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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金玉萍*的《电视实践--一个村庄的民族志研究》研究的是新疆一个以维吾尔族为主体的
村庄——托台村村民的日常生活电视实践。研究主要使用民族志方法，运用日常生活实
践理论，从托台受众的电视实践出发，考察其使用方式、特点及意义，并与其所处的社
会环境联系起来，从中发现电视实践是否和如何呈现受众的国家认同与族群认同，重构
日常生活。本书在研究方法及内容上具有跨学科的特点，所研究的对象是电视已经融入
日常生活并发挥持久影响的村庄，研究问题具有长期性和代表性。
本书适合从事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的科研人员，该专业师生，以及对新疆维吾尔族社会
感兴趣的读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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