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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位置：硕士生导师 【关闭窗口】 

简介： 

    安徽合肥人，现为安徽师范大学传媒学院副院长、新闻学教授、新闻传播学硕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新闻教育学会理事、全国新闻学研究会理事、中国新闻

教育史学会理事、新安传媒网高级顾问、安徽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安徽师范大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等职。 

    曾在《新安晚报》从事过记者、编辑工作，发表消息、通讯、深度报道、评论等各类新闻稿件300余篇，其中数十篇作品获国家级、省级新闻奖项。先后

担任《报纸编辑学》、《新闻采访学》、《新闻写作学》、《新闻业务专题》、《新闻传播理论研究》、《新闻传播实务研究》等本科生与研究生课程的教

学。10多年来，在《新闻战线》、《新闻大学》、《青年研究》、《当代传播》、《中国记者》、《新闻记者》、《对外传播》、《新闻界》、《中国新闻年

鉴》和《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等学术期刊上发表科研论文7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解读传媒——传媒生态与新闻生态研究》、《突发公共事

件报道研究》等，主持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项目、安徽省教学研究项目、安徽省精品课程《新闻采访学》、安徽省特色

专业《新闻学》等多个研究项目，学术专著《突发公共事件报道研究》获2009—2010年度安徽省社会科学文学艺术出版奖（社科类）三等奖。  

主持科研项目： 

1．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突发公共事件中新闻舆论引导方式研究》（项目编号：AHSK05-06D33） 

2．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项目《灾难新闻报道理论与方法研究》（项目编号：2006SK091） 

3．安徽省教学研究项目《新闻传播学专业结构调整与人才培养方案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编号：2007jyxm210） 

4．安徽省精品课程《新闻采访学》 

5．安徽省特色专业《新闻学》（项目编号：20100213） 

出版学术专著： 

1．《解读传媒——传媒生态与新闻生态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年10月版 

2．《突发公共事件报道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 2010年4月版 

发表学术论文： 

1．标题之间的”跨界”与“混搭 《新闻战线》2012年第5期（中文核心期刊）  

2. 信息耗散模式与新闻真实性——兼论香农—韦弗“噪音”说和马莱兹克系统模式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CSSCI来源期刊）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新闻与传播》2012年第7期全文转载）  

3.观察采访在新闻报道中的价值与意义 ——基于我国新闻战线开展的“走转改”活动 《新闻界》2012年第20期（CSSCI来源期刊）  

4.西方新闻自由的理想王国与现实图景 《当代传播》2011年第5期 （CSSCI来源期刊）（《中国新闻年鉴》2012年卷全文转载） 

5．网络自杀新闻报道及其影响因子研究——基于传播学研究的内容分析法 《青年研究》2010年第5期（CSSCI来源期刊） 

6．突发事件报道方法与传播效果解析——2008年我国突发事件报道研究综述 《当代传播》2009年第2期（CSSCI来源期刊） 

7．发言人的“错位”《新闻记者》2008年第9期（CSSCI来源期刊） 

8．新闻媒体在舆论监督中的角色定位 《当代传播》2007年第7期（CSSCI来源期刊） 

9．有理？有利？有节？——媒体报道三题 《新闻记者》2006年第8期（CSSCI来源期刊） 

10．慎重报道涉及宗教信仰的内容《当代传播》2006年第4期（CSSCI来源期刊） 

11．人物通讯采写的共性和个性 《当代传播》2006年第2期（CSSCI来源期刊）  

12. 新闻同质化竞争中的策略 《当代2005年 第2期（CSSCI来源期刊） 

13．民族情绪在商业广告中的渗透和影响 《新闻记者》2005年第5期（CSSCI来源期刊） 

14．传媒核心竞争力及其影响要素解读 《新闻大学》2004年冬季号（CSSCI来源期刊）（人大复印资料《新闻与传播》2005年第4期全文转载） 

15．灾难新闻报道方法及其对受众知情权的影响 《新闻大学》2002年夏季号（CSSCI来源期刊）（杨胜江编著、新疆电子出版社2005年6月出版的《记者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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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突发灾难性事件报道经验谈》全文收录） 

