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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2022 年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初试自命题科目考试大纲

考试科目名称：新闻与传播专业综合能力 考试科目代码：334

一、考试基本要求及适用范围概述

基本要求：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科学内涵与基本要求，熟练掌握

新闻学与传播学基础理论以及新闻与传播学的常见研究范式，唯物辩证地认识

人类社会信息传播的基本特征和客观规律，了解媒介进化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结合媒介技术的不断发展演变，善于运用新闻与传播学的理论工具去认识各种

社会现象，解决实际问题。

适用范围：本考试大纲适用于普通高校毕业生参加我校新闻与传播专业学

位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

二、题型结构

（一）试卷满分及考试时间

本试卷满分为 150 分，考试时间为 180 分钟。

（二）答题方式

答题方式为闭卷、笔试。

（三）试题结构

试题类型包括名词解释、简答题、论述题、材料分析题、材料写作题等。

三、考试内容

第一部分 新闻采访与写作

（一）新闻采访的本质和主客体

1．新闻采访的含义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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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闻采访活动的本质

3．新闻采访活动中的主体与客体

（二）新闻发现与选题策划

1．新闻发现的意义、目标与依据、过程与方法

2．新闻选题的内涵、作用与确定

3．采访策划的原则与方法

（三）新闻采访的类型与准备

1．新闻采访的主要类型

2．新闻采访的准备工作

（四）新闻采访的实施与方法

1．新闻采访的具体实施

2．新闻采访的基本方法

（五）新闻写作的共同规律

1．充分体现对象主体的价值

2．严格遵守新闻真实性原则

3．注重发挥事实本身的作用

4．在真实的前提下追求时效

（六）各类新闻文体写作

1．消息写作

2．通讯写作

3．深度报道的写作

4．新闻评论的写作

第二部分：新闻编辑

（一） 新闻编辑工作的内容与原则

1．新闻编辑工作的基本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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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闻编辑工作的原则

（二） 新闻编辑人员的素养与能力

1．新闻编辑人员的基本素养

2．新闻编辑人员的专业能力

（三） 媒介定位与新闻编辑方针

1．新闻媒介定位的意义和内容

2．影响新闻媒介定位的主要因素

3．新闻编辑方针

4．新闻产品设计

（四） 新闻报道的策划与组织

1．新闻报道策划及其主要类型

2．新闻报道的选题决策

3．新闻报道策划方案的设计

4．新闻报道的实施与调控

（五） 新闻稿件的选择与编辑

1．新闻稿件选择的意义与方法

2．新闻稿件的编辑方法

3．新闻稿件配置的意义与方法

4．新闻差错的“更正”

（六） 新闻标题制作

1．新闻标题的功能、结构与种类

2．新闻标题的内容选择

3．新闻标题的立场态度

4．新闻标题的表达形式

第三部分：网络传播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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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互联网的演进及对传媒业的影响

1．计算机网络：互联网的技术基础

2．连接的演进：互联网发展的内在逻辑

3．自进化：网络媒体的演变

4．大变局：网络媒体冲击下传统媒体的变革

5．重定向：互联网的未来走向及对传媒业的影响

（二）网络的属性与传播形态

1．网络的多重属性

2．网络传播的基本形态

（三）网络传播的具体形式

（四）网络媒体与新闻传播

1．网络时代新闻生态的变化

2．中国网络媒体的发展历程

3．国外网络媒体的发展模式

4．网络新闻传播中的典型陷阱与困境

5．网络新闻传播中的专业主义与把关人

（五）网络中的用户

1．用户在网络中的生存特点

2．网络用户的需求

3．作为信息消费者的网络用户

4．作为新闻生产者的网络用户

5．用户的群体互动及其影响

（六）网络传播的效果

1．网络传播效果的含义

2．网络传播与“议程设置”



5

3．网络传播与“沉默的螺旋”

（七）网络传播与社会发展的互动

1．网络与舆情、舆论

2．网络文化及其影响

3．网络技术与“数字鸿沟”

4．网络时代的媒介素养

四、参考书目

考试科目 参考书名 出版社 作者

新闻与传播专

业综合能力

新闻采访与

写作
高等教育出版社 《新闻采访与写作》编写组

新闻编辑

（第二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新闻编辑》编写组

网络传播概

论（第四

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彭兰

（一）《新闻采访与写作》

本教材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既强调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对学习新闻采

访与写作的指导意义，同时在新闻采访原则、记者职责与修养、新闻事实的选

择、新闻写作原则等方面，也强调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重要作用，比较充分

地体现了“马工程”教材的特点。

教材层次清晰，内容丰富充实，案例鲜活有代表性，全面系统地展示了新

闻采访与写作的特点及规律，既注重宏观的指导性和科学性，也注重微观的实

用性和技巧性。教材面对媒介融合的趋势，与时俱进，注重与当今新闻界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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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接轨，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除了详细介绍传统媒体的新闻采写方法外，还专门介绍了当今最流行的网

络新闻写作和融合报道，以及国外最前沿的新闻报道生产机制与形态，让读者

有耳目一新之感。

（二）《新闻编辑》（第二版）

本教材是修订版。全书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紧密结合新闻工作实践，不仅系统地论述了新闻编辑的历史

发展、新闻编辑工作的性质和内容，而且对媒介定位、编辑方针、新闻编辑人

员的专业素养和能力、新闻报道的策划与组织、新闻稿件的选择和编辑、标题

制作、图片编辑、版面设计等新闻编辑业务内容进行了全面而翔实的阐述。教

材还积极吸收媒介融合的最新发展成果，对多媒体新闻编辑与互动管理进行了

较为深入的探索。本书逻辑结构清晰，论述严谨，资料丰富，文字精炼，具有

较强的现实针对性、理论指导性、可读性和操作性。

（三）《网络传播概论》（第四版）

本书是国内出版较早且影响力较大的网络传播方面的教材之一，推动了国

内新闻院系的网络传播教学。第四版立足智能化媒体时代，密切关注物联网、

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向媒体领域的渗透，分析网络传播的内在规律，研究

网络传播的各种潜在影响，对网络传播中的新现象、新手段与新思维进行了介

绍与分析，重点补充数据新闻与可视化传播、社会化媒体应用等新内容。与前

三版相比，第四版在结构上也有大的调整，不再沿用原来将网络传播实务与网

络传播理论分为上下两编的思路。作者认为，在今天的互联网中，理论与实务

问题是相互融合的，在结构上去除理论与实务内容之间的界限，可以获得认识

上更大的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