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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研究背景与意义

《抗战文艺》是中国抗日战争时
期的重要文艺刊物，其创刊于
1937年，一直持续到1945年抗战
胜利后才停刊。作为抗战时期的
文化产物，《抗战文艺》在历史、
文化、艺术等多个领域都具有重
要的研究价值。其中，该刊物如
何通过媒介记忆建构来反映和影
响抗战时期的社会历史，是一个
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随着媒介技术的不断发展，媒介
记忆已经成为了我们认识和理解
历史的重要途径。而《抗战文艺
》作为抗战时期的代表性文艺刊
物，其媒介记忆建构的特点和影
响，不仅可以揭示抗战时期的文
化状况，也可以为我们理解现代
中国的文化发展提供重要的历史
参照

因此，本研究的目的是通过对
《抗战文艺》的媒介记忆建构进
行深入研究，探讨其在抗战时期
的文化地位和社会影响。同时，
本研究也将进一步丰富媒介记忆
的理论体系，为今后的相关研究
提供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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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内容与方法



• 研究内容与方法

(一)研究内容

本研究将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抗战文艺》的创刊背景与历史沿革：

这部分将重点考察《抗战文艺》的创刊

背景、发展历程以及刊物内容的演变过

程

《抗战文艺》的媒介记忆建构特点：这

部分将深入分析《抗战文艺》在媒介记

忆建构方面的特点，包括记忆的主题、

形式、语言等方面

《抗战文艺》的媒介记忆与社会记忆的

互动关系：这部分将探讨《抗战文艺》

的媒介记忆如何与社会记忆相互影响、

相互建构的关系

《抗战文艺》的媒介记忆建构对后世的

影响：这部分将分析《抗战文艺》的媒

介记忆建构对后世在文化、艺术、历史

等领域的影响



• 研究内容与方法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将采用以下几种研究方法

文献研究法：通过收集和整理《抗战文艺》的原始资料，包括期刊、article、

monograph等，深入了解该刊物的历史背景、发展历程以及媒介记忆建构的特点

内容分析法：对《抗战文艺》中的代表性文章进行内容分析，对其中的媒介记忆主题、

形式、语言等方面进行深入剖析

历史研究法：通过对《抗战文艺》所处的历史背景进行深入研究，探讨其与社会记忆

的互动关系以及对后世的影响

跨学科研究法：综合运用传播学、历史学、文化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抗战

文艺》的媒介记忆建构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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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目标与创新点



• 预期目标与创新点

通过本研究，
预期可以达到
以下目标



• 预期目标与创新点

深入揭示《：抗战文艺

》在媒介记忆建构方面

的特点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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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抗战：文艺》与

社会记忆的互动关系以

及对后世的影响

丰富媒介记忆的理论体

系：为今后的相关研究

提供有益的参考

为现代中国的文化发展

提供重要的历史参照



• 预期目标与创新点

本研究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研究视角的创新：本研究将媒介记忆建构与抗战时

期的文化状况相结合，从全新的视角探讨《抗战文

艺》的历史和文化价值

研究方法的创新：本研究将采用多种研究方法，包

括文献研究、内容分析、历史研究和跨学科研究等，

以全面而深入地探讨《抗战文艺》的媒介记忆建构

研究领域的创新：本研究将填补媒介记忆理论在抗

战时期文化研究方面的空白，为今后的相关研究提

供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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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安排与进度



• 时间安排与进度

本研究计划用一年时间完成，具体时间安排如下

第一阶段(第1-3个月)：收集和整理

《抗战文艺》的相关资料，包括期

刊、article、monograph等，并对

其中的媒介记忆建构进行初步分析

第二阶段(第4-6个月)：对《抗

战文艺》中的代表性文章进行内

容分析，对其中的媒介记忆主题、

形式、语言等方面进行深入剖析

第三阶段(第7-9个月)：深入研

究《抗战文艺》所处的历史背景，

探讨其与社会记忆的互动关系以

及对后世的影响

第四阶段(第10-12个月)：综合

分析研究结果，撰写研究报告，

完成论文的撰写和修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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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困难与应对策略



• 预期困难与应对策略

在研究过程中，可能会遇到以下困难

资料收集难度大：《抗战文艺》创刊于抗战时期，部分原始资料可能已经遗失

或损毁，增加了收集和整理的难度。应对策略：通过图书馆、档案馆、学术网

站等多种途径，尽可能全面地收集相关资料

内容分析复杂度高：《抗战文艺》的内容涉及多个领域，对其中的媒介记忆建

构进行深入剖析需要较高的学术素养和研究能力。应对策略：结合多学科的理

论和方法，进行跨学科的研究，提高内容分析的准确性和深度

历史背景的把握难度高：抗战时期的历史背景复杂，对其准确把握需要较高的

历史素养和文献解读能力。应对策略：加强对抗战时期历史的学习和了解，阅

读相关学术著作和文献，提高对历史背景的把握能力



• 预期困难与应对策略

为保证研究的顺利进行，将采取以下措施

制定详细的研究计划：合理安排时间进

度，确保研究工作的有序推进

积极参加学术交流活动：与同行进行交

流和讨论，提高研究的水平和质量

定期进行阶段性总结和反思：及时发现

问题并调整研究策略

在研究过程中注重团队合作和资源共享：

提高研究效率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
https://d.book118.com/356233004002010145

https://d.book118.com/3562330040020101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