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传播的观念读后感 传播学概论读
后感(实用5篇)

认真品味一部作品后，大家一定收获不少吧，不妨坐下来好
好写写读后感吧。那么你会写读后感吗？知道读后感怎么写
才比较好吗？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读后感范文，希望大家
能够喜欢!

传播的观念读后感篇一

广告的目的是把各户的商品或服务光广而告知,传播是广告进
行的一个重要媒介大众传播学主要介绍了有关传播的知识内
容.

什么是传播？传播是人类的活动，是信息的交流，当然他也
离不开符号和媒介并且他的目的在于发生相应的变化。简而
言之，传播是人类通过符号和媒介交流信息以期发生相应变
化的活动。他具有社会性和阶级性，目的性和计划性，主动
性和创造性，协同性和互动性，永恒性和历史性。依据传播
范围的大小，可以分为内向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
众传播，跨国传播。内向传播有称人际内传播，是人们头脑里
“主我”和“客我”之间的信息交流活动。这种经常发生在
我们脑海里的内在的自己和自己的精神对话：包括自言自语，
自我推敲，自我反省，沉思默想，内心矛盾等等，他具有隐
蔽性，内动性，短途性，思维性。人际传播是指两个或两个
以上的人之间借助语言和非语言等符号互通信息，交流思想
感情的活动。人际传播可以是面对面的信息传播，如交谈，
约谈，讨论，对话等，也可以是借助传播媒介进行的传播，
如写信，发传真，电子信件等。组织传播也称团体传播，是
指组织成员之间组织之间的信息交流行为。组织是社会中相
近或相似个体有目的的组合；传播是组织结构的轴心，是组
织存在的基础，没有传播就没有组织。大众传播是职业传播
者和没传播机构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比如报纸书刊，广播电



视，电影等向大众提供信息，知识，观念，娱乐等的过程。
跨国传播指国家对外传播机构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电影
以及互联网等所进行的国外受众的传播活动。

传播学发展到现在这个程度经历了一次次的革命，如语言传
播革命，文子传播革命，印刷传播革命，电子传播革命，网
络传播革命。从五次传播更名的后果看，每一次传播革命都
将人类带进一个性的境界，新的时代，我们认为传播革命对
社会进步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就像所有东西都有自己的固定模式，，大众传播也不例外，
传播模式就是对传播活动的内在机制与外部联系进行的一种
直观的简洁的描述，也是一种象征的拥有同时实现传播活动
相同的结构属性的合乎逻辑的设想。优秀传播模式具有构造
动能，解释功能，引导功能，直观的简化功能，预示功能。
一般的传播模式有单向传播模式，双向传播模式，整体互动
传播模式，人类已经进入信息时代，整体互动模式在社干活
中显得日益重要。整体互动模式是指对人际传播，大众传播，
和网络传播等人类重要传播系统的内在机制与外部联系进行
的一种直观的整体的综合呈现于描述。它遵循审查批判原则，
服从事实原则。

传播功能不是人类主观臆断的产物，而是人类传播活动的客
观要求。传播功能是指传播活动所具有的能力及其的能力对
任何社会所起的作用和效能，传播学研究中的功能主义取向，
主要“聚焦于媒介的运作及其对受众所产生的效应”，探讨
的是大众传播的体系和功能。从功能产生的渠道来看，它可
以分为个人的功能，组织的功能和社会的功能。传播活动所
具有的对个人发展的作用，或者须由信息传播的参与者个人
去完成的任务这就是个人的功能。这种功能按照施拉姆的解
释也叫内向型功能或社会成员自身功能。组织功能是在传播
活动中，媒介组织所具有的年呢管理和作用应该完成的任务，
它包括告知功能，表达功能，解释功能和指导功能。传播是
一种社会需要，社会进程和社会现象，因而也必须具备社会



