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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大学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

《新闻学理论与实务》考试大纲
一、考试的总体要求

《新闻学理论与实务》考试大纲适用于报考辽宁大学新闻学专业的硕士研究

生招生考试。

《新闻学理论与实务》考试的主要内容包括中国新闻传播史和外国新闻传播

史、新闻学理论及新闻写作等知识范畴。要求考生能熟练掌握中外新闻传播事业

的历史演化、发展脉络、重要人物事件、社会动因、内在逻辑及发展趋势；熟悉

新闻学基本理论，明确新闻及其相关理论适用于实践的原则；了解并学会运用新

闻写作的基本技巧，撰写多种类型的新闻稿件。考生还应该了解新闻传播领域的

热点事件及传媒前沿现象，具有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的能力。

二、考试的内容

第一部分：中国新闻传播史论

（一）中国古代新闻传播活动

1.中国古代的信息传播：木铎、布告、露布、檄文

2.唐代“开元杂报”和“敦煌进奏院状”

3.宋代官办的“邸报”和“邸报”的发行制度

4.宋代的“小报”和官方对“小报”的查禁

5.明代官报的抄传和发行制度

6.《万历邸钞》、《天变邸抄》和《急选报》的内容、特点和性质

7.清代官报、提塘报房和民间报房各自的特点和彼此的关系

（二）中国近代报刊的产生与初步发展

1.中国近代报刊诞生的历史背景

2.鸦片战争前外报在中国境外和境内的发展状况

3.鸦片战争后外报在香港和上海的发展状况

4.以《申报》为首的中文商业报刊在上海的迅猛发展

5.在华外报网的形成与外报的历史作用

（三）国人办报活动的兴起与发展

1.王韬所办的《循环日报》及其办报思想

2.郑观应及其办报思想

3.维新运动与维新派所办报刊

4.国人第一次办报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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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维新派报刊在新闻业务上的特点与历史作用

（四）清末时期的新闻事业

1.资产阶级维新派、革命派在海外、港澳的报刊宣传活动及二者之间的论战

2.第二次国人办报高潮

3.“苏报案”始末及其影响

4.于右任与“竖三民”

5.“大江报案”

6.《大清报律》的特点及其影响

7.梁启超的办报经历及其新闻思想

8.辛亥革命时期中国新闻业务的改进

（五）民国初年的新闻事业

1.民国初年新闻事业的繁荣及其原因

2.袁世凯对报界的控制与“癸丑报灾”

3.北洋军阀时期新闻事业复苏的原因与新闻业务的进步

4.新闻编译社与国闻通讯社

5.民初名记者：黄远生、邵飘萍、刘少少、徐彬彬、林白水、张季鸾、胡政之

（六）“五四”时期的新闻事业

1.《新青年》创办经过及其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贡献

2.《每周评论》创办经过、特点及其在五四运动中的作用

3.进步学生报刊的兴起，《湘江评论》与《天津学生联合会报》

4.新旧思潮在报刊上的激战

5.《新青年》的改组与《共产党》月刊的创办

6.《劳动界》等第一批工人报刊

7.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对新闻工作的影响

8.民国四大副刊

9.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

（七）大革命时期的新闻事业

1.中共中央机关报刊，《向导》

2.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刊物，《先驱》、《中国青年》

3.工人报刊及中共早期报刊的主要特点

4.《热血日报》

5.成舍我及其“世界报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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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新记《大公报》与“三驾马车”及“四不”方针

7.中国广播事业的诞生

（八）十年内战时期的新闻事业

1.中共地下报刊在国统区的出版状况

2.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新闻事业的发展状况、特点和意义

3.史量才及其主持下的《申报》

4.邹韬奋的报刊活动与“韬奋精神”

5.范长江和《中国的西北角》及其采访的成果和意义

6.斯诺和《红星照耀中国》

7.戈公振和《中国报学史》

（九）抗日战争时期的新闻事业

1.中共党报系统的重建

2.新华通讯社的独立发展

3.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4.《解放日报》改版与中共新闻理论发展

5.艾格妮丝·史沫特莱

6.《新华日报》及其创办意义和斗争经验

7.中国青年记者协会

8.“洋旗报”

