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学专业

课程教学大纲



目录
《新闻学专业导论》课程教学大纲..........................................................................................................1
《新闻学概论》课程教学大纲..................................................................................................................5
《新媒体概论》课程教学大纲................................................................................................................11
《传播学》课程教学大纲........................................................................................................................16
《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法》课程教学大纲 ...............................................................................................21
《新闻传播伦理与法规》课程教学大纲 ...............................................................................................25
《广告学》课程教学大纲........................................................................................................................32
《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课程教学大纲 ...............................................................................................37
《新闻摄影》课程教学大纲....................................................................................................................42
《新闻采访》课程教学大纲....................................................................................................................47
《电视摄像》课程教学大纲....................................................................................................................52
《中国新闻传播史》课程教学大纲........................................................................................................58
《新闻写作》课程教学大纲....................................................................................................................65
《音视频编辑》课程教学大纲................................................................................................................71
《外国新闻传播史》课程教学大纲........................................................................................................79
《新闻编辑》课程教学大纲....................................................................................................................85
《新闻评论》课程教学大纲....................................................................................................................92
《融合新闻学》课程教学大纲................................................................................................................96
《媒介经营与管理》课程教学大纲......................................................................................................101
《名记者研究》课程教学大纲..............................................................................................................106
《深度报道》课程教学大纲..................................................................................................................112
《新媒体运营与管理》课程教学大纲..................................................................................................116
《经典新闻作品》课程教学大纲..........................................................................................................120
《新闻学发展前沿》课程教学大纲......................................................................................................126
《全媒体创意与文案写作》课程教学大纲 .........................................................................................130
《优秀广告作品赏析》课程教学大纲..................................................................................................134
《微电影创作》课程教学大纲..............................................................................................................138
《跨文化传播专题》课程教学大纲......................................................................................................144
《经典电影鉴赏》课程教学大纲..........................................................................................................150
《人际传播》课程教学大纲..................................................................................................................154
《数据新闻与可视化》课程教学大纲..................................................................................................160
《网络与社会舆论》课程教学大纲......................................................................................................164
《语言表达》课程教学大纲..................................................................................................................169
《新闻播音》课程教学大纲..................................................................................................................173
《非虚构写作》课程教学大纲..............................................................................................................177
《深度访谈艺术》课程教学大纲..........................................................................................................181
《即兴演讲与主持》课程教学大纲......................................................................................................185
《学术论文写作规范》课程教学大纲..................................................................................................190
《中国经典文学选读》课程教学大纲..................................................................................................194
《媒介与社会》课程教学大纲..............................................................................................................198
《数字媒体与图像处理》课程教学大纲 .............................................................................................203
《纪实影像创作》课程教学大纲..........................................................................................................208
《公共关系学》课程教学大纲..............................................................................................................213
《大数据技术应用》课程教学大纲......................................................................................................219



《视觉人类学》课程教学大纲..............................................................................................................229
《管理学基础》课程教学大纲..............................................................................................................235
《媒体观摩》课程教学大纲..................................................................................................................240
《新闻传播学读书报告（一）》课程教学大纲....................................................................................244
《专业实践采风》课程教学大纲..........................................................................................................250
《新闻传播学读书报告（二）》课程教学大纲 .................................................................................254
《专业实习》课程教学大纲..................................................................................................................259
《专题新闻摄影》课程教学大纲..........................................................................................................264
《新闻采写报道》课程教学大纲..........................................................................................................268
《融合新闻创作》课程教学大纲..........................................................................................................272
《新闻传播学读书报告（三）》课程教学大纲 ...................................................................................276
《毕业论文》课程教学大纲..................................................................................................................281



1

《新闻学专业导论》课程教学大纲

新闻学专业导论
课程名称

An Introduction to Journalism Major

课程代码 10413201 课程性质 专业教育课程

课程类别 专业基础课程 先修课程 无

学分/学时 1 / 16 理论学时

/实验学时
16 / 0

适用专业 新闻学 开课单位 文学艺术学院

课程负责人 马晓亮 唐红 审定日期 2022 年 9 月

一、课程简介

《新闻学专业导论》是面向新闻学专业学生开设的专业认知课程。该课程属于专业基础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的是通过教师的讲授、学生讨论、学生查阅资料完成作业的方式，让学生了解新

闻学专业及当前的发展状况、了解新闻学专业的发展前景；明确石河子大学新闻学专业人才培养

的方向、目标和方式；了解新闻学专业理论课程体系和实践课程体系，从而加深对新闻学专业的

状况、前景、要求的理解，明确专业理论、专业实践学习的步骤、过程，为今后的学习、就业、

发展做出正确规划。 

二、课程目标

本课程有 3个课程目标，具体如下：

目标 1：通过学习使学生理解新闻学专业的职业素养，理解坚守新闻真实性、传播先进文化，

弘扬社会正气、严守道德伦理底线的基本原则。

目标 2：通过学习使学生了解新闻专业及理论课程体系构建和实践能力要求、专业发展现状、

未来发展方向等专业基础知识。

目标 3：通过分组讨论培养学生的协作沟通能力。

各课程目标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关系见下表：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 毕业要求 2：职业素质

指标点 2.2 职业素养：坚守新闻真实性等基本原则，具有强烈的社

会责任感，传播先进文化，弘扬社会正气，严守道德伦理底线，坚

决抵制低俗、庸俗、媚俗的内容。

课程目标 2 毕业要求 3：专业理论
指标点 3.1 基础知识：系统掌握新闻学专业相关知识和理论，具备

在专业领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课程目标 3 毕业要求 6：沟通协作

能力
指标点 6.26.2 协作能力。具备良好的团队协作能力，善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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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内容

知识单元
对应课程目

标
学习成果 教学内容 课程目标达成方式 学时分配

第一章

新闻专业

及发展前景

课程目标 1
课程目标 2

1. 了解新闻工作者的职业素养

2. 了解新闻专业的发展现状

3. 了解新闻专业的发展前景

1.新闻学专业概论

2.新闻工作者的职业素养

3.新闻工作者的自我定位

4.新闻专业的发展现状

5.新闻专业的发展前景

1. 教学活动：课堂讲授，多媒体

教学

2. 学习任务：课程作业

4

第二章

新闻专业人才培

养目标及方式

课程目标 2
1.了解2022版新闻学人才培养方案的

基本情况

2.明确专业学习的方向和目标

1.2022 版新闻学人才培养方案的基本情况

2. 2022 版新闻学人才培养方案的培养目标

3. 2022 版新闻学人才培养方案的课程体系设置

1. 教学活动：课堂讲授，多媒体

教学，课堂讨论

2. 学习任务：课程作业

4

第三章

新闻专业理论课

程体系

课程目标 2
课程目标 3

1.了解新闻学专业理论课程体系及构

建逻辑

2.明确理论课程的学习方式

1.新闻学专业理论课程体系

2.新闻学专业理论课程体系的构建逻辑

3.新闻学专业理论课程体系的学习方法

1. 教学活动：课堂讲授，多媒体

教学，课堂讨论

2. 学习任务：课程作业

4

第四章

新闻专业实践课

程体系

课程目标 2
课程目标 3

1.了解新闻学专业实践课程体系及构

建逻辑

2.明确实践课程的学习方式

1.新闻学专业实践课程体系

2.新闻学专业实践课程体系的构建逻辑

3.新闻学专业实践课程体系的学习方法

1. 教学活动：课堂讲授，多媒体

教学，课堂讨论

2. 学习任务：课程作业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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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目标达成的评价方式及评价标准

（一）评价方式及成绩比例 

课程成绩包括 3 个部分，分别为课程作业（20%）、课堂讨论（30%）、期末结课作业

（50%），具体见下表：

评价方式及比例（%）
课程目标

课程作业 课堂讨论 结课作业
成绩比例（%）

课程目标 1 15 5 30 50

课程目标 2 5 5 20 30

课程目标 3 20 20

合计 20 30 50 100

（二）评价标准

1. 课程作业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优（90-100 分） 良（75-89 分） 及格（60-74 分） 不及格（0-59 分）

权重

（%）

课程目标 1

通过作业考查学生对所

讲授的新闻工作者职业

素养的理解和认识的程

度与正确性

准确并全面认

识我国新闻工

作者的职业素

养

较为准确

、较为全面的

认识我国新

闻工作者的

职业素养

基本准确认识

我国新闻工作

者的职业素养，

但并不全面

对我国新闻工作

者的职业素养的

认识不正确或存

在较大认识误区

15

课程目标 2
通过作业考查学生对所

讲授的新闻专业基础知

识理解的正确程度

能正确认识新

闻专业及理论

课程体系构建

和实践能力要

求、专业现状及

发展方向

能基本正确

的认识到新

闻专业及理

论课程体系

构建和实践

能力要求、专

业现状及发

展方向

对新闻专业及

理论课程体系

构建和实践能

力要求、专业现

状及发展方向

认识不够，存在

较为明显的问

题

对新闻专业及理

论课程体系构建

和实践能力要求、

专业现状及发展

方向认识简单、

片面，存在较严

重的问题

5

2．课堂讨论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优（90-100 分） 良（75-89 分） 及格（60-74 分） 不及格（0-59 分）

权重

（%）

课程目标 1

通过分组讨论考查学生

对所讲授的新闻工作者

职业素养的理解和认识

的程度与正确性

准确并全面认

识我国新闻工

作者的职业素

养

较为准确

、较为全面的

认识我国新

闻工作者的

职业素养

基本准确认识

我国新闻工作

者的职业素养，

但并不全面

对我国新闻工作

者的职业素养的

认识不正确或存

在较大认识误区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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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2
通过分组讨论考查学生

对所讲授的新闻专业基

础知识理解的正确程度

能正确认识新

闻专业及理论

课程体系构建

和实践能力要

求、专业现状及

发展方向

能基本正确

的认识到新

闻专业及理

论课程体系

构建和实践

能力要求、专

业现状及发

展方向

对新闻专业及

理论课程体系

构建和实践能

力要求、专业现

状及发展方向

认识不够，存在

较为明显的问

题

对新闻专业及理

论课程体系构建

和实践能力要求、

专业现状及发展

方向认识简单、片

面，存在较严重的

问题

5

课程目标 3 通过分组讨论考查学生

的协作能力

小组能够很好

的配合，准备充

分，讨论效果好

小组能够较

好的配合，准

备较充分，讨

论效果较好

小组配合存在

问题，准备不够

充分，讨论效果

一般

小组缺乏配合，准

备不充分，讨论效

果差

20

3．结课作业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优（90-100 分） 良（75-89 分） 及格（60-74 分） 不及格（0-59 分）

权重

（%）

课程目标 1

通过分组讨论考查学生

对所讲授的新闻工作者

职业素养的理解和认识

的程度与正确性

准确并全面认

识我国新闻工

作者的职业素

养

较为准确

、较为全面的

认识我国新

闻工作者的

职业素养

基本准确认识

我国新闻工作

者的职业素养，

但并不全面

对我国新闻工作

者的职业素养的

认识不正确或存

在较大认识误区

30

课程目标 2
通过分组讨论考查学生

对所讲授的新闻专业基

础知识理解的正确程度

能正确认识新

闻专业及理论

课程体系构建

和实践能力要

求、专业现状及

发展方向

能基本正确

的认识到新

闻专业及理

论课程体系

构建和实践

能力要求、专

业现状及发

展方向

对新闻专业及

理论课程体系

构建和实践能

力要求、专业现

状及发展方向

认识不够，存在

较为明显的问

题

对新闻专业及理

论课程体系构建

和实践能力要求、

专业现状及发展

方向认识简单、片

面，存在较严重的

问题

20

五、推荐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源

（一）建议教材

 1. 谢金文. 新闻学导论.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 版。

（二）主要参考书及学习资源

 1. 石长顺. 融合新闻学导论.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 版。

 2. 梁瑞平. 一个新闻人的核心素养.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9。

大纲修订人签字： 马晓亮                                      修订日期：2022.7

大纲审定人签字： 杜瑶 马晓亮                                 审定日期：20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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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学概论》课程教学大纲

新闻学概论
课程名称

Introduction of Journalism

课程代码 10413202 课程性质 专业教育课程

课程类别 专业基础课程 先修课程 无

学分/学时 3/48
理论学时

   / 实 验

学时

48/0

适用专业 新闻学 开课单位 文学艺术学院

课程负责人 孙秀珍 审定日期 2022 年 9 月

一、课程简介

新闻学概论是新闻学专业本科生的专业核心基础必修课。该课程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指导，

主要介绍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的基本观点和基本原理。内容主要围绕新闻的性质、特征、

发生、发展、传播及其规律，对新闻和新闻活动的本质和属性，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性质、任务、

管理模式，以及新闻媒体的功能等进行探讨。专业学生掌握新闻学的基本理论知识和原理，树立

良好的专业媒介素养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将为今后的新闻实践提供理论指导，并对尝试解决新

闻实践中不断提出的新问题提高理论支撑。

二、课程目标

本课程有 3个课程目标，具体如下：

目标 1：熟记新闻学的基本观点、原理及新闻生产和价值实现影响要素，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新闻事业工作原则及指导思想；

目标 2：具备一定的新闻敏感和相关专业新闻素养，准确分析和评价新闻现象和媒介热点，能

应用理论解释新闻现象，并能坚守正确的新闻价值观和良好的职业素养。

目标 3：坚守党性原则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树立红色底线意识，运用理论知识于实践，传播

优秀文化，讲好兵团故事。

各课程目标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关系见下表：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 3.专业理论
指标点 3.1 基础知识：系统掌握新闻学专业相关知识和理论，具备在

专业领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课程目标 2 2.职业素质

指标点 2.2 职业素养：坚守新闻真实性等基本原则，具有强烈的社会

责任感，传播先进文化，弘扬社会正气，严守道德伦理底线，坚决抵

制低俗、庸俗、媚俗的内容。

课程目标 3 1.政治素质
指标点 1.2 政治素养：坚持新闻工作者的党性原则，坚持马克思主义

新闻观，坚持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基本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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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内容

知识单元 对应课程目标 预期学习成效 教学内容 课程目标达成方式 学时

1 绪论

   课程目标 1、2

1了解新闻传播活动发展及特点；

   2熟悉新闻理论研究对象及各国主导性理论

   3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发展及成果

1新闻传播活动 

   2各国主导性新闻理论

   3中国特色新闻理论内容

1．课堂教学

   2．课堂讨论

理论

   4

学时

2 新闻及新闻真实

   课程目标 1、2、3
1掌握新闻定义与基本特征

   2掌握新闻真实内涵与原则

1新闻真实内涵与原则

   3客观性与倾向性

1．课堂教学

   2．案例分析

理论

   4

学时

3 新闻选择

   课程目标 1、2、3

1掌握新闻价值的影响要素和实现过程

   2熟悉新闻选择过程

   3领会和运用新闻价值内涵与标准

1影响新闻选择的新闻生产要素

   2新闻价值要素、标准及实现过程

   3 “红色新闻溯源”教学实践

1．课堂教学

   2．课堂讨论

   3．课后实践

理论

   8

学时

4新闻生产与认知

   课程目标 1、2、3

1掌握新闻、新闻价值内涵与要素

   2熟悉新闻价值实现过程生产影响要素

   3领会和运用新闻与新闻价值内涵

1新闻判断与认知

   2新闻生产机制与社会

1．多媒体教学

   2．研讨

理论

   4

学时

5 新闻事业 课程目标 1、2、3

1熟悉新闻事业的产生

   2了解新闻事业的性质和功能

   3熟悉中国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功能与性质

1新闻事业功能

   2我国新闻事业主要任务

1．课堂教学

   2．课堂讨论

   3．案例分析

理论

   2

学时

6新闻宣传

   课程目标 1、2、3

1了解宣传的定义及历史、特点

   2熟悉我国的新闻宣传

   3掌握和运用新闻宣传的主要方式

1宣传内涵

   2我国新闻宣传基本理念

   3新闻宣传—寻找“军垦人”教学

实践

1．课堂教学

   2．课堂讨论

   3．课后实践

理论

   6

学时

7新闻舆论监督

   课程目标 1、2、3

1了解舆论的定义及历史、特点

   2理解舆论监督及舆论引导

   3理解我国舆论监督的任务与原则

1舆论定义及特征

   2新闻舆论监督涵义、功能作用

   3我国舆论监督的任务与原则

1．课堂教学

   2．课堂讨论

   3．案例分析

理论

   4

学时

8重视新闻宣传与舆论

监督
课程目标 1、2、3

1掌握我国新闻事业功能和性质；

   2熟悉新闻宣传和舆论监督原则与理念

   3领会和运用新闻宣传和舆论监督内涵

1新闻宣传与“讲好中国故事”