的功能，主要包括政治功能，经济功能，教育功能，文化功
能。

传播作为一种传播信息的媒介，同时也遵循一定的传播原则，
如可信度原则，针对性原则，有序性原则，协同性原则，实
时性原则，适量性原则。

传播学作为广告宣传的重要途径，学好传播学显得非常重要。
这本书让我了解到了传播学的重要组成，变革，功能及应当
遵循的原则等等，总而言之，《大众传播学》是我获益匪浅。

尼克“史蒂文森（nickstevenson），现任教于英国诺丁汉大学
社会学和社会政策学院。主要讲授《社会文化学概论》和
《公民权利、身份认同与全球化》等课程。1987年，尼克”
史蒂文森以一等奖获得克立大学的历史学和社会学学士。获
得剑桥大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收录于《文化、意识形态和
社会主义》一书。从1991年起，担任谢菲尔德大学社会研究
系讲师。赴诺丁汉大学任教。，史蒂文森和他的同事彼
得“杰克逊、凯特”布鲁克斯有机会进行一项对男性生活方
式杂志的研究。研究成果于20与由政体出版社出版，书名为
《男性生活方式杂志的意义生成》。他主要的研究方向是公
民身份、世界主义和文化等等。

内容提要：

《认识媒介文化》一书较全面地对20世纪中叶以来本领域内
的各相关学派主要代表人物关于媒介文化的理论及核心观念，
进行了细致精深的`梳理和表述，并对各学派内的研究视点进
行了分析整理，提出了别树一帜的观点，而且不乏深中肯綮
之见。对当代社会理论试图探讨媒介在文化生产和文化再生
产中的地位的种种方法也做了批评性的审视，阐述了一般社
会理论与一系列有关媒介和信息的传播理论之间的关系，并
重新评价了意识形态、结构和行动者以及媒介等等在道德准
则和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中的作用。



主要内容：

本书有两个问题很值得我们注意。一是书中有些地方存在着
明显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想；二是本书介绍的诸种理论流派仅
集中于欧洲各国、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对世界其他各
国的理论探索则几乎未曾提及，这对于全面研究媒介文化理
论显然是有其局限性的。其中以史蒂文森对马歇尔“麦克卢
汉思想的批判意见为精彩部分。

马克思主义与大众传播研究

马克思主义的媒介理论对阶级社会中所谓“思想的自由交
流”进行了批判。史蒂文森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优点，在于
它指出了所有制和媒介生产的文化内容之间的联系，不平等
的社会关系滋长了社会意识形态的形象和表达。而马克思主
义媒介理论的劣势，在史蒂文森看来，在于忽视了阶级统治
以外的其他统治关系，比如性别和种族。史蒂文森探讨了英
国马克思主义者在媒介理论方面的3种研究成果。分别是雷蒙
德”威廉斯对传播制度的研究，斯图尔特“霍尔的编码/解码
理论，格拉斯哥大学媒介小组对电视新闻中的阶级偏见的研
究。

从书中对威廉斯的介绍可以概括出史蒂文森对威廉斯的观点
进行了4个方面的商榷。

（1）威廉斯忽视了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作用。

（2）威廉斯高估了霸权的凝聚力，忽视了现代社会中价值观
的离散。

（3）威廉斯没有注意到现代文化的多元性，他的“民主现实
主义”脱离了现代社会的语境，过于理想化。一方面，威廉
斯更多地把言论自由看作权利而不是义务，错误地以为只要
强调撰稿人的权利就可以实现民主的媒介。另一方面，威廉



