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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大学
2021 年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自命题科目考试大纲

科目代码：622

科目名称：新闻传播理论

考纲说明：攻读新闻学、传播学硕士学位入学考试新闻传播理论科目考试内容包

括新闻学理论、传播学理论两门基础课程，要求考生系统掌握新闻学、传播学学

科的基本知识、基础理论和基本方法，并能运用相关理论和方法分析、解决新闻

传播的实际问题。

新闻学理论

考查目标

1.系统掌握新闻学原理的基础知识、基本概念、基本理论。

2.掌握新闻工作的基本原则、方法和一般规律。

3.能运用新闻学的基本理论来分析和解决新闻传播的实际问题。

考查范围

绪论

第一节 新闻学的形成与发展

一、世界新闻学的形成

二、中国新闻学的形成和发展

第二节 新闻学研究的内容和方法

一、新闻学研究的内容

二、新闻学研究的方法

第一章 什么是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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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新闻的起源与本源

一、新闻起源于人类的信息需求

二、新闻的本源是事实

第二节 新闻的定义

一、“新闻”一词的含义

二、新闻的定义

第三节 新闻的基本特性

一、真实性

二、新鲜性

三、及时性

四、公开性

第二章 新闻的基本属性

第一节 新闻的信息属性

一、信息的含义及功能

二、信息与新闻的关系

三、认识新闻信息属性的意义

第二节 新闻的舆论属性

一、舆论的含义及功能

二、舆论与新闻的关系

三、认识新闻舆论属性的意义

第三节 新闻的宣传属性

一、宣传的含义及功能

二、宣传与新闻的关系

三、认识新闻宣传属性的意义

第三章 新闻的选择标准

第一节 新闻选择的主体及过程

一、新闻选择的主体

二、新闻选择的过程

三、新闻选择标准的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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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新闻价值选择标准

一、新闻价值选择的依据

二、新闻价值选择的要求

第三节 新闻政策选择标准

一、新闻政策选择的依据

二、新闻政策选择的要求

第四章 新闻业的产生与发展

第一节 世界新闻业的发展历程及现状

一、大众化报刊的兴起

二、无产阶级报刊的产生

三、资本主义报业垄断化的出现

四、多媒体融合并存传播局面的形成

五、世界新闻业未来竞争的态势及特点

第二节 中国新闻业的发展历程及现状

一、新中国新闻业的起步与发展

二、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新闻业的飞跃发展

三、全球化竞争中中国新闻业的创新与发展

第三节 新闻业产生与发展的基本规律

一、人类的信息交流与传播活动是新闻业产生的渊源

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导致了近代新闻业的产生

三、物质生产、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的进步决定着新闻业的发展水平

四、社会和阶级的需要推动着新闻业的发展

第五章 新闻业的性质与功能

第一节 新闻业的性质

一、新闻业是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

二、新闻业是适应和满足人们信息与新闻需要的社会文化事业

三、新闻业是一定阶级传播新闻、引导舆论、服务社会的舆论工具

四、新闻业是信息与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新闻业性质的完整表述与全面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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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新闻业的功能

一、传播信息，报道新闻

二、反映舆论，引导舆论

三、服务受众，服务社会

第三节 社会主义新闻业的性质和任务

一、社会主义新闻业是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部分

二、社会主义新闻业是党、政府和人民的耳目喉舌

三、社会主义新闻业是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有力

工具

第六章 新闻工作的真实性原则

第一节 新闻真实的意义

一、真实是新闻存在的基本条件和特有优势

二、真实性是新闻传媒普遍提倡和遵循的原则

三、坚持新闻的真实性是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优良传统

第二节 新闻真实性原则的内涵及要求

一、新闻真实性原则的内涵与本质

二、新闻真实性原则的要求

第三节 防治虚假报道，维护新闻真实

一、虚假报道的表现形式

二、虚假报道产生的原因

三、防治虚假报道的办法

第七章 新闻工作的客观与公正报道原则

第一节 客观报道原则的内涵及要求

一、客观报道原则提出的背景

二、客观报道原则的内涵及优势

三、客观报道原则的要求

四、正确认识客观报道原则

第二节 公正报道原则的内涵及要求

一、公正报道原则提出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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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正报道原则的内涵

