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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的话 

我们身处“全球化”时代！ 

这样一个时代，更是“网络化”、“数字化”、“信息化”和“媒介

化”时代！ 

这样一个时代，既五颜六色，又单调乏味；既五光十色，又百无

聊赖；既五彩斑斓，又寂寞难耐…… 

这样一个时代，我们既寻求着变化，又难以适应周遭的变化；我

们既追赶着变化，又时刻担心在“变化”中“被疏离”、“被隔膜”、

“被边缘”，甚至“被淘汰”…… 

“不是我不明白，而是这世界变化快！” 

其实，这样一个时代，“变化”是唯一不变的主题。 

“全球化”所向披靡；“网络化”轰轰烈烈；“数字化”突飞猛进；

“信息化”一路高歌；“媒介化”更是无孔不入…… 

媒介，人类的发明，现在却深刻地影响着人类；媒介，人类的创

造，现在却似乎“再造”与“刷新”着人类；人类发明创造的传播工

具和交流载体，无时不刻改变着我们人类自身。 

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了更新换代的媒介，所谓的“全球化”会是

怎样的情形？如果缺少了与时俱进的媒介，人类是否会进入所谓“网

络化”、“数字化”、“信息化”时代？ 

我们的迷惑甚至困惑也正在于此，我们发明创造的媒介，极大地

方便了我们有益于我们的同时，是否也在很大程度上全面地“异化”

着我们？！ 

身处这样一个时代，我们不得不深思：我们应该怎样应对“全球

化”所向披靡的种种挑战？怎样面对“网络化”轰轰烈烈的迅猛来势？

怎样适应“信息化”一路高歌的突飞猛进？怎样审视“媒介化”对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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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自身见缝插针、无孔不入的影响？ 

浩浩荡荡的时代潮流之中，到处弥漫着喧哗与躁动；到处充斥着

傲慢与偏见；到处游荡者无知与冷漠；到处深藏着潜伏与暗算。与此

相应的是，到处显摆和洋溢着虚拟的快乐、虚构的享受和虚妄的幸福；

还有鼓吹的谎言，炒作的心机，利益的合谋，资本的雄心，权谋的指

令……由此，梦想和失落如影随形，冲动和懊恼遥相呼应，野心和自

虐瞬间转换，焦虑和郁闷在所难免！ 

凡此种种，尽可以理解，也尽可以不解！ 

我们该如何是好？！ 

没有更好的招数和路数，还是静下心来研究“它们”吧！ 

媒介研究，或许是解开这些迷惑与迷惘之锁的一把钥匙；或许是

我们瞭望纷繁复杂世界的一叶窗扉；或许是我们进入深度深层思考的

通幽曲径…… 

媒介研究，或许为我们找不到我们想要的答案，然而，至少可以

让我们多彩的生活少一些谜团。 

好，心动不如行动，马上行动吧， 

媒介研究，开始了！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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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动画产业的发展、问题及其策略

（一）迅速扩张与理性收缩并存

（二）本体文化缺失与质量低下

（三）体系建设与产业链的完善

二、动画产业的民族风格与美感营造

（一）民族风格迥异

（二）艺术营造美感

三、动画片不在同年龄段的传播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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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儿童的影响：暴力因素探讨

