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沈阳体育学院新闻与传播专业学位研究生考试

考试大纲

考试科目一：新闻与传播专业综合能力

第一章 新闻采访与写作概论

第一节 采访写作在新闻业务中的地位

一、新闻采访：新闻传播活动的基础

二、新闻写作：为新闻传播提供文本

三、采访写作是记者工作的重要内容

第二节 新闻采访与新闻写作的关系

一、新闻采访和新闻写作在认识论方面的一致性

二、新闻采访对新闻写作的制约作用

三、新闻写作是对新闻采访的升华

第三节 新闻采访与写作对记者素质的要求

一、敏于发现：具有察觉异常的能力

二、勤于思考：具有创新思维的能力



三、长于沟通：具有与人交流的能力

四、精于表达：具有驾驭语言的能力

五、不畏艰辛：具有战胜困难的能力

第二章 新闻采访准备与方法

第一节 新闻线索与报道策划

一、获得线索：采访的起点

二、新闻敏感与新闻线索

三、采访与新闻报道策划

第二节 新闻采访前的资料准备

一、采访前资料准备工作

二、分析采访对象的心理特点

三、拟定切实可行的采访计划

第三节 新闻采访的一般方法

一、新闻采访中的提问方法

二、新闻采访中的倾听方法

三、新闻采访中的观察方法

第四节 新闻采访的特殊方法



一、新闻记者的隐性采访

二、利用网络作在线采访

第三章 因媒体而异的新闻写作

第一节 新闻写作的共同规律

一、严格遵守新闻真实性原则

二、注重发挥事实本身的作用

三、在真实的前提下追求时效

第二节 因媒体而异的新闻写作

一、报纸媒体：拥有图文符号的优势

二、广播电视：彰显声画的感染力

三、互联网：包容诸多优点的新媒体

第四章 新闻体裁的写作

第一节 正确处理写作中的几组关系

一、尊重事实与精选角度的关系

二、语言精确与语言生动的关系

三、用事实说话与发议论的关系

第二节 消息文体的写作



一、消息文体的分类和结构

二、消息文本标题的撰制

三、消息文本导语的写作

四、消息文本主体的写作

五、消息文本背景的写作

六、消息文本结尾的写作

第三节 新闻评论的写作

一、新闻评论的特点及分类新闻评论文体的含义

二、新闻评论的选题

三、新闻评论的立论

四、新闻评论的结构

五、新闻评论中的论证

六、新闻评论的行文

第五章 新闻写作的创新

第一节 新闻文体的创新

一、新闻报道和新闻评论

二、新闻文体的演变发展



三、新闻文体的创新实践

第二节 新闻写作方法的创新

一、新闻写作方法创新的意义

二、新闻写作方法创新的表现

三、新闻写作方法创新的原则

第三节 新闻写作思维的创新

一、新闻写作思维的特征

二、新闻写作思维的创新

第六章 新闻编辑概论

第一节 新闻编辑概论

一、新闻编辑工作与媒介形态变化

二、新闻编辑部与编辑工作内容

三、新闻编辑工作特点第四节

四、新闻编辑人才

第二节 新闻媒介定位与新闻产品设计

一、新闻媒介定位

二、编辑方针

三、新闻产品设计

第七章 新闻报道的策划与组织

第一节 新闻报道策划及其主要类型



第二节 新闻报道策划的选题决策

第三节 新闻报道方案设计

第四节 新闻报道的实施与调控

第八章 新闻稿件处理

第一节 新闻稿件的分析与选择

一、分析与选择新闻稿件的意义与方法

二、新闻价值分析

三、社会效果分析

四、媒介适宜性分析

五、分析与选择新闻稿件应注意的问题及“更正”的处理

第二节 新闻稿件的修改

一、新闻事实的核实与订正

二、新闻稿件中立场观点的修正

三、修改新闻稿件的具体方法

四、修改新闻稿件应注意的问题

第三节 新闻标题的制作

一、新闻标题及其主要功能

二、新闻标题的种类

三、新闻标题的结构

四、新闻标题的制作方法

第四节 新闻稿件配置

一、 稿件配置的意义



二、 稿件组合

三、 稿件发展

考试科目二：新闻与传播专业基础

第一章 新闻

第一节 新闻概论

一、新闻的基本特点

二、两种新闻定义

三、新闻本源

四、新闻要素

五、新闻类别

第二节 新闻与信息、宣传、舆论

一、新闻与信息

二、新闻与宣传

三、新闻与舆论

第二章 互联网与新媒体

第一节 互联网与新媒体的兴起



第二节 互联网与新媒体引发新问题

第三节 微博、微信和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传播

第三章 新闻事业的功能与效果

第一节 新闻事业的一般功能

第二节 新闻媒介的正效应与负效应

第三节 新闻媒介的功能定位

第四节 新闻媒介的传播效果

第四章 新闻自由和社会控制

第一节 新闻自由的定义

第二节 新闻自由是伟大的口号

第三节 新闻自由属于人民

第四节 新闻法规

第五章 新闻媒介的受众

第一节 受众的特点

第二节 受众的细分

第三节 新闻媒介的受众定位

第四节 受众的权利



第五节 受众地位的新变化

第六章 新闻从业人员的专业理念、职业道德和修养

第一节 新闻专业理念

第二节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

第三节中国新闻事业对新闻工作者的基本要求

第七章 传播概论

第一节 传播的定义与基本特征

一、传播的定义

二、传播的基本特征

第二节 传播的结构与功能

一、传播的结构

二、传播的社会功能

第八章 大众传播与社会控制

第一节 大众传播的定义、特点与社会影响

第二节 大众传播的社会控制——把关人理论

第九章 传播效果研究

第一节 枪弹论



第二节 两级传播理论

第三节 使用与满足理论

第二节 “议程设置功能”理论

第三节 “培养分析”理论

第五节 新闻框架理论

第十章 传播学调查研究方法

第一节 抽样调查法

第二节 内容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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