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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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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与传播专业基础

考试科目代码：440

一、考试基本要求及适用范围概述

基本要求：深入理解新闻与传播学基本原理，掌握新

闻与传播基础知识、基本概念、基础理论、基本技能、基

本素养，具备国际视野，能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解决

实际问题；结合十九大以来党中央的重要会议与重要精神，

善于运用新闻传播基础原理，去分析时代热点，解决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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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方向：数字文化创意与传播、

智能舆情分析与管理、智能传播与数字治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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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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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答题方式

答题方式为闭卷、笔试。

（三）试卷内容与题型结构

试卷内容按照大纲内容编制。题型包括名词解释、简

答题、论述题、案例分析题。

三、考试内容

第一部分：新闻理论

（一）绪论

1．新闻学的产生与发展

2．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实现了新闻思想发展史上的革命

3. 习近平关于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论述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新闻理论的重大发展

4. 新闻学的研究对象、学习方法和意义

（二）新闻本源

1.新闻的起源和定义

2.新闻的本源是事实

3.新闻的基本特征

（三）新闻真实

1．真实是新闻的生命

2．新闻真实是新闻媒体获得公信力的前提

3．新闻工作是坚持真实性原则

4. 杜绝虚假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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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闻价值

1. 新闻价值的内涵

2. 新闻价值实现的过程

3. 新闻价值取向

（五）新闻媒体与新闻事业

1．新闻媒体的演变、类型与融合发展

2．新闻事业的产生发展、性质功能与管理

（六）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和基本方针

1．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

2．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党和国家工作

大局服务

3．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

（七）新闻宣传

1．新闻宣传的内涵和特点

2．新闻宣传的理念和内容

3．新闻宣传效果和检验标准

4．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八）新闻舆论

1．新闻舆论的内涵与特征

2．新闻舆论导向的基本要求

3．新闻舆论引导的原则与方法

4. 新闻舆论监督的含义与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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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新闻舆论监督的原则与方式

（九）新闻出版自由

1．新闻出版自由的内涵及其历史发展

2．新闻出版自由的具体性和相对性

3．不同社会制度下的新闻出版自由

（十）新闻法治与新闻道德

1．新闻法治的内涵

2．新闻传播活动主体的权利义务与网络媒体传播秩序

3. 新闻道德的内涵、特征、发展与媒体社会责任

（十一）新闻人才与队伍建设

1．新闻人才的内涵与价值

2. 新闻人才培养

3. 新闻队伍建设

第二部分：传播理论

（一）传播学的研究对象与基本问题

1．传播与信息

2．传播的定义与特点

3．社会传播的系统性

4．社会信息系统的特点

5．社会信息系统的运行与社会发展

6．精神交往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传播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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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类传播活动的历史与发展

1．人类传播的发展进程

2．信息社会与信息传播

3. 智能时代与智能传播

（三）人类传播的符号与意义

1．符号在人类传播中的作用

2．人类传播中的意义交流

3．象征性社会互动

（四）人类传播的过程与系统结构

1．传播的基本过程

2．社会传播的系统结构

（五）人内传播与人际传播的过程和特点

1．人内传播

2．人际传播

（六）群体传播、集合行为与组织传播的过程及传播机制

1．群体传播

2．集合行为及其传播机制

3．组织传播

（七）大众传播的定义及特点与社会功能、产生与发展过

程、社会影响

1．大众传播的定义、特点与社会功能

2．大众传播的产生与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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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众传播的社会影响

（八）媒介技术与媒介组织

1．媒介技术与社会发展

2．媒介组织的性质和社会作用

（九）传播制度与媒介规范理论

1．传播制度与媒介控制

2．关于传播制度的几种规范理论

（十）社会转型与受众变迁

1．“大众”与大众社会理论

2．几种主要的受众观

3．分众理论及其研究

4．“使用与满足”理论

（十一）传播效果的研究领域、历史发展与制约因素

1．传播效果研究的领域与课题

2．传播效果研究的历史与发展

3．传播效果的产生过程与制约因素

（十二）几种主要的大众传播效果理论

1．“议程设置功能”理论

2．“沉默的螺旋”理论

3．“培养”理论

4．新闻框架与框架效果

5．“知沟”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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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第三人效果

（十三）国际传播与全球传播

1．国际传播与全球传播的传播主体

2. 国际传播与全球传播的传播内容与媒介

3. 国际传播与全球传播的传播效果

4．关于世界信息传播秩序的争论

5．国际传播与全球传播研究的若干重要课题

（十四）传播学研究史、主要学派与研究方法

1．传播学的起源、形成与发展

2．传播学的主要学派

3. 传播学主要研究方法

第三部分：智能媒体传播

（一）理解智能媒体传播

1. 智能媒体技术的应用

2. 智能媒体传播的内涵

3. 智能媒体传播的特征

（二）智能媒体的文化传播

1. 身份认知的新特征

2. 社交网络的新生态

（三）智能媒体的融合传播

1. 新闻业的智能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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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智能新闻的反思与未来图景

四、参考书目

序

号
参考书目 编著者姓名 出版社名称 出版时间（第 X 版）

1
新闻学概论（第二

版）

《新闻学概论》

编写组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0 年（第 2 版）

2
传播学教程（第二

版）
郭庆光

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2011 年（第 2 版）

3 智能媒体传播 段鹏等
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2022 年（第 1 版）

（一）《新闻学概论》

本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本

书坚持把习近平新闻舆论工作重要论述系统融入教材；努

力反映研究成果和制度建设新成就，加强对重大理论观点

的阐释，保证教材内容与新的理论和新的实践相契合；结

合媒体融合发展的新实践，突出了“媒体融合”时代特色；

更新、增添了大量典型案例，特别是大幅增加党的十八大

以来的新闻实践案例。修订版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新闻学的

基本原理、基础知识和基本能力，大大增强了实用性和应

用性，更符合当前新闻理论教学的实际需要。

（二）《传播学教程》

本书为 21 世纪新闻传播学系列教材、“十一五”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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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规划教材。本书自出版以来在国内产生了广泛而深入的

影响。它运用国内外传播学研究的最新成果，结合新媒介

技术的发展，阐释人类社会的信息传播现象，注重概念的

明晰性和理论的系统性，对现代信息社会中的人内传播、

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网络传播、

国际传播与全球传播等领域中的许多理论和现实课题进

行了深入的剖析，从而勾勒出传播学的基本理论体系和框

架。

（三）《智能媒体传播》

本书系统梳理了智能媒体发生发展的过程，总结分析了智

能媒体传播发展过程中的核心议题，包括智能媒体时代传

播学理论新体系的构建、智能媒体技术的前沿应用、社交

网络的发展方向、新闻领域的智能化趋势、智能融媒体等，

有助于理解智能媒体传播的现实与未来，更好地把握智能

媒体传播的时代脉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