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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动物传播到人类传播 

动物社会传递信息的常见信号；人类语言的特性。 

二、人类传播的发展进程 

口语传播阶段;文字传播阶段;印刷传播阶段;电子传播阶段。 

三、信息社会与信息传播 

传播媒介的分类:示现、再现、机器媒介系统。 





专业理论1 

一、从动物传播到人类传播 

从信息传递和沟通的角度而言，传播并不是人类的特有现象，而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共有现象。 

（一）动物传播 

动物社会传递信息的常见信号就有以下几种： 

 1．气味（分泌特定气味的荷尔蒙－一般草食和肉食动物） 

2．发光（萤火虫求偶） 

3．超声波（蝙蝠） 

4．动作（灰雁动作信号，蜜蜂的“8字舞”） 

5．声音。（鸟语）   

 



 

（二）动物传播的局限性？ 

动物传播与人类传播不能同日而语的，两者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表现在：  

第一．动物的信息行为是一种先天的本能行为，其能力更多地取决于体内的信息功能和遗传基因，

而不是后天的系统学习； 

第二，动物传递和接收信息的过程是基于条件反射原理的过程，而不伴随复杂的精神和思维活动。 

简单说，动物传播只是对自然界的一种被动的适应，而不能成为对自然界和自身进行能动的、创造

性改造的因素。受过训练的黑猩猩也无法表达抽象的、过去的和未来的事物。 

 

 
 



（三）劳动创造了人类的语言 

1、从猿到人的转变，同时也就意味着从动物传播到人类传播的转变。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说，语言

的产生，是完成从动物传播到人类传播之巨大飞跃的根本标志。 

2、语言产生的根本动力，来自于人类基本的创造性活动——劳动。 

劳动中的相互协作对语言的需要促进了早期人类发音器官的进化，经过漫长的进化和发展，终于

出现了分音节的语言;脑和为它服务的器官、越来越清楚的意识以及抽象能力和推理能力的发展，

又反作用于劳动和语言，为这二者的进一步发育不断提供新的推动力。 

 



（四）人类语言有哪几个特点？ 

A.从本质上概括 

第一，人类语言具有超越历史时间和空间的能力，它不仅能够表述现在，过去和未来，且能表述

眼前的事物及在遥远空间的事物。 

第二，人类语言具有无限的灵活性，在表达的内容上几乎没有任何限制。它可以表述任何具体的、

抽象的及虚构的事物。 

第三，人类语言具有发音的经济性，能以最小的体能消耗来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音声传播能力。 

第四，人类语言具有巨大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可展示无穷创造力。 

综上，能动性和创造性是人类语言区别于动物界信号系统的最根本特征。 

 



B.从外部现象描述 

第一，人类语言是一种具有音节区分的声音符号体系； 

第二，与本能相关的声音较少，发音和语句在结构上具有逻辑性； 

第三，具有自由模仿其他声音的能力； 

第四，在没有外部刺激的情况下也能自主发声； 

第五，能够自主地赏娱音声的节奏和韵律。 

 

人类以语言为核心的信息传播系统的形成，也是一个体内信息功能体外化和社会化的过程。人类

主要不是靠遗传信息，而是靠体外化、社会化的信息系统来适应环境和改造。 



专业理论2 

二、人类传播的发展进程 

人类传播活动区分为以下几个发展阶段：、 

（1）口语传播时代；（2）文字传播时代；（3）印刷传播时代；（4）电子传播时代。 

不过，这个历史进程并不是各种媒介依次取代的过程，而是一个依次叠加的进程。 

（一）口语传播时代 

1.口语最初仅仅是一种将声音与周围事物或环境联系起来的符号； 

2.在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社会实践中，逐渐提高了它的抽象能力，成了一种能够表达复杂含义

的音声符号系统。同时，口语也大大促进了人类思维能力的发达。大大加速了人类社会进化和发

展的进程，直到今天，口语依然是人类最基本、最常用和最灵活的传播手段。 

 

 



局限性： 

第一，口语是靠人体的发声功能传递信息的，由于人体能量的限制，口语只能在很近的距离内传

递和交流。 

第二，口语使用的音声符号是一种转瞬即逝的事物，记录性较差，口语信息的保存和积累只能依

赖于人脑的记忆力。 

因此，口语受到空间和时间的巨大限制，在没有诸如电话等口语媒介的情况下．它只能适用于较

小规模的近距离社会群体或部落内的信息传播。 

 