   2主流媒体与民间舆论场

   3“讲好军垦故事”教学实践

1．多媒体教学

   2．研讨

   3．课后实践

理论

   6

学时

9新闻事业管理 课程目标 1、2、3
1了解党性原则

   2掌握我国新闻事业管理体制主要内容及原则

1党性原则

   2我国新闻事业管理原则和内容

1.    课堂教学

   2．课堂讨论

理论

   2

学时

10新闻队伍建设

   课程目标 1、2、3
1了解新闻队伍建设主要内容

   3中西新闻道德规范

1新闻队伍建设内容与重要性

   2西方新闻道德规范评价

1．课堂讨论

   2．案例分析 

理论

   2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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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新闻事业与社会 课程目标 1、2、3
1了解社会及技术发展对新闻事业影响

   2领会和运用新闻事业及理论光照当下社会现实

1 新媒体技术与新闻事业管理和新闻

队伍建设

   2从疫情报道看中西新闻媒体

1．多媒体教学

   2．研讨

理论

   4

学时

12总论 课程目标 1、2、3 1、理解

1 中国特设社会主义新闻理论体系框

架

   2总结与展望

1．课堂教学

   2.    多媒体教

学

理论

   2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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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目标达成的评价方式及评价标准

（一）评价方式及成绩比例 

课程成绩包括 2 个部分，分别为平时成绩和期末成绩，分别占比 60%和 40%。其中平时成绩

主要由章节测验、讨论、课后实践和作业构成；缺勤学生直接扣减平时考核成绩；累计缺勤三次

的学生，不得参加该课程的结课考试。具体见下表：

评价方式及比例（%）

课程目标
章节测

验
讨论

课后实践、作

业
期末考查

成绩比例（%）

课程目标 1 20 5 5 20 50

课程目标 2 0 5 10 15 30

课程目标 3 0 5 10 5 20

合计 20 15 25 40 100

（二）评价标准

1. 章节测验评价标准

章节测验对应课程目标 1，以考查学生对新闻学基本概念、观点和原理等客观知识点的掌握，

以实际客观测试分值为依据。

2.讨论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优（90-100 分） 良（75-89 分） 及格（60-74 分） 不及格（0-59 分）

权重

（%）

课程目标 1

考查对新闻学新闻

学的基本观点、原

理等客观知识点的

掌握

准确运用新闻概

念和原理等表述

和分析相关媒介

实践和现象

较准确运用新闻

概念和原理等表

述和分析相关媒

介实践和现象

不够准确运用新

闻概念和原理等

表述和分析相关

媒介实践和现象

很难运用新闻概

念和原理等表述

和分析相关媒介

实践和现象

5

课程目标 2
考查学生运用理论

分析和解释媒介现

象能力的掌握

准确分析和评价

新闻现象和媒介

热点，具有正确

的新闻价值观和

职业素养。

较准确分析和评

价新闻现象和媒

介热点，具有正

确的新闻价值观

和职业素养

不能准确分析和

评价新闻现象和

媒介热点，具有

正确的新闻价值

观和职业素养

很难分析和评价

新闻现象和媒介

热点，具有正确

的新闻价值观和

职业素养

5

课程目标 3

考查学生对党性原

则和马克思主义新

闻观认知，及讲好

中国故事的理念把

握。

正确把握党性原

则和马克思主义

新闻观，理解讲

好中国故事的意

义

较正确把握党性

原则和马克思主

义新闻观，理解

讲好中国故事的

意义

不够正确把握党

性原则和马克思

主义新闻观，理

解讲好中国故事

的意义

很难把握党性原

则和马克思主义

新闻观，理解讲

好中国故事的意

义

5

3．课后实践和作业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优（90-100 分） 良（75-89 分） 及格（60-74 分） 不及格（0-59 分）

权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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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1

考查对新闻生产和

价值实现影响要素

及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新闻事业工作原

则及指导思想的掌

握

准确掌握新闻生

产和价值实现影

响要素及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新闻

事业工作原则及

指导思想

较准确掌握新闻

生产和价值实现

影响要素及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新

闻事业工作原则

及指导思想

不够准确掌握新

闻生产和价值实

现影响要素及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

新闻事业工作原

则及指导思想

很难掌握新闻生

产和价值实现影

响要素及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新闻

事业工作原则及

指导思想

5

课程目标 2
考查新闻敏感和相

关专业新闻素养的

掌握

具备基本的新闻

敏感和相关专业

新闻素养

基本具备一定的

新闻敏感和相关

专业新闻素养

新闻敏感和相关

专业新闻素养较

差

缺乏新闻敏感和

相关专业新闻素

养
10

课程目标 3

考查学生对党性原

则和马克思主义新

闻观认知，及讲好

中国故事的理念把

握。

正确把握党性原

则和马克思主义

新闻观，理解讲

好中国故事的意

义

较正确把握党性

原则和马克思主

义新闻观，理解

讲好中国故事的

意义

不够正确把握党

性原则和马克思

主义新闻观，理

解讲好中国故事

的意义

很难把握党性原

则和马克思主义

新闻观，理解讲

好中国故事的意

义

10

4．期末考查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优（90-100 分） 良（75-89 分） 及格（60-74 分） 不及格（0-59 分）

权重

（%）

课程目标 1

考查对新闻学新闻

学的基本观点、原

理等客观知识点的

掌握

准确运用新闻概

念和原理等表述

和分析相关媒介

实践和现象

较准确运用新闻

概念和原理等表

述和分析相关媒

介实践和现象

不够准确运用新

闻概念和原理等

表述和分析相关

媒介实践和现象

很难运用新闻概

念和原理等表述

和分析相关媒介

实践和现象

20

课程目标 2
考查学生运用理论

分析和解释媒介现

象能力的掌握

准确分析和评价

新闻现象和媒介

热点，具有正确

的新闻价值观和

职业素养。

较准确分析和评

价新闻现象和媒

介热点，具有正

确的新闻价值观

和职业素养

不能准确分析和

评价新闻现象和

媒介热点，具有

正确的新闻价值

观和职业素养

很难分析和评价

新闻现象和媒介

热点，具有正确

的新闻价值观和

职业素养

15

课程目标 3

考查学生对党性原

则和马克思主义新

闻观认知，及讲好

中国故事的理念把

握。

正确把握党性原

则和马克思主义

新闻观，理解讲

好中国故事的意

义

较正确把握党性

原则和马克思主

义新闻观，理解

讲好中国故事的

意义

不够正确把握党

性原则和马克思

主义新闻观，理

解讲好中国故事

的意义

很难把握党性原

则和马克思主义

新闻观，理解讲

好中国故事的意

义

5

五、推荐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源

（一）建议教材

1. 马工程新闻学概论编写组编.《新闻学概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9 

（二）主要参考书及学习资源

 1. 主要参考书：

（1）李良荣.《新闻学概论》（第三版）.上海：复旦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

（2）陈力丹.《新闻理论十讲》（第三版）.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

（3）弗雷德·西伯特（美）等.《传媒的四种理论》.展江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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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杨保军.《新闻真实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

（5）李普曼.《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

（6）陆定一.《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年

（7）本书编写组.《习近平新闻思想讲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

 2. 学习资源

网站：新华网、人民网、澎湃新闻、新浪网（新闻频道）、凤凰网、联合早报网

中国大学慕课：浙江大学《新闻传播理论》（吴飞主讲）；

大纲修订人签字：孙秀珍                                 修订日期：2022年 7月

大纲审定人签字：杜瑶 马晓亮                            审定日期：2022年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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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概论》课程教学大纲

新媒体概论
课程名称

Introduction  to New Media

课程代码 10413203 课程性质 专业教育课程

课程类别 专业基础课程 先修课程 新闻学概论

学分/学时 2/32 理论学时/实验学时 32/0

适用专业 新闻学、广播电视学 开课单位 文学艺术学院

课程负责人 高山 审定日期 2022 年 9 月

一、课程简介
本课程为新闻学专业本科生的专业课。

《新媒体概论》课程从理论阐述和实务讲解两方面，对“新媒体”进行系统分析，涉及与“新

媒体”相关的新闻传播、教育、法律、管理等多个学科，讨论和研究包括新媒体理论基础、新媒

体的形态及发展、以及新媒体的管理及未来等。本课程既反映了当前新媒体领域学术交叉研究成

果，也对新媒体进行较系统的介绍，将新媒体置于传媒生态之中，从“技术—传媒—社会”三维

视角考察新媒体。使学生掌握新媒体的特征、规律，把握其发展脉络，认识其发展现状；从而逐

步掌握新媒体环境下的新闻生产活动变化。

二、课程目标

本课程有 3 个课程目标，具体如下：

1、能运用所学深入分析新媒体的失范之处并理解加强管理的迫切性、重要性。

2、掌握相关的传播理论，提高跨学科的能力，能够对其中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思考，并为今

后的实际工作和研究工作打下基础。

3、对新媒体概论的总体框架有大致的认识，对它的发展脉络有基本的了解，具备运用新媒体

的理论和方法分析，解决当代社会现实问题的能力。

各课程目标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关系见下表：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 1.政治素质
指标点 1.2：坚持新闻工作者的党性原则，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坚

持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基本方针

课程目标 2 2.职业素质

指标点 2.2：坚守新闻真实性等基本原则，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传

播先进文化，弘扬社会正气，严守道德伦理底线，坚决抵制低俗、庸

俗、媚俗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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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内容

知识单元 对应课程目标 学习成果 教学内容 课程目标达成方式 学时分配

1.新媒体概

念及特征
课程目标 2、3

1.客观认识新媒体概念及其特征；

   2.了解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区别；

   3.了解新媒体给传媒业带来的冲击。

1.新媒体概念、特征；

   2.新媒体发展现状；

   3.新媒体对传统媒体的冲击与融

合。

1.课堂教学；

   2.课堂讨论。

理论

   6 学时

2.新媒体研

究的理论模

型

课程目标 2、3
1.了解新媒体给新闻传播理论带来的影响；

   2.认识公众接受传媒信息时的“选择性四因素”。

1.新媒体给新闻传播理论带来的影响；

   2.新媒体研究的理论。

1.课堂教学；

   2.课堂讨论；

   3.课程案例分析。

理论

   4 学时

   

3.新媒体时

代的受众
课程目标 2、3

1.了解传统受众理论在新媒体背景下的演变；

   2.了解在新媒体时代用户身份的演变

   3.掌握用户的心理和行为特征。

1.新媒体时代受众理论；

   2.新媒体时代受众特征；

   3.新媒体时代受众心理及行为分

析。

1.课堂教学；

   2.课堂讨论；

   3.社会调查。

理论

   6 学时

   

4.新媒体的

类型
课程目标 2、3

1.了解新媒体人际传播兴起的原因；

   2.了解人际传播的代表性形态；

   3.了解网络大众传播的发展概况及传播特征。

1.互联网新媒体；

   2.手机新媒体；

   3.电视新媒体。

1.课堂教学；

   2.课堂讨论；

   3.课程案例分析。

理论

   6 学时

   

5.web1.0时

代新媒体的

主要形态

课程目标 2、3

1.了解搜索引擎相关知识；

   2.掌握门户网站的概念、基本功能、特征和发展趋

势；

   3.掌握电子商务网站的构成要素、基本类型；

   4.了解以淘宝为代表的中国电子商务网站的运营

轨迹。

1.搜索引擎；

   2.门户网站；

   3.垂直网站；

   4.电子商务网站。

1.课堂教学；

   2.课堂讨论；

   3.课程案例分析。

理论

   8 学时

   

6.web2.0时

代新媒体主

要形态

课程目标 1、2、
3

1.了解博客的内涵以及博客在传播学领域的影响；

   2.了解微博的发展及其深远的传播学影响；

   3.了解我国视频网站的基本发展模式以及视频网

站的主要特点。

1.博客与微博；

   2.社交网站；

   3.视频网站。

1.课堂教学；

   2.课堂讨论；

   3.社会调查。

理论

   8 学时

   

7.媒介融合 课程目标 2、3
1.了解媒介融合的概念；

   2.掌握媒介融合的主要类型；

   3.掌握媒介融合的主要特征。

1.媒介融合的概念与类型；

   2.媒介融合的条件；

   3.媒介融合的特征。

1.课堂教学；

   2.课堂讨论。

理论

   6 学时

   



13

8.新媒体的

失范与管理
课程目标 1、2

1.了解新媒体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各种失范现象；

   2.了解互联网监管存在的问题；

   3.了解和掌握网络舆论的特点、功能，我国网络舆

论管理存在的问题及解决的基本途径。

1.新媒体的失范；

   2.新媒体微观管理；

   3.新媒体宏观管理。

1.课堂教学；

   2.课堂讨论；

   3.课程案例分析。

理论

   4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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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目标达成的评价方式及评价标准

（一）评价方式及成绩比例   

课程成绩包括 2 个部分，分别为平时成绩和期末成绩。其中平时成绩主要由课堂讨论、课后

实践和作业构成；缺勤学生直接扣减平时考核成绩；累计缺勤三次的学生，不得参加该课程的结

课考试。具体见下表：

评价方式及比例（%）
课程目标

课堂讨论 课后实践、作业 期末考查
成绩比例（%）

课程目标 1 10 0 10 20

课程目标 2 10 10 10 30

课程目标 3 0 10 40 50

合计 20 20 60 100

（二）评价标准

1. 讨论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
课

程

目

标

考核依据

优（90-100 分） 良（75-89 分） 及格（60-74 分） 不及格（0-59 分）

权重

（%）

课

程

目

标 1

考查学生正确分析

新媒体的失范表象

及本质

正确分析新媒体的

失范表象及本质

较好认识分析新媒

体的失范表象及本

质

不能清晰认识分析

新媒体的失范表象

及本质

不能准确认识分析

新媒体的失范表象

及本质
10

课

程

目

标 2

考查学生运用相关

传播理论，对网络

传播一些重要问题

进行思考的能力

准确运用相关传播

理论，对网络传播

一些重要问题进行

思考

较准确运用相关传

播理论，对网络传

播一些重要问题进

行思考

运用相关传播理论，

对网络传播一些重

要问题进行思考能

力较差

较难运用相关传播

理论，对网络传播一

些重要问题进行思

考

10

2．课后实践和作业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优（90-100 分） 良（75-89 分） 及格（60-74 分） 不及格（0-59 分）

权重

（%）

课程目标 2

遵循新闻伦理与道

德的标准认识、分

析新媒体传播形态、

观念、内容

准确运用新闻伦

理与道德的标准

认识、分析新媒

体传播形态、观

念、内容

较新闻伦理与道

德的标准认识、

分析新媒体传播

形态、观念、内

容

新闻伦理与道德

的标准认识、分

析新媒体传播形

态、观念、内容

能力较差

新闻伦理与道德

的标准认识、分

析新媒体传播形

态、观念、内容

能力不足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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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3

运用传播学、新闻

学理论认知新媒体，

理性分析新媒体对

信息传播带来的机

遇与挑战

准确运用传播学、

新闻学理论认知

新媒体，分析新

媒体对信息传播

带来的机遇与挑

战

较准确运用传播

学、新闻学理论

认知新媒体，分

析新媒体对信息

传播带来的机遇

与挑战

运用传播学、新

闻学理论认知新

媒体，分析新媒

体对信息传播带

来的机遇与挑战

能力较差

运用传播学、新

闻学理论认知新

媒体，分析新媒

体对信息传播带

来的机遇与挑战

能力不足

10

3．期末考查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优（90-100 分） 良（75-89 分） 及格（60-74 分） 不及格（0-59 分）