三、公正报道原则的要求

第三节 坚持新闻报道客观公正与立场倾向的统一

一、正确认识新闻报道客观公正与立场倾向的关系

二、实现新闻报道客观公正与立场倾向的统一

第八章 新闻工作的新闻自由与社会责任原则

第一节 新闻自由原则的内涵及要求

一、新闻自由原则的产生

二、新闻自由原则的内涵

三、两种不同的新闻自由观

第二节 社会责任原则的内涵及要求

一、社会责任原则的产生

二、社会责任原则的内涵及要求

三、社会责任原则实现的条件

第三节 坚持新闻自由与社会责任的统一

一、正确认识新闻自由与社会责任的辩证关系

二、实现新闻自由与社会责任的统一

第九章 新闻工作的道德规范与法治规范原则

第一节 新闻工作的道德规范原则

一、新闻工作道德规范原则的形成

二、新闻工作道德规范原则的内涵

三、新闻工作道德规范原则的要求

第二节 新闻工作的法治规范原则

一、新闻工作法治规范原则的形成

二、新闻工作法治规范原则的依据

三、新闻工作法治规范原则的内涵及要求

第十章 社会主义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

第一节 社会主义新闻工作党性原则的由来及发展

一、无产阶级新闻工作党性原则的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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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闻工作党性原则在中国的丰富和发展

第二节 社会主义新闻工作党性原则的基本内涵

一、思想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自觉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二、政治上坚持同党中央保持一致，正确宣传党的纲领路线和方针政策

三、组织上自觉接受党的领导，严格遵守党的组织原则和宣传纪律

第三节 社会主义新闻工作党性原则的基本要求

一、坚持革命性与科学性的统一

二、坚持对党负责与对人民负责的统一

三、坚持组织性、纪律性与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统一

四、坚持维护传统与不断创新的统一

第十一章 社会主义新闻工作的“三贴近”原则

第一节 社会主义新闻工作“三贴近”原则的由来及历史传统

一、社会主义新闻工作“三贴近”原则的由来及历史传统

二、社会主义新闻工作“三贴近”原则的内涵及实践意义

三、社会主义新闻工作“三贴近”原则的基本要求

第十二章 社会主义新闻工作的舆论导向原则

第一节 社会主义新闻工作舆论导向原则的由来依据及传统经验

一、舆论导向原则的由来及依据

二、社会主义新闻工作舆论导向原则的由来及依据

三、社会主义新闻工作坚持舆论原则的传统与经验

第二节 社会主义新闻工作舆论导向原则的内涵及意义

一、社会主义新闻工作舆论导向原则的内涵

二、坚持社会主义新闻工作舆论导向原则的意义

第三节 社会主义新闻工作坚持舆论导向原则的基本要求

一、围绕党和政府工作中心，把握舆论引导正确方向

二、弘扬主旋律，让主流舆论发挥主导作用

三、掌握舆论生成规律，有效化解舆论危机

四、整合媒介资源，形成舆论引导整体优势

五、掌握引导技巧，提高引导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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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社会主义新闻工作的舆论监督原则

第一节 社会主义新闻工作舆论监督原则的由来及历史传统

一、社会主义新闻工作舆论监督原则的由来

二、社会主义新闻工作开展舆论监督的历史传统

三、我国新闻工作舆论监督的现状与问题

第二节 社会主义新闻工作舆论监督原则的内涵及实践意义

一、社会主义新闻工作舆论监督原则的内涵及作用

二、社会主义新闻工作舆论监督原则的实践意义

第三节 社会主义新闻工作舆论监督原则的基本要求

一、以高度负责的精神牢牢把握舆论监督的正确方向

二、确保所用事实材料真实客观，准确无误

三、坚持以法律为准绳，以政策为依据

四、讲求效果，把握好舆论监督的“度”

五、善始善终，努力促成问题的合理解决

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断提高舆论监督的能力和水平

七、坚持正面宣传与舆论监督的统一

八、坚持在党的领导下搞好舆论监督工作

第十四章 新闻受众的地位和作用

第一节 认识受众的地位和作用

一、受众在传播过程中的地位

二、受众在传播过程中的作用

第二节 开展受众调查与研究

一、受众调查与研究的依据及意义

二、受众调查与研究的内容和方法

第三节 接受受众批评与监督

一、接受受众批评与监督的依据及意义

二、接受受众批评与监督的要求

第十五章 服务受众 引导受众

第一节 满足受众兴趣与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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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受众兴趣与需要理论的形成

