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59卷　第 5期

2006 年 9 月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Wuhan University Journal(Humanity Sciences)

　Vol.59.No.5
Sept.2006.637 ～ 640

收稿日期:2006-04-02

论 20世纪 40年代美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新拓展

张　晓　静
(武汉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 ,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张晓静(1979-),女 ,山西大同人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闻系博士生 ,主

要从事媒介发展研究 。

[摘　要] 20世纪 40年代是美国新闻传播教育史上承上启下的重要历史阶段。在这一时

期 ,美国新闻传播教育摆脱了单一新闻职业训练的模式 ,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 ,大众传播学开

始进入原有的新闻教育视野 ,新闻传播教育初具规模 ,课程标准逐步趋于多样和成熟 ,一些相

关的管理和学术研究团体相继成立 ,学术研究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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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众传播学进入美国新闻教育视野

1941—1951 年这 10 年间 , 各种媒介的迅速发展促使美国当时的新闻教育有了新的关注点———大众传播[ 1] (第 363

页)。新兴的大众传播教育关注的领域十分广泛 , 广义上包括公共关系 、广告 、传播与社会以及广播 、电视等新媒体的发

展。大众传播教育在 20 世纪 40 年代美国大学的新闻院系出现 , 而且在这 10 年内初步形成规模;传播学的地位逐渐清

晰起来 ,从混合 、边缘的地位逐渐成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从 20世纪 40 年代中期起 ,也就是二次大战以后 ,“传播学”和

“大众传播”的术语开始得到普遍使用;由此 , 美国高等院校的原有的新闻教育领域逐渐拓宽。

1943 年 ,衣阿华大学新闻学院聘请施拉姆当院长。对于当时的美国新闻教育界来说 , 这个决定是很特殊的 , 因为施

拉姆从来没有从事过专职新闻工作。施拉姆在此之前是衣阿华大学英语系的一名教授 , 1941—1942 年间曾在美国战时

新闻局工作。在那个年代 ,从事过专职的记者或者编辑的经历被认为是担任新闻学教授的一个最基本的条件。然而 , 也

正是这一决定对新闻学教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传统的新闻学院里开设研究型课程 ,而且授予不同于威斯康星大学

那样的新闻学博士 ,这在当时的美国大学新闻学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当时好多老牌的新闻院系和资深的新闻教育者

围绕这种新式课程设置和博士培养方式展开了讨论。衣阿华的博士课程涉及传播理论 、研究方法 、公众舆论 、宣传分析

和其它社会科学课题 ,另外如心理学 、社会学 、政治学等方面的课程。1947 年 , 施拉姆前往伊利诺伊担任了传播系主任 、

传播研究所负责人 、伊利诺伊大学校长助理;也正是在这里 , 他正式“开始搭建他一生工作中的架构:他强调传播的效果 、

倡导广播教育 、发挥他作为联邦政府和军队政策建议者角色的作用” [ 2](第 136 页);而且他进入学校的领导层 , 也有助于

他实施自己的想法 ,展示自己的个人才能。他先后在衣阿华 、伊利诺伊和斯坦福大学执教 ,创办了世界上第一个大众传

播的博士课程。施拉姆对大学传播学系的建立 ,并且逐渐为美国大学的新闻学院所接受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随着广播 、电视等媒介的逐渐发展 、出版贸易的不断扩大以及广告和公共关系领域的拓宽 , 美国大学的新闻教育也

慢慢地接纳了这些新的领域。以公共关系为例 , 40 年代前期 ,美国的许多大学中陆续开设了公关的相关课程 , 但在新闻

院系中开设的却比较少。 1947 年 ,波士顿大学在原有新闻系的基础上成立了公共关系学院 , 第二年该学院改名为“公共

关系与传播学院” 。由此开始 , 众多新闻院系纷纷开设和公共关系有关的课程 , 公共关系“这个学术领域自然就成为了新

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 [ 3](第 24 页)。美国的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关注的学术领域脱离了狭隘的新闻学视野 , 开拓了更

加广阔的研究前景。

20 世纪 40 年代和 50 年代新的大众传播学院并不位于常春藤名牌大学中 ,也不位于其他诸如芝加哥大学那样享有

盛名的大学之中。相反 ,大众传播方面最早的博士课程是在中西部的有着大片政府赠予地的大学中创建的:衣阿华 、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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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诺伊 、威斯康星 、明尼苏达大学大众传播学的博士课程建立在衣阿华大学是 1943 年 ,在伊利诺伊大学是 1947 年 ,在威

斯康星大学是 1950 年 , 在明尼苏达大学是 1951 年。今天 , 这些大学的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还被认为是美国一流的新闻