（二）文字传播时代 

文字是人类传播发展史上第二座重大里程碑。在结绳符号、原始图画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文字

作为人类掌握的第一套体外化符号系统，它的产生大大加速了人类利用体外化媒介系统的进程。 

1.文字发明的重要意义 

第一，文字克服了音声语言的转瞬即逝性，能把信息长久保存下来，使人类的知识、经验的积累、

储存不再单纯地依赖人脑的有限记忆力； 

第二，文字能把信息传递到遥远的地方，打破音声语言的距离限制，扩展了人类的交流和社会活

动的空间； 

第三,文字的出现使人类文化的传承不再依赖容易变形的神话或传说，而有了确切可靠的资料和文

献依据。 

 



文字的产生使人类传播在时空两个领域都发生了重大变革。作为第一套体外化符号系统，它的产

生加速了人类利用体外化媒介系统的进程。大大推进了各地区经济、政治和文化交流和融合。在

统一的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局限性：手抄传播效率低、规模小、成本高。一部书抄写多册，耗费大量时日和人力。文字信息

的生产规模小，加上教育的普及程度低，文字传播基本上还属于政府、官吏以及统治阶层的特权。 

 



（三）印刷传播时代 

中国的造纸术和印刷术为推动世界文明和人类传播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印刷术的发明标志着

人类已经掌握了复制文字信息的技术原理，有了对信息进行批量生产的观念。印刷机使文字信息

的机械化生产和大量复制成为可能。在社会政治、文化和教育领域中带来的巨大影响。对社会经

济也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四）电子传播时代 
 
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实现了信息的远距快速传播。 
 

电子媒介为人类传播带来的变革并不仅仅是空间和速度上的突破。从人类社会信息系统发展的角
度来看，电子媒介还在另外三个方面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第一，它形成了人类体外化的声音信息系统和体外化的影像信息系统。实现了声音和影像信息的
大量复制、传播及历史保存。这两个体外化信息系统的形成使文化传承的内容更丰富，感觉更直
观，依据更可靠。一句话，它们使人类知识经验的积累和文化传承的效率和质量产生了新的飞跃。 
 

第二，电子技术的发展推动了计算机的诞生，电脑开始执行人脑的部分功能。电脑的出现意味着
人的大脑这一信息处理中枢也开始了体外化的进程。 
 
第三，电子技术的发展特别是数字技术的发展，开创了人类传播媒介大融合的时代。 



专业理论3 

三、信息社会与信息传播 

信息社会：指的是“信息成为与物质和能源同等重要甚至比之更加重要的资源，整个社会的政治、

经济和文化以信息为核心价值而得到发展的社会”。 

（一）传播媒介的进化与社会发展 

美国传播学家A.哈特把有史以来的传播媒介分为三类： 

1.示现的媒介系统。即人们面对面传递信息的媒介，主要指口语，也包括表情、动作、眼神等非

语言符号，它们是由人体的感官或器官本身来执行功能的媒介系统。 

2.再现的媒介系统：包括绘画、文字、印刷和摄影等。对信息的生产和传播者来说需要使用物质

工具或机器，但对信息接收者来说则不需要。 

 

 



3.机器媒介系统：电信、电话、唱片、电影、广播、电视、计算机等。不但传播一方需要使用机
器，接受一方也必须使用机器。 

三类媒介按照先后顺序依次累积出现，是一个人类传播的媒介手段日趋丰富的过程，也是人体的

信息功能日益向外扩展、体外化信息系统逐渐获得相对独立性的过程。 

重要意义 

加拿大传播学家麦克卢汉曾提出著名观点：媒介即讯息。核心思想是：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看，

真正有价值的讯息不是各时代的具体传播内容，而是这个时代所使用的传播工具的性质及其开创

的可能性。因此，媒介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每一新媒介的产生都开创了人类交往和社会生活

的新方式。媒介的极大丰富和体外化信息系统的发达，更加增加了信息及其传播在社会发展中的

重要性。信息社会由此产生。 

 



（二）信息爆炸与信息社会 

媒介发达带来的直观的社会结果是信息的绝对量的增加。信息量以指数函数的速度急剧增加，信

息爆炸所产生的信息洪流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冲击着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改变着人类社会的结

构和形态，并迎来全新的信息社会。 

 