权重

（%）

课程目标 1

考查学生对媒介

融合时代需要坚

守职业伦理与新

闻价值的认识
   

正确认识媒介融

合时代带来的媒

介表达的形态、

语态、生态的变

迁与坚守职业伦

理与新闻价值的

关系

较好认识媒介融

合时代带来的媒

介表达的形态、

语态、生态的变

迁与坚守职业伦

理与新闻价值的

关系

不能清晰认识媒

介融合时代带来

的媒介表达的形

态、语态、生态

的变迁与坚守职

业伦理与新闻价

值的关系

不能准确认识媒

介融合时代带来

的媒介表达的形

态、语态、生态

的变迁与坚守职

业伦理与新闻价

值的关系

10

课程目标 2
考查学生认识了解

新媒体新形态、语

态的专业能力

学生具备准确认

识了解新媒体新

形态、语态的专

业能力

学生具备较准确

认识了解新媒体

新形态、语态的

专业能力

学生基本具备准

确认识了解新媒

体新形态、语态

的专业能力

学生准确认识了

解新媒体新形态、

语态的专业能力

不足

10

课程目标 3

考查学生对新媒体

理论、新媒体实践

新媒体管理知识的

理解与运用

准确理解新媒体

理论、新媒体实

践新媒体管理知

识

较准确理解新媒

体理论、新媒体

实践新媒体管理

知识

基本理解新媒体

理论、新媒体实

践新媒体管理知

识

较难理解新媒体

理论、新媒体实

践新媒体管理知

识

40

五、推荐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源

（一）建议教材

 1. 匡文波.新媒体概论（第三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

（二）主要参考书及学习资源

 1. 彭兰.网络传播概论（第四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年。

 2. 宫承波.新媒体概论（第八版），北京：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2020 年。

大纲修订人签字：高山                                     修订日期：2022年 7月

大纲审定人签字：杜瑶 马晓亮                              审定日期：2022年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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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课程教学大纲

传播学
课程名称

Outline of Communication

课程代码 10413204 课程性质 专业教育课程

课程类别 专业基础课程 先修课程 新闻学概论

学分/学时 2 / 32 理论学时

/实验学时
32 / 0

适用专业 新闻学 开课单位 文学艺术学院

课程负责人 刘艳 审定日期 2022 年 09 月

一、课程简介

《传播学》是为新闻学专业学生开设的一门专业必修课。本课程包括传播学的起源、发展和

主要学派；人类传播的发展与历史及人类传播的不同类型等传播学的基本知识和基础理论。主要

教学内容包括：传播学的传播者研究、内容研究、媒介研究、受众研究和效果研究五大领域的基

本理论及传播学主要学派的基本理论。旨在培养学生运用传播学理论认识、分析和解决各种现实

的传播问题的能力。 

二、课程目标
本课程有 3个课程目标，具体如下：

目标 1：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理解掌握传播学的基础理论知识，并具备应用所学理论知识

正确认识和分析解决各种传播问题的能力。

目标 2：通过学习讨论了解掌握传播学的发展动态及理论前沿。 

目标 3：通过分组讨论、完成课程作业等培养学生的协作沟通能力。

各课程目标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关系见下表：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

毕业要求 3：专业理论。掌握新闻传播

学相关理论知识，了解学科动态和发展

趋势。

指标点 3.1 基础知识：系统掌握新闻学专业相关

知识和理论，具备在专业领域发现问题、分析问

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课程目标 2

毕业要求 3：专业理论。掌握新闻传播

学相关理论知识，了解学科动态和发展

趋势。

3.2前沿知识：了解本专业的发展趋势，了解国内

外新闻专业和行业的发展动态和理论前沿。

课程目标 3
毕业要求 6：沟通协作能力。掌握沟通

合作技能，具有团队协作精神。

指标点 6.2协作能力。具备良好的团队协作能力，

善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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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内容

知识单元
对应课程目

标
学习成果 教学内容 课程目标达成方式 学时分配

1．传播学的研究

对象和基本问题
课程目标 1

1．理解并掌握传播学的基本概念：

传播、信息等；

2．了解传播学的研究对象和基本问

题。

1．传播学的研究对象和知识架构；

2．传播的概念、特点；

3．信息的概念；

4.学习马克思精神交往理论，正确认识传播学。

1．课堂教学；

2．在线测试。 2学时

2．人类传播的历

史和发展
课程目标 1、2

1．掌握人类传播发展经历的不同阶

段及各个阶段的媒介特点；

2．理解并掌握媒介演进与社会发展

的关系。

1．人类传播的发展进程；

2．传播媒介的发展进化与社会发展。
1．课堂教学；

2．在线测试。
2学时

3.人类传播的不

同类型

课程目标1、

3

1．了解并掌握人类传播的几种不同

类型的相关知识；

2．运用相关知识正确认识现实生活

中的传播问题，找到可行的解决方

法。

1. 人内传播和人际传播；

2. 群体传播和组织传播；

3. 大众传播和网络传播。

1．课堂教学；

2．课后作业；

3．在线测试；

4．课堂讨论。

8学时

4.传播学的五大

研究领域

课程目标1、2、

3

1．理解掌握传播者研究、受众研究、

媒介分析、内容分析和效果研究的

主要理论；

2．运用相关理论正确认识和分析现

实生活中的传播现象和传播问题；

1.人类传播的过程和系统结构；

2.传播制度与媒介规范理论；

3．社会转型与受众变迁；

4.媒介技术与媒介组织；

5.人类传播的符号与意义；

6.传播效果研究。

1．课堂教学；

2．在线测试；

3．课后作业；

4．课堂讨论。

16学时

5.传播学研究史

及主要学派
课程目标 1、2

1.理解传播学主要学派对传播问题

的不同观点；

2.能运用这些理论观点认识和分析

现实中的传播现象和传播问题。

1.传播学的起源、形成和发展；

2.传播学的主要学派

1．课堂教学；

2．在线测试。
4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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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目标达成的评价方式及评价标准

（一）评价方式及成绩比例   

课程成绩包括 4 个部分，分别为课堂讨论、课程作业、在线测试、结课作业。具体见下表：

评价方式及比例（%）

课程目标
课堂讨论 课程作业 在线测试 结课作业

成绩比例（%）

课程目标 1 5 20 20 45

课程目标 2 5 15 10 30

课程目标 3 5 20 25

合计 10 20 20 50 100

（二）评价标准

1．课堂讨论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优（90-100 分） 良（75-89 分） 及格（60-74 分） 不及格（0-59 分）

权重

（%）

课程目标 2
通过分组讨论考查学生

对传播效果理论的理解

与应用。

能结合传播实践

准确理解几种传

播效果理论；并

合理运用效果理

论分析解释传播

问题。

能结合传播实

践较为准确地

理解几种传播

效果理论；应用

效果理论分析

解释传播问题

较为合理。

对传播效果理论

的理解不够准确；

应用效果理论分

析解释传播问题

的能力不够。

对传播效果理论的

理解存在偏差；应

用效果理论分析解

释传播问题的能力

欠缺。

5

课程目标 3
通过分组讨论考查学生

的协作能力

小组能够很好

的配合，准备充

分，讨论效果好。

小组能够较

好的配合，准

备较充分，讨

论效果较好。

小组配合存在

问题，准备不够

充分，讨论效果

一般。

小组缺乏配合，准

备不充分，讨论效

果差。
5

2. 课程作业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优（90-100 分） 良（75-89 分） 及格（60-74 分） 不及格（0-59 分）

权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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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1

通过作业考查学生对所

几种不同类型的人类传

播的理解与掌握程度以

及应用理论分析解决问

题的能力。

能结合实践准确

理解人类传播的

不同类型；并合

理运用相关理论

分析解释传播问

题。

能结合实践较

为准确地理解

人类传播的不

同类型；应用理

论分析解释传

播问题较为合

理。

对人类传播的不

同类型的理解不

够准确；应用理

论分析解释传播

问题的能力不够。

对人类传播的不同

类型的理解存在偏

差；应用理论分析

解释传播问题的能

力欠缺。

5

课程目标 2

通过作业考查学生对传

播媒介、受众、传播内容

等理论知识的理解与掌

握程度以及应用理论分

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能结合实践准确

理解媒介、受众、

传播内容等理论

知识；并合理运

用相关理论分析

解释传播问题。

能结合实践较

为准确地理解

媒介、受众、传

播内容等理论

知识；应用理论

分析解释传播

问题较为合理。

对媒介、受众、

传播内容等理论

知识的理解不够

准确；应用理论

分析解释传播问

题的能力不够。

对媒介、受众、传

播内容等理论知识

的理解存在偏差；

应用理论分析解释

传播问题的能力欠

缺。

15

3．在线测试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优（90-100 分） 良（75-89 分） 及格（60-74 分） 不及格（0-59 分）

权重

（%）

课程目标 1
考核学生对各章节基础

理论知识的掌握情况。

各章节基础理

论知识几乎全

部掌握。

各章节基础

理论知识掌

握较好。

各章节基础理

论知识掌握不

够好。

各章节基础理论

知识掌握较差。 20

4．结课作业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优（90-100 分） 良（75-89 分） 及格（60-74 分） 不及格（0-59 分）

权重

（%）

课程目标 1
通过分组完成作业考查

学生对所学理论知识的

综合运用能力。

具备综合应用

所学理论知识

发现问题、分析

问题及解决问

题的能力。

综合应用所

学理论知识

发现问题、分

析问题及解

决问题的能

力较好。

综合应用所学

理论知识发现

问题、分析问题

及解决问题的

能力有不足。

综合应用所学理

论知识发现问题、

分析问题及解决

问题的能力较为

欠缺。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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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2

通过分组完成作业考查

学生应用所学理论知识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

力。

具备综合应用

所学理论知识

发现问题、分析

问题及解决问

题的能力。

综合应用所

学理论知识

发现问题、分

析问题及解

决问题的能

力较好。

综合应用所学

理论知识发现

问题、分析问题

及解决问题的

能力有不足。

综合应用所学理

论知识发现问题、

分析问题及解决

问题的能力较为

欠缺。

10

课程目标 3
通过分组完成作业考查

学生的沟通、协作能力

小组能够很好

的配合，分工明

确，成员间能有

效沟通、合理解

决问题。

小组能够较

好的配合，分

工较明确，成

员间能较为

有效地沟通。

小组成员的分

工、配合存在一

定问题，有效沟

通的能力不足。

小组成员的分工、

配合存在较大问

题，有效沟通的能

力严重不足。

20

五、推荐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源

（一）建议教材

 1. 本书编写组.西方传播学理论评析.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1。

（二）主要参考书及学习资源

1.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第二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2.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 传播学概论（第二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3. 赛弗林、坦卡德.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6；

4. 刘海龙.大众传播理论：范式与流派，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5. 丹尼斯·麦奎尔.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6.

大纲修订人签字：刘艳                                      修订日期：2022年 7月

大纲审定人签字：杜瑶 马晓亮                               审定日期：2022年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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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法》课程教学大纲

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法
课程名称

Research Methods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课程代码 20413201 课程性质 专业教育课程

课程类别 专业基础课程 先修课程 传播学

学分/学时 2/32 理论学时

/实验学时
32/0

适用专业 新闻学 开课单位 文学艺术学院

课程负责人 毛颖辉 审定日期 2022 年 9 月

一、课程简介

SPSS 统计分析软件具有强大的统计分析和绘图功能，其所提供的各种统计模块可用于完成包

括基本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到复杂的专业统计分析在内的各种任务，实现对数据的管理和分析。本

课程系统介绍了使用 SPSS 软件进行问卷数据分析的思路及方法，分为四部分，分别是统计原理

和问卷设计、数据整理、统计描述和统计分析。侧重于问卷分析的应用性，力求让学生在短时间

内掌握使用 SPSS 软件分析问卷数据的方法并完成高质量的问卷数据分析报告，为新闻专业理论

和研究性课程的展开提供有效的方法论基础。

二、课程目标

本课程有 3个课程目标，具体如下：

1.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将熟悉量化研究的基本特征，记忆和理解数据分析的基本原理；

2.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具备应用 SPSS 软件，进行问卷制作、数据采集、描述、分析和解

释传播现象及规律的基本素质；

3.培养学生具备独立完成符合学术规范的调查研究报告的能力，并能够对优秀的研究报告做

出有效评析，并在此过程中建立创新思维和创新意识。

各课程目标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关系见下表：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 毕业要求 3：专业理论。掌握新闻传播

学相关理论知识，了解学科动态和发展

趋势。

3.2 前沿知识：了解本专业的发展趋势，了解国内外新

闻专业和行业的发展动态和理论前沿。

课程目标 2 毕业要求 5：工具性知识。掌握外语、

计算机及信息技术应用等工具性知识。

5.2 计算机能力：了解并掌握计算机和现代新媒体技术

基础知识以及相关应用。

课程目标 3 毕业要求 7：终身学习能力。持续提升

学科专业素养和实践能力，不断优化知

识结构。

7.1 学习能力。适应新媒体的发展趋势，不断更新专业

知识和实践技能。

7.2 创新能力。具备新闻业务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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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内容

知识单元 对应课程目标 学习成果 教学内容 课程目标达成方式 学时分配

第一部分 

统计原理与问

卷设计
课程目标 1

1．理解问卷调查研究的基本特征；因果分析的基

本逻辑；问卷调查的方法论背景；问卷调查研究

的基本过程

2．掌握量表类问卷和非量表类问卷的设计方法

1、统计原理

2、问卷设计

1．教学活动：理论讲授、多媒体教学、

课堂讨论

2．学习任务：课堂互动、闭卷考试

理论

6学时

第二部分  

数 据 管 理 及

SPSS软件操作

课程目标 1、2、

3

掌握运用 SPSS软件进行数据录入和读取、变量级

别的数据管理、文件级别的数据管理的操作方法

1、数据录入和读取数据

2、变量级别的数据管理

3、文件级别的数据管理

1．教学活动：理论讲授、多媒体教学、

课堂讨论

2．学习任务：课堂互动、闭卷考试

理论

6学时

学生研究设计

展示
课程目标 1、2、

3

能够根据所学理论选定一个有新闻价值的问卷调

查选题，通过研究计划的设计发现并学习新闻传

播前沿领域的研究动态。

评阅并帮助学生清晰展示研究设

计，提出修改意见

1．教学活动：课堂讨论

2．学习任务：展示汇报、课堂互动

课堂实践 4

课时

第三部分  

数 据 描 述 及

SPSS软件操作

课程目标 1、2、

3
掌握运用 SPSS软件进行数据描述的操作原理方法

1、单变量描述统计

2、分类变量的描述统计

1．教学活动：理论讲授、多媒体教学、

课堂讨论

2．学习任务：课堂互动、闭卷考试

理论

6学时

第四部分

统 计 分 析 及

SPSS 软件操作

课程目标 1、2、

3

掌握运用 SPSS软件进行信度、效度、聚类分析以

及卡方、方差、相关和回归分析的操作原理方法

1、信度、效度、聚类分析

2、卡方、方差、相关和回归分析

1．教学活动：理论讲授、多媒体教学、

课堂讨论

2．学习任务：课堂互动、闭卷考试

理论

6学时

学生研究报告

展示

课程目标 1、2、

3

能够根据所学理论与方法，按照选题计划，做出

一个完整的、符合学术规范的问卷分析报告

评阅并帮助学生清晰展示研究报

告，提出修改意见

1．教学活动：课堂讨论

2．学习任务：展示汇报、课堂互动

课堂实践 4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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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目标达成的评价方式及评价标准

（一）评价方式及成绩比例  

课程成绩包括三个部分，分别为随堂测验、研究设计、研究报告。具体见下表：

评价方式及比例（%）

课程目标
随堂测验 研究设计 研究报告

成绩比例（%）

课程目标 1 10 10
课程目标 2 10 15 25 50
课程目标 3 15 25 40
合计 20 30 50 100

（二）评价标准

1．随堂测验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优（90-100 分） 良（75-89 分） 及格（60-74 分） 不及格（0-59 分）

权重

（%）

课程目标 1

通过随堂测验考查

学生对量化研究的

基本特征，数据分

析的基本原理记忆

理解程度

客观题根据学生

实际得分情况进

行评价

客观题根据学生

实际得分情况进

行评价

客观题根据学

生实际得分情

况进行评价

客观题根据学生

实际得分情况进

行评价

10

课程目标 2

通过随堂测验考查

学生对软件操作方

法和数据分析原理

的掌握能力

客观题根据学生

实际得分情况进

行评价

客观题根据学生

实际得分情况进

行评价

客观题根据学

生实际得分情

况进行评价

客观题根据学生

实际得分情况进

行评价

10

2. 研究设计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优（90-100 分） 良（75-89 分） 及格（60-74 分） 不及格（0-59 分）

