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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理论

超越结构功能主义：中国传播学的前世、今生与未来

⋯⋯⋯⋯⋯⋯⋯⋯⋯⋯⋯⋯⋯⋯⋯⋯⋯⋯⋯⋯⋯⋯孙玮 黄旦(1)

范式的重塑：社会化媒体时代对功能主义路径的反思

⋯⋯⋯⋯⋯⋯⋯⋯⋯⋯⋯⋯⋯⋯⋯⋯⋯⋯⋯⋯⋯⋯⋯⋯⋯⋯胡翼青(5)

中国传播研究中的两种功能主义⋯⋯⋯⋯⋯⋯⋯⋯⋯⋯⋯⋯刘海龙(10)

新闻学研究中功能主义取向和方法之思考

——以“新闻专业主义”为例⋯⋯⋯⋯⋯⋯⋯⋯⋯⋯⋯⋯⋯芮必峰(15)

面向交流的无奈：传播学自我救赎的路径⋯⋯⋯⋯⋯⋯⋯⋯单波(18)

功能主义及其对传播研究的影响之审思⋯⋯⋯⋯⋯⋯⋯⋯⋯吴予敏(22)

“关系革命”背景下的媒体角色与功能⋯⋯⋯⋯⋯⋯⋯⋯⋯喻国明(27)

“报纸”的迷思

——功能主义路径中的中国报刊史书写之反思⋯⋯⋯⋯⋯⋯黄旦(30)

论国际传播研究中的功能主义路径⋯⋯⋯⋯⋯⋯⋯⋯⋯⋯⋯沈国麟(37)

作为媒介的城市：传播意义再阐释⋯⋯⋯⋯⋯⋯⋯⋯⋯⋯⋯孙玮(41)

组织与传播的再建构

——后功能主义的组织传播学研究路径述评⋯⋯⋯⋯⋯⋯⋯谢静(4JB)

从电报的两重世界看“传播”的神秘意蕴

——对功能主义传播学研究趋向的思考⋯⋯⋯⋯⋯⋯⋯⋯⋯殷晓蓉(54)

新闻史

辛亥革命中的“建设”话语：

上海革命派报纸经济报道分析⋯⋯⋯⋯⋯⋯⋯⋯⋯吴静黄瑚(∞)

“用陆定一说话”：谈中国新闻史写作中的“加法”与“减法”

——关于<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的史著叙事

自1978年以来之演变的研究⋯⋯⋯⋯⋯⋯⋯⋯⋯⋯⋯⋯滕育栋(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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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与文化研究

“他者”的媒介镜像

——试论新闻报道与“他者”制造⋯⋯⋯⋯⋯⋯⋯童兵潘荣海(72)

影像都市的建构与体验

——以20tO I-海世博会为个案⋯⋯⋯⋯⋯⋯⋯⋯⋯⋯⋯⋯⋯陆晔(80)

广播电视

观看之道：独立纪录片的伦理考量

——兼对影像“泛道德主义”批评的反思⋯⋯⋯⋯⋯⋯⋯罗锋(86)

什么是宣传性纪录片⋯⋯⋯⋯⋯⋯⋯⋯⋯⋯⋯⋯余权刘敬(94)

“直接电影”的伦理研究⋯⋯⋯⋯⋯⋯⋯⋯⋯⋯⋯⋯⋯⋯黎小锋(101)

媒介经营管理

我国影视产业“走出去工程”10年的绩效反思

⋯⋯⋯⋯⋯⋯⋯⋯⋯⋯⋯⋯⋯⋯⋯⋯⋯⋯⋯⋯⋯⋯⋯⋯⋯朱春阳(1 10)

《中国达人秀》的全媒体传播策略及其效能分析

⋯⋯⋯⋯⋯⋯⋯⋯⋯⋯⋯⋯⋯⋯⋯⋯⋯⋯⋯⋯⋯⋯⋯⋯⋯蒋为民(1 18)

传播学

西方媒介内容研究新进展的实证研究⋯⋯⋯⋯⋯⋯⋯⋯⋯廖圣清(125)

和平新闻：和平框架、战争批判、理论反思与变革契机

⋯⋯⋯⋯⋯⋯⋯⋯”⋯⋯⋯⋯⋯⋯⋯⋯⋯⋯⋯⋯⋯⋯⋯⋯·金苗(136)

