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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聊的时候，我会打开电脑登录QQ，和既陌生又熟悉的“朋友”们聊天，让多余的时光

悄悄溜走；当思念来到的夜晚，我会为远在异国他乡的亲朋好友发一份电子邮件，送一份祝

福、道一声珍重；闲暇之时，我会到网上“冲浪”看新闻，点击间，国际国内最新动态、各行

各业热门话题尽收眼底，快建方便、轻松自在。查资料、看球赛、买东西……从学习交流到娱

乐休闲，无“网”不在、无“网”不能，“网络”已成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相信

“网络”两个字已不再是我们的陌生朋友。 

  众所周知，网上的新闻信息也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对网络新闻信息的采集整理与加

工制作已不再是传统的新闻记者(从业人员)能够完全胜任的了。随着计算机网络与信息技术的

飞速发展，特别是被人们称为继报纸、广播、电视之后的“第四媒体”——国际互联网的广泛

普及，一个培养网络信息时代的新闻人才的全新的专业——网络传播也因之而诞生。那么，作

为一个新兴的专业，网络传播专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专业，它的培养目标、专业特色及课程

设置情况如何，可能很多考生及读者并不知晓。为此，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做一些介绍，希望

大家能对这个全新的专业有所了解。 

  培养目标：会采、能编、懂技术的新闻传播人才 

  或许大家已经感受到了，网上传播新闻信息的特点就在于它不仅可以到达全世界的每一个

角落，而且传播速度快速无比；我们在网络上看到新闻信息的多媒体化，如视频、音频直播，

动画等，其表现形式也是活泼多样，非常的吸引人；浏览者也可以随时将自己的意见通过添加

评论、论坛回帖等方式进行反馈和交流，这种互动性更能吸引读者的兴趣。目前在我国和世界

各地，各种网站纷纷建立，上网人数快速增长，网络传播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并日

益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 

  新兴技术使人类迈向一个互动的、立体式的新世界，网络传播正是网络信息技术与新闻传

播二者相结合的产物。该专业以新闻传播学为基础，以信息技术为重要内容，广泛涉猎人文社

会科学领域，具有文理结合的交叉学科性质。培养的人才不仅要有扎实的人文社科知识功底，

掌握新闻传播的知识和能力，又要具有系统的网络技术知识技能。这个专业培养的是实践能力

强，适应网络新闻传播需要的复合性、实用性人才。作为“网络传播”的专业人才，他们既会

采访、写作报道，又会利用各种技术进行编辑、制作，最后以完美的页面形式发布到网站上。 

  专业特色：文理兼容、理论与技术并重的前沿性学科 

  如果你想成为一名网络记者，不必像选择其他专业时那样再三考虑自己是文科生还是理科

·纽约时报的实习生制度  

·核心期刊与研究生教育  

·新闻教改遭教育界质疑  

·日本新闻教育改革现状  

·当前新闻教育错在何处？  

·新闻改革新思路和新闻…  

·新闻摄影教育，我们为…  

站内搜索 登陆 论坛注册



生，这是一个文理科学生都会招收的专业。网络传播专业人才是文理综合的复合性人才，它具

有文理兼容的突出特色。该专业突破了传统新闻传播学科相对单一的学科体系与知识含量，在

学科内容上构成强化了文科知识和理科知识的融合，因此顺应了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宽口径、

厚基础”的综合性人才培养的趋势。因为网络技术的发展十分迅速，更新换代也十分频繁，所

以这个专业的教学与科研也会时时追踪这些发展，始终处在科学技术与学术研究的前沿。 

  该专业特别注重对学生的应用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在教学环节中，各校都建立了课程

实习、校内综合实习、基地专业实习三级实践课教学体系，重视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学习这

个专业，你不会再为成天学习那些“空洞”与“苍白无力”的理论而发愁了。这个专业的特别

之处就在于，在学习基本理论知识的基础上，注重实践和应用。动画设计制作、网页制作、网

站策划设计等课程还吸引了众多其他专业的学生选修和旁听。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经过系统

的学习和训练，你一定会得心应手的设计制作出自己喜欢的动画、精美的网页。武汉大学一位

2001级的毕业生找工作时，用设计独特的个人名片替代了厚厚的简历，上面印有他的个人网

址。个性化的求职方式和制作精美的网页，博得了一家大型公司老总的高度评价，该公司将其

破格录用。到了大三的时候，学生们还有机会到人民网、新浪网等大型网站去实习几个月。由

于这方面的人员比较稀缺，所以一些网站都很乐意接收实习生。 

  该专业的学生对“学以致用”这个词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解和体会，如雨后春笋般兴起的各