权重

（%）

课程目标 2

研究设计考查学

生对对软件操作

方法和数据分析

原理的掌握能力

能清晰描述研究问

题或假设，对选题

意义、创新点、测

量变量、问卷结构、

数据分析策略表述

清晰，有充足的文

献依据

能描述清楚研究

问题或假设，对

选题意义、创新

点、测量变量、

问卷结构、数据

分析策略表述准

确但不完备，有

一定的文献依据

对研究问题、选

题意义、创新点、

测量变量、问卷

结构、数据分析

策略表述不够

准确完备，漏洞

较多，文献依据

不足

对研究问题、选

题意义、创新点、

测量变量、问卷

结构、数据分析

策略表述逻辑混

乱，没有文献依

据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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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3

研究设计考查学

生对新闻传播现

象的分析解释和

创新研究能力

展开认识视野，表

达有新意的认识结

果；论点鲜明，表

达有效率；结构清

晰，论据充分，论

证有说服力，合乎

逻辑；语言通顺，

意思表达清晰准确，

可读性强

论点鲜明，表达

有效率；结构比

较清晰，论据充

分，论证较有说

服力，合乎逻辑；

语言通顺，意思

表达比较清晰准

确，有较强的可

读性

论点不够鲜明，

表达效率性需

改进；结构比较

清晰，还需补充

有说服力的论

据，论证逻辑有

待加强；语言较

通顺，有一定的

可读性

没有提出论点，

语言不够通顺，

表达没有效率，

论证缺乏逻辑，

没有结构意识，

不符合新闻评论

的写作要求 

15

3．研究报告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优（90-100 分） 良（75-89 分） 及格（60-74 分） 不及格（0-59分）

权重

（%）

课程目标 2

研究报告考查学生

对软件操作方法和

数据分析原理的掌

握能力

研究假设得到

有效证明、信度

效度分析合格，

数据描述清晰

详实有重点，数

据分析方法准

确符合规范

研究假设得到有

效证明，信度效度

分析合格，数据描

述和数据分析符

合规范，但不完备

，有少许漏洞，但

总体符合逻辑

研究假设部分得

到有效证明，信

度效度分析基本

合格，数据描述

和数据分析不够

准确完备，漏洞

较多

研究假设没有

得到有效证明，

信度效度分析

不合格，数据描

述和数据分析

逻辑混乱 25

课程目标 3

对新闻传播现象的

分析解释和创新研

究能力

能依据数据表

达有新意的结

论及解释；论点

鲜明，表达有效

率；结构清晰，

论据充分，论证

有说服力，合乎

逻辑；语言通顺，

意思表达清晰

准确，可读性强

论点鲜明，表达有

效率；结构比较清

晰，论据充分，论

证较有说服力，合

乎逻辑；语言通

顺，意思表达比较

清晰准确，有较强

的可读性

论点不够鲜明，

表达效率性需改

进；结构比较清

晰，还需补充有

说服力的论据，

论证逻辑有待加

强；语言较通顺，

有一定的可读性

没有提出论点，

语言不够通顺，

表达没有效率，

论证缺乏逻辑，

没有结构意识，

不符合新闻评

论的写作要求 
25

五、推荐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源

（一）建议教材

张文彤，《SPSS统计分析基础教程（第 3版）》，北京：高教出版社，2017年版

（二）主要参考书及学习资源

1、杨维忠、陈胜可、刘荣，《SPSS统计分析从入门到精通（第四版）》，北京：清华大学出版

社，2018年版

2、周俊，《问卷数据分析——破解 SPSS软件的六类分析思路（第 2版）》，北京：电子工业出

版社，2020年版

大纲修订人签字：毛颖辉                         修订日期：   2022 年  9 月

大纲审定人签字：杜瑶 马晓亮                    审定日期：   2022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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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传播伦理与法规》课程教学大纲

新闻传播伦理与法规
课程名称

Ethics and Laws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课程代码 20413202 课程性质 专业教育课程

课程类别 专业基础课程 先修课程
新闻学概论、马克思主义

新闻思想

学分/学时 2/32
理论学时

/实验学时
32/0

适用专业 新闻学、广播电视学 开课单位 文学艺术学院

课程负责人 张宁 审定日期 2022 年 09 月

一、课程简介

新闻伦理与法规这门课程包括两个部分：新闻伦理和新闻法规。新闻伦理，是新闻事业整体、

新闻媒介实体(包括报社、电台、电视台、网站等新闻组织)和新闻工作者(编辑、记者、播音、主

持等)在新闻传播活动中的价值取向、道德表现与日常行为品德规范等的总和。新闻法规是指调整

新闻传播活动中所产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总称。新闻伦理与法规是研究新闻行业如何良性运

行的一门学科。

二、课程目标

本课程有 3个课程目标，具体如下：

目标 1：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指导，引导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新闻伦理法规理论的基本原理、

基本概念、基本方法以及学科性质，加强学生对传媒伦理、传媒法规两个领域比较系统的学习。

目标 2：通过学习使学生了解新闻专业及理论课程体系构建和实践能力要求、专业发展现状、

未来发展方向等专业基础知识。

目标 3：通过学习使学生理解新闻学专业的职业素养，理解坚守新闻真实性、传播先进文化，

弘扬社会正气、严守道德伦理底线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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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课程目标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关系见下表：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

毕业要求1：政治素质。

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

和方向，坚持新闻工作

的党性原则，坚持马克

思主义新闻观。

指标点 1.2 政治素养：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积极参加政治学习，

掌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新闻工作者的党性原则，坚持马克

思主义新闻观，坚持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基本方针

课程目标 2：

毕业要求2：职业素质。

掌握新闻传播伦理法

规的相关理论知识，了

解学科动态和发展趋

势。

指标点 2.1 职业知识：系统掌握新闻传播行业知识和理论，具备在

专业领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课程目标 3：

毕业要 2：职业素养

拥有清晰的、适应传媒

行业的新闻工作者角

色认知，拥有与新闻传

播工作相适应的专业

素质

指标点 2.2 职业素养：坚守新闻真实性等基本原则，具有强烈的

社会责任感，传播先进文化，弘扬社会正气，严守道德伦理底线，

坚决抵制低俗、庸俗、媚俗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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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内容

知识单元
对应课程目

标
学习成果 教学内容 课程目标达成方式 学时分配

新闻伦理概述
课程目标 1
课程目标 2

4. 了解新闻传播伦理相关知识

5. 了解新闻专业的发展前景

1. 新闻伦理困境产生的原因

2. 新闻伦理困境的相关案例分析

思政点：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

1. 教学活动：课堂讲授，多媒体

教学

2. 学习任务：课程作业

4

新闻真实与虚假

新闻

课程目标 2
课程目标 3

1.了解新闻新闻现象

2.明确专业学习的方向和目标

1.虚假新闻

2. 维护新闻真实性、杜绝虚假新闻

思政点：个人品德修养、价值观

1. 教学活动：课堂讲授，多媒体

教学，课堂讨论

2. 学习任务：课程作业

2

传媒报道与人文

关怀

课程目标 2
课程目标 3

1.了解新闻报道中的人文关怀

2.明确专业学习的方向和目标

1.新闻报道中的人文关怀

2.新闻报道中实现人文关怀的对策

思政点：个人品德修养、价值观

1. 教学活动：课堂讲授，多媒体

教学，课堂讨论

2. 学习任务：课程作业

2

传媒报道与隐性

采访

课程目标 2
课程目标 3

1.了解新闻报道中的隐性采访涉及的

伦理道德问题

2..明确专业学习的方向和目标

1.新闻报道中隐性采访

2.隐性采访应该遵循的原则

思政点：个人品德修养、价值观

1. 教学活动：课堂讲授，多媒体

教学，课堂讨论

2. 学习任务：课程作业

2

传媒报道与媒介

审判

课程目标 2
课程目标 3

1.了解媒介审判的影响和遏制对策

2..明确专业学习的方向和目标

1.媒介审判

2 媒介审判的影响和遏制对策

1. 教学活动：课堂讲授，多媒体

教学，课堂讨论

2. 学习任务：课程作业

4

新闻传播法的基

本知识

课程目标 1
课程目标 2

1.了解新闻传播法相关知识

2.了解新闻专业的发展前景

1.法学的基本知识

2.新闻传播法概述

思政点：爱国主义教育

1. 教学活动：课堂讲授，多媒体

教学，课堂讨论

2. 学习任务：课程作业

4

表达自由
课程目标 1
课程目标 2

1.了解表达自由与新闻传播法之间的

联系

2.明确专业学习的方向和目标

1.表达自由

2.表达自由保障与限制

思政点：个人人生观、价值观

1.教学活动：课堂讲授，多媒体

教学，课堂讨论

2. 学习任务：课程作业

4

国家安全
课程目标 1
课程目标 2

1.了解国家安全与新闻传播之间的联

系

2.明确专业学习的方向和目标

1.新闻报道与国家安全

2.新闻报道中与国家安全相关的法律规则

思政点：爱国主义教育

1.教学活动：课堂讲授，多媒体

教学，课堂讨论

2. 学习任务：课程作业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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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传播与人格

权

课程目标 2
课程目标 3

1.了解新闻报道中活动的主体与新闻

传播对象之间的法律关系

2.明确专业学习的方向和目标

1.新闻侵权

2.新闻侵权的主要内容

3.新闻侵害人格权的抗辩事由

思政点：正确的价值观念、爱岗敬业、遵守职业道德

1.教学活动：课堂讲授，多媒体

教学，课堂讨论

2. 学习任务：课程作业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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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目标达成的评价方式及评价标准

（一）评价方式及成绩比例   

课程成绩包括 3 个部分，分别为课程作业、课堂讨论、期末考试。具体见下表：

（一）评价方式及成绩比例  

课程成绩包括 3 个部分，分别为课程作业、课堂讨论、期末考试。具体见下表：

评价方式及比例（%）
课程目标

课程作业 课堂讨论 结课作业
成绩比例（%）

课程目标 1 10 10 10 30

课程目标 2 10 10 10 30

课程目标 3 10 10 20 40

合计 30 30 40 100

（二）评价标准

1. 课程作业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优（90-100 分） 良（75-89 分） 及格（60-74 分） 不及格（0-59 分）

权重

（%）

课程目标 1

通过作业考查学生对所

讲授的新闻工作者政治

素养的理解和认识的程

度与正确性

准确并全面认

识我国新闻工

作者的政治素

养

较为准确、较

为全面的认

识我国新闻

工作者的政

治素养

基本准确认识

我国新闻工作

者的政治素养，

但并不全面。

对我国新闻工作

者的政治素养的

认识不正确或存

在较大认识误区

10

课程目标 2

通过作业考查学生对所

讲授的新闻传播伦理与

法规基础知识理解的正

确程度

准确并全面认

识我国新闻工

作者的职业知

识

较为准确、较

为全面的认

识我国新闻

工作者的职

业知识

基本准确认识

我国新闻工作

者的职业知识，

但并不全面

对我国新闻工作

者的职业知识的

认识不正确或存

在较大认识误区

10

课程目标 3

通过作业考查学生对所

讲授的新闻工作者职业

素养的理解和认识的程

度与正确性

准确并全面认

识我国新闻工

作者的职业素

养

较为准确

、较为全面的

认识我国新

闻工作者的

职业素养

基本准确认识

我国新闻工作

者的职业素养，

但并不全面

对我国新闻工作

者的职业素养的

认识不正确或存

在较大认识误区

10

2．课堂讨论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优（90-100 分） 良（75-89 分） 及格（60-74 分） 不及格（0-59 分）

权重

（%）



30

课程目标 1

通过分组讨论考查学生

对所讲授的新闻工作者

的政治素养的理解和认

识的程度与正确性

准确并全面认

识我国新闻工

作者的政治素

养

较为准确

、较为全面的

认识我国新

闻工作者的

政治素养

基本准确认识

我国新闻工作

者的政治素养，

但并不全面

对我国新闻工作

者的政治素养的

认识不正确或存

在较大认识误区

10

课程目标 2

通过分组讨论考查学生

对所讲授的新闻传播伦

理与法规的职业知识理

解的正确程度

能正确认识新

闻专业及理论

课程体系构建

和实践能力要

求、专业现状及

发展方向

能基本正确

的认识到新

闻专业及理

论课程体系

构建和实践

能力要求、专

业现状及发

展方向

对新闻专业及

理论课程体系

构建和实践能

力要求、专业现

状及发展方向

认识不够，存在

较为明显的问

题

对新闻专业及理

论课程体系构建

和实践能力要求、

专业现状及发展

方向认识简单、片

面，存在较严重的

问题

10

课程目标 3

通过分组讨论考查学生

对所讲授的新闻工作者

职业素养的理解和认识

的程度与正确性

准确并全面认

识我国新闻工

作者的职业素

养

较为准确

、较为全面的

认识我国新

闻工作者的

职业素养

基本准确认识

我国新闻工作

者的职业素养，

但并不全面

对我国新闻工作

者的职业素养的

认识不正确或存

在较大认识误区

10

3．结课作业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优（90-100 分） 良（75-89 分） 及格（60-74 分） 不及格（0-59 分）

权重

（%）

课程目标 1

通过结课作业考查学生对

所讲授的新闻工作者的政

治素养的理解和认识的程

度与正确性

准确并全面认识

我国新闻工作者

的政治素养

较为准确

、较为全面的认

识我国新闻工

作者的政治素

养

基本准确认识我

国新闻工作者的

政治素养，但并

不全面

对我国新闻工作者

的政治素养的认识

不正确或存在较大

认识误区

10

课程目标 2

通过结课作业考查学生

对所讲授的新闻传播伦

理与法规的职业知识理

解的正确程度

能正确认识新

闻专业及理论

课程体系构建

和实践能力要

求、专业现状及

发展方向

能基本正确

的认识到新

闻专业及理

论课程体系

构建和实践

能力要求、专

业现状及发

展方向

对新闻专业及

理论课程体系

构建和实践能

力要求、专业现

状及发展方向

认识不够，存在

较为明显的问

题

对新闻专业及理

论课程体系构建

和实践能力要求、

专业现状及发展

方向认识简单、片

面，存在较严重的

问题

10

课程目标 3

通过结课作业考查学生

对所讲授的新闻工作者

职业素养的理解和认识

的程度与正确性

准确并全面认

识我国新闻工

作者的职业素

养

较为准确

、较为全面的

认识我国新

闻工作者的

职业素养

基本准确认识

我国新闻工作

者的职业素养，

但并不全面

对我国新闻工作

者的职业素养的

认识不正确或存

在较大认识误区

20

五、推荐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源

（一）建议教材

  1. 牛静. 《新闻传播伦理与法规》.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 版。

2. 陈绚 . 《新闻传播伦理与法规》.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版。

（二）主要参考书及学习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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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魏永征：新闻传播法教程.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2.王军：传媒法规与伦理.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7

大纲修订人签字：张宁                                 修订日期：2022年 7月

大纲审定人签字：杜瑶 马晓亮                          审定日期：2022年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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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学》课程教学大纲

广告学
课程名称

Principle of Advertising

课程代码 20413203 课程性质 专业教育课程

课程类别 专业基础课程 先修课程 传播学

学分/学时 2 / 32 理论学时

/实验学时
32 / 0

适用专业 新闻学 开课单位 文学艺术学院

课程负责人 刘志艳 审定日期 2022 年 9 月

一、课程简介

《广告学》是面向新闻学专业学生开设的专业基础课程。本课程从理论的高度和宏观视野上

阐明广告学的性质、特点和规律，建立起广告学的基本原理、概念、类型、发展简史、市场调查、

广告表现战略、广告文案撰写、范畴以及相关的方法。广告学既是一门“理论课”，又是一门“实

践课”，既要保持广告学理论的概括性、思辨性，又应当保留广告学的感性的魅力。本课程涉及

的知识范围很广，不但要涉及大量的广告作品，而且还涉及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诸多学科领