（二）对青少年的影响：凝视与模仿

（三）从情节低幼走向全年龄段发展

四、电视动画片形象创作的审美嬗变

（一）英雄形象的嬗变

（二）创作主题的流变

五、结语

电视纪录片研究

一、纪录片作品：生态传播及美学主潮

（一）纪录片发展历程及作品研究

（二）纪录片生态传播与创作活力

（三）中国纪录片美学主潮之流变

（四）纪录片转型与发展路径创新

二、纪录片音乐与解说词：意境与境界

（一）纪录片音乐：情感与意境的体现

（二）纪录片解说：发展脉络与“境界”创作

（三）运动构图的主观意识与真实表达

三、纪录片艺术特点：故事化巧妙叙事

（一）故事化的叙事手法

（二）巧妙构思与真实性

（三）纪录片的宏阔视野

（四）叙事空间结构分析

四、纪录片文化：国家话语与品牌建构

（一）纪录片塑造与传播国家形象

（二）国家话语唤起民族身份认同

（三）纪录片传播与提升传统文化

五、纪录片的类型嬗变与经典个案分析

（一）文化纪录片

（二）现实题材纪录片

（三）主旋律纪录片

（四）历史文献纪录片

（五）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

（六）自然科学纪录片

（七）美食纪录片

（八）体育科学纪录片

六、结语

电视剧研究

一、电视剧类型

（一）电视剧类型化创作及叙事演变

（二）电视剧类型化生产与跟风复制

（三）市场化角度看题材类型的变化

（四）电视剧类型的特点与产生原因

（五）电视剧类型化创作的意义生产

二、电视剧创作

8



 9

（一）电视剧创作的日新月异

（二）人物形象塑造的嬗变历程

（三）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

（四）电视剧成功创作经验分析

（五）电视剧的创新突破与多元

（六）艺术创作的叙事感知特性

（七）电视剧创作的价值观凸显

（八）电视剧创作现实艺术特性

（九）主流价值观的艺术追求

（十）电视剧创作流弊的思考

三、电视剧批评

（一）电视剧批评活动的价值坐标

（二）电视剧本体批评模式的建构

四、电视剧产业

（一）产业的现状与走向

（二）电视剧产业化发展

（三）电视剧的文化产业

（四）电视剧产业链问题与对策

五、电视剧受众

（一）分化的观众差异的文化

（二）受众批评模式逐步改变

（三）营销模式与大众传播

（四）受众观剧路径及其策略

（五）电视历史剧受众的再创造

六、电视剧文化

（一）电视剧的文化评价体系构建

（二）批评话语中主旋律内涵流变

（三）电视剧的文化价值取向坚守

（四）中国电视剧的海外战略传播

（五）电视剧的地域文化养成意义

七、电视剧发展趋势

（一）中国电视剧的现状及创新策略

（二）新媒体环境对中国影视的影响

（三）新媒体时代电视剧的应对之策

八、结语

电视广告研究

一、电视广告的特点：传播迅速，覆盖面广

二、电视广告的现状：内容枯燥，缺乏创意

（一）明星代言现象普遍，忽视产品本身的质量

（二）广告量大，播出集中，难以给人美的享受

（三）内容枯燥，解说词多，画面细节不够精美

（四）缺乏创意，形式雷同，难以给观众新鲜感

三、电视广告运营消费：全过程无忧虑服务

（一）“全过程无忧虑服务”概念的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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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过程无忧虑服务”的营销模式

四、电视广告的新挑战：从新媒体到地方台

（一） 来自新媒体的挑战

（二）来自地方台的威胁

五、电视广告发展趋势：多元化的发展方向

（一）以信用为力量，满足受众情感诉求

（二）以创新为核心，全面发挥产品特质

（三）深层次扩大知名度，树立企业形象

六、结语

数字电视研究

一、“三网融合”的发展问题研究

（一）发展优势——互动与融合

（二）电视定位——家庭信息数码港

（三）新的挑战——交互式服务与混合电视业务

（四）主导力量——国家政策

二、数字电视产业发展的问题研究

（一）建设智慧城市电视平台

（二）精化数字电视影像节目

（三）建立数字版权保护技术

（四）收视调查新体系的建立

（五）完善数字电视基础建设

三、城市电视媒体的运营问题研究

（一）发挥频道制优势，加强本土原创性

（二）新媒体公共服务策略——因地制宜

（三）实现双向互动——快速抢占市场

（四）付费频道——增强特色，降低价格

（五）“U 互动”电视平台——以用户为中心

四、国外数字电视发展的问题研究

（一）CCTV-4 落地美国的机遇与挑战

（二）中国国际传播的重要突破口：非洲

（三）俄罗斯数字电视运营模式研究

（四）英国电视媒体——跨入 TV2.0 时代

五、结语

电视产业研究

一、电视产业发展的新机遇与新挑战

（一）三网融合背景下电视产业发展

（二）三网融合下的全媒体营销建构

（三）版权体系建立与资源战略储备

二、媒介融合背景下电视产业发展观

（一）新媒体电视内容产业升级

（二）网络化电视产业链的打造

（三）电视产业体制创新与完善

三、动画与纪录片产业的进取与发展

（一） 电视动画精品呈现百花齐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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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纪录片产业呈蓬勃发展之势

