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受 众 研 究







一、受众的含义

       1、受众的含义

        受众，即信息传播的接受者，是信息流程的

终端，又称受传者。受众是信息的“目的地”，又是

传播过程的“反馈源”，同时也是积极主动的“觅信

者”。



2、受众的历史发展

受众含义的几度扩张：

书籍、报纸、广播、电视 、 网络

对于不同的传播类型来说，其受众也不尽相同。

受众含义演变的趋势：

1、受众的数量在不断增加

2、受众参与和接受信息传播活动的范围在不断扩大

3、受众在接受和传播信息时的身份和地位的差别在

      消失



二、受众的基本特征：

1、广泛性

2、不确定性

3、独立性

4、能动性

5、隐匿性

受众是新闻传播系统中的一个复杂的子系统， 

他

们是新闻信息的受传者，又是反馈信息的发布者。



三、受众和传播媒介的关系

1、表面上看，受众是新闻传播媒介的接受者和服

务对象，处于比较被动的地位。

2、从根本上看，他们是新闻传播活动的积极参与

者，是新闻传播效果的检验者，是新传播内容和传

播方式的决定者。



第二节 

受众研究的经典理论



一、受众被动论—前实证主义

盛行于传播学发韧时期 （ “魔弹论” 、靶子论、枪

弹论）

早在传播学发轫时期，无论是拉斯韦尔、库利、帕克

还是李普曼，都认为传播的效果是强大的。他们都默

认了一个前提，那就是受众是被动接受信息的、消极

的和无理性的。



Eg : 李普曼  ----  人群就是乌合之众    魔弹与靶子

在新闻传播过程中，传播者是主动的，受众则是

被动的，传播效果直接而明显。



该理论的意义和局限：从根本上看，他们是传播

活动的积极参与者，是传播效果的检验者，是传播内

容和传播方式的决定者。

受众有不同的社会背景，大众传播媒介对他们的

影响不尽相同。

受众的社会背景：

  人口统计意义上的群体 

   社会关系意义上的群体



二、受众差异论—实证主义

20世纪五六十年代

受众并不是一种“原子型”的存在，他会受到自

己所处的社会关系的影响

Eg:克拉珀指出，受众在接受信息之前，就具有

倾向性，而这些倾向性则与受众的社会经历、所处的

社会地位有着密切的联系。



       德弗勒四种不同的“理想类型”

          1、个人差异论：

        由于心理结构的不同，人们在感知、理解客观事物

时

        带有自身的倾向性，从而使得他们对大众传播的内

容

        的接受、理解、记忆、反映各不相同。

          2、社会分化论

        受众在接受媒介和选择内容时不仅受“个人差异论

”

的影响，而且还受他们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地位的

影

响。



        3、社会关系论

        强调的是受众所属的社会团体对受众接受行

为的影响 。

        社会关系左右着人们对媒介信息的选择，从

而制约着大众传播的效果。

        在所有社会关系中，对受众影响最大的是人

们的政治态度。“伊里调查” 



 4、文化规范理论

        从媒介及其内容的角度出发去分析传媒如何

为社会树立文化规范，促使社会中的个体发生种种变

化的相互联系。



评价：

        受众差异论看到了受众的某些主动性特征，但

并没有看到受众具有接受信息的目的性。受众接受信

息时具有各种各样的动机，这些动机充分体现——受

众的主体性，可惜的是行为主义的研究并没有看到这

种主体性的存在，而过多地强调了社会因素的决定性

。



三、受众主动论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

受众使用媒介以满足自己的需求为目的。

受众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一个有主见的

信息使用者和创造者

1、鲍尔的《固执的受众》

2 “使用与满足”过程的基本模式 : P184



 “使用与满足”的受众行为理

论        起源于40世代

        把受众成员看做是有着特定“需求”的个人，把

他们的媒介接触活动看做是基于特定的需求动机来“

使用”媒介，从而使这些需求得到“满足”的过程。



 （一）对广播媒介的“使用满足”研究

        1944年，赫卓格 “专家知识竞赛”

        同一节目，人们的收听动机、欣赏的侧面

以及获得的满足是不同的

        三种基本心理需求使得人们喜爱知识竞赛

节目：竞争心理需求；获得新知的需求；自我评价

的需求。



 （二）对印刷媒介的“使用满足”研究

        1940年，贝雷尔森 《读书为我们带来什

么》

        1949年，《没有报纸意味着什么》

        总结了人们对报纸的六纸利用形态:

（1）获得外界消息的信息来源；

（2）日常生活的工具；

（3）休憩的手段；

（4）获得社会威信的手段；

（5）社交手段；

（6）读报本身目的化



 （三）对电视媒介的“使用满足”研究

1969年 麦奎尔  

心绪转换效用；

人际关系效用；

自我确认效用；

环境监测效用；



 “使用满足” 过程的基本模式:

满足类型社会条件

个人特性

需求

媒介接触

其他满足手段

媒介印象

媒介接触
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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