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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re are foreign and domestic accounts as to the Chinese pedagogy headstream. Ancient

Chinese pedagogic literature XLJe Jj comprehensively deals with to diferent extent the basic content of

current Chinese pedagogy and initiates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pedagogy。 jFzJc Jj, as the headstream

of Chinese pedagogy with substance in content and theory, is of great guiding signi伍cance for the conˉ

struction of Chinese pedagogy of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tyle and man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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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讯

庹继光博士《中国当代传播理论体系分析》出版

当前 ,国 内学者对于如何开展
“
传播学本土化

”
或

“
传播学中国化

”
研究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日前 ,四

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庹继光博士的专著《中国当代传播理论体系分析》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对建构当

代中国传播理论研究体系进行了有益探索 ,体现了蜀中学者在该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

此书系庹继光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中国当代传播研究中的理论体系建构》基础上修改而成。论文着力

于探讨切合实际的中国传播学研究理论体系范式 ,分析了一系列重要问题 :作为传播之魂的媒介分析、具有

新范式意义的互动传播、传播学研究的本土化进程、中国传播学研究的方法论、传播学基础学科地位的展望、

当前我国传播学研究的主要弊端等等。

国内多位知名专家在评阅时均给予高度评价。复旦大学丁淦林教授认为 ,该论文对于传播学理论研究 ,

特别是建立传播学中国学派 ,具有较大的启迪和参考价值 ;中 国传媒大学赵玉明教授也认为 ,此论文
“
对于

传播学的本土化及其理论体系建构无疑是有益的探索
”
;中 国人民大学郭庆光教授称该论文

“
有较大的学术

意义和价值
”
。南京大学丁柏铨教授、湖南大学吴高福教授、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林之达教授等也指出,作 者

关于理论体系建构的设想是合理的、科学的 ,其学术建议对于改进和完善我国传播学研究、提高我国传播学

研究效益是很有价值的。目前 ,庹继光博士已在职进入复旦大学新闻传播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科研工作 ,主

要研究转型期西部报业、报业集团的发展问题。(二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