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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传播的含义 

一. “传播”与Communication 
 
       传播学中的“传播”一词，是英语communication的对译词，起

源于拉丁语的communication和communis. 

 

   “社区”——Community 

   Communis——拉丁词源        

 

       传播与社区两词同一语源，表明两者之间具有一定的联系，即人
类之间，有了传播，才有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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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Communication 

   

   15世纪后， communication含义逐渐包括“通信”、“会

话”、“交流”、“交往”、“交通”、“参与”等等。 

      

传达 传染 交通 交流 

传播 ○ ○ × × 

Communication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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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定传播概念的两个传统 
 

• 社会学传统 
 

  - 库利：强调传播的社会关系性 
 
 
 
 
 
 

  - 传播是人与人关系得以成立和发展的基础 

 

社会互动理论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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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定传播概念的两个传统 

 
• 符号学或语义学传统 

 
• 皮尔士：强调符号作为精神内容的载体在传播中所起的作用 

 
 
 

 
 
 
 
 

 

• 传播即观念或意义（精神内容）的传递过程，只有通过“像”或者

符号才能得到传达 

 

美国学者，符号学创始人。其在1911年出版的《思想的法则》中

《传播》的短章中提到：“直接传播某种观念的唯一手段是像。
即使传播最简单的观念也必须使用像。因此，一切观点都必须包
含像或像的集合，或者说是由表明意义的符号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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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传播的含义 

界定传播概念的两个传统 

 

• 两个传统逐渐融合 

 

   “通过符号或象征手段而进行的社会互动” 

   “通过社会互动而共享意义” 

 

 

 

 所谓传播，实质上是一种社会互动行为，人们通过传播

保持着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关系 
 

第一章 传播与传播学 第一章 传播与传播学 



二．传播的各种定义 
             在英国，只要有黑猫愿意停下来让你摸头，可以带来好运，但是摸

尾巴则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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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传播的各种定义 
   

1．“共享说”：强调“传播”是传者与受者对信息的分享。 

 

 

譬如，W·施拉姆认为：我们在传播时，是努力想跟谁建立
“共同”的东西，即努力想“共享”信息、思想或态度。 

 

缺陷：拒斥、不通、误解、独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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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传播的各种定义 
 

  2．“交流说”，强调“传播”是有来有往的、双向活动。 

 

   J·霍本认为：“传播即用言语交流思想”。 

 

 

 

 

  3．“影响说”，强调“传播”是传者欲对受者施加影响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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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曼彻斯特工业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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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传播的含义 

二．传播的各种定义 
 

 4．“符号说”：强调“传播”是符号的流动。 

 
            B·贝雷尔森认为，“所谓传播，是通过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媒介……所

进行的符号的传送。” 

 

            所谓传播，是人类传受信息的行为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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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尽头：天涯海角 

第一节 传播的含义 



第一节 传播的含义 

三．“信息”视野中的“传播” 

 
 “传播”=“信息”的运动 

 “信息”=“传播”的材料 

 

 

 

性质： 

1.“信息”与“传播”遍布整个自然界; 

2.“传播”分为“物理传播”、“生物传播”、“人类传播”； 

3.传播学主要研究人类传播; 

4.传播的两个层次:广义、狭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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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信息”视野中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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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信息”视野中的“传播” 

图1-1：传播的类型（一） 

人类传播 非人类传播 

社会传播 非社会传播 

传     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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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传播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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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传播的类型 

一．语言传播和非语言传播 

 

1.口头传播 

                         语言传播 

2. 文字传播 

 

3. 图形传播 

                         非语言传播 

4. 实物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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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两种分类方法——两分法、四分法 

 

非人类传播 

（生物传播、物理传播） 

传播 

人类传播 

非社会传播 社会传播 

自我传播 人际传播 组织传播 大众传播 

亲身传播 大众传播 

性质 

规模 

手段 

分类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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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类传播的特征 
 

（一）自我传播        
  1.自我传播的规模是最小的。 

   每个正常人都可以说是一架集传送、接受、贮存、加工等机能于一身的、精
巧无比的“信息处理器”。 

 譬如，不幸的哈姆雷特问自己:"生还是死?"矛盾的贾宝玉问自己:"爱林妹妹
还是爱薛姐姐? 

