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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媒大学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

初试科目《新闻传播综合》考试大纲

一、考试目的及要求

《新闻传播综合》考试大纲适用于报考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

本科目要求考生掌握新闻传播基础知识、一般规律和具体要求，关注新闻传播理论与实践前

沿，具有的良好综合素养和专业能力，能运用所学知识进行具体的新闻传播实践。具体包括：

新闻综合：要求掌握新闻采访、新闻写作、新闻编辑、新闻评论基础知识和具体要求，

并具有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进行报纸、广播、电视、网络、媒介融合等具体新闻传播实践的能

力。

传播综合：要求掌握传播理论应用、传播学研究方法应用与数字传播实务具体要求，具

有使用理论和方法来观察新闻传播现象、分析新闻传播相关问题以及改进传播实践等的能力。

二、考试内容

第一部分 新闻采访

1. 新闻采访定义、特点、类型与要求

2. 新闻选题来源、方法及标准

3. 新闻采访过程、原则、方法与伦理

4. 新闻采访理论与实务发展前沿

第二部分 新闻写作

1. 新闻写作一般要求

2. 消息定义、特点、结构、分类等与写作实务

3. 通讯（含深度报道、特稿） 定义、特点、类型、主题、选材、结构等与写作实务

4. 新闻写作理论与实务发展前沿

第三部分 新闻编辑

1. 新闻编辑特点与要求

2. 新闻报道组织与策划

3. 新闻稿选择、修改与配置

4. 新闻标题制作

5. 版面编辑

6. 图片编辑

7. 全媒体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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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新闻评论

1. 新闻评论定义、特点、功能、类别

2. 新闻评论选题、论点、论据与论证

3. 新闻评论写作实务

4. 新闻评论理论与实践发展前沿

第五部分 广播电视新闻

1. 广播电视新闻写作特点、消息写作、新闻专题写作、现场报道

2. 广播电视新闻编辑规律及实务

3. 广播电视新闻评论类别及制作规律

4. 广播电视新闻节目类型、特点、形态与风格等

第六部分 数字新闻传播

1. 数字新闻传播一般规律及前沿理论

2. 新闻网站、新闻客户端、微信、微博等新闻实务

3. 数据新闻及可视化新闻

4. 融合报道实务

第七部分 传播理论应用

1. 媒介规范理论

2. 受众理论

3. 效果理论

4. 媒介环境学派主要理论

5. 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批判理论

6. 与媒介研究相关的文化与社会理论

7. 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理论与方法在传播研究中的应用

8. 新媒体环境下的舆论引导

9. 其他理论

第八部分 传播研究方法的应用

1. 问卷调查及其他社会调查统计方法

2. 实验法

3. 内容分析法

4. 符号学与文本分析法

5. 深度访谈、民族志等质性研究方法

6. 其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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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试题类型

主要题型包括简答题、论述题、应用题、综合题等。

四、考试形式及时长

笔试，考试时长为 3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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