斯希望用激进的民族文化反抗美国的全球文化，没有看到两
者都必须在跨国资本主义的体系下运作。

（4）威廉斯的文化理论过分关心艺术，以文学研究的方式研
究文化，但电视观众看电视的方式并不同于学者解读文学作
品的方式。

其次是霍尔的研究。史蒂文森对霍尔的解码模式也提出了4点
商榷意见。

（1）霍尔太强调受众和文本的关系，而没有认真评价经济和
国家对文化生产的影响。

（2）霍尔沉湎于符号学的研究，不可能展开媒介民主化方式
的分析。

（3）霍尔太注重话语在建立霸权方面的有效性，表现出一
种“能指的狂妄自大”而忽视了其他因素。

（4）霍尔把主导性话语形式和“意识形态”概念混为一谈。
当然，史蒂文森还是肯定了霍尔理论的建设性，话语和意义
之间终于出现了张力。

最后是格拉斯哥大学媒介小组在1970年代和80年代初对电视
新闻中的偏见问题所进行的了研究。史蒂文森认为，格拉斯
哥大学媒介小组对客观性、公正性的要求，是和受众多义性
的阐释实践不相干的。

与文化媒介马歇尔”麦克卢汉

加拿大的麦克卢汉认为，关注媒介的意识形态建构和符号意
义建构，是不得要领。技术媒介对时间、空间和人类感知方
式的影响，才是要素性的。麦克卢汉的这一思想起源于他的
同胞英尼斯。英尼斯认为，偏倚时间的媒介有利于维护历史



传统、中央集权、宗教和道德，偏倚空间的媒介有利于世俗
制度、非集权化政治、现在和未来。麦克卢汉则认为，印刷
文化的兴起培植了理性的、个人主义的文化，而电子文化使
得时间和空间都不复存在，形成了一种与口语文化相似的、
共同的全球文化。

书中史蒂文森首先回顾了对麦克卢汉的常见批判――媒介分
析是非社会化的，麦克卢汉没有涉及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他
的技术决定论是在为主导性的社会关系寻找意识形态的借口；
然后指出，这些批判总的说来是正确的，但决不能因此否认
麦克卢汉的意义。史蒂文森认为，虽然媒介技术不能决定文
化意义，但它确实重塑了生活世界。他还认为在书写现代性
历史的时候，既要避免马克思主义或功\能主义的还原论，又
要避免麦克卢汉的技术决定论。

史蒂文森具体指出了对麦克卢汉的4个批判层面，可概括为：
（1）麦克卢汉认为有意义构建的时间和空间已经被全球化的
媒介所瓦解，是一种极度的夸张.（2）技术不仅如麦克卢汉
所言创造了各个领域的一体化，也在促进着各个领域和文化
等级的离散化。（3）媒介技术不仅可能迎来更为民主的生活
方式，也使得国家能够监视民众的行为；通俗报刊也常常使
用类似于福柯所说的“惩戒性权力”的技巧，将规范的行为
准则强加给大众。（4）麦克卢汉认为电子传播消除了反思性
的公共领域的观点是误入歧途的。

传播的观念读后感篇二

《活着》，单从题目看，就给人一种沉重的感觉。翻开小说，
发现这确实是个非常悲伤的故事。小说的主人公“福贵”原
本是一个地主少爷，生活富贵无忧，却嗜赌成性，终于赌光
了家业一贫如洗，穷困之中的福贵因为母亲生病前去求医，
没想到半路上被国民党部队抓了壮丁，后被解放军所俘虏，
回到家乡他才知道母亲已经去世，妻子家珍含辛茹苦带大了
一双儿女，但女儿不幸变成了聋哑人，儿子机灵活泼……然