域。广告学引领学生剖解广告学现象的密码，提高学生分析广告问题、创作广告、解决广告问题

的能力。

二、课程目标

本课程有 3个课程目标，具体如下：

目标 1：通过学习使学生理解广告创作者的职业素养，理解坚守新闻真实性、传播先进文化，

弘扬社会正气、严守道德伦理底线的基本原则。

目标 2：学习广告学相关理论知识的基础上掌握广告市场调查、广告创意、文案的实际流程。

目标 3：通过分组参赛的方式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各课程目标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关系见下表：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

毕业要求2：职业素质。

拥有清晰的、适应传媒

行业的新闻工作者角

色认知，拥有与新闻传

播工作相适应的专业

素质。

指标点 2.2 职业素养：坚守新闻真实性等基本原则，具有强烈的社

会责任感，传播先进文化，弘扬社会正气，严守道德伦理底线，坚

决抵制低俗、庸俗、媚俗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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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2

毕业要求3：专业理论。

掌握新闻传播学相关

理论知识，了解学科动

态和发展趋势。

指标点 3.1 基础知识：系统掌握新闻学专业相关知识和理论，具备

在专业领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课程目标 3

毕业要求 4：实践

能力。具备与新闻传播

学类工作相适应的业

务动手能力和实践能

力。

指标点 4.2信息传播能力。具备在全媒体平台传播新闻信息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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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内容

知识单元
对应课程目

标
学习成果 教学内容 课程目标达成方式 学时分配

第一章广告的内

涵和特征

课程目标 1
课程目标 2

6. 了解广告的基本含义、特点、类别

7. 了解广告学的发展现状

8. 了解行业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和作

用

1.现代广告的内涵

2.广告的基本特征

3.广告的分类

4.广告与新闻的异同

1. 教学活动：课堂讲授，多媒体

教学，课堂讨论

2. 学习任务：课程作业

4

第二章广告发展

演变的历史
课程目标 2 1.了解中国广告的起源与演进 

2.了解国外广告的起源与演进

1.中国广告发展经历的三个时期

2. 我国台湾和香港地区广告事业的发展

3. 外国广告发展状况

1. 教学活动：课堂讲授，多媒体

教学

2. 学习任务：课程作业

2

第三章广告理论 课程目标 2
1.了解广告学的基本理论

2.明确广告学理论对广告运作规律的

影响

1. USP 理论

2.BI 理论；

3.定位理论及方法

1. 教学活动：课堂讲授，多媒体

教学，课堂讨论

2. 学习任务：课程作业

4

第四章广告调查
课程目标 2
课程目标 3

1.了解广告市场调查的作用

2.明确广告调查问卷的撰写流程

1.市场调查的重要性及步骤

2.广告市场调查的内容

3.广告市场调查的常用方法和技巧

4.市场调查问卷的撰写应该注意的问题

1. 教学活动：课堂讲授，多媒体

教学，课堂讨论

2. 学习任务：课程作业

4

第五章名人广告
课程目标 2
课程目标 3

1.了解名人广告发展的现状

2.明确名人广告的地位和用法

1.名人广告的界定

2.名人广告的优点和缺点

3.运用名人广告的十大注意事项

1. 教学活动：课堂讲授，多媒体

教学，课堂讨论

2. 学习任务：课程作业

2

第六章广告创意

课程目标 1
课程目标 2
课程目标 3

1.了解创意不同的理解

2.掌握创意的技法并灵活运用于实践

创作中

1.创意的技法

2.电视广告创意的类型及脚本的写作

3.广告创意的法门

1. 教学活动：课堂讲授，多媒体

教学，课堂讨论

2. 学习任务：课程作业

8

第七章广告文案

课程目标 1
课程目标 2
课程目标 3

1. 了解和掌握广告文案的构成要素

2. 了解不同传播载体文案的异同

1.广告文案的概念与结构；

2.奥格威总结的广告标题的写作原则；

3.奥格威归纳的广告正文写作原则；

4.电视广告文案与平面广告文案的异同

1. 教学活动：课堂讲授，多媒体

教学，课堂讨论

2. 学习任务：课程作业

6

第八章广告业发

展与管理

课程目标 1
课程目标 2

1. 了解大力发展广告业能够提升企

业品牌影响力，并带动相关产业发

展，提高社会资源配置效率

2. 了解《广告法》的进一步完善，

是广告的法制化管理成为广告监督

管理的必然要求和选择

1.广告业发展；

2.广告法规与管理。

1. 教学活动：课堂讲授，多媒体

教学，课堂讨论

2. 学习任务：课程作业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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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目标达成的评价方式及评价标准

（一）评价方式及成绩比例   

课程成绩包括 3 个部分，分别为课程作业、课堂讨论、结课作业。具体见下表：

评价方式及比例（%）
课程目标

课程作业 课堂讨论 结课作业
成绩比例（%）

课程目标 1 5 10 — 15

课程目标 2 15 10 30 45

课程目标 3 — — 30 40

合计 20 20 60 100

（二）评价标准

1. 课程作业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优（90-100 分） 良（75-89 分） 及格（60-74 分） 不及格（0-59 分）

权重

（%）

课程目标 1

通过作业考查学生对所

讲授的广告从业者职业

素养的理解和认识的程

度与正确性

准确并全面认

识我国广告工

作者的职业素

养

较为准确

、较为全面的

认识我国广

告工作者的

职业素养

基本准确认识

我国广告工作

者的职业素养，

但并不全面

对我国广告工作

者的职业素养的

认识不正确或存

在较大认识误区

5

课程目标 2
通过作业考查学生对所

讲授的广告学课程基础

知识理解的正确程度

能正确认识并掌

握广告的基本知

识和理论，能够

较好地解决实际

问题

能基本正确认

识并掌握广告

的基本知识和

理论，能够解决

一定的实际问

题

对广告的基本知

识和理论和解决

实际问题的基本

能力不够，存在

较为明显的问题

对广告的基本知识

和理论认识简单、

片面欠缺，存在较

为严重的的问题，

不具备解决问题的

能力

15

2．课堂讨论与结课作业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优（90-100 分） 良（75-89 分） 及格（60-74 分） 不及格（0-59 分）

权重

（%）

课程目标 1

通过分组讨论考查学生

对所讲授的广告工作者

职业素养的理解和认识

的程度与正确性

准确并全面认

识我国广告工

作者的职业素

养

较为准确

、较为全面的

认识我国广

告工作者的

职业素养

基本准确认识

我国广告工作

者的职业素养，

但并不全面

对我国广告工作

者的职业素养的

认识不正确或存

在较大认识误区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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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2

通过分组讨论考查学生

对所讲授的广告专业基

础知识理解的正确程度

能正确认识并掌

握广告的基本知

识和理论，能够

较好地解决实际

问题

能基本正确认

识并掌握广告

的基本知识和

理论，能够解决

一定的实际问

题

对广告的基本知

识和理论和解决

实际问题的基本

能力不够，存在

较为明显的问题

对广告的基本知识

和理论认识简单、

片面欠缺，存在较

为严重的的问题，

不具备解决问题的

能力

30

课程目标 3
通过分组讨论考查学生

的实践能力

小组能够很好

的配合，准备充

分，作品信息传

播效果好

小组能够较

好的配合，准

备较充分，作

品信息传播

效果较好

小组配合存在

问题，准备不够

充分，作品信息

传播效果一般

小组缺乏配合，准

备不充分，信息传

播效果差

40

五、推荐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源

（一）建议教材

 1.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重点教材《广告学概论》，广告学概论编写组，高等教育

出版社，2018 版

（二）主要参考书及学习资源

 1. 罗子明、高丽华、丛珩：《现代广告概论》，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 年

 2. 金定海、吴冰冰：《中国广告经典案例评析》，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年.

大纲修订人签字： 刘志艳                                  修订日期：2022 年 7 月

大纲审定人签字： 杜瑶 马晓亮                             审定日期：2022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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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课程教学大纲

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
课程名称

Marxist Journalism Thoughts

课程代码 30413201 课程性质 专业教育课程

课程类别 专业基础课程 先修课程 新闻学概论 

学分/学时 3/48 理论学时

/实验学时
32/16

适用专业 新闻学 开课单位 文学艺术学院

课程负责人 唐红 审定日期 2022 年 9 月

一、课程简介

本课程属于新闻传播类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对学生的政治素养和专业素养的培养具有重要

意义，树立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对今后的职业发展具有指导性作用。该课程精选部分马克思

主义新闻思想经典原著，从发展历史、理论逻辑、现实观照及其结合上对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进

行系统的梳理和讲授，将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与无产阶级革命、建设历程相结合，与中国当代国

情相结合，与传媒技术发展和当前新闻传播实务相结合，让学生在原著的阅读与解读中理解、掌

握、树立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对后续专业理论与技能课具有专业导向性作用。

二、课程目标

本课程有 3个课程目标，具体如下：

目标 1：理解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发展历史及不同时期的代表性思想理论，传播先进文化，

弘扬社会正气。

目标 2：掌握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在中国的发展和理论前沿。

目标 3：树立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运用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分析当前传媒政策和传播

现象的方法。

各课程目标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关系见下表：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

2.职业素质。拥有清晰

的、适应传媒行业的新

闻从业者角色认知，拥

有与新闻传播工作相

适应的专业素质。

2.2职业素养：坚守新闻真实性等基本原则，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

感，传播先进文化，弘扬社会正气，严守道德伦理底线，坚决抵制

低俗、庸俗、媚俗的内容。

课程目标 2

3.专业理论。掌握新闻

传播学相关理论知识，

了解学科动态和发展

趋势。 

3.2前沿知识：了解本专业的发展趋势，了解国内外新闻专业和行

业的发展动态和理论前沿。

1.政治素质。坚决拥护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

1.2政治素养：坚持新闻工作者的党性原则，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

观，坚持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基本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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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正确的政治立场和

方向，坚持马克思主义

新闻观，热爱祖国，遵

纪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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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内容

知识单元
对应课程目

标
学习成果 教学内容 课程目标达成方式 学时分配

1. 绪论
课程目标 1、

3

1.了解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2.了解学习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经典

论著的实践意义；

3.掌握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思想基

础。 

1.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意义； 

2.马克思主义与新闻传播；

3.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思想基础。 

1. 教学活动：多媒体教学。

2. 学习任务：课程作业。
理论 4学时

2.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的新

闻经典论

著及其思

想

课程目标 1、

2

1.了解马、恩、列的主要新闻活动和

新闻论著；

2.掌握马、恩、列主要新闻思想。

1.马、恩、列的主要新闻论著；

2.马、恩、列主要新闻思想。
1. 教学活动：课堂讲授、分组讨

论。

2. 学习任务：汇报。

理论 8学时

3.中国共

产党领导

人的新闻

经典论著

及其思想

课程目标 1、

2、3

1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主要新闻

活动和新闻论著；

2.掌握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主要新闻

思想。

1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主要新闻活动和新闻论著；

2.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主要新闻思想。

1. 教学活动：多媒体教学。课堂

讨论。

2. 学习任务：汇报。

理论 8学时

课内实践 4

学时

4.马克思

主义新闻

观的核心

思想及实

践

课程目标 1、

2

1了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核心思想；

2.运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核心思

想分析新闻传播实践。

1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核心思想；

2.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核心思想与新闻传播实践。

1. 教学活动：多媒体教学。课堂

讨论

2. 学习任务：课程作业。

理论 8学时

课内实践 8

学时

5、讲好中

国故事传

播好中国

声音

课程目标 1、

2、3

1.了解我国对外传播面临的机遇与

挑战；

2.掌握对外传播的方式方法。

1.我国对外传播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2. 对外传播的方式方法。

1. 教学活动：多媒体教学。分组

讨论。

2. 学习任务：汇报。

理论 4学时

课内实践 4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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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目标达成的评价方式及评价标准

（一）评价方式及成绩比例   

课程成绩包括两个部分，分别为过程考查（课堂汇报、平时作业）和期末考查具体见下表：

评价方式及比例（%）
课程目标

课堂汇报 平时作业 期末考查
成绩比例（%）

课程目标 1 5 10 15 30

课程目标 2 5 10 15 30

课程目标 3 10 10 20 40

合计 20 30 50 100

（二）评价标准

1. 过程考查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优（90-100 分） 良（75-89 分）
及格（60-74

分）

不及格（0-59
分）

权重

（%）

课程目标 1
考查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

的发展历史及不同时期的

代表性思想理论的掌握，

很好掌握马克思

主义新闻思想的

发展历史及不同

时期的代表性思

想理论。

较好掌握马克思

主义新闻思想的

发展历史及不同

时期的代表性思

想理论。

基本掌握马克

思主义新闻

思想的发展

历史及不同

时期的代表

性思想理论。

缺乏对马克思

主义新闻思想

的发展历史及

不同时期的代

表性思想理论

的基本掌握。

15

课程目标 2
考查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在

中国的发展和理论前沿的

掌握。

很好掌握克思主

义新闻思马想在

中国的发展和理

论前沿。

较好掌握马克思

主义新闻思想在

中国的发展和理

论前沿。

基本掌握马

克思主义新

闻思想在中

国的发展和

理论前沿。

缺乏对马克思

主义新闻思想

在中国的发展

和理论前沿的

基本掌握。

15

课程目标 3
考查运用马克思主义新闻

思想分析当前传媒政策和

传播现象的能力。

很好运用马克思

主义新闻思想分

析当前传媒政策

和传播现象。

较好运用马克思

主义新闻思想分

析当前传媒政策

和传播现象。

基本能运用

马克思主义

新闻思想分

析当前传媒

政策和传播

现象。

缺乏运用马克

思主义新闻思

想分析当前传

媒政策和传播

现象的基本能

力。

20

2．结课作业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优（90-100 分） 良（75-89 分） 及格（60-74分）
不及格（0-59

分）

权重

（%）

课程目标 1

考查马克思主义新闻思

想的发展历史及不同时

期的代表性思想理论的

掌握，

很好掌握马克

思主义新闻思

想的发展历史

及不同时期的

代表性思想理

论。

较好掌握马克思

主义新闻思想的

发展历史及不同

时期的代表性思

想理论。

基本掌握马克

思主义新闻思

想的发展历史

及不同时期的

代表性思想理

论。

缺乏马克思主

义新闻思想的

发展历史及不

同时期的代表

性思想理论的

掌握。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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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2

考查克思主义新闻思想

在中国的发展和理论前

沿的掌握和运用理论分

析传播实践的能力。

很好掌握克思

主义新闻思想

在中国的发展

和理论前沿的

掌握和运用理

论分析传播实

践的能力。

较好掌握克思主

义新闻思想在中

国的发展和理论

前沿的掌握和运

用理论分析传播

实践的能力。

基本掌握克思

主义新闻思想

在中国的发展

和理论前沿的

掌握和运用理

论分析传播实

践的能力。

缺乏克思主义

新闻思想在中

国的发展和理

论前沿的掌握

和运用理论分

析传播实践的

能力。

15

课程目标 3

考查运用马克思主义新

闻思想指导采写实践的

能力。

很好掌握运用

马克思主义新

闻思想指导采

写实践的能力。

较好掌握运用马

克思主义新闻思

想指导采写实践

的能力。

基本掌握运用

马克思主义新

闻思想指导采

写实践的能力

。

缺乏运用马克

思主义新闻思

想指导采写实

践的基本能力

。

20

五、推荐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源

（一）建议教材

1．本书编写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十二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年版。

（二）主要参考书及学习资源

1.本书编写组，《习近平新闻舆论思想要论》，北京：新华出版，2017年版。

2.郑保卫编，《马克思主义新闻经典论著导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 

3.童兵著，《马克思主义新闻经典教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

六、附表运用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指导采写实践的能力

序号 实验（上机实训）项目名称 实验性质 开出要求 学时

1 经典原著导读 综合性 多媒体设备 8

2 优秀记者案例 综合性 多媒体设备 2

3 先进人物采写 综合性 采写器材 6

大纲修订人签字： 唐红                                    修订日期：2022 年 7 月

大纲审定人签字： 杜瑶 马晓亮                             审定日期：2022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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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摄影》课程教学大纲