与大众传播学院。

(二)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课程设置更加多样化

20 世纪 40 年代 , 美国大学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的课程设置比以前更加多样。一些新型的课程 , 如传播理论 、广播

节目策划 、公共关系等逐步在各新闻院系开设或者是成为新闻与传播教育的分支;各专业课程不断制定新的标准 ,课程

设置的一些标准也日趋成熟。

在 20 世纪 40年代以前 ,美国大学新闻教育的课程模式基本上遵循布莱尔倡导的课程模式。当时美国新闻教育界

普遍认为 ,威斯康星大学新闻学院是 1930 年代在社会科学基础上进行新闻教育和训练的典型代表的院系 , 而“老爸” 布

莱尔是新闻教育的先驱代表人物。布莱尔提出建立一种人文教育的课程模式 ,即新闻院系在设置新闻课程的同时也设

立一些经济 、政治 、历史 、英语语言等课程 , 其中新闻学课程占 1/ 4 到 1/ 3 ,其它课程为 3/4 到 2/3。许多新闻院系也开设

了媒介法律和新闻道德方面的课程。

40年代以来新闻学院的学生人数一度时期不断增长 ,新闻院校开设的课程也不断增加。有资料显示 ,美国大学新闻院

系的在读学生在 1948 年达到了 14567 人[ 4](第 104 页)。在 40 所美国第一流的新闻院系的研究型课程和学术研讨会在

1941—1951 年这 10 年间增加了 496%;传统的职业训练课程也有较小幅度增长;商业和技术类课程增长了 195%;社论写

作和行政管理类课程增加了 78%;时事和当代形势分析类课程增长了 58%;摄影类增加 55%;媒介法律增加 53%;高中新

闻课程增加 39%[ 1](第 362页)。伴随着学生入学率的增加, 新闻院系也开始接受了一些学术色彩浓厚的科目。

20 世纪 40 年代初对报纸的研究和关注在美国一流的新闻院校(例如密苏里 、哥伦比亚 、明尼苏达 、威斯康星 、衣阿

华 、伊利诺伊 、西北大学等)的课程设置中占据着优势地位。然而也就在上世纪 40 年代 , 情况发生了变化:在这些新闻院

系中逐渐开设了有关广播新闻 、电视新闻 、广播节目生产技巧等课程 ,因为那时广播和电视逐渐成为同报纸一样的公众

用来获取信息和娱乐的主要媒体。以广播方面课程为例:1944 年 ,广播新闻协会(CRJ)成立后就提出了建议性的广播课

程标准。这个标准包括了以下主要内容:(1)高等院校广播新闻专业至少设置四年学制 ,修满四年后颁发学士文凭;(2)

完成广播新闻专业课程的同时 ,学生应该有广泛的人文社会研究背景;(3)学生应该打下坚实的传播学理论基础 ,尤其是

在广播和报纸方面;(4)学生还应掌握相关领域的特殊技能和技术;(5)还应该开设其它领域的技巧类课程:如演讲 、广播

播音 、广播节目制作和电子原理等等[ 5](第 43页)。 1945 年 ,联邦广播教育委员会(FREC)颁布了“无线电广播高等院校

课程标准” 。标准中建议:在以下八个领域中每个学时应该在 18 到 30 个学时中:社会调查 、节目展示 、音乐 、新闻 、协作

(包括戏剧)、节目策划 、商业广播研究和公共领域的广播研究;广播专业的学生应该到电台去实习 ,到二年级或三年级再

开始正式理论课程学习[ 5](第 44 页)。在一些大学中的言语系 , 当然其中很多都是作为英语系的分支 , 在这时也开设了

为学生在以后从事广播 、电视工作做准备的一些相关课程。与此同时 ,越来越多的新闻院系开设了广告和公关方面的课

程 ,显然这些课程和原有的新闻教育距离比较远;于是 , 一些院系开始在院系名称前加上了“大众传播”一词。

20 世纪 40 年代后期 , 美国新闻学界和业界一部分人也就当时大学新闻院系的课程设置提出了殷切的希望:新闻教

育应该“为新闻工作进行的准备需要最好的通才教育” , 新闻院系的学生 , 不应该“被剥夺接受文理兼备的教育的权利”;

然而当时各大学中的新闻院系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 其中“很少有新闻学院能够仅仅依靠本学院的师资就能设计出一种文

理兼备的课程计划” , 所以 ,“希望这些新闻学院与所属大学的其他院系建立尽可能密切的联系” [ 6](第 60 页)。在社会各

界的关注下 ,美国高等院校的新闻与传播教育在课程设置方面在 20 世纪 40 年代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三)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相关团体机构竞相成立

