亥俄州伊里县的登记选 

民中挑出4个组进行调查，在整个竞选活动中，研究者都定期 

对选民进行访问，以试图确定哪些因素影响了选民的投票决 

定。结果却证明：在影响投票决定方面，大众传媒的影响力似 

乎还不及人际传播更有效和普遍。进一步研究后，拉扎斯费尔 

德等人提出了著名的“两极传播”理论：来自媒介的信息首先 

到达意见领袖，然后通过意见领袖的人际传播到达其追随者。 

并由此引发了关于两极传播、多极传播和意见领袖的一系列 

实验和研究。 

三、适度效果论 

20世纪60、70年代，电视发展进入成熟时期，新闻和公 

共事物成为节目中的突出内容，在此之前，电视也已经成为属 

于支配地位的家庭娱乐媒介。而这一时期，电视传播效果研究 

已经异彩纷呈。 

“使用与满足研究”由卡茨于 1959年首次提出，1969年 

布拉姆勒和麦奎尔以使用与满足理论作为总体研究策略，对 

十年过去，可谓弹指一挥间。山坡 

换了绿装，昔日收 “思想”的小丘变成 

绿色的银行，18条光棍个个有了婆娘 

和孩子，远嫁的姑娘也记起了娘家，飞 

走的凤凰在旧窝窝里尽情地栽培梧桐 

树，啊，好一个无忧无虑的农家乐园。 

由此，我们便产生一种思考：中国 

是农业大国，而农民是这个大国的主要 

成分，农民的惨状就是中国的形象；从这 

个角度看今天这个绿色的小丘，看中国 

农村的变化，我们还有理由为难当今的 

改革吗? 

瞰 文式解说词】春天的韵味喜欢栖 

歇在有情的人间；那袅袅的炊烟不怕害 

羞地钻到树林里，尽情地窥探绿色的秘 

密，其实绿色的深闺里躲藏的不是绿色 

青春，开设的却是绿色的银行。难匿这调 

皮的炊烟拜倒在绿色的脚下，以谢生活 

对它的虔诚。 

田垄上的桃梨花以自己的艳丽装 

扮那绿色的山体，它分明在说，它们是 

春的使者，它们是春的精魂。其实这花 

开在姑娘们的心里，那世界，那遐想，那 

精神永远留在少女的青春中。 

是啊，连孩子们都在追赶喜鹊，追 

赶着生活，追赶着明天。那么，明天又是 

怎样的呢? 

以上三种不同文体形式的解说同 

出一组画面提供的基础，由于文化样式 

不同，给人提供的认识范围、审美情 

趣、思想角度都不一样。这足以说明画 

面是有可塑性的；而画面的可塑性 ，要 

依靠文体形式的再塑。解说词的风格和 

笔调，能直接影响电视专题文体样式的 

形成与变化；而画面的可塑性又依赖于 

文体样式，弄清这个关系，对我们制作 

专题时，把握整体风格，依据画面的基 

础，确立恰当的文体样式是有益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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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英国大选进行调查。该研究以电视政治节目对选民的 