多媒体传播视阈下甘南藏区大众媒介传播格局的嬗变

⋯⋯⋯⋯⋯⋯⋯⋯⋯⋯⋯⋯⋯⋯⋯⋯⋯张硕勋王晓红韩亮(144)

会议综述

搭建传播研究新理论，探讨城市传播新议题

——传播与中国·复旦论坛(2011)会议综述⋯⋯⋯⋯⋯张雯宜(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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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digm remodeling：a contemplation on the route of functionalism in an age of socialized media

⋯⋯⋯⋯⋯⋯⋯⋯⋯⋯⋯⋯⋯⋯⋯⋯⋯⋯⋯⋯⋯⋯⋯⋯⋯⋯⋯⋯⋯⋯⋯⋯⋯HUYi—qing(5)

Two types of functionalism in Chinese Communication Studies

⋯⋯⋯⋯⋯⋯⋯⋯⋯⋯⋯⋯⋯⋯⋯⋯⋯⋯⋯⋯⋯⋯⋯⋯⋯⋯⋯⋯⋯⋯⋯⋯LIUHai—long(10)

A reflection on functionalism and its impact on commutation researches

⋯⋯⋯⋯⋯⋯⋯⋯⋯⋯⋯⋯⋯⋯⋯⋯⋯⋯⋯⋯⋯⋯⋯⋯⋯⋯⋯⋯⋯⋯⋯⋯⋯WUYru—min(22)

To examine the mysterious implication of communication：

from the binary dimensions oftelegrams

————also areflection on functionalistic trend in communication studies

⋯⋯⋯⋯⋯⋯⋯⋯⋯⋯⋯⋯⋯⋯⋯⋯⋯⋯⋯⋯⋯⋯⋯⋯⋯⋯⋯⋯⋯⋯⋯YIN Xiao—rong(54)

The constructive discourse in the Revolution of 1 9 11：

an analysis ofthe economic reporting in Shanghai revolutionary newspapers of the time

⋯⋯⋯⋯⋯⋯⋯⋯⋯⋯⋯⋯⋯⋯⋯⋯⋯⋯⋯⋯⋯⋯⋯⋯⋯⋯⋯⋯WU Jing，HUANGHu(60)

The media mirroring of the Other

——a preliminary study on news reporting and fabricating ofthe Other

⋯⋯⋯⋯⋯⋯⋯⋯⋯⋯⋯⋯⋯⋯⋯⋯⋯⋯⋯⋯⋯⋯⋯⋯⋯⋯TUNGBing，PANRong-hai(72)

Astudyon how we define publicity documentary films

⋯⋯⋯⋯⋯⋯⋯⋯⋯⋯⋯⋯⋯⋯⋯⋯⋯⋯⋯⋯⋯⋯⋯⋯⋯⋯⋯⋯⋯YUQuan，LIU Jing(94)

The work andthe effect often years：

a research on the national“Go—Global”program for Chinese movie，

animationand TV drama industries

⋯⋯⋯⋯⋯⋯⋯⋯⋯⋯⋯⋯⋯⋯⋯⋯⋯⋯⋯⋯⋯⋯⋯⋯⋯⋯⋯⋯⋯⋯⋯ZHU Chun—yang(1 10)

On ChinaHas Got Talent：a study of its omnimedia strategy and the effect

⋯⋯⋯⋯⋯⋯⋯⋯⋯⋯⋯⋯⋯⋯⋯⋯⋯⋯⋯⋯⋯⋯⋯⋯⋯⋯⋯⋯⋯⋯⋯JIANGWbi—rain(118)

Media content researches in the west：an empirical examination ofits new development

⋯⋯⋯⋯⋯⋯⋯⋯⋯⋯⋯⋯⋯⋯⋯⋯⋯⋯⋯⋯⋯⋯⋯⋯⋯⋯⋯⋯⋯⋯LIAO Sheng-qing(125)

r11le evolution ofthe communication pattern：a studyon that of Gan-nan Tibetan region

under the context ofmultimedia communication

⋯⋯⋯⋯⋯⋯⋯⋯⋯⋯⋯⋯⋯⋯⋯⋯ZHANG Shuo—xun，WANG Xiao·hong，HAN Liang(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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