这一时期 ,在社会各界的共同关注下 , 一些同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相关的团体陆续成立了。这些组织团体大致可以

分为两类:一类是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行业协会类的 , 例如美国新闻院校行政人员协会(ASJSA)、广播新闻协会(CRJ)

等等;另一类是学术科研团体 , 众多大学新闻院系成立的新闻学或者传播学研究所都属于这一类机构。这些团体在规范

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 ,联合教育工作者 , 以及推动新闻与传播学术研究的开展等方面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这一时期建立或者改组的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行业类协会主要有广播新闻协会(C RJ)、美国新闻院校行政人员协

会(ASJSA)和美国新闻教育理事会(ACEJ)。广播新闻协会(CRJ)成立于 1944 年 ,在当时这一组织是国家新闻职业教育

理事会(NCPEJ)为弥补印刷媒介新闻机构的不足而成立的;同时美国新闻学院管理人协会(AASDJ)联合其它一些组

织 ,例如 1939年成立的国家新闻职业教育理事会(NCPEJ), 开展了一些讨论课程标准的研究项目。参与这些研究项目

的组织非常多:美国报纸编辑人协会 、美国报纸出版人协会 、国家报业联合会 、南方报纸出版人联合会等。 美国新闻院校

行政人员协会(ASJSA)于 1944 年成立了 ,美国大学新闻院系的行政领导人员都可以申请加入。 1945 年 , 国家新闻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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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理事会(NCPEJ)改名为美国新闻教育理事会(ACEJ)。 1948 年 , 首批 35 家新闻院校得到了美国新闻教育理事会的

认可 ,这些院系都属于它的会员。

这些团体组织的功能和作用也不尽相同:美国新闻教育理事会(ACEJ)是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者 、管理者 、学生与媒

介从业人员的一个非营利性质的教育协会 ,它长期致力于推动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推动新闻与大

众传播领域最广泛的学术研究 、建立更合理的课程设置 、促进教学和课程中包含更加多元的文化以及保证新科技在教

学 、科研和公共服务中的广泛应用;美国新闻院校行政人员协会(ASJSA)在联合全国新闻院系的管理者 、推动新闻与大

众传播教育的课程标准和学生进行有效的社会实践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广播新闻协会(CRJ)是为了更好地促进

高校对新生的广播和电视媒体的研究 ,以培养更多更优秀的广播从业人员 ,使其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充分发挥作用。

20 世纪 40 年代 , 美国众多大学在原有的新闻系或者新闻训练班的基础上正式成立了新闻学院或者传播学院。 与

此同时 ,这些大学一般都建有一个与大学配套的新闻学或者传播学研究机构 , 例如:1941 年明尼苏达大学新闻学院成

立 ,明尼苏达大学新闻学院的研究所建立于 1944 年;衣阿华大学在 1946 年建立“受众研究局” , 伊利诺伊大学在 1947 创

办了“传播研究所” ,斯坦福大学新闻研究所创办于 1948 年;威斯康星大学在 1949 年创办了“大众传播研究中心” 。这些

研究机构比正规的学校院系更加灵活 ,而且能够促进各个学科之间的相互融合 ,在这些研究机构中比较容易引进其他社

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模式 ,与此同时也为各个大学的众多教师和博士们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

(四)新闻与大众传播领域学术研究向纵深发展

20 世纪 40 年代 , 新闻与大众传播领域进行学术研究的风气日渐浓厚 , 以前那种新闻学教育只注重职业训练的局面

有所改善。这 10 年间 , 美国涌现出了一大批在新闻与大众传播领域颇有建树的学者 , 如施拉姆 、拉斯韦尔 、拉扎斯菲尔

德等等 ,他们当时的一些研究成果展开了战后传播学发展的基本线索 、奠定了后来新闻学和传播学的理论框架。与此同

时 ,在这一时期美国大学新闻院系进行的学术研究里 ,一些重要的研究方法 , 如民意测验 、实地调查 、资料统计等等 ,也得

到了极为广泛地应用和拓展;一些有价值的研究 ,如模式研究 、传播效果研究 、广播受众研究 、电视内容研究等等 ,也逐渐

趋于系统和成熟。

这一时期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学界(特别是在美国众多大学的新闻院系)大力开展学术科研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

起初的学术研究往往是为了配合二战后期及战后初期美国和世界的时政形势而开展的;然而 ,这些学术研究的开展客观

上促成了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的发展。传播理论与大众传播研究的增长在战后美国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文化氛围即冷战