 

 2.以思考为核心的内向型自我传播,构成一切外向型(人际、组织、大众)
传播的前提和基础。 

 

 3.非社会传播性。 

   由于它早已成为心理学及思维科学的研究对象,所以(至少在形式上)被划出了
传播学的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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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类传播的特征 
 

（二）人际传播: 社会的"粘合剂“ 
 

• 顾名思义,人际传播即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传播活动。 

 

• 如美国社会学者C.库利所言,它作为人际关系的基础,把社会"粘合"成形
(其使用的材料即信息) 

 

• 它的规模扩大为至少二人以上,下限明确,但上限模糊。就是说,只要没有
正式的组织参与其中,参加者再多也还是人际传播。 

 

• 所谓群体，指的是具有共同价值观念和情感、持续地相互影响并共同活
动的个人有机集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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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类传播的特征 
 

（三）组织传播:目标和管理 
 

             所谓组织通常指正式的组织(非正式的组织如俱乐部等,仍称群体）,为达
成特定目标而建立明确程序、能协调行动的群体。 

  

    如:政党、政府、军队(政治组织) 

 

    组织传播:目标和管理     

    

    有一种观点：“管理即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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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类传播的特征 
 

（四）大众传播 
 

  职业化的传播机构利用机械化、电子化的技术手段向不特定的多数人传
送信息的行为或过程。 

 

    思考题： 

            从技术、手段的角度出发,传播可分为:亲身传播、大众传播。 

            简言之，亲身传播——即:以人的身体(眼、耳、鼻、舌、身)为媒介的
传播活动;                   

             大众传播——如上所述,即:以机械化、电子化的技术手段(报、刊、书、
广、视、影)为媒介的传播活动。大众传播有哪些优点，哪些缺点，以及缺
点如何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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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类传播的特征 
 

周期——传播的频率与节奏。 

角色——传播过程中是传者还是受者。 

反馈——信息的流动是单向、还是双向。 

信息——表达规范不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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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类传播的特征 

 各类传播的特点 
              

              人际传播             组织传播               大众传播 

手段 

规模       

空间 

周期 

角色 
反馈 
信息 
(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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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类传播的特征 

 各类传播的特点 
              

              人际传播             组织传播               大众传播 

手段      亲身传播           亲身+大众媒介       大众媒介 

规模      少数人              特定、较多数     不特定、多数人 

空间         小                            中                           大 

周期      不规则                    较规则                     规则 

角色     随时交换                 有所规定               基本固定 

反馈        灵活                    略困难                 十分困难 

符号     不规范                    较规范                      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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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传播学的诞生 

一．传播研究的起源 
 
        广义地说,凡是对传播现象的关注和探索,都可称作“传播研究”。这种研

究早已有之,可以说是源远流长。 
 

 
 
 
 
 
 
 
 

  请问“传播研究”是“传播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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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传播学的诞生 

一．传播研究的起源 

• 动物社会传递信息的常见信号： 

• 气味 • 发光 

• 超声波 • 动作 

• 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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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产生，是完成从动物传播到人类传播之巨大飞跃的根本标志 

 

 

 

 

 

 

 

 

文字传播的意义 
 •使信息长久保存； •传播距离扩大； 

•打破时空界限。 

• 结绳符号； 

• 象征性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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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传播学的诞生 

狭义地说,如果把“传播研究”理解为“传播学”,情况就大不相同了。
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传播学,问世迄今不过半个世纪，而传播研究却
早已有之,可以说是源远流长。由此可见，两者之间的差距太大! 

 

 

在广义的传播研究中,包含着两个部分:一是比较不成熟的部分(≠传播
学),一是比较成熟的部分(=传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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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传播学的诞生 

那么,所谓成熟的标准,即构成独立学科的必要条件是什么?  