A.贝尔《后工业社会的到来》 

前工业社会：多数劳动力从事农林渔矿业等采集作业，生活主要是对自然的挑战。 

工业社会：生产商品的社会，生活是对加工的自然的挑战。技术化、合理化得到了推进。 

后工业社会：以服务业为基础的社会。重要的因素不是体力劳动或能源，而是信息。 



（二）托夫勒《第三次浪潮》 

第一次浪潮：从原始的渔猎采集社会向农业社会的变革。 

第二次浪潮：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变革。 

第三次浪潮：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巨大变革。电子传播科技、遗传工程、太阳能等新的高科技

的发展。 

信息社会特点 

1. 产业:社会经济的主体由制造业转向以高新科技为核心的第三产业，即信息和知识产业占据主导

地位; 2. 主体:劳动力主体不再是机械的操作者，而是信息的生产者和传播者; 3. 交易:交易结算不再

主要依靠现金.而是主要依靠信用; 4. 贸易:贸易不再主要局限于国内，跨国贸易和全球贸易将成为

主流。 

 



（三）迎接高度信息化社会的到来 

1.二战后社会信息化两阶段 

初级信息化阶段——从50年代到80年代中期 

此阶段报刊、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得到高度普及，个人用的媒介也日趋多样化，如电话、录音、

录像、摄影、传真等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普及程度。这与50年代后人类社会的信息量倍增速度骤然

加快是相对应的。 

2.高度信息化阶段——从80年代末到今天 

特点：(1)大众传播媒介进一步发达，广播电视进入数字化多频道和卫星跨国传播时代; 

  (2)微型电脑普及到家庭，并迅速成为个人进行综合信息处理的媒介;  

 (3)以计算机、互联网络和多媒体为代表的新传播的发展，使不同媒介的功能出现了融合的新趋势。 

 



3.信息高速公路(即 NII，全国信息基础设施)：铺设高速度、大容量的光缆网络，建成集广播、电

视、电话、传真、电子邮政、电子出版、计算机通信等各种信息媒介于一体，对音声、影像、文

字、数据等进行综合处理和传输的多媒体双向信息系统。 

 

人类传播的发展史就是一个人类在生产和交往活动中不断创造和使用新的传播媒介，使社会信息

系统不断走向发达和完善的历史。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各种不同的媒介功能出现了融合的趋势。 加拿大传播

学麦克卢汉曾经有过一个著名的观点：媒介是人的延伸。不同的传播媒介也就是人的不同感官和

器官向外部世界的“延伸”，这个过程不断扩大了人类征服自然和改造世界的能力。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媒介从人体“延伸”出去的过程，也是媒介不断获得独立性和自主性的

过程。任何一种媒介对我们来说都是外在化的客观事物，它们会拥有自己的运动规律，以自己的

独特方式反过来制约和影响人类社会的发展，带来社会结构的变化，改变人类的观念和生活方式。

以媒介为核心的社会信息系统越巨大化，结构越复杂化，人类对它的控制就越间接、越需要在更

大范围内的合作。 

 

 





【例题 】人类语言区别于动物信号

系统最根本的特征是（ D  ）。 

A.超越时空的能力 

B.无限灵活性 

C.发音经济性 

D.巨大能动性和创造性 

【知识点】人类语言的根本特征 

解决问题 

例题精讲 

 第一，人类语言具有超越历史时间和空间的能力; 
 第二，人类语言具有无限的灵活性; 
 第三，人类语言具有发音的经济性; 
 第四，人类语言具有巨大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能动

性和创造性是人类语言区别于动物界信号系统的最
根本特征。 



【例题 】从传播学角度来说，（ A  ）

的产生，是完成从动物传播到人类

传播之巨大飞跃的重要标志。 

A.语言 

B.文字 

C.符号 

D.声音 

解决问题 

从猿到人的转变，同时也就意味着从动物传播到人类

传播的转变。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说，语言的产生，是

完成从动物传播到人类传播之巨大飞跃的根本标志。 

例题精讲 



【例题 】不属于“再现的媒介系统”

的是（ B  ）。 

A.油画《占领总统府》 

B. 《今日说法》节目中的案件分析 

C.《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 

D.都市晚报刊发的当日重大新闻 

解决问题 

示现的媒介系统。即人们面对面传递信息的媒介，主

要指口语，也包括表情、动作、眼神等非语言符号，

再现的媒介系统：包括绘画、文字、印刷和摄影等。

对信息的生产和传播者来说需要使用物质工具或机器，

但对信息接收者来说则不需要。 

机器媒介系统：电信、电话、唱片、电影、广播、电

视、计算机等。不但传播一方需要使用机器，接受一

方也必须使用机器。 

 

例题精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