（十）人民解放战争时期的新闻事业

1.“拒检运动”与新闻界争取新闻自由的斗争

2.《大公报》的“小骂大帮忙”

3.《观察》周刊

4.《晋绥日报》反“客里空”运动

5.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讲话》

6.刘少奇《对华北记者团的讲话》

（十一）建国后的新闻事业

1.抗美援朝报道的特点

2.《人民日报》以改版为中心的新闻工作改革及其收获与意义

3.“左叶事件”

4.中国新闻工作者第一次会议

5.“大跃进”与新闻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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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先进典型的宣传与报道

7.燕山夜话

8.两报一刊

9.文革小报

10.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11.“皇甫平”评论与《东方风来满眼春》

12.《北京青年报》的特点和意义

第二部分：全球新闻传播史论

（一）从洪荒时代到文艺复兴

1.人类新闻传播活动经历的主要历史阶段

2.《每日纪闻》

3.威尼斯“手抄新闻”

（二）17 世纪的新闻事业

1.古登堡及其发明的意义

2.定期报刊与早期新闻媒介的差异

3.德国新闻事业起步早的原因及代表刊物

4.“科兰特”

5.早期杂志的特点及代表刊物

6.英国封建专制时代的印刷出版管理制度

7.英国革命时期报业的狂飙突围

8.弥尔顿与《论出版自由》

9.真正的报纸《牛津公报》

（三）18 世纪的革命烽火与新闻传播

1.《每日新闻》

2.笛福《评论》

3.《先谈者》与《旁观者》

4.管制报业的三项措施

5.《海内外公共事件报》

6.《波士顿新闻信》

7.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办报活动

8.曾格案

9.塞缪尔·亚当斯与由他发起的“通信委员会”

10.艾赛亚·托马斯与《马萨诸塞侦探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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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托马斯·潘恩及其所著的《常识》和《危机》

12.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党派报刊

13.马拉及其《人民之友报》

14.《人权宣言》第十一条

15.“高级报纸”与“大众报纸”

16.梅里尔高级报纸金字塔

17.《贝林时报》

18.《新苏黎世报》

（四）19 世纪：从政党报刊到商业报刊

1.新闻事业发展的““四个阶段”与“两个时期”

2.美国新闻史上的“黑暗时期”

3.政党报刊与商业报刊的区别

4.本杰明·戴和《纽约太阳报》

5.詹姆斯·戈登·贝内特和《纽约先驱报》

6.霍勒斯·格里利和《纽约论坛报》

7.《纽约时报》的办报传统与经营策略

8.《泰晤士报》及其两任主编

9.第一个战地记者威廉·霍华德·拉塞尔

10.法国三大廉价报纸

11.商业报刊特征及应注意之处

12.商业报刊崛起的社会背景和思想背景

13.约翰·密尔《论自由》

14.报刊的自由主义理论

15.报刊的社会责任理论

（五）通讯社的兴起与发展

1.通讯社的成因

2.辛迪加与专栏作家

3.哈瓦斯与哈瓦斯社

4.路透与路透社

5.美联社

6.《通讯社条约》以及“三社四边协定”

7.美联社与客观性法则

（六）大众社会与大众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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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众报刊的历史土壤

2.约瑟夫·普利策的新闻活动和新闻思想

3.威廉·伦道夫·赫斯特

4.黄色新闻与煽情主义

5.黄色新闻大战的导火索与高潮

6.小型报

7.北岩的主要新闻活动

（七）电子媒介之广播篇

1.KDKA 电台

2.三大广播体制

3.美国三大广播公司

4.肥皂剧

5.“火星人入侵”

6.炉边谈话

7.国际广播

8.英国广播公司 BBC

9.美国之音 VOA

10.东京玫瑰

11.爱德华·默罗：这里是伦敦

（八）电子媒介之电视篇

1.电视总统“肯尼迪”