而，真正的悲剧从此才开始渐次上演，每读一页，都让我们
止不住泪湿双眼，因为生命里难得的温情将被一次次死亡撕
扯得粉碎，只剩得老了的福贵伴随着一头老牛在阳光下回忆。
读完这本小说，给我感触最深的是文中关于人的生存、存活
于世的这一命题的探讨，即人为什么而活着。小说的主人公
福贵一生十分坎坷，从最初的纸醉金迷，到万贯家产一扫而
空，到父亲抑郁归西，到儿子夭亡时的悲痛哭诉，到女儿意
外去世时的无奈接受，到妻子撒手人寰时的心力交瘁，到外
孙奔赴黄泉时的自责悔恨，个人命运随波逐流，如一叶扁舟
在历史的汪洋大海中沉浮。初看小说，觉得这么多的苦难发
生在一个人身上是不是太不现实了，但作者的处理手法十分
高明，随着故事情节的展开，在历史的大背景中，主人公福
贵一家的遭际渐次展开，给人一种合情合理的感觉。鲁迅先
生曾经说过，中国人读小说，很难像外国人那样从审美的角
度去欣赏作品，而是主观地将自己赋予作品中的某个角色。
合上书本，想象自己如果遇到福贵这样的人生际遇，很难保
证自己能坚强地活下去。试想当周围的亲人一个一个地离你
而去，而你无能为力，所能做的只是站在原地上看着，那种
深入骨髓的痛苦和寂寞不是每个人都承认得了的。所以，我
们看到的是，现实世界中情人之间诉衷肠时总是说要让你先
走。如果我们是福贵，很可能会选择随亲人而去。但是，在
小说中，面对这么多坎坷痛苦的际遇后，福贵仍然选择活着。
在小说的最后，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形象――老黄牛。它的出
场是在福贵所有的亲人去世之后，福贵遇上了这么一只待宰
的老黄牛。周围全是看热闹的人，议论着牛刀从什么地方刺
进去最好。当看着这一幕的'时候，福贵心里产生的是一种同
是天涯沦落人的感受，他仿佛看到牛刀刺下去的是鲜血淋漓
的自己，“看到这条老牛哭得这么伤心，心理怪难受的，想
想做牛真是可怜，累死累活干了一辈子，老了，力气小了，
就要被人宰了吃掉”。在这里，老黄牛其实就是福贵的化身。
福贵的一生忙忙碌碌，卑微低下的生活只为了家人的幸福，
但生活回敬给他的却是无尽的苦难。福贵自认为自己还有很
多年好活，所以就买下了这头老黄牛，陪自己度过余生，一
同行走在田间。读到这里，这个悲哀的故事有了一个并不哀



伤的结局。事实上，福贵大可以选择结束生命随家人而去，
可是福贵没有，他选择和一头老黄牛相依为命，他依旧愿意
活下去。福贵的一生有这么多的苦难，他有许多理由选择去
轻生去绝望，但是他没有，我们从福贵身上看到的是一种对
生命本身的坚持，是对生活始终抱持的一种乐观情绪。回到
本文一开始提出的思考：人为什么而活着？现实世界中，我
们可以为生存找到各种各样的理由，为家人、为朋友、为爱
人，这些都是正确的，人活着必须有自己的目标才能更有方
向更有力量地前进。但是，回到生命这个命题本身，活着就
只是为了活着，人既然有了生存于世间的权利，就没有理由
轻易选择结束。再说了，社会上那么多的人在为生活打拼，
为了生存而苦苦挣扎；作为一名大学生，我们的生活比起他
们已经幸福太多，又有什么理由不好好地活下去呢？总的说
来，《活着》是一篇读起来让人感到沉重的小说。但那种沉
痛哀伤并不单单是由作品提供的故事的残酷造成的。毕竟，
作品中的亡家，丧妻，失女以及白发人送黑发人这样的故事
并不具备轰动性。余华所崇尚的只是叙述，用一种近乎冰冷
的笔调娓娓叙说一些其实并不正常的故事。而所有的情绪就
是在这种娓娓叙说的过程中中悄悄侵入读者的阅读。这样说
来，《活着》以一种渗透的表现手法完成了一次对生命意义
的哲学追问。

传播的观念读后感篇三

《活着》，单从题目看，就给人一种沉重的感觉。翻开小说，
发现这确实是个非常悲伤的故事。小说的主人公“福贵”原
本是一个地主少爷，生活富贵无忧，却嗜赌成性，终于赌光
了家业一贫如洗，穷困之中的福贵因为母亲生病前去求医，
没想到半路上被国民党部队抓了壮丁，后被解放军所俘虏，
回到家乡他才知道母亲已经去世，妻子家珍含辛茹苦带大了
一双儿女，但女儿不幸变成了聋哑人，儿子机灵活泼……然