新闻摄影
课程名称

News Photography

课程代码 10414301 课程性质 专业教育课程

课程类别 专业核心课程 先修课程 广播电视学专业导论

学分/学时 3/48 理论学时

/实验学时
24/24

适用专业 广播电视学、新闻学 开课单位 文学艺术学院

课程负责人 王党飞 审定日期 2022 年 7 月

一、课程简介：
新闻摄影是新闻传播类（广播电视学、新闻学）本科生必修的专业基础理论与实践并重的课

程之一。本课程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指导，重在向学生讲授摄影与摄像的一般原理、概念范畴

以及相关的实践技能。为学生拍摄和理解新闻摄影作品，研究新闻摄影的创作和阐释，分析和评

价摄影艺术思潮、摄影艺术流派和影像演变等现象提供基本的视角、概念、范畴、原则和方法的

参照系统，对训练学生拍摄和整合个人的新闻摄影经验，提高新闻摄影思维的能力和创造能力有

着重要的意义。

二、课程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应具备以下三方面的目标：

目标 1、要求学生通过学习掌握马克思新闻观指导下的新闻创作原理。

目标 2、培养学生掌握新闻行业规范，形成新闻摄影的敏感和艺术审美能力，能够独立承担

策划设计并与他人协作完成新闻摄影工作。

目标 3、掌握新闻摄影的基本方法的方法，具备新闻摄影的创作的核心能力。

各课程目标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关系见下表：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 1.2政治素养
1.2政治素养：坚持新闻工作者的党性原则，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

观，坚持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基本方针。

课程目标 2 2.2职业素养

2.2职业素养：坚守新闻真实性等基本原则，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

感，传播先进文化，弘扬社会正气，严守道德伦理底线，坚决抵制

低俗、庸俗、媚俗的内容。

课程目标 3 7.1学习能力
7.1学习能力。适应新媒体的发展趋势，不断更新专业知识和实践

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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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内容

知识单元 对应课程目标 学习成果 教学内容 课程目标达成方式 学时分配

1.摄影概述
课程目标 1、2

1．了解摄影的基本含义和特点；

2．了解新闻摄影的类别；

3．了解新闻摄影的影响和作用；

1.现代新闻摄影的内涵和特点；

2.新闻摄影的分类和特点；

3.新闻摄影与新闻的异同；

1．课堂教学；

2．课堂讨论；
理论 2 学时

2．照相机的

使用 课程目标 2、3
1． 了解照相机的起源与演进；

2．熟练操作照相机

3．合理使用照相机

1．熟练操作照相机

2．合理使用照相机

1．课堂教学；

2．课内外实践：各小组根据各组选

题展开拍摄

理论 4 学时

实践 4 学时

3．曝光控制
课程目标 2、3 1.了解曝光的含义；

2.正确使用照相机曝光

1.了解曝光的含义；

2.正确使用照相机曝光

1．课堂教学；

2．课程案例分析；

理论 4 学时

实践 4 学时

4．摄影构图 课程目标 2、3
1.了解 摄影构图的基本规律

2.熟练操作照相机进行构图

1.了解 摄影构图的基本规律

2.熟练操作照相机进行构图

1．课堂教学；

2．课堂讨论；

3．新闻摄影案例分析；

理论 4 学时

实践 4 学时

5．摄影的光

线和色彩 课程目标 2、3
1.了解光线在摄影活动中的作用；

2.了解光线的分类和技巧

3.合理使用光线进行拍摄

1.了解光线在摄影活动中的作用；

2.了解光线的分类和技巧

3.合理使用光线进行拍摄

1．课堂教学；

2．课堂讨论；

3．课程案例分析

理论 4 学时

实践 4 学时

6．形象采访

与现场抓拍 课程目标 2、3
1.了解现场抓拍的含义及特征；

2.现场采访拍摄

3.现场抓拍练习

1.新闻摄影策划在新闻摄影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

2.新闻摄影策划的类型；
1．课堂教学；

2．课程案例分析；

理论 2 学时

实践 4 学时

7．数码图像

后期处理
课程目标 1、2、
3、

1.了解数码图像的后期处理的理论

2.掌握数码后期处理的技能

1.了解数码图像的后期处理的理论

2.掌握数码后期处理的技能

1 了解数码图像的后期处理的理论

2 掌握数码后期处理的技能

理论 4 学时

实践 4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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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目标达成的评价方式及评价标准

（一）评价方式及成绩比例   

课程成绩包括 3 个部分，分别为课程作业（40%）、课堂讨论（10%）、期末结课作业

（50%），具体见下表：

评价方式及比例（%）
课程目标

课程作业 课堂讨论 结课作业
成绩比例（%）

课程目标 1 20 5 30 50

课程目标 2 20 20 30

课程目标 3 5 20

合计 40 10 50 100

（二）评价标准

1. 新闻摄影课程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优（90-100 分） 良（75-89 分） 及格（60-74 分） 不及格（0-59 分）

权重

（%）

课程目标 1

1.2政治素养：坚持新闻

工作者的党性原则，坚持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坚持

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基

本方针。

能够从马克思

新闻观认识新

闻摄影。理解新

闻摄影的历史

价值与时代意

义。

能够多角度

分析新闻摄

影的特点，阐

释新闻工作

的时代意义

与从业者的

价值实现。

能够多角度分

析新闻摄影的

职业特点，尝试

新闻教育的社

会意义和价值，

但分析不够，系

统价值认识不

够充分。

对于新闻人新闻

摄影的认识片面。

对新闻摄影的社

会价值和意义认

识偏颇。

20

课程目标 2

2.2职业素养：坚守新闻

真实性等基本原则，具有

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传播

先进文化，弘扬社会正气，

严守道德伦理底线，坚决

抵制低俗、庸俗、媚俗的

内容。

能够理解广播电

视学专业的基本

内涵。能够理解

新闻摄影的主要

构成要素，能够

完成新闻摄影的

创作的需求。

能够理解新闻

摄影的基本内

涵和主要构成

要件。对于新闻

摄影有较为深

入的认识，明确

新闻摄影的主

要目标和内容。

对于新闻摄影

有基本的认识，

掌握新闻摄影

基本的操作能

力，但对新闻摄

影的核心内容

认知不足。

没有完全掌握新

闻摄影基本的操

作能力有偏颇对

于新闻摄影的基

本特征认识不充

分，对新闻摄影

学习没有长期的

目标。

40

课程目标 3
7.1学习能力。适应新媒

体的发展趋势，不断更新

专业知识和实践技能。

能够理解新闻摄

影的主要构成要

素，能够完成新

闻摄影的创作的

需求。有明清明

明确的新闻专业

的发展愿景。

对于新闻摄影

有较为深入的

认识，明确新闻

摄影的主要目

标和内容。能够

独立完成新闻

摄影工作。

对于新闻摄影

有基本的认识，

掌握新闻摄影

基本的操作能

力，但对新闻摄

影的核心内容

认知不足。

没有完全掌握新

闻摄影基本的操

作能力有偏颇对

于新闻摄影的基

本特征认识不充

分，对新闻摄影

学习没有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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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闻摄影作业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优（90-100 分） 良（75-89 分） 及格（60-74 分） 不及格（0-59 分）

权重

（%）

课程目标 1

1.2政治素养：坚持新闻

工作者的党性原则，坚持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坚持

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基

本方针。

能够从马克思

新闻观认识新

闻摄影。主题符

合马克思新闻

观的要求。独立

完成摄影作业。

能够多角度

拍摄新闻摄

影作品，阐释

新闻价值。独

立完成摄影

作业。

能够多角度拍

摄新闻摄影的

作业，但分析不

够，系统价值认

识不够充分。

对于新闻人新闻

摄影的认识片面。

对新闻摄影的社

会价值和意义认

识偏颇。不能独立

拍摄作业。

10

课程目标 2

2.2职业素养：坚守新闻

真实性等基本原则，具有

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传播

先进文化，弘扬社会正气，

严守道德伦理底线，坚决

抵制低俗、庸俗、媚俗的

内容。

能够理解广播电

视学专业的基本

内涵。能够理解

新闻摄影的主要

构成要素，能够

完成新闻摄影的

创作的需求。独

立完成摄影作

业。

对于新闻摄影

有较为深入的

认识，明确新闻

摄影的主要目

标和内容。独立

完成摄影作

业。

对于新闻摄影

有基本的认识，

掌握新闻摄影

基本的操作能

力，但对新闻摄

影的核心内容

认知不足。

没有完全掌握新

闻摄影基本的操

作能力，对新闻摄

影学习没有长期

的目标。不能独立

拍摄作业。

20

课程目标 3
7.1学习能力。适应新媒

体的发展趋势，不断更新

专业知识和实践技能。

能够理解新闻摄

影的主要构成要

素，能够完成新

闻摄影的创作的

需求。有明清明

明确的新闻专业

的发展愿景。独

立完成摄影作

业。

明确新闻摄影

的主要目标和

内容。能够独立

完成新闻摄影

工作。独立完

成摄影作业。

对于新闻摄影

有基本的认识，

掌握新闻摄影

基本的操作能

力，但对新闻摄

影的核心内容

认知不足。

没有完全掌握新

闻摄影基本的操

作能力有偏颇对

于新闻摄影的基

本特征认识不充

分。没有不能独立

拍摄作业。

20

3.期末成绩评价标准

五、推荐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源

（一）建议教材

盛希贵.《新闻摄影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

（二）主要参考书及学习资源

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优（90-100 分） 良（75-89 分） 及格（60-74 分） 不及格（0-59 分）

权重

（%）

课程目标 1
考查学生对职业素养的

践行

作品传播正能

量

作品能够传

播正能量

作品能传播正

能量

作品不能传播正

能量 5

课程目标 2
考查学生的基础拍摄能

力
作品质量高 作品质量较高 作品质量一般 作品质量差 40

课程目标 3
考查学生的团队协作能

力

团队配合好，效

率高

团队配合好，效

率较高

团队配合好，效

率一般

团队配合好，效率

差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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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延百亮.新闻摄影.吉林：吉林摄影出版社

2.中国摄影网，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公众号等）

六、附表

序号 实验（上机实训）项目名称 实验性质 开出要求 学时

1 1．照相机的使用 综合性 数台照相机 4

2 2．曝光控制 综合性 数台照相机 4

3 3．摄影构图 综合性 数台照相机 4

4 4．摄影的光线和色彩 综合性 数台照相机 4

5 5．形象采访与现场抓拍 综合性 数台照相机 4

6 6．数码图像后期处理 上机 4

大纲修订人签字： 王党飞                         修订日期：2022年 7月

大纲审定人签字：杜瑶 马晓亮                     审定日期：2022年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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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采访》课程教学大纲

新闻采访
课程名称

News Interview

课程代码 10414202 课程性质 专业教育课程

课程类别 专业核心课程 先修课程 新闻学概论 

学分/学时 3/48 理论学时

/实验学时
24/24

适用专业 新闻学 开课单位 文学艺术学院

课程负责人 唐红 审定日期 2022 年 9 月

一、课程简介

本课程属于新闻传播类专业的专业核心课程，对学生专业素质的培养具有重要意义，新闻采

访能力是学生职业发展中必备的专业能力。该课程主要内容包括新闻采访这一社会活动特殊的本

质、规律、方法、途径以及新闻活动方式等。旨在培养学生的新闻采访意识、采访技能等专业能

力，本课程为后续专业理论与技能课程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课程目标

本课程有 3 个课程目标，具体如下：

目标 1：理解新闻采访学的基础知识和新闻采访学的本质、意义等相关内容。 

目标 2：培养良好的新闻意识、采访沟通意识和新闻敏感。 

目标 3：掌握新闻采访的规律、方法和基本技能。

各课程目标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关系见下表：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

3.专业理论。掌握新闻

传播学相关理论知识，

了解学科动态和发展

趋势。

3.1 基础知识：系统掌握新闻学专业相关知识和理论，具备在专业

领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课程目标 2
6.沟通协作能力。掌握

沟通合作技能，具有团

队协作精神。

6.1 沟通能力：具有良好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和沟通能力，具备良

好的人际沟通交往能力。

课程目标 3

4.实践能力。具备与新

闻传播学类工作相适

应的业务动手能力和

实践能力。

4.1 新闻生产能力：具备新闻采访、写作、编辑、评论以及新闻摄

影、摄像、音视频制作等全媒体专业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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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内容

知识单元 对应课程目标 学习成果 教学内容 课程目标达成方式 学时分配

第一单元 新

闻采访概说
课程目标 1

1．了解采访的基本方式。

2．掌握采访的基本概念；

1．采访的定义；

2、采访面临的新环境；

2．采访的基本方式。

1. 教学活动：课堂讲授。

2. 学习任务：课程作业。
理论 2学时

第二单元 记

者的素质 课程目标 1、2

1.了解采访是防止报道失实的第一道

防线

2．结合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掌握记者

的素质要求

3.掌握新闻采访与写作之间的关系；

1．采访是新闻作品产生的依据；

2. 采访是新闻写作的基础；

3. 采访是防止报道失实的第一道防线

1. 教学活动：多媒体教学、分组

讨论。

2. 学习任务：课程作业。

理论 2学时

第三单元 寻

找新闻线索
课程目标 2、3

1.了解新闻选题的重要性

2.掌握新闻选题的标准

3.掌握如何确定选题

1、新闻发现；

2、发现新闻的依据；

3、什么是新闻线索；

4、新闻线索怎么找。

1. 教学活动：多媒体教学。团队

合作。

2. 学习任务：汇报。

理论 2学时

课内实践 4

学时

第四单元 初

涉采访时的

问题

课程目标 2、3

1.了解采访的基本任务和初涉采访时

容易遇到的问题；

2.掌握初涉采访时遇到问题的解决办

法

1、采访的基本任务；

2、采访的步骤；

3、初涉采访时通常会遇到的十个问题。

1. 教学活动：多媒体教学。课堂

讨论

2. 学习任务：课程作业。

理论 4学时

课内实践 2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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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单元 采

访的类型
课程目标 2、3

1.了解采访的三大类型

2.掌握采访的三大类型的主要内容和

特征。

3.能根据采访的需要灵活运用采访的

类型。

1、访问；

2、观察；

3、文献采集

4、其他采访

1. 教学活动：多媒体教学。分组

讨论。

2. 学习任务：课程作业。

理论 2学时

课内实践 4

学时

第六单元 记

者的主体意

识与采访提

问

课程目标 2、3

1.了解提问的问题类型；

2.掌握采访里提问的规律；

3.掌握提问的策略。

1、记者的主体意识；

2、提问的方式；

3、提问的类型；

4、提问的技巧。

1. 教学活动：多媒体教学。团队

合作。

2. 学习任务：课程作业。

理论 4学时

课内实践 4

学时

第七单元 人

物采访
课程目标 2、3

1.重点掌握采访对象的准备；

2.掌握人们接受采访的心理需要。

1、人物采访的特征；

2、人物采访的策略。

1. 教学活动：多媒体教学。课堂

讨论。

2. 学习任务：课程作业。

理论 4学时

课内实践 4

学时

第八单元 事

件采访
课程目标 2、3

1.了解掌握事件采访特征；

2.掌握事件采访的策略。

1、 事件采访的特征；

2、 事件采访的策略。

1. 教学活动：多媒体教学。课堂

讨论。

2. 学习任务：课程作业。

理论 4学时

课内实践 6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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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目标达成的评价方式及评价标准

（一）评价方式及成绩比例   

课程成绩包括两个部分，分别为过程考查、期末考查具体见下表：

评价方式及比例（%）
课程目标

课堂讨论 平时作业 结课作业
成绩比例（%）

课程目标 1 5 5 10 20

课程目标 2 5 5 10 20

课程目标 3 10 10 40 60

合计 20 20 60 100

（二）评价标准

1. 过程考查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优（90-100 分） 良（75-89 分）
及格（60-74