2.电视新闻和节目主持人

3.沃尔特·克朗凯特

4.CNN

5.媒体聚合

6.默多克及其旗下的媒体产业

7.富媒体与穷民主

8.批判视野的电视

9.大众文化

10.电视与一体化、平庸化、极权化

（九）电子媒介之网络篇

1.超文本

2.万维网与网路浏览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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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传统媒体网络化

4.博客与“德拉吉报道”

5.跨媒体

6.麦克卢汉及其媒介观

7.尼尔·波兹曼及其媒介观

8.鲍德里亚及其媒介观

第三部分：新闻理论

(一) 新闻概念的辨析

1. 新闻学界关于新闻的定义

2. 新闻与宣传、舆论的关系

3. 新闻的特性

（二）新闻价值

1. 新闻价值定义、新闻价值要素

3. 新闻实践中的新闻价值

4. 传媒选择新闻事实的实际标准

（三）新闻真实性

1. 新闻真实

2. 新闻策划

3. 制约新闻真实的条件

4. 造成新闻失实的具体原因

5. 传媒假事件

（四） 新闻的客观性

1.“客观性理念”出现的历史背景及发展过程

2．新闻客观性的具体内涵

3. 在新闻报道中贯彻客观性原则的方法

4. 新闻的主观操控

（五）大众传媒的职能

1. 新闻与政治的关系

2. 传媒与经济的关系

3. 传媒的基本职能



8

（六）新闻出版自由

1. “新闻出版自由”的理念

2. 《人权宣言》

3.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

4. 《论自由》

5. 列宁的出版自由观

6. 毛泽东的出版自由观

7. 新闻出版自由的理论讨论

（七）新闻法

1. 区分“法制”与“法治”

2. 中国新闻立法的历史

3. 新闻法的基本理念和应有的内容

4. 新闻官司

（八）新闻职业道德与职业规范

1.新闻职业道德

2.新闻自律

3.新闻职业道德与政治、市场之间的关系

4.新闻专业主义

5.新闻职业道德缺失的成因

6.违反新闻职业道德的现象

7.新闻职业忠诚的两种金字塔模式

（九）宣传

1. 宣传的概念及其特点

2. 常见的宣传方法

3. 宣传伦理

（十）舆论学

1. 舆论的概念及要素

2. 舆论形成的过程

3. 舆论监督

第四部分：新闻业务

（一）新闻写作

1. 新闻写作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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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闻写作与新闻采访的关系

（二）新闻写作的真实性

1.新闻写作的真实性原则

2.新闻报道失实的原因

3.新闻写作如何避免失实

（三）新闻写作的基本方法

1.用“典型事实”说话

2.通过“再现场景”说话

6.运用“背景材料”说话

7.借助“直接引语”说话

（四）新闻写作的基本要求

1.时效性

2.可读性

3.针对性

（五）新闻角度

1.新闻角度的定义、重要性

2.最佳新闻角度的方法

（六）新闻跳笔

1.新闻跳笔的含义

2.新闻跳笔运用方法

（七）新闻语言

1.新闻语言概念、特征

2.白描语言含义、运用

（八）消息的写作

1.消息的概念、特点与结构

2.导语的概念、类型及写作的基本要求

3.主体的结构

4.结尾的方式

5.新闻背景

6.事件性消息的写作

7.非事件性消息的写作

8.描写性消息的写作

9.分析性消息的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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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通讯的写作

1.通讯的概念及其与消息的区别

2.通讯的主题、选材及结构

3.通讯的基本类型

（十）专访

1. 专访的文体特征及类型

2. 专访的写作要领

（十一）新闻特写

1. 特写的文体特征

2. 特写的写作要领

（十二）网络新闻写作

1. 网络新闻的种类

2. 网络新闻的写作技巧

第五部分：新闻传播行业热点及动态

1. 新技术、新现象、新理念、新动态

2. 媒介热点事件

三、考试的基本题型

主要题型可能有：名词解释、简答题、论述题、写作题

四、考试形式及时间

笔试，不需要任何辅助工具，考试时间为三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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