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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 收 并 蓄 学 以 致 用

■ 从技术逻辑理性看待“元宇宙”

■ 从“用户思维”到“场景思维”：媒介连接用户的全新范式

■ 2022 年中国电影“春节档”：反思与启示

■ 媒介文化研究：现象的救赎与理论的生命

■ 大众传媒“沟通”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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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声明
1. 本刊编辑出版严格执行国家新闻出版署的

有关规定。

2. 本刊有权对来稿进行文字技术性修改，不

同意修改的作者，请在投稿时注明。

3. 本刊已被《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

及 CNKI 系列数据库等收录，其作者文章著作权

使用费与本刊稿酬一次性给付。如作者不同意文

章被收录，请在来稿时向本刊说明，本刊将做适

当处理。

4. 为遏制学术不正之风，本刊将全面启动学

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对所有拟发的文章进行严

格检测，希望投稿诸君严格自律，请勿抄袭、剽窃。

5. 国内外纸介出版物及网站、微信平台等转

载本刊文章，请注明文章来源于本刊。

6. 我刊未授权任何个人、单位代理稿件业务，

未建设独立的官方网站，望作者及读者周知，谨

防受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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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要求
1. 本刊欢迎作者以电子邮件方式

投稿，电子邮箱 jycmyj@163.com。 

2. 来稿内容应包括题目、作者姓

名、内容摘要、关键词、正文、注释

和参考文献；作者工作单位和职务职

称；作者详细通信地址、邮编、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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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凡获基金资助的论文，请在首

页地脚注明基金项目的正式名称和项

目编号。  

4.正文篇幅以10000字以内为宜，

行文层次题号用一、（一）、1、（1）

标明。  

5. 本刊一律采用文后注释，注释

方式为用带圆圈符号的阿拉伯数字置

于文字右上角。

6. 注释引文的格式为作者或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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