氛围下也是可以理解的[ 2](第 137 页)。在 40 年代前期 , 美国大学新闻院系的许多科研都与政府项目结合的非常紧密 ,

美国大学的许多教师和科研人员参与了这些项目的研究和讨论。施拉姆在 1942 年就有关大学和科研团体参与政府科

研项目的重要意义专门出版了一份备忘录;施拉姆对大学科研人员参与政府研究项目的做出合理的解释:大学教育在影

响社会舆论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 ,教育机构是民族智慧聚集力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教育机构为传播提供了大批的目

标受众群体 ,许多用来测度舆论和受众态度的新技术往往出现在大学里。这些与政府或军队有关的科研项目推动了大

学开展学术研究:这些项目不但为大学开展学术研究营造了比较宽松的政治氛围 ,而且也带来了大量的研究经费。

在这些研究中 , 1939—1940 年的洛克菲勒基金会赞助的传播研讨班在发展大众传播研究方面具有创新意义。 从

1939 年 9 月至 1940 年 6 月这 10 个月间 , 洛克菲勒传播学研讨班每月都在洛克菲勒中心聚集一次。 1939 年开设的这个

研讨班由于二战的爆发 ,“其目的就有了引人注目的改变 ,也就是重点研究联邦政府如何利用传播 ,以便对付日益临近的

战争” [ 7](第 230页)。整个 40年代美国大学的学术研究氛围一直很浓厚 ,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拉斯韦尔在 1940—1944 年

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进行的有关宣传分析的传播研究;1946 年施拉姆在衣阿华大学新闻学院建立了受众研究局 ,随后

进行了规模庞大的受众研究;此外还有他于 1947 年在伊利诺伊大学创办的传播研究所进行的研究等等。 40 年代后期 ,

伴随着战后各种媒体重新恢复活力 ,特别是广播 、电视媒体的大发展 ,新闻院系学术研究逐步从政府军事领域转移到与

大众生活联系比较紧密的领域。

40 年代新闻与大众传播学界进行的学术研究项目很多 , 其中一些项目的研究成果展开了战后传播学发展的基本线

索 、奠定了后来新闻学和传播学的理论框架 , 影响了新闻学和传播学后来的发展轨迹。以下就选取几项影响重大的研究

成果加以说明。拉斯韦尔在洛克菲勒传播学研讨班提出的 5 个 w 的传播模式———谁? 说什么? 对谁说? 通过什么渠

道? 取得什么效果? ———成为限定美国传播研究的范围和问题的占有统治地位的范式。这一时期 ,拉斯韦尔还就新闻

传播在社会中的功能做出了自己的阐释:监督环境 、协调社会以及传递文化遗产;后来其他学者在这个基础上又增加了

传播的第四种功能:娱乐。拉扎斯菲尔德在 40 年代继续他在 30年代关于广播研究项目的研究 , 1940 年发表了长达 345

页的研究报告:《广播和印刷纸:广播研究及其在思想传播中的作用的导论》 。此后 , 拉扎斯菲尔德和他领导下的应用社

会研究局继续在传播领域不断地深入研究 ,提出了诸如:“两极传播流通” 、“舆论领袖”和“焦点访谈” 、“三角策略”等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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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研究方法。1944 年由美国《时代》周刊创始人卢斯牵头成立了“新闻自由委员会”(又称哈钦斯委员会), 其成员包括拉

斯韦尔 、查菲等;历经三年时间 ,委员会提交了名为《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的调查报告 , 这个报告“不仅把社会责任

这一术语写进美国的新闻媒介领域 ,而且还一直主宰着后来发起的讨论新闻理论与新闻道德的论坛 ,时至今日” [ 8] (第

208 页)。施拉姆在 40 年代初期就形成了他的传播观念 , 同时他也一直致力于使他的观念为美国大学的新闻院系所接

受:即“新闻学为了要在研究性的大学里生存下去 ,需要社会科学的基础” [ 7](第 501页)。施拉姆还在这一时期出版了一

些学术著作 ,如《现代社会的传播》 、《大众传播》等等。

综上所述 , 20世纪 40年代是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史上起着承上启下作用的重要历史期。这 10 年间 , 美国新闻

与大众传播教育摆脱了单一新闻职业训练的模式 , 开拓了新的领域 , 大众传播学登上了美国大学教育的舞台;新闻与大

众传播教育课程设置逐步趋于成熟 ,一些新型的课程 ,如传播理论 、广播节目策划 、公共关系等逐步在各新闻院系开设 ,

课程设置的标准也日趋完善;相关的行政协会和学术研究团体相继成立;学术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 ,出现了众多的优秀

学者和影响巨大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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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1940s is a very signif icant period , in w hich the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embark on a new journey in the United S tates.In this period , the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in the Uni ted states has broken aw ay from the pat tern of journalistic

pro fessional t raining , has ex tended new fields , especially the field of communication educat 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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