类校园网站为学生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在这里你可以大显身手。凭着自己的专业优势，你可以

成为某个网站的负责人或技术主力。专业的优势也许还会给你带来生财之道，武汉大学一位大

三学生，多次和别人合作并承包了几家公司的部分网站建设工作，兼职月收入上千元，成了令

人羡慕的“校园金领”一族。 

  课程设置：新闻传播与网络技术“平分秋色” 

  作为一个文理兼容的交叉学科，所学课程主要由传统新闻学的核心主干课程和计算机网络

技术方面的实务课程两大部分构成。尽管各校的专业课程设置都有所不同，但基本都会有公共

基础课和人文社科基础、新闻传播理论与实务、网络传播技术、网络传播理论与实务五大块。

专业主干课程有：网络传播概论、网络新闻实务、网络伦理学、计算机网络原理与应用、数字

传播技术、多媒体信息技术、网络视觉设计、网页制作与开发、新闻学概论、新闻法规、大众

传播学、中国文学。专业主要实验有网站策划与建设、数字信息处理、摄影技术、电视摄像制

作。 

  就业前景：现有从业人员稀缺，人才需求巨大 

  最近的互联网调查数据表明：截至2004年7月，我国网民人数已高达8700万，排名世界第

二。由此可见，我国互联网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而且我国的传统媒

体，如报刊杂志、广播、电视台也都纷纷上网，建立自己的电子版或网站。以2004年8月对雅

典奥运会的报道为例，《人民日报》下属的人民网在4日内的访问量突破了1000万，而对奥运

会开幕式报道的点击达1.3亿人次之多。 

  市场研究机构的调查分析，和因特网相关的信息传播及报务行业是我国目前发展势头最

好、经济效益最高的行业。相关分析数据表明，全国这类人才的缺口近100万，单网络媒体的

人才缺口为3-5万人，而高校每年培养不足1000人。一些专家在几次网络媒体发展论坛中分析

指出，相关专业人才的不足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网络传播事业发展的瓶颈。除了人才数量的不足

以外，现有从业人员的素质也难以满足网络信息时代高速发展的需要。从业者主要有两类人员

组成，一部分是计算机网络技术人员，他们在传播技术的开发与应用中能够得以应手，但是他

们不太了解新闻传播的基本规律和工作方法，可以说对网络新闻产品的生产是茫然不知；另一

类是从传统媒体走出来的记者和编辑，但是他们不懂网络技术，如制作网页、动画，开发数据

库等。 

 



  物以稀为贵。实践也证明了网络传播专业的就业前景生机勃勃，近几年为数不多的毕业生

都被用人单位早早一抢而光，和传统的新闻传播专业形成了明显的对比。 

  院校介绍：由于网络传播是一个新兴的专业，原有的教育部本科教学专业目录暂没有收

录，但是国内一些高校已经纷纷开设了此专业及方向，目前国内主要有6所高校开设有该专，

它们分别是华中科技大学、北京传媒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暨南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传播学院1998年创办了全国第一个网络新闻传播班；2004年4月30日，

北京广播学院更名为北京传媒大学，开设了我国第一个网络传播学院，并开始招收网络传播专

业及第二学位；清华大学传播系从1996年开设新媒体研究专业，目前还没有招收本科生；中国

人民大学在99级新闻学专业本科生中开设网络传播方向，培养能利用网络技术从事新闻工作的

人才；武汉大学在报纸新闻学、广播电视新闻学以及广告学之外，2001年新开设网络传播专业

方向，2004年11月正式成为该校一个本科专业。目前，该专业按新闻传播类大类招生，大三时

确定专业，并到网络传媒专进行业学习；暨南大学新闻系已在研究生专业设置了网络传播方

向，计划在今后招收本科生。 

  收费标准：2004年武汉大学该专业的收费标准为5850元/年。 

  新兴指数：★★★★ 

  受欢迎指数：★★★★★(理由：物以稀为贵。一是目前国内开设该专业的院校较少，二

是该专业技术含量高，三是该专业为数不多的毕业生一直保持着很高的就业率，就业前景看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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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文章：网络传播

· 浅论非主流文化与网络传播 (2007-6-20) 

· 网络时代的传播困境 (2007-3-9) 

· 网络传播中不法行为及负面影响 (2007-2-28) 

· 从“驱逐流氓老外”事件析网络传播的潜在风险 (2006-10-21) 

· 对网络传播与大学生日常生活关系研究 (2006-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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