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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传播效果研究

1. 传播效果研究的领域与课题

2. 传播效果研究的历史与发展

3. 传播效果的产生过程与制约因素

（十二）几种主要的大众传播效果理论

1. 大众传播与环境认知——“议程设置功能”理论

2. 大众传播、社会心理与舆论——“沉默的螺旋”理论

3. 大众传播的潜移默化效果——“培养”理论

4. 大众传播与现实“建构”——新闻框架与框架效果

5. 大众传播与信息社会中的阶层分化——从“知沟”到“数字鸿沟”

6.“第三人效果”——对大众传播影响力的一种认知倾向

（十三）国际传播与全球传播

1. 从国际传播到全球传播

2. 关于世界信息传播秩序的争论

3. 国际传播与全球传播研究的若干重要课题

（十四）传播学研究史和主要学派

1. 传播学的起源、形成与发展

2. 传播学的主要学派

（十五）传播学调查研究方法

1.传播学调查研究的类型

2.抽样调查法

3.内容分析法

4.控制实验法

《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第 5版）

（一）大众传播理论概述

1. 大众传播的概念

2. 新的媒介环境

3. 理论的作用

4. 大众传播理论的目标

5. 大众传播的效果

6. 大众传播理论发生的变化

7. 批判理论和文化研究

8. 媒介环境变化引起的理论性问题

（二） 科学的方法

1. 科学中的想象

2. 科学的累积性本质

3. 对现实的科学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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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科学的假说

5. 防止偏见或者欺骗

6. 意外的发现和新的方向

7. 科学中的道德和欺骗

8. 科学探索的过程

9. 实证资料的取得

10. 对资料的推论

（三）大众传播研究的模式

1. 模式的功能

2. 模式的评估

3. 一些早期的传播模式

（四）传播中理解的作用

1. 对理解的影响

2. 理解与大众传播

3. 其他的选择性过程

4. 概略理论

5. 潜意识理解

6. 对图片的理解

7. 消息的复杂性

（五）编码的问题

1. 语言的特征

2. 语言的误用

3. 三种陈述方式

4. 偏向

5. 客观性研究

6. 编码的方式

（六）宣传分析：解码及效果的最初理论

1. 何为宣传

2. 战时宣传

3. 宣传教育

4. 宣传的技巧

5. 宣传技巧的效果

6. 枪弹论

（七）认知一致性与大众传播

1. 海德的平衡理论

2. 纽科姆的对称理论

3. 奥斯古德的调和理论

4. 媒介守门人的作用

5. 费斯廷格的认知不和谐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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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说服理论

1. 态度的概念

2. 态度改变研究的历史

3. 态度改变的具体技巧

4. 预防接种理论

5. 态度的功能

6. 态度和行为

7. 态度的古典调制法

8. 说服的过程模式

9. 说服理论在大众媒介中的应用

（九）群体与传播

1. 谢里夫的群体规范研究

2. 阿施对群体压力的研究

3. 规范如何形成

4. 卢因对食物习惯的研究

5. 群体与政治态度

6. 社会认同模式

7. 群体作为改变的工具

8. 群体与大众传播

9. 受众分割

（十）大众媒介与人际传播

1. 大众媒介与选举行为

2. 社群在决策中的作用

3. 对两级流动传播的批评

4. 创新的扩散

（十一） 议程设置

1. 查普尔希尔研究

2. 理论假设的先驱

3. 思路的转变

4. 媒介议程与现实

5. 夏洛特研究

6. 实验证据

7. 铺垫作用

8. 议题的强制性

9. 抽象的和具体的议题

10. 议程设置所需要的时间

11. 接触媒介的作用

12. 议程建构

13. 导向的需求

14. 谁来设置媒介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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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总统的议程

16. 议程设置如何起作用

17. 议程设置的第二层面

18. 议程设置的应用

（十二）知识沟的假说

1. 大众媒介的作用

2. 知识沟假说的作用方式

3. 可能导致知识沟的原因

4. 在公共事务方面的知识沟

5. 《芝麻街》

6. 知识沟假说的改进

7. 知识沟假说的普遍性

8. 知识沟与新技术

9. 知识沟研究的新进展

10. 对知识沟假说的批评

11. 填补知识沟

（十三） 大众传播的效果

1. 效果理论的总体趋势

2. 媒介效果的具体理论

3. 一个特殊的理论领域——电视暴力的效果

（十四） 大众媒介的使用

1. 使用与满足研究的开始

2. 竞选宣传中的使用与满足

3. 个人需要和媒介使用的分类

4. 对使用与满足理论的批评

5. 对使用与满足理论的实证测试

6. 新技术与主动的受众

7. 使用与满足研究的近期发展

（十五） 现代社会中的大众媒介

1. 报业的四种理论

2. 作为权力代言人的新闻媒介

3. 媒介的功能

4. 支持社会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

5. 我们头脑中的世界

6. 流行品位和社会行为

7. 社会顺从理论

8. 使媒介有效的条件

9. 新闻中的持久价值观

10. 制造新闻：对真实的社会建构

11. 控制新闻从业人员和维护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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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偏离编辑方针的可能性

13. 对记者进行评估的新闻来源机构

14. 大众传播与社会文化整合

（十六） 媒介连锁公司与集团

1. 电视

2. 报纸

3. 媒介协和作用

4. 媒介内容所有权的效果

（十七）电子传播的理论

1. 数字传播中的关键概念

2. 现有理论在电子传播中的应用

3. 致力于电子传播的新理论与新研究

（十八） 全面的图景

1. 模式与传播研究

2. 大众媒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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