 

       主要有这样几条:自觉性、一般性、系统性、科学性。 

 

       古代传播研究的缺陷在于其不具备上述性质，原因是： 

       1.人们的认识能力有限； 

       2.传播对人类的的作用虽然极端重要，但还不是很明显，因此远未
受到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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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传播学诞生的条件 

 
• 从主观方面看，人类认识能力空前提高。 

• 从客观方面看，传播的作用和影响极端凸显。 

 

           总之，可能（学科背景）与需要（媒介背景）一旦结合，就产生了
一门新兴学科——传播学。 

 

           传播学的诞生地——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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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美国成为先驱的理由 
 

媒介背景 

             报纸诞生于17世纪初的西欧(德、英、法诸国)。但作为资本主
义世界的“后起之秀”,它迅捷地追上并超过了先行者。 从客观方
面看，传播的作用和影响极端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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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2009年美国报业数量变化趋势 

发
行
量 

单
位
千
份 

美国报业发行量

变化趋势 
1.1940—1979年 

   Γ型平稳发展 

2.1980—2000年 

   X型结构变化 

3.2001— 

  乀呈现整体下降， 

4.未来趋势猜测：I

型、L型、V型、W型？ 

美国报业发展：发行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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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传播学的诞生 
 

三．美国成为先驱的理由 
 

学科背景 
       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中叶的美国, 堪称当时世界上开展科学研究的一方

“沃土”。各国、各地区的优秀人材,纷至沓来。 

 

     于是, 在这里培育出一大批新思想、新学科之硕果。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其
中的许多成果,与传播现象有天然的密切联系,如社会学、心理学、社会心
理学、新闻学、符号学、语义学、三论(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等,由此
奠定了传播学的学科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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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传播学的形成 
 

传播学与传统学科 

    1.从学科分类看,它虽被列为社会科学,但明显受到自然科学的渗透; 

    2.从学科结构(原理、方法)看,它虽有独特个性,但又随处可见交叉性
和边缘性; 

    3.它固然有一个“形成过程”,却难以确定一个“诞生日”。其根源
在于传播的跨学科性质,亦即其边缘性、多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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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传播学的诞生 

四．传播学的形成 
 

关于传播学的“出生期”有各种观点 
 

       1.19世纪末(新闻学取向); 

       2.20世纪初至20年代(社会学、心理学取向)、      

       3.20世纪40年代(综合取向)等。 

       4.较为确切地说,传播学是19世纪未以来逐步形成的,初具规模,则是20世纪40
年代。这个说法,包含着以下两层意思。 

 

        第一,新闻学可视作传播学的前身。 

        第二,传播学的理论基础是由众多相关学科奠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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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传播学的形成 
 

传播学的三大分支: 

       大众传播学、人际传播学、组织传播学 

 

传播学的理论基础是由众多学科奠定的 

       新闻学：重“术”、轻“理”。 

       传播学：众多学科虽然杂乱，但却坚实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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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传播学的形成 
 

构成传播学术渊源的学科主要有: 

    1.行为科学(群)——包括社会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政治学、宣传学、新
闻学、语言学、符号学等。 

    2.信息科学(群)一一包括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数学、统计学等。 

 

标志性的事件： 

       194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宪章第1条,在国际范围内首次使用了"
大众传播"这一字眼; 

       1946年——拉斯韦尔等人编著的《宣传·传播·舆论》一书,首次明确地使用
了"大众传播学"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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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奠基人的生平和贡献 

 

H.拉斯韦尔(1902-1977) 

  美国政治学家。芝加哥大学毕业。
拉斯韦尔的特点在于: 

 

             一是对政治传播(尤其是战争宣传)
进行了比较系统、详尽的分析,为前人
所不及; 

             二是不单对政治传播,而是对整个
人类传播进行了研究,为传播学的创建
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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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斯韦尔的五W模式 

控制 

分析         
媒介
分析 

受者   

分析          

内容 

分析          

Who        Says what        To whom        Which channel         With what effect        

效果
分析           

传者         讯息         媒介         受者 效果 

第三节 传播学的诞生 

第二章 传播的结构与功能 

五．奠基人的生平和贡献 
      

H.拉斯韦尔(1902-1977) 
     第一，提出传播的5W模式，为传播学的形

成和发展，确立了总体构架，开辟了广阔
道路 



五．奠基人的生平和贡献 

 

H.拉斯韦尔(1902-1977) 
      主要体现为： 

             第二，提出“社会传播”的概念，从宏观上初步探讨了传播的社会功
能等课题； 

             第三，倡导并亲身实践(作为传播学的基本研究方法之一的)内容分析
法“，以其精确定量的特色,为使传播学成为一门严格意义上的科学而立
下又一功勋。 

             其代表作有：《世界大战时期的宣传技巧》(博士学位论文)，“传播
在社会中的结构和功能”等。 

 