分）

不及格（0-59
分）

权重

（%）

课程目标 1
考查对新闻采访学的基础

知识和新闻采访学的本质

、意义等相关内容的掌握，

很好掌握闻采访

学的基础知识和

新闻采访学的本

质、意义等相关

内容。

较好掌握闻采访

学的基础知识和

新闻采访学的本

质、意义等相关内

容。

基本掌握闻采

访学的基础

知识和新闻

采访学的本

质、意义等相

关内容。

缺乏对闻采访

学的基础知识

和新闻采访学

的本质、意义

等 相 关 内 容  
的基本掌握。

10

课程目标 2
考查对新闻意识、采访沟

通意识和新闻敏感的掌握

。

很好掌握新闻意

识、采访沟通意

识和新闻敏感。

较好掌握新闻意

识、采访沟通意识

和新闻敏感。

基本掌握新

闻意识、采访

沟通意识和

新闻敏感。

缺乏对新闻意

识、采访沟通

意识和新闻敏

感的基本掌握

。

10

课程目标 3
考查掌握新闻采访规律、

方法和基本技能的能力。

很好掌握新闻采

访规律、方法和

基本技能。

较好掌握新闻采

访规律、方法和基

本技能。

基本掌握新

闻采访规律、

方法和基本

技能。

缺乏掌握新闻

采访规律、方

法和基本技能

的基本能力。

20

2．结课作业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优（90-100 分） 良（75-89 分） 及格（60-74分）
不及格（0-59

分）

权重

（%）

课程目标 1

考查对新闻采访学的基

础知识和新闻采访学的

本质、意义等相关内容的

掌握，

很好掌握闻采

访学的基础知

识和新闻采访

学的本质、意义

等相关内容。

较好掌握闻采访

学的基础知识和

新闻采访学的本

质、意义等相关内

容。

基本掌握闻采

访学的基础知

识和新闻采访

学的本质、意

义等相关内容

。

缺乏对闻采访

学的基础知识

和新闻采访学

的本质、意义

等 相 关 内 容  
的基本掌握。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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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2

考查对新闻意识、采访沟

通意识和新闻敏感的掌

握。

很好掌握新闻

意识、采访沟通

意识和新闻敏

感。

较好掌握新闻意

识、采访沟通意识

和新闻敏感。

基本掌握新闻

意识、采访沟

通意识和新闻

敏感。

缺乏对新闻意

识、采访沟通

意识和新闻敏

感的基本掌握

。

10

课程目标 3
考查掌握新闻采访规律、

方法和基本技能的能力。

很好掌握新闻

采访规律、方法

和基本技能。

较好掌握新闻采

访规律、方法和基

本技能。

基本掌握新闻

采访规律、方

法和基本技能

。

缺乏掌握新闻

采访规律、方

法和基本技能

的基本能力。

40

五、推荐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源

（一）建议教材

   1.本书编写组、《新闻采访与写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 

（二）主要参考书及学习资源

1.肯·梅茨勒，创造性的采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艾丰，新闻采访方法论，人民日报出版社，2010年版。

3.戚鸣，实用新闻采访，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

六、附表

运用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指导采写实践的能力

序号 实验（上机实训）项目名称 实验性质 开出要求 学时

1 你好陌生人 综合性 采访器材 2

2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综合性 计算机 4

3 寻找新闻线索 综合性 采写器材 4

4 现场目击记 综合性 采写器材 4

5 军垦人物采访 综合性 采写器材 6

6 角色互换采访 综合性 才行器材 4

大纲修订人签字： 唐红                                  修订日期：2022 年 7 月

大纲审定人签字： 杜瑶 马晓亮                           审定日期：2022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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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摄像》课程教学大纲

电视摄像
课程名称

Television Photography

课程代码 10414203 课程性质 专业教育课程

课程类别 专业核心课程 先修课程 新闻摄影

学分/学时 3/48 理论学时

/实验学时
24/24

适用专业 新闻学 开课单位 文学艺术学院

课程负责人 马晓亮 审定日期 2022 年 9 月

一、课程简介：

电视摄像是新闻学本科生的专业核心课程，是专业基础理论与实践并重的课程，是注重理论

性，知识性，更强调实践性的应用型课程。本课程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指导，讲授电视摄像的

知识与技巧，使学生通过学习电视画面的造型元素、摄像技术、拍摄技巧，并结合实践训练，熟

悉摄像的原理、掌握摄像的技术，并在学习中着重培养学生的职业素养，树立学生正确的职业观

念、提高学生的艺术修养，为学生进行融媒体新闻、专题片等多类型视频节目创作提供支持。

二、课程目标

本课程有 3个课程目标，具体如下：

目标 1、通过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够认识并坚守新闻真实性等基本原则，具有强烈的社会

责任感，传播先进文化，弘扬社会正气，严守道德伦理底线，坚决抵制低俗、庸俗、媚俗的内容。

目标 2、培养学生掌握电视摄像的知识和技能，并形成适应全媒体环境的拍摄理念。

目标 3、通过分组实训、创作等方式培养学生的协作沟通能力。

各课程目标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关系见下表：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 毕业要求 2.职业素质

2.2职业素养：坚守新闻真实性等基本原则，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

感，传播先进文化，弘扬社会正气，严守道德伦理底线，坚决抵制

低俗、庸俗、媚俗的内容。

课程目标 2 毕业要求 4.实践能力
4.1新闻生产能力：具备新闻采访、写作、编辑、评论以及新闻摄

影、摄像、音视频制作等全媒体专业技能。

课程目标 3
毕业要求 6.沟通协作

能力
6.2协作能力。具备良好的团队协作能力，善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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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内容

知识单元 对应课程目标 学习成果 教学内容 课程目标达成方式 学时分配

第一章

电视摄像概

论

课程目标 1、2

1了解摄像与摄像行业

2了解摄像器材

3了解摄像师的职业素养

1影视制作分类

2摄像涉及领域

3摄像器材

4摄像师的素质与摄像要求

1．教学活动：课堂讲授、案例分析

2．学习任务：课程作业

理论

2学时

实践一

摄像机原理

与使用

课程目标 2 1了解摄像机工作原理

2掌握设备的基本操作及功能

1摄像机工作原理

2设备的基本操作及功能

1．教学活动：教师演示

2．学习任务：实践训练

实践

2学时

第二章

电视摄像操

作技术

课程目标 2

1了解持机方式

2了解机位设置的原理

3了解取景技巧

4了解聚焦方式

1持机方式

2机位设置

3取景技巧

4聚焦方式

1．教学活动：课堂讲授、案例分析

2．学习任务：课程作业

理论

4学时

实践二

持机、取景、

聚焦训练

课程目标 2

1熟练不同姿势的持机方式

2掌握取景技巧

3熟练不同的聚焦方式，做到能快速

聚焦

1持机训练

2拍摄角度训练

1．教学活动：教师演示

2．学习任务：实践训练

实践

4学时

第三章

电视摄像的

构图

课程目标 2

1明确构图要领

2掌握构图方法

3了解构图形式

4.4理解透视关系

1构图要领

2构图方法

3构图形式

4透视关系

1．教学活动：课堂讲授、案例分析

2．学习任务：课程作业

理论

2学时

实践三

构图训练
课程目标 2

1明确构图要领

2掌握构图方法

3了解构图形式

4.4理解透视关系

1构图方式训练

2透视关系表达训练

1．教学活动：教师演示

2．学习任务：实践训练

实践

2学时

第四章

固定镜头
课程目标 2

1理解固定镜头的视觉效果

2了解固定镜头的特性

3掌握固定镜头的摄录要领

1视觉效果

2镜头特性

3摄录要领

1．教学活动：课堂讲授、案例分析

2．学习任务：课程作业

理论

2学时

实践四

固定镜头拍

摄训练

课程目标 2

1理解固定镜头的视觉效果

2了解固定镜头的特性

3掌握固定镜头的摄录要领

1固定镜头持机拍摄训练

2三脚架的使用

3景深变化训练

1．教学活动：教师演示

2．学习任务：实践训练

实践

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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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运动镜头
课程目标 2

1了解推镜头的特点、作用及拍摄方

法

2了解拉镜头的特点、作用及拍摄方

法

3了解摇镜头的特点、作用及拍摄方

法

4了解移镜头的特点、作用及拍摄方

法

5了解跟镜头的特点、作用及拍摄方

法

6了解复合运动镜头的特点、作用及

拍摄方法

1推镜头

2拉镜头

3摇镜头

4移镜头

5跟镜头

6复合运动镜头

1．教学活动：课堂讲授、案例分析

2．学习任务：课程作业

理论

4学时

实践五

运动镜头拍

摄训练

课程目标 2

1掌握推镜头的特点、作用及拍摄方

法

2掌握拉镜头的特点、作用及拍摄方

法

3掌握摇镜头的特点、作用及拍摄方

法

4掌握移镜头的特点、作用及拍摄方

法

5掌握跟镜头的特点、作用及拍摄方

法

6掌握复合运动镜头的特点、作用及

拍摄方法

1推、拉、摇、移拍摄训练

2复合运动镜头拍摄训练

3跟镜头拍摄训练

4摇臂拍摄训练

5轨道拍摄训练

6斯坦尼康拍摄训练

7航拍机拍摄训练

1．教学活动：教师演示

2．学习任务：实践训练

实践

4学时

第六章

摄像用光
课程目标 2

1了解光的原理与特性

2明确光线的分类及表现特点

3掌握光线的造型艺术

4了解自然光的特点及运用

1光的简介

2光线的分类及表现特点

3光线的造型艺术

4自然光的特点及运用

1．教学活动：课堂讲授、案例分析

2．学习任务：课程作业

理论

4学时

实践六

光线运用训

练

课程目标 2

1训练不同自然光拍摄能力

2掌握极端光线下的拍摄技巧

3训练人工布光技术

4掌握一点、两点、三点、四点布法

1自然光拍摄训练

2人工布光拍摄训练

1．教学活动：教师演示

2．学习任务：实践训练

实践

4学时

第七章

新闻摄像（一）
课程目标 1、2、3

1认识新闻摄像的要求

2理解新闻摄像语言的特点与本质

5.3掌握摄像语言的组织方式

1新闻摄像的要求

2新闻摄像语言的特点与本质

3摄像语言的组织

1．教学活动：课堂讲授、案例分析

2．学习任务：课程作业

理论

4学时



55

第七章

新闻摄像（二）
课程目标 1、2、3

1学习和认识艺术性的思维表达方

式

2学习和认识报道性思维的表达方

式

3能够区分艺术性思维和报道性思

维

1艺术性的思维表达方式

2报道性思维表达方式

1．教学活动：教师演示

2．学习任务：实践训练

理论

2学时

实践七

新闻摄像实

践（一）

课程目标 1、2、3 掌握采访新闻拍摄的综合技巧 采访新闻的拍摄训练
1．教学活动：课堂讲授、案例分析

2．学习任务：课程作业

实践

4学时

实践八

新闻摄像实

践（二）

课程目标 1、2、3 掌握会议新闻拍摄的综合技巧 会议新闻的拍摄训练
1．教学活动：教师演示

2．学习任务：实践训练

实践

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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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目标达成的评价方式及评价标准

（一）评价方式及成绩比例 

学生成绩由平时成绩和期末成绩两部分构成，平时成绩采取过程性考核的方式，包括知识单

元测试（30%）和摄像基础能力测试（20%），期末成绩占 50%。

评价方式及比例（%）
课程目标

知识单元测试 摄像基础能力测试 期末成绩
成绩比例（%）

课程目标 1 10 5 5 20

课程目标 2 10 10 40 60

课程目标 3 10 5 5 20

合计 30 20 50 100

（二）评价标准
1.知识单元测验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优（90-100 分） 良（75-89 分） 及格（60-74 分） 不及格（0-59 分）

权重

（%）

课程目标 1
考查学生对职业素养的

认识

学生能够很好

的认识摄像师

的职业素养

学生能够较

正确的认识

摄像师的职

业素养

学生能够正确

的认识摄像师

的职业素养

学生不能正确的

认识摄像师的职

业素养
10

课程目标 2 考查学生的摄像能力 作品质量高 作品质量较高 作品质量一般 作品质量差 10

课程目标 3
考查学生的团队协作能

力

团队配合好，效

率高

团队配合好，效

率较高

团队配合好，效

率一般

团队配合好，效率

差 10

2.摄像基础能力测试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优（90-100 分） 良（75-89 分） 及格（60-74 分） 不及格（0-59 分）

权重

（%）

课程目标 1
考查学生对职业素养的

践行

对摄像设备熟

悉，责任感强

对摄像设备

较熟悉，责任

感较强

对摄像设备不

太熟悉，责任感

不强

对摄像设备不熟

悉，无责任感 5

课程目标 2
考查学生的基础摄像能

力
拍摄效果好 拍摄效果较好 拍摄效果一般 拍摄效果差 10

课程目标 3
考查学生在考试中与其

他考生的协同配合

与其他人的配合

效果好

与其他人的配

合效果较好

与其他人的配合

效果一般

没有配合，较为混

乱 5

3.期末成绩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优（90-100 分） 良（75-89 分） 及格（60-74 分） 不及格（0-59 分）

权重

（%）

课程目标 1
考查学生对职业素养的

践行

作品传播正能

量

作品能够传

播正能量

作品能传播正

能量

作品不能传播正

能量 5

课程目标 2
考查学生的基础摄像能

力
作品质量高 作品质量较高 作品质量一般 作品质量差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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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3
考查学生的团队协作能

力

团队配合好，效

率高

团队配合好，效

率较高

团队配合好，效

率一般

团队配合好，效率

差 5

五、推荐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源

（一）建议教材

任金州.电视摄像.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20,第四版.

（二）主要参考书及学习资源

1、夏正达.摄像基础教程.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2,第一版.
2、马晓亮,王党飞.电视摄像基础.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第一版.

六、附表

序号 实验（上机实训）项目名称 实验性质 开出要求 学时

1 实践一

摄像机原理与使用
综合性

摄像机多台

以演播厅为场地
2

2 实践二

持机、取景、聚焦训练
综合性

摄像机多台

以演播厅为场地
4

3 实践三

构图训练
综合性

摄像机多台

以演播厅为场地
2

4 实践四

固定镜头拍摄训练
综合性

摄像机多台

以演播厅为场地
2

5 实践五

运动镜头拍摄训练
综合性

摄像机多台

以演播厅为场地
4

6 实践六

光影运用训练
综合性

摄像机多台

以演播厅为场地
4

7 实践七

新闻摄像实践（一）
综合性

摄像机多台

以演播厅为场地
4

8 实践八

新闻摄像实践（二）
综合性

摄像机多台

以演播厅为场地
2

大纲修订人签字：马晓亮                                     修订日期：2022.7

大纲审定人签字：杜瑶 马晓亮                                审定日期：20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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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传播史》课程教学大纲

中国新闻传播史
课程名称

History of Chinese Journalism

课程代码 10414204 课程性质 专业教育课程

课程类别 专业核心课程 先修课程 新闻学概论

学分/学时 2/32
理论学时

   / 实 验

学时

32/0

适用专业 新闻学 开课单位 文学艺术学院

课程负责人 孙秀珍 审定日期 2022 年 9 月

一、课程简介：
《中国新闻传播史》是为新闻学专业学生开设的一门专业基础必修课，本课比较系统讲授从

古代到现代中国报刊、广播电视、通讯社、网络等新闻媒介产生、发展的历史，以及各个时期有

代表性的报刊、报人，探索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特点及规律。

通过本课程学习，使学生熟悉我国新闻事业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了解我国历史上新闻工

作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以继承和发扬我国新闻事业的优良传统；并为加深学生对新闻学理论的理

解，完善知识结构打下基础。

二、课程目标

（一）课程目标

本课程有 3个课程目标，具体如下：

目标 1：系统了解中国新闻事业产生、发展和衍变的过程，以及各个时期主要新闻媒体以及

其他新闻机构、著名新闻工作者、重大新闻传播活动和事件，掌握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脉络与基

本情况；

目标 2：树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对中国新闻事业发展中的主要人物、事件、现象等

形成基本理论认知，能给予专业的历史分析与评价；

目标 3：把握新闻事业变化发展中体现出来的规律，能借鉴历史说明现实。

各课程目标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关系见下表：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 3.专业理论
指标点 3.1 基础知识：系统掌握新闻学专业相关知识和理论，具备在

专业领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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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2 2. 政治素质
指标点 1.2 政治素养：坚持新闻工作者的党性原则，坚持马克思主义

新闻观，坚持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基本方针。

课程目标 3 3.专业理论
指标点 3.2 前沿知识：了解本专业的发展趋势，了解国内外新闻专业

和行业的发展动态和理论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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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内容与预期学习成效