影响为重点，以开放式问卷访问小样本人群。其后来的论文 

认为，受众对媒介的需要与满足可分为四类：“1．转移注意 

力；2．人际关系；3．个人的特征或个人的心理；4．监视。”1975 

年，利维选取纽约州奥尔巴尼县的240名成人为样本对布拉 

姆勒和麦奎尔的研究作进一步调查，仍然以受众对电视新闻 

的需要与满足为主题，该研究结论为：电视新闻不仅告知受 

众信息，还测试他们对新鲜事件和人格的认识与态度，同时 

提出受众亲身参与和媒介真实之间有差异，不过媒介真实是 

经过 “精英新闻解读者 ‘过滤⋯ 的，是安全的。后续研究中， 

布莱恩特和泽尔曼做了一个测试个人情绪是否会影响它对 

电视节目的选择的试验，其结论支持了使用媒介议题中的选 

择性接触，对使用与满足理论也是一定的支持。 

议程设置理论的最早系统研究成果由麦库姆斯和肖于 

1972年发表。该项研究涉及2家电视网的晚间新闻报道和5 

家报纸、2家新闻杂志。他们研究了1968年总统竞选期间的 

议程设置，结论是大众媒介具有议程设置的功能。之后麦库 

姆斯和肖又进行了另一项研究，研究者分析了两家电视网 

(CBS、NBC)晚间新闻和当地报纸的内容，并用 “交叉——时 

滞”技术进行检验，最后得出结论肯定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 

认为媒介影响公众议程，而非受公众议程影响。耶鲁大学研 

究员艾英嘎及其同事将电视网的节目制成录像带，对其中内 

容进行调整，然后让受试者在不同环境下观看调整过的新闻 

节目，尔后要求他们对各个新闻事件进行重要程度的排序。 

研究者发现，电视新闻在议程设置方面颇有效果，可以显著 

影响受众对问题重要性的感知。媒介专注某些问题而忽略其 

他问题，这会改变选民对候选人的评估标准。 

在议程设置的时滞问题上也有过多项综合各种媒介的 

研究，如斯通和麦库姆斯、温特和伊尔各自的研究等等，涉及 

到电视具体效果的还应提到汪达和罗伊在一个特殊的美国 

社区里对ABC新闻、地方电视台和 

地方报纸的独立研究。结论证明：电 

视新闻有很强的短期效果，而报纸 

体现出更多长期效果。而且，由于记 

忆力的 自然衰退 ，议程设置效果会 

在一段时间后消失。 

教养理论也是关于电视效果的 

最重要的理论之一。通过对大量看 

电视和少量看电视的观众的比较， 

格伯纳小组发现电视实际上主宰了 

大量观看电视的观众的消息来源， 

他们接触来自电视的相同消息、意 

识和观念，被教导了共同的世界观、 

角色观和价值观。电视节目中出于 

种种目的而频繁以各种形式出现的 

关于暴力和犯罪的内容可能使大量 

观众感到一个 “罪恶世界”，格伯纳 

小组认为这可能是电视所造成的最 

重要的教养效果之一。后续研究中 

格伯纳还发展出 “主流化(mainstreaning)”和 “共鸣(reso- 

nanc~”两个概念，以完善教养理论。 

库克及其同事因研究《芝麻街》对“知识沟”理论做出了 

很大贡献。电视教育节目《芝麻街》于 1969年首播，政府想通 

过电视帮助贫苦家庭的儿童实施学前启蒙。库克和同事对《芝 

麻街》制片人收集的节目评估数据作了充分的分析后发现，家 

长的文化程度越高，其孩子收看《芝麻街》节目的次数越多。 

而且，即使收看同样的节目，富裕家庭孩子获得的收益也会高 

于贫困家庭的孩子。卡茨曼的分析数据则显示，贫困家庭中经 

常收看该节目的孩子进步得分比富裕家庭中不常收看的孩子 

进步得分要高，这表明经常收看该节目有助于缩小知识沟。 

四、强大效果论 

关于媒介的强大效果理论，三项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支持证 

据。其中广为人知的是门德尔松关于《一个醉鬼的历史》。该影 

片时长6分钟，是一部关于酒醉与驾车的娱乐性短片，在首轮 

电影院与伊斯特伍德的影片《肮脏的哈利》一起放映，十分之 

三的观众表示他们要考虑改变自己以前的安全驾驶观念。事实 

上，门德尔松另外还设计了两个宣传计划，一个是哥伦比亚广 

播公司的“全国司机测试”，吸引了3500名观众登记加入司机 

训练课程。另一个是针对洛杉矶的墨西哥裔美国人的一部信息 

性肥皂剧集，报告显示，6％的观众已加入社区组织，从而达到 

了该剧的一个主要目的。 ． 

麦克柯比和法夸尔的研究试图用大众传播进行宣传以降 

低心脏病的发生，他们选取三个城市，一个城进行为期6个月 

的大众传播宣传活动，另一个城除了同样的宣传活动外，还增 

加了对特定人群的深入讲解，第三个城作为控制组没有接受任 

何一种传播宣传。结果显示，最大的效果出现在大众传播和深 

入讲解结合的城市，当然，仅有大众传播的城市也有显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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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电总局放开合拍电视剧政策 
! 

! 据9月15日《京华时报》报道：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副局长赵实在介绍《国 

!家 “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时透露，电视方面与香港的合作措施有四点：一 

：是内地和香港合拍的电视剧作为国产电视剧可以在内地直接播出。二是合拍剧的集 
·数过去限制在40集，现在没有限制了，和国产电视剧的标准相同。三是有香港影视演 

!员参加的国产电视剧的审查可以放到省一级广电部门。四是香港的有线电视网络的 

：经营公司经过内地管理部门批准，可以在广东试点，为网络发展提供技术服务。 

中国动画片发展处在最好时期 

据9月15日《京华时报》报道：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副局长赵实近El发表 

谈话说，中国并未限制外国动画片的进口。而目前中国动画片的生产和整个产业的发 

展处在最好时期，2004年动画片产量达到21819分钟，去年产量翻了一番，达到了 

42759分钟。今年刚刚过了8个月，就生产了5万多分钟动画片。广大的中国观众特别 

是青少年观众非常喜欢中国的国产动画片，同时中国没有限制外国动画片的进口。在 

全国很多电视台的动画频道，非黄金时间还在播出大量的进口动画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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