第三节 传播学的诞生 

第一章 传播与传播学 



五．奠基人的生平和贡献 
 

K.卢因,又译勒温(1890一1947) 
  原籍德国的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毕业于

柏林大学。因不堪忍受纳粹的统治而移居
美国。他创立了著名的"群体动力学研究中
心"。 

     他本是一位杰出的心理学者,属“格式
塔”(也称完形心理学)等派。 

 

            卢因首创了“场论”和“群体动力
学”，其核心是，强调“群体”对“个体”
的影响和作用，将社会因素引人心理学研
究。 

 

第三节 传播学的诞生 

第一章 传播与传播学 



五．奠基人的生平和贡献 
 

K.卢因,又译勒温(1890一1947) 

   卢因积极地投身于实践, 检验和完善理

论，并在此过程中培养了一批出色的、横
跨传播和社会心理研究领域的人才。 

     他还提出传播过程中的"把关人"等概念,有
力地促进了传播学的建设。 

       代表作有:《解决社会矛盾》等。 

 

第三节 传播学的诞生 

第一章 传播与传播学 



五．奠基人的生平和贡献 
 

P.拉扎斯费尔德(1901—
1976) 

  原籍奥地利的美国社会学家。毕
业于维也纳大学。与卢因一样,为
躲避纳粹的迫害而迁居美国。 

  他以哥伦比亚大学应用社会学研
究所为基地,潜心于传播研究达30

年之久,形成传播学的"哥伦比亚学
派"         

 

第三节 传播学的诞生 

第一章 传播与传播学 



第三节 传播学的诞生 

 

五．奠基人的生平和贡献 
 

P.拉扎斯费尔德(1901—
1976)               主要贡献是: 

        第一,创建“两级传播理论”,

破除了“魔弹论”,使深入探讨传
播的效果和机制成为可能; 

        第二,倡导并确立了"实地调查
法"作为传播学又一基本研究方法
的地位,其影响重大而深远。 

       代表作有:《人民的选择》,

《个人影响力:人在大众传播中的
作用》(合著)等。 

 
第一章 传播与传播学 



五．奠基人的生平和贡献 
 

C.霍夫兰(1912-1961)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毕业于西北大
学。穷其短暂的一生研究人的心理对
人的行为的影响,成就卓著。曾在耶鲁
大学主持“劝服传播与态度改变”的
研究课题,最终形成传播学的"耶鲁学派
"。 

  霍夫兰切入点是心理学,其特色着眼
于微观(而非宏观)层次,对传播的具体
技巧(而非过程原理)进行了前所未有的、
深入细致的总结。 

第三节 传播学的诞生 

第一章 传播与传播学 



五．奠基人的生平和贡献 
 

C.霍夫兰(1912-1961) 
 

   其采用的主要方法,是“控制实验
法”一一正是由于霍夫兰的身体力行,
使之成为传播学的又一种基本研究方
法。 

 

  《传播与劝服》、"耶鲁大学关于
态度和传播研究丛书"等是其代表作。 

 

第三节 传播学的诞生 

第一章 传播与传播学 



五．奠基人的生平和贡献 
 

w.施拉姆，又译宣伟伯
(1907-1988) 
 

  美国传播学的集大成者。曾从事新
闻实践及新闻教育工作,历任美联社记
者、衣阿华大学新闻学院主任等职。 

             自30年代起转入传播研究领域,为传
播学的创立而化费了几乎毕生(约半个
世纪)的心血。 

             施拉姆的主要历史功绩，在于将前
人的成果集中起来,进行归纳、整理,使
之系统化、完善化,最终作为一门独立
的学科,崛起于学术的“殿堂”。 

第三节 传播学的诞生 

第一章 传播与传播学 



第三节 传播学的诞生 

五．奠基人的生平和贡献 
 

w.施拉姆，又译宣伟伯
(1907-1988) 
 

 施拉姆的主要贡献： 

  1.施拉姆先后在伊利诺斯大学、斯
坦福大学、衣阿华大学和夏威夷东西
方中心建立了4个专门的传播研究机构; 

  2.由此培养了大批人材,其中有许多
人成为当今传播学界的中坚力量; 

  3.编辑、出版了约30部著作,约500
万字,其中的《大众传播学》(1949)、
《大众传播的过程和效果》(1960),作
为前人经典性成果的汇萃,至今仍是初
学者的必读文献。 

第一章 传播与传播学 



谢 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