而，真正的悲剧从此才开始渐次上演，每读一页，都让我们
止不住泪湿双眼，因为生命里难得的温情将被一次次死亡撕
扯得粉碎，只剩得老了的福贵伴随着一头老牛在阳光下回忆。
读完这本小说，给我感触最深的是文中关于人的生存、存活
于世的这一命题的探讨，即人为什么而活着。小说的主人公
福贵一生十分坎坷，从最初的纸醉金迷，到万贯家产一扫而
空，到父亲抑郁归西，到儿子夭亡时的悲痛哭诉，到女儿意
外去世时的无奈接受，到妻子撒手人寰时的心力交瘁，到外
孙奔赴黄泉时的自责悔恨，个人命运随波逐流，如一叶扁舟
在历史的汪洋大海中沉浮。初看小说，觉得这么多的苦难发
生在一个人身上是不是太不现实了，但作者的处理手法十分
高明，随着故事情节的展开，在历史的大背景中，主人公福
贵一家的遭际渐次展开，给人一种合情合理的感觉。鲁迅先
生曾经说过，中国人读小说，很难像外国人那样从审美的角
度去欣赏作品，而是主观地将自己赋予作品中的某个角色。
合上书本，想象自己如果遇到福贵这样的人生际遇，很难保
证自己能坚强地活下去。试想当周围的亲人一个一个地离你
而去，而你无能为力，所能做的只是站在原地上看着，那种
深入骨髓的痛苦和寂寞不是每个人都承认得了的。所以，我
们看到的是，现实世界中情人之间诉衷肠时总是说要让你先
走。如果我们是福贵，很可能会选择随亲人而去。但是，在
小说中，面对这么多坎坷痛苦的际遇后，福贵仍然选择活着。
在小说的最后，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形象――老黄牛。它的出
场是在福贵所有的亲人去世之后，福贵遇上了这么一只待宰
的老黄牛。周围全是看热闹的人，议论着牛刀从什么地方刺
进去最好。当看着这一幕的'时候，福贵心里产生的是一种同
是天涯沦落人的感受，他仿佛看到牛刀刺下去的是鲜血淋漓
的自己，“看到这条老牛哭得这么伤心，心理怪难受的，想
想做牛真是可怜，累死累活干了一辈子，老了，力气小了，
就要被人宰了吃掉”。在这里，老黄牛其实就是福贵的化身。
福贵的一生忙忙碌碌，卑微低下的生活只为了家人的幸福，
但生活回敬给他的却是无尽的苦难。福贵自认为自己还有很
多年好活，所以就买下了这头老黄牛，陪自己度过余生，一
同行走在田间。读到这里，这个悲哀的故事有了一个并不哀



伤的结局。事实上，福贵大可以选择结束生命随家人而去，
可是福贵没有，他选择和一头老黄牛相依为命，他依旧愿意
活下去。福贵的一生有这么多的苦难，他有许多理由选择去
轻生去绝望，但是他没有，我们从福贵身上看到的是一种对
生命本身的坚持，是对生活始终抱持的一种乐观情绪。回到
本文一开始提出的思考：人为什么而活着？现实世界中，我
们可以为生存找到各种各样的理由，为家人、为朋友、为爱
人，这些都是正确的，人活着必须有自己的目标才能更有方
向更有力量地前进。但是，回到生命这个命题本身，活着就
只是为了活着，人既然有了生存于世间的权利，就没有理由
轻易选择结束。再说了，社会上那么多的人在为生活打拼，
为了生存而苦苦挣扎；作为一名大学生，我们的生活比起他
们已经幸福太多，又有什么理由不好好地活下去呢？总的说
来，《活着》是一篇读起来让人感到沉重的小说。但那种沉
痛哀伤并不单单是由作品提供的故事的残酷造成的。毕竟，
作品中的亡家，丧妻，失女以及白发人送黑发人这样的故事
并不具备轰动性。余华所崇尚的只是叙述，用一种近乎冰冷
的笔调娓娓叙说一些其实并不正常的故事。而所有的情绪就
是在这种娓娓叙说的过程中中悄悄侵入读者的阅读。这样说
来，《活着》以一种渗透的表现手法完成了一次对生命意义
的哲学追问。