四、 版权体系的建立与版权战略储备

（一） 版权管理是电视产品商品化的重要前提

（二） 版权管理是电视台内部管理的基础制度

（三） 版权管理是维护市场规范化的基础条件

（四） 版权管理是实现节目价值最大化的途径

五、 电视产业存在的问题与发展机遇

六、 结语

国外电视研究

一、电视节目全球流动及其理论进展

（一）美国电视霸权的实证研究

（二）意识形态学派的批评模型

（三）国际经济学派的研究模型

二、美国电视竞争格局及其策略借鉴

（一）三大电视网现状及格局

（二）有线电视台现状及格局

（三）地方电视台现状与格局

（四）美国电视传播策略借鉴

三、国外节目类型化分析与优劣分析

（一）新闻类节目的制作优势及不足

（二）美国电视时评节目策略与思考

（三）科教类节目制作亮点及其创新

（四）美国电视美食节目的成功之道

（五）国外电视剧的发展模式及启示

（六）美国犯罪剧的叙事形态与特征

四、国外电视受众老龄化的应对策略

（一）日本电视观众数量的上扬

（二）强调信息实用及心理抚慰

五、国外电视节目的本土化特色探析

（一）国外电视节目“本土化”移植

（二）国外电视行业自律模式探索

六、结语

11



 4

导言：电视研究扫瞄 

2012 年度的电视研究，在其领域内的各个角度、各个层面都展开了丰富多

样、生动活泼的探索。电视理论建构已有所深入，电视实务研究视野更加开阔，

研究面更加拓宽。各类型的电视节目研究不泛许多热点和亮点。电视栏目研究更

加重视个性化发展，电视频道研究注重专业化频道的构建各品牌的塑造，电视受

众研究继续深入到受众心理层面展开探究。电视剧研究仍是电视研究领域的“重

头戏”。学界和业界对电视广告研究、数字电视研究和国外电视研究也投入了更

多的关注。 

一、电视理论研究 

2012 年研究者对电视理论研究展开了丰富的研究，对电视理论体系的构建

和理念的变化进行了探析，并对电视理论研究的流派进行了解析，对概念进行了

拓新认识。同时，对电视理论的公益定位和市场优势进行了讨论和展望。随着电

视理论发展趋向的思考越来越深入，电视研究理念从单纯地引用借鉴国外电视理

论，到在冲突与协商对话与抵制中内化为自身的修养和理论创造力，最终发展为

对中华文化与文化工业融合后的大众文化的认同与建构，形成了中国电视文化研

究的独特路径和景观。 

（一）电视理论体系的建构模式及理念变化 

电视理论体系的建构是对电视理论建构的一种反思过程，这其中对中外理论

体系建构自身的反思尤为重要。通过比较，提出真正的理论体系应该是一种开放

的、对话式的理论体系，具有极大的兼容性，能保持理论的青春活力。 

1、中国电视理论体系形成的标志 

理论体系的形成需要满足三个条件：要突出强调理论的现实感或现实性；内

容与体系应该是有机联系的；理论体系建构是一种建构——解构——重构的否定

之否定。中国电视理论体系的形成有三个标志：第一，电视批判框架初步形成；

第二，理论反思成为常态；第三，研究方法相对健全①。 

2、电视理论体系构建的四种模式 

研究者从历史的角度出发，对电视理论体系的建构进行解读，提出目前的电

                                                        
① 参见刘枫：《中国电视研究发展阶段与理论体系形成标志》，《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2

年第 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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