16．新闻记者的职业精神 《当代传播》2003年第5期（CSSCI来源期刊） 

17．新闻监督与司法独立之间的辩证关系 《当代传播》2002年第1期（CSSCI来源期刊） 

18．从几则新闻报道实例看新闻记者的社会责任感 《当代传播》2000年第5期（CSSCI来源期刊）  

19．延安时期我党对外传播策略及其启示 《对外传播》2009年第6期 （《中国新闻年鉴》2010年卷全文转载） 

20．灾难性事件报道方法论初探 《新闻战线》2003年第9期 （中文核心期刊）  

（陈燕、刘东平主编，外文出版社2007年4月出版的《危机事件报道案例分析》全文收录） 

21．传播学对中国新闻学理论建构的贡献 《新闻战线》2009年第5期 （中文核心期刊） 

22．从汶川地震看中国网民对突发公共事件的介入 《电视研究》2008年第9期 （中文核心期刊） 

23．我国新闻传播教育现状及其发展态势新探 《新闻战线》2006年第3期（中文核心期刊） 

24．谣言岂能作为新闻报道 《新闻战线》2007年第4期 （中文核心期刊）  

25．突发事件中新闻媒体角色的合理调适 《新闻界》2003年第2期 （中文核心期刊） 

26．对新闻职业道德和作风的另类解读 《新闻通讯》2002年第2期 （中文核心期刊） 

27．偷拍偷录行为合法化的辩证思考 《新闻战线》2002年第7期 （中文核心期刊） 

28．从朱镕基总理答记者问看记者的提问艺术 《新闻爱好者》2002年第1期 （中文核心期刊） 

29．新闻报道中歧视性语言摭谈 《新闻爱好者》2001年第10期 （中文核心期刊） 

30．“号外”也应是张新闻纸 《新闻实践》2001年第10期 （中文核心期刊） 

31．21世纪首日部分报纸一版比较研究 《中国记者》2001年第2期 （中文核心期刊） 

32．叫读者（听众）信谁？——关于“东方红”三姐妹报道 《新闻界》1997年第2期 （中文核心期刊） 

33．新闻报道不能误导受众 《新闻通讯》1999年第1期（中文核心期刊） 

34．一则新闻两种相反报道的启示 《新闻世界》1997年第3期  

35．新闻舆论监督难点及其对策刍议 《声屏世界》2000年第2期 

36．试析新闻工作者的新闻敏感与社会责任 《新闻世界》2000年第7期 

37．奉献给新世纪的第一道“新闻大餐” 《新闻世界》2001年第2期 

38．试析增强典型人物报道思想性和可读性的三个有效着力点 《应用写作》2001年第9期 

39.“问题新闻”与新闻职业道德和作风建设 《新闻业务研究》2002年第1期  

40．早间节目的新闻风格定位及设置 《声屏世界》2002年第1期 

41．法制新闻报道中的非规范化语言谈片 《学语文》2002年第1期 

42．灾难性事件中的新闻舆论监督平议 《声屏世界》2002年第8期 

43．灾难新闻报道中的人文主义关怀 《新闻论坛》2003年第1期 

44．试析议程设置理论及其在伊拉克战事报道中的运用 《声屏世界》2003年第6期 

45．新闻界信用缺失的生成原因及其对策刍议 《声屏世界》2004年第4期 

46．新闻媒体的精品意识、法制意识和合作精神刍议 《采写编》2004年第4期 

47．我国电视新闻频道设置的传播学思考 《传播学研究集刊》第2辑（2004年） 

48．新闻媒体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新探 《城市党报研究》2005年第6期 

49．我国新闻传播教育的办学模式与特色刍议 《今传媒》2005年第5期 

50．地方媒体参与报道国内重大事件的策略及其意义 《声屏世界》2006年第4期 

51．对当下网络视频短片盛行的思考 《今传媒》2006年第6期 

52．慎讲好话 慎用图片 慎发传言――媒体报道“三慎”《新闻三昧》2007年第4期 

53．构建突发公共事件报道理论体系和操作模式 《对外大传播》2007年第6期 

54．从传媒生态到新闻生态 《声屏世界》2007年第7期 

55．白居易新乐府诗中的真实性原则 《学语文》2007年第5期 

56．北京奥运圣火传递报道中的新闻选择 《东南传播》2008年第6期 

57．新闻传播为思想解放运动预设强大的舆论场 《今传媒》2008年第7期 

58．从王旭明离职看新闻发言人的职业特点及其要求 《今传媒》2008年第10期 

59．从信息公开角度看汶川地震报道的特点与效果 《声屏世界》2008第7 期 

60．危机事件报道中的媒体功能 《东南传播》2008年第8期  

61．灾难新闻报道中的绝对主角和相对主角 《东南传播》2008年第9期 

62．灾难新闻在高校校园传播的特点探究 《当代青年研究》2008年第11期 

63．突发公共事件中的新闻媒体——以拉萨“3·14”事件、“5·12”汶川地震和“三鹿奶粉”事件报道为视阈 《对外传播》2008年第12期 

64． 新闻业务教学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改革与创新——以《新闻采访学》课程教学为例《今传媒》2009年第2期 

65．坚持用科学发展观统领我国新闻传播学学科建设与发展 《东南传播》2010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