《狼图腾》读后感-级传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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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的观念读后感篇四

认真品味一部名著后，相信大家的收获肯定不少，不能光会
读哦，写一篇读后感吧。想必许多人都在为如何写好读后感
而烦恼吧，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用故事传播教育思想》
读后感，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捧读教师的教育叙事，一股前瞻的教育理念之风扑面而来。
《表扬的魔力》我们读出了教育学生时要抓住其闪光点进行
激励；《“学生在时时看着我们”》告诉我们“身教重于言
教”，学会用真诚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学会用微笑回报身
边的每一个人，学生就会在我们教师人格魅力的引领下走向
文明；《秀发风波》我们感受到孩子的心灵犹如刚刚去掉外
壳的`蛋清，不经意地表扬或批评都会在她的内心留下划痕，
作为老师，我们一定要把握住分寸，因材施教，因势利
导······一篇篇案例让我欣喜地看到一个个具有前瞻
教育理念的教师，只有这样的教师才能创造新世纪教育的辉
煌。

捧读教师的教育叙事，仿佛走进了校园，走进了课堂，走进
了孩子们中间。这些教育叙事向我们展现了一幕幕真实而典
型的校园生活，其中汇映着老师的睿智、热情和才情，融注
着学生的诚挚、童真和机俏，视角独特，品读之时是一种被
吸引被浸染的感官享受。《有“小人书”引发的思考》我们
从中体会到教师要用心体察，宽容理解那些为孩子所神往和
珍视的文化信息，让他们自由倾吐，大胆抒发，拓宽学生的
习作渠道，引出作文的“活水源头”来；《巧用书信管理班
级》一封封书信，唤起了师生之间的信心和耐心，传递着爱
心和诚心，它在师生之间营造了一种平等、和谐、友爱的氛



围，它润物细无声，使班集体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和勃勃生
机。

传播的观念读后感篇五

10《如何才能不焦虑》[美]克里斯多夫·柯特曼

11《改变你的服装，改变你的生活》[美]乔治·布雷西亚

12《睡眠革命》[英]尼克·利特尔黑尔斯

13《过你想过的生活》[美]泰勒?本-沙哈尔

14《你的身体，是一切美好的开始》[美]卡梅隆·迪亚茨等
合著

15《粉红牢房效应：绑架思维、感觉和行为的9大潜在力
量》[美]亚当.奥尔特

过你想过的生活读后感

这本书是有积极心理学领域的权威专家，泰勒.本-沙哈尔。
他想通过101个简单使用的方法+故事的模式，帮助我们主动
寻找并创造人生中的各种可能性，拥有真正的幸福。不过说
实话，看到第六个故事的时候，我已经看不下去了。

在我看来完全就是鸡汤加香菜的模式，而且是在一个特别大
的锅里一起煮。作者想要用一个个智慧的故事来打动读者，
可是我真的觉得没有什么意义。

只有续当中的一段话让我感触颇深：“我们每时每刻都在做
着选择，而这种选择，日积月累决定了我们的走向。对一段
时间来说，我们可以选择用愉悦的心情度过，也可以选择用
愤怒焦虑的时间度过。这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只有主观



意识发生改变，迫切的想要做某些事情，你的思维中不会把
苦难当成痛苦，而是当做成功路上对自己的磨砺。

记得儿子英语班的老师召开家长会，对一些佛性教育家长说
的一段话我记忆犹新：很多家长希望自己的孩子活的快乐，
不要那么辛苦，其实是帮助孩子放弃了自己做选择的权利。
等他有能力做选择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的选择项已经少的不
能再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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