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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简介

全日制硕士指导教师名单 

您当前所在位置： 

职工号： 100725 姓名： 魏伟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75年04月

学历： 研究生 学位： 博士

职称： 副教授 职务： 

教学部门： 新闻系 Email： weiwei@cdsu.edu.cn

通信地址： 成都市体院路2号

研究方向： 体育新闻传播；体育文化；符号学；叙事学；广播电视学

个人简介：  

魏伟，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民盟盟员。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体育新闻传播分会会员。

他毕业于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文艺与传媒专业，文学博士。他曾在地方电视媒体从事编

辑、记者、主持人多年，曾解说20多个项目共1000多场比赛，部分曾在CCTV播出。他曾经主持

过川大百年校庆晚会，双语主持过中国驻芝加哥总领馆春节联欢晚会、环球小姐四川赛区决赛

等活动。 

2012年，他作为责任人之一承担了国家体育总局宣传司“2012伦敦奥运会境外舆情分析报

告”的编撰任务，受到国家体育总局和中国代表团表彰。2012年参与写作国家体育总局宣传司

下达的“体育新闻宣传手册”中的两章。此外，他担任了大型纪录片《四川体育60年》的撰稿

和副导演，作为责任人负责了2010世界现代五项锦标赛总决赛的宣传策划工作。目前，他是四

川省精品课程“体育新闻采访与写作”的主要授课教师。 

魏伟副教授目前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近现代西方思想家的体育观》（项目号：

11XTY004），校级创新团队项目《传媒与体育》（CXTD201205），带领一批体育传播界的优秀

青年副教授和博士，该团队有可能成为国内该学术领域的领军团队。 

魏伟副教授目前已出版专著一本，《国际广播电视体育史》是全球范围内第一本对广播电

视体育进行梳理和总结的著作。此外，他还参编了教育部规划教材《广播电视新闻编辑》。

2012年底，他将出版独著教材《体育解说教程》。此外，他还参编了多部著作和论文集的写

作，将在2013和2014年连续出版多本专著。近5年来，他在CSSCI和中文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20

多篇，其中包括权威核心期刊和重要期刊多篇。此外，他还承担了多项横向课题和校级课题。 

魏伟副教授于2001-2002年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总校传播艺术系进修学习。2011年

10月，他随新闻系代表团访问了美国亚拉巴马大学传播电信学院和佛罗里达州立大学传播学

院。2011年11月，他参与组织、策划并邀请多位外国专家学者来成都参加了成都国际体育新闻

传播高端论坛。2012年底，他很可能将赴佛罗里达州立大学从事传播学博士后研究。2013年，

他参与编写的英文《鲁特莱奇体育传播手册》将出版，该著作集中了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0多

位体育传播学者，他是中国的两位作者之一。此外，他还与《国际体育传播学刊》、《体育媒

介学刊》和《传播与体育》等国际学术期刊保持密切的学术联系。 

除了体育新闻传播以外，魏伟副教授的研究涉猎广泛。他参与了多本符号学书籍的编纂，



他的多篇论文是运用符号学来进行研究，目前他正在积极准备开拓体育符号研究，争取在2015

年前后编撰出版世界上第一本有关体育符号研究的专著。他在体育文化、广播电视学、体育理

论和播音主持方面也有建树。 

近五年来的科研成果（含科研获奖、厅局级以上课题、核心期刊发表论文、教材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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