二、受众兴趣与需要原则的要求

第二节 正确引导受众

一、正确认识满足受众兴趣与需要同正确引导受众的关系

二、正确引导受众的原则和方法

第三节 坚持依靠受众

一、坚持依靠受众的依据及意义

二、坚持依靠受众的目标及要求

第十六章 新闻从业者的职业特征与职业修养

第一节 新闻从业者的职业特征与素质要求

一、新闻职业的含义

二、新闻职业的基本特征

三、新闻从业者的素质要求

第二节 新闻从业者的职业修养

一、政治与思想修养

二、法治观念与职业道德修养

三、业务能力修养

传播学理论

考查目标

1.系统掌握传播学原理的基础知识、基本概念、基本理论。

2.掌握传播活动的基本原则、方法和一般规律。

3.能运用传播学的基本理论来分析和解决传播中的实际问题。

考查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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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传播学的对象和基本问题

第一节 从传播的定义看传播的研究对象

一、如何把握传播的概念

二、传播与信息

三、传播的定义和特点

第二节 传播学是研究社会信息系统及其运行规律的科学

一、社会传播的系统性

二、社会信息系统的特点

三、社会信息系统的运行与社会发展

第三节 精神交往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传播观

一、在人类交往活动的大系统中把握传播

二、从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的辩证关系中把握传播

三、学习传播学，为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

第二章 人类传播的历史与发展

第一节 从动物传播到人类传播

一、动物社会的传播现象

二、动物传播的局限性

三、劳动创造了人类的语言

四、人类语言的能动性和创造性

第二节 人类传播的发展进程

一、口语传播时代

二、文字传播时代

三、印刷传播时代

四、电子传播时代

第三节 信息社会与信息传播

一、传播媒介的进化与社会发展

二、信息爆炸与信息社会

三、高度信息化社会的到来

第三章 人类传播的符号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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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符号在人类传播中的作用

一、符号的定义

二、信号与象征符

三、语言符号与非语言符号

四、符号的基本功能

第二节 人类传播中的意义交流

一、什么是意义

二、符号意义的分类

三、符号意义的暧昧性

四、传播过程中的意义

第三节 象征性社会互动

一、人类的象征行为

二、象征性社会互动与传播

三、象征性文化与现代社会

第四章 人类传播的过程与系统结构

第一节 传播的基本过程

一、传播过程中的构成要素

二、几种主要的传播过程模式

三、传播过程的特点

第二节 社会传播的系统结构

一、传播过程研究与传播系统研究

二、系统模式下的社会传播结构

三、社会传播的总过程理论

第五章 人内传播与人际传播

第一节 人内传播

一、人内传播的过程与结构

二、作为能动的意识和思维活动的人内传播

三、作为社会心理过程的人内传播

第二节 人际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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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际传播的动机

二、人际传播的特点和社会功能

三、人际传播与自我表达

第六章 群体传播、集合行为、组织传播

第一节 群体传播

一、群体的概念及其类型

二、群体的社会功能和意义

三、群体传播与群体意识

四、群体规范在群体传播中的作用

五、群体压力与趋同心理

第二节 集合行为及其传播机制

一、集合行为的定义和发生条件

二、集合行为中的特殊传播机制

三、流言传播与集合行为中的“信息流”

第三节 组织传播

一、组织与组织传播

二、组织内传播的过程与机制

三、组织外传播及其形态

第七章 大众传播

第一节 大众传播的定义、特点和社会功能

一、大众传播的定义

二、大众传播的特点

三、大众传播的社会功能

第二节 大众传播的产生与发展过程

一、大众报刊与大众传播

二、电报、电影、广播与大众传播

三、电视媒介与当代大众传播

四、互联网与大众传播的新革命

第三节 大众传播的社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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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众媒介与现代人的生活

二、关于大众传播社会影响的两种观点

三、大众传播、信息环境与人的行为

第八章 媒介技术与媒介组织

第一节 媒介技术与社会发展

一、技术的定义与本质

二、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

三、媒介工具和技术的现实社会影响

四、当代新媒介技术发展趋势及社会意义

第二节 媒介组织的性质和社会作用

一、传播者与大众传媒

二、大众传媒的组织目标与制约因素

三、传媒组织在信息生产过程中的作用

第九章 传播制度与媒介规范理论

第一节 传播制度与媒介控制

一、国家和政府的政治控制

二、利益群体和经济势力的控制

三、广大受众的社会监督控制

第二节 关于传播制度的几种规范理论

一、极权主义制度下的媒介规范理论

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媒介规范理论

三、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媒介规范理论

四、发展中国家的传播制度和媒介规范理论

第十章 社会转型与受众变迁

第一节 “大众”与大众社会理论

一、“大众”的概念

二、大众社会理论的形成和变化

三、大众社会理论与传播学研究

第二节 几种主要的受众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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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为社会群体成员的受众

二、作为“市场”的受众

三、作为权利主体的受众

第三节 分众理论及其研究

一、分众的概念、社会观和理论依托

二、媒介发展的分众化趋势

三、有关分众需求的实证研究

第四节 “使用与满足”——一种受众行为理论

一、受众的传媒接触动机和使用形态

二、传媒接触的社会条件因素

三、对“使用与满足”研究的评价

第十一章 传播效果研究

第一节 传播效果研究的领域与课题

一、传播效果的概念含义

二、传播效果的类型及研究课题

三、传播效果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第二节 传播效果研究的历史与发展

一、早期的“子弹论”或“皮下注射论”

二、“传播流”研究与“有限效果论”

三、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的宏观效果理论

第三节 传播效果的产生过程与制约因素

一、传播主体与传播效果

二、传播技巧与传播效果

三、传播对象与传播效果

第十二章 几种主要的大众传播效果理论

第一节 大众传播与环境认知——“议程设置功能”理论

一、“议程设置功能”理论的概要及特点

二、对“议程设置功能”理论的研究

三、“议程设置功能”理论的意义、问题和网络传播环境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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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大众传播、社会心理与舆论——“沉默的螺旋”理论

一、“沉默的螺旋”理论的概要

二、“沉默的螺旋”理论的特点

三、对“沉默的螺旋”理论的研究与评价

第三节 大众传播的潜移默化效果——“培养”理论

一、“培养”理论的起源和背景

二、“培养”理论关于社会与传播的基本观点

三、“培养”理论的外围

第四节 大众传播与现实“建构”——新闻框架与框架效果

一、框架与媒介框架、新闻框架

二、关于新闻框架的实证研究

三、框架效果与受众框架

第五节 大众传播与信息社会中的阶层分化——从“知沟”到“数字鸿沟”

一、“知沟”理论产生的背景

二、“知沟”理论及其反命题

三、从“知沟”到“数字鸿沟”——“知沟”理论的应用研究及其意义

第六节 “第三人效果”——对大众传播影响力的一种认知倾向

一、“第三人效果”的概念及其理论缘起

二、对“第三人效果”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三、“第三人效果”理论的意义和理解时应注意的问题

第十三章 国际传播与全球传播

第一节 从国际传播到全球传播

一、国际传播与全球传播的概念

二、全球信息化的影响和冲击

第二节 关于世界信息传播秩序的争论

一、世界信息生产和流通的失衡状况

二、“新世界信息秩序”论争

第十四章 传播学研究史和主要学派

第一节 传播学的起源、形成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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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播学的早期学术思想源流

二、传播学的奠基者和学科开创者

三、信息论和控制论对传播学的贡献

第二节 传播学的主要学派

一、传播学的经验学派

二、传播学的批判学派

第十五章 传播学调查研究方法

第一节 传播学与调查研究

一、传播学调查研究的类型

二、调查研究的基本过程

第二节 抽样调查法

一、几种主要的随机抽样技术

二、问卷设计

第三节 内容分析法

一、内容分析的定义和特点

二、内容分析的课题和用途

三、内容分析的程序和技术

第四节 控制实验法

一、控制实验法的用途

二、控制实验的基本程序与技术

主要参考书目（所列参考书目仅供参考）

1.郑保卫著：《新闻理论新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

2.郭庆光著：《传播学教程》（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