知识单元 对应课程目标 预期学习成效 教学内容 课程目标达成方式 学时

1中国古代的新闻传

播活动
课程目标 1、2、3

1了解中国古代新闻传播活动概况

2理解中国古代报纸产生及发展状况

3掌握主要的报刊兴起理论

1中国新闻传播活动溯源

2古代报纸发展

1．课堂教授；

2．课堂讨论；

理论

   4

学时

2中国近代报刊的产

生与发展

   
课程目标 1、2、3

1理解外国传教士在中国近代报业发展中的作用

及第一次国人办报高潮

2掌握在华外报历史作用及维新派报刊特点和主

要思想

1近代报刊产生及原因

2在华外报网形成与外报历史作用

3、维新派办报活动及代表性报人报刊

1．课堂教授；

2．课堂讨论；

理论

   4

学时

   

3五四前后时期的新

闻事业

   
课程目标 1、2、3

1了解民初政党报刊的繁荣与衰落原因

2理解“新青年”与无产阶级报刊诞生

3掌握这一时期新闻工作改革及新闻学研究

1《新青年》

2无产阶级新闻事业

3五四时期新闻工作改革

1．课堂教授；

2．课堂讨论；

3.课程案例分析

理论

   4

学时

   

4中共早期的新闻事

业

   
课程目标 1、2、3

1了解中共报刊兴起及发展

2了解国内斗争时期新闻事业发展

3 了解新闻学研究与新闻教育事业发展

1中共机关刊物创办

2革命根据地新闻事业

3国内斗争时期代表性刊物和新闻人

1．课堂教授；

2．课程案例分析；

理论

   4

学时

   

5抗日战争时期的新

闻事业

   
课程目标 1、2、3

1了解延安抗日根据地新闻事业

2了解国统区新闻事业与境外抗日宣传活动

3了解沦陷区新闻事业

1新华社

2人民广播事业发展

3解放日报整风改革

1．课堂教授；

2．课堂讨论；

3.课程案例分析

理论

   3

学时

   

6人民解放战争时期

的新闻事业

   
课程目标 1、2、3

1了解国民党新闻统制重建与新闻界抗战

2了解解放区新闻事业发展

1拒检运动

2反客里空

3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

4刘少奇《对话被记者团的谈话》

1．课堂教授；

2．课堂讨论；

3.课程案例分析

理论

   3

学时

7社会主义改造及建

设时期的新闻事业

   
课程目标 1、2、3

1了解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创建与发展

2了解 1956年社会主义新闻工作改革

3.了解 60年代新闻工作主要经验及教训

1新闻机构的改造

2学习苏联经验

31956年新闻工作改革

4 20世纪 60年代报纸杂文兴起原因

1．课堂教授；

2．课堂讨论；

3.课程案例分析

理论

   4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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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改革开放以来的新

闻传播事业

   
课程目标 1、2、3

1了解改革开放后中国新闻事业在思想观念及报

业结构上的变化

2理解市场化的新闻事业发展

3掌握新媒体时期我国新闻事业发展特征

1新闻观念变化

2新闻事业结构变化及改革

3网络与舆论监督

1．课堂教授；

2．课堂讨论；

3.课程案例分析

理论

   6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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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目标达成的评价方式及评价标准

（一）评价方式及成绩比例 

课程成绩包括 2 个部分，分别为平时成绩和期末成绩，分别占比 60%和 40%。其中平时成绩

主要由章节测验、讨论、课后实践和作业构成；缺勤学生直接扣减平时考核成绩；累计缺勤三次

的学生，不得参加该课程的结课考试。具体见下表：

评价方式及比例（%）

课程目标
章节测

验
讨论 作业 期末考查

成绩比例（%）

课程目标 1 15 5 5 15 40

课程目标 2 5 10 5 15 35

课程目标 3 0 10 5 10 25

合计 20 25 15 40 100

（二）评价标准

1. 章节测验评价标准

章节测验对应课程目标 1，以考查学生对新闻学基本概念、观点和原理等客观知识点的掌握，

以实际客观测试分值为评价标准。

2.讨论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优（90-100 分） 良（75-89 分） 及格（60-74 分） 不及格（0-59 分）

权重

（%）

课程目标

1

考查对新闻事业发

展中重要人物事件

和理论观点的掌握。

准确掌握新闻事

业发展中重要人

物事件和理论观

点。

较准确新闻事业

发展中重要人物

事件和理论观点。

不够准确掌握新

闻事业发展中重

要人物事件和理

论观点。

很难掌握新闻事

业发展中重要人

物事件和理论观

点。

5

课程目标

2

考查学生运用马新

观对新闻人、事、现

象等的分析与评价

能力的掌握。

准确分析和评价

新闻人、事和现

象等，具有正确

的马新观。

较准确分析和评

价新闻人、事和

现象等，具有较

正确的马新观。

不能准确分析和

评价新闻人、事

和现象等，具有

一定的马新观。

观和职业素养

很难分析和评价

新闻人、事和现

象等，缺乏正确

的马新观。

10

课程目标

3

考查学生对新闻规

律掌握及以史鉴今

能力。

正确把握新闻规

律掌握，能以史

鉴今。

较正确把握新闻

规律，较能以史

鉴今。

不够正确把握新

闻规律，基本能

以史鉴今。

很难把握新闻规

律，不能以史鉴

今。
10

3．作业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优（90-100 分） 良（75-89 分） 及格（60-74 分） 不及格（0-59 分）

权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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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1
考查对新闻事业发

展中重要人物事件

和理论观点的掌握。

准确掌握新闻事

业发展中重要人

物事件和理论观

点。

较准确新闻事业

发展中重要人物

事件和理论观点。

不够准确掌握新

闻事业发展中重

要人物事件和理

论观点。

很难掌握新闻事

业发展中重要人

物事件和理论观

点。

5

课程目标 2

考查学生运用马新

观对新闻人、事、

现象等的分析与评

价能力的掌握。

准确分析和评价

新闻人、事和现

象等，具有正确

的马新观。

较准确分析和评

价新闻人、事和

现象等，具有较

正确的马新观。

不能准确分析和

评价新闻人、事

和现象等，具有

一定的马新观。

观和职业素养

很难分析和评价

新闻人、事和现

象等，缺乏正确

的马新观。

5

课程目标 3
考查学生对新闻规

律掌握及以史鉴今

能力。

正确把握新闻规

律掌握，能以史

鉴今。

较正确把握新闻

规律，较能以史

鉴今。

不够正确把握新

闻规律，基本能

以史鉴今。

很难把握新闻规

律，不能以史鉴

今。
5

4．期末考查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优（90-100 分） 良（75-89 分） 及格（60-74 分） 不及格（0-59 分）

权重

（%）

课程目标 1

考查对新闻事业发

展中重要人物事件

和理论观点的掌握。

准确掌握新闻事

业发展中重要人

物事件和理论观

点。

较准确新闻事业

发展中重要人物

事件和理论观点。

不够准确掌握新

闻事业发展中重

要人物事件和理

论观点。

很难掌握新闻事

业发展中重要人

物事件和理论观

点。

15

课程目标 2

考查学生运用马新

观对新闻人、事、

现象等的分析与评

价能力的掌握。

准确分析和评价

新闻人、事和现

象等，具有正确

的马新观。

较准确分析和评

价新闻人、事和

现象等，具有较

正确的马新观。

不能准确分析和

评价新闻人、事

和现象等，具有

一定的马新观。

观和职业素养

很难分析和评价

新闻人、事和现

象等，缺乏正确

的马新观。

15

课程目标 3
考查学生对新闻规

律掌握及以史鉴今

能力。

正确把握新闻规

律掌握，能以史

鉴今。

较正确把握新闻

规律，较能以史

鉴今。

不够正确把握新

闻规律，基本能

以史鉴今。

很难把握新闻规

律，不能以史鉴

今。
10

五、推荐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源

（一）建议教材

1. 方汉奇.中国新闻传播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2；

（二）主要参考书及学习资源

1.丁凎林.中国新闻事业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2.李彬、涂鸣华，百年中国新闻人，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3.郭镇之.中国电视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4.孙玉胜.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三联书店，2003

5.李彬.全球新闻传播史.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6.[美]埃默里.美国新闻史,新华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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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美]约翰·霍恩伯格.西方新闻界的竞争，新华出版社，1985

大纲修订人签字：孙秀珍                       修订日期：2022年 7月

大纲审定人签字：杜瑶 马晓亮                  审定日期：2022年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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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写作》课程教学大纲

新闻写作
课程名称

News Writing

课程代码 20414201 课程性质 专业教育课程

课程类别 专业核心课程 先修课程 新闻采访

学分/学时 3/48
理论学时

   / 实 验

学时

24/24

适用专业 新闻学、广播电视学 开课单位 文学艺术学院

课程负责人 余婧华 审定日期 2022 年 09 月

一、课程简介

《写作》是面向新闻学和广播电视学专业的一门理论性与实践性都很强的专业核心课。本课

程的设置旨在指导学生系统地学习新闻写作理论知识，使学生掌握新闻写作的一般规律，在熟悉

新闻文体基础上，通过多种写作实训,培养良好的新闻素养。

本课程系统讲授新闻写作的总体要求、原则、方法及各种常用新闻文体的写作的基础理论和

知识。使学生掌握新闻写作的基础理论和基础知识，同时加强学生新闻写作训练，提高学生新闻

写作的理论水平和实际写作的能力。

二、课程目标

本课程有 3个课程目标，具体如下：

    目标 1､ 进一步巩固新闻采访、新闻理论、新闻摄影摄像等相关课程的基础知识。

目标 2､ 系统了解新闻写作学科的相关知识，掌握新闻写作的基本技能和方法。增强新闻作品

的生产能力。

目标 3、新闻写作是思维方式、策划能力、创新能力及写作能力的综合性的表现，还要具备互

助协作的团队精神，需要仔细观察世界，养成终身学习的习惯。

各课程目标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关系见下表：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 3.专业理论
指标点 3.1（基础知识）：进一步巩固新闻采访、新闻理论、新闻摄影摄像等相关课程

的基础知识。

课程目标 2 4. 实践能力
指标点 4.1（新闻生产能力）：系统了解新闻写作学科的相关知识，掌握新闻写作的基

本技能和方法。增强新闻作品的生产能力。

课程目标 3 7. 终身学习
指标点 7.1（学习能力）：新闻写作是思维方式、策划能力、创新能力及写作能力的综

合性的表现，还要具备互助协作的团队精神，需要仔细观察世界，养成终身学习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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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内容

知识单元
对应课程目

标
学习成果 教学内容 课程目标达成方式 学时分配

1、新闻写作的特征
课程目标1、

2、3
1、了解新闻文体与其他文体的别

2、掌握新闻文体的特征

1、新闻文体与其他文体的别

2、新闻文体的特征

1．课堂教学

2．分组讨论
理论 2 学时

2、新闻语言
课程目标1、

2、3
1、了解新闻语言的特点

2、学会使用新闻语言完成练习

1、新闻语言的特点

2、子概念、动词的使用

1．课堂教学

2．分组讨论

3．课程作业

理论 2 学时

实践 2 学时

3、新闻跳笔
课程目标1、

2、3
1、了解新闻跳笔的及其特点

2、学会使用新闻跳笔进行写作

1、新闻跳笔的概念

2、新闻跳笔的特征

3、新闻跳笔的使用方式

1．课堂教学

2．分组讨论

3．课程作业

理论 2 学时

实践 2 学时

4、新闻消息的标题
课程目标1、

2、3
1、了解新闻标题的分类及写作方法

2、能够进行新闻标题的写作练习

1、新闻标题的特点

2、新闻标题的分类

3、新闻标题的写作的方法

1．课堂教学

2．分组讨论

3．课程作业

理论 4 学时

实践 2 学时

5、新闻消息的导语
课程目标1、

2、3

1、认识新闻消息导语的分类

2、了解三代导语的特征

3、进行新闻消息导语的写作练习

1、新闻消息导语的分类

2、新闻消息导语的变迁

3、新闻消息导语的写作方法

1．课堂教学

2．分组讨论

3．课程作业

理论 2 学时

实践 2 学时

6、新闻消息的主体与结尾
课程目标1、

2、3
1、了解新闻消息的主题和结尾

2、进行主体和结尾的写作练习

1、新闻消息的主体

2、新闻消息的结尾

3、新闻消息主体和结尾的写作

1．课堂教学

2．分组讨论

3．课程作业

理论 2 学时

实践 4 学时

7、通讯的主题
课程目标1、

2、3
1、认识新闻通讯

2、了解通讯主题的凝练的方法

1、通讯特征及其分类

2、通讯的主题的凝练

1．课堂教学

2．分组讨论

3．课程作业

理论 4 学时

实践 2 学时

8、通讯的结构 课程目标1、
2、3

1、认识通讯的结构的分类

2、了解通讯结构的写作方法

1、通讯的结构

2、通讯结构的特征

1．课堂教学

2．分组讨论

3．课程作业

理论 2 学时

实践 2 学时

9、通讯的材料 课程目标1、
2、3

1、了解通讯的材料选择

2、掌握材料与主题、结构的关系

1、通讯材料的选择

2、通讯材料与主题、结构的关系

1．课堂教学

2．分组讨论

3．课程作业

理论 2 学时

实践 4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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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融合新闻报道
课程目标1、

2、3
1、认识融合新闻报道及其特点

2、学会融合新闻报道的写作

1、融合新闻报道及其特点

2、融合新闻报道的写作

1．课堂教学

2．分组讨论

3．课程作业

理论 2 学时

实践 4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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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目标达成的评价方式及评价标准

（一）评价方式及成绩比例   

课程成绩包括两个部分，分别为平时成绩和期末成绩。其中平时成绩主要由课堂讨论、实训

作业和期末考查构成；缺勤学生直接扣减平时考核成绩；累计缺勤三次的学生，不得参加该课程

的结课考试。具体见下表：

评价方式及比例（%）
课程目标

课堂讨论 实训作业 期末考查
成绩比例（%）

课程目标 1 0 10 10 20

课程目标 2 5 10 30 45

课程目标 3 5 10 20 35

合计 10 30 60 100

（二）评价标准

1. 课堂讨论的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优（90-100 分） 良（75-89 分） 及格（60-74 分） 不及格（0-59 分）

权重

（%）

课程目标 2
对新闻写作基础知识，新

闻写作的技能的掌握。

准确表述新闻写

作的基础，明确

新闻写作的技能。

比较准确表述

新闻写作的基

础，明确新闻写

作的技能。

能够表达新闻写

作的基础，基本

明确新闻写作的

技能。

不能准确表达新闻

写作的基础，新闻

写作的技能。
5

课程目标 3

在新闻写作过程中具有

一定的思考能力、策划能

力和创新能力，还要具备

互助协作的团队精神。

有明确的思考

能力、策划能力

和创新能力，具

备互助协作的

团队精神。

有一定的思

考能力、策划

能力和创新

能力，有一定

互助协作的

团队精神。

具备思考和策

划能力，具备互

助协作的团队

精神。

缺乏思考能力、

策划能力和创新

能力，不具备互

助协作的团队精

神。

5

2．实训作业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优（90-100 分） 良（75-89 分） 及格（60-74 分） 不及格（0-59 分）

权重

（%）

课程目标 1
能够运用新闻理论、新

闻采访、新闻摄影摄像

的相关知识和技能

熟练运用新闻

理论、新闻采访、

新闻摄影摄像

的相关知识和

技能

比较熟练运

用新闻理论、

新闻采访、新

闻摄影摄像

的相关知识

和技能

能够运用新闻

理论、新闻采访、

新闻摄影摄像

的相关知识和

技能

不会运用新闻理

论、新闻采访、新

闻摄影摄像的相

关知识和技能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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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2
能够运用新闻写作的基

础知识和相关技能。

熟练运用新闻

写作的基础知

识和相关技能。

比较熟练运

用新闻写作

的基础知识

和相关技能。

能够运用新闻

写作的基础知

识和相关技能。

不会运用新闻写

作的基础知识和

相关技能。
10

课程目标 3

在新闻写作过程中具有

一定的思考能力、策划

能力和创新能力，还要

具备互助协作的团队精

神。

具有明确的思

考能力、策划能

力和创新能力，

具备互助协作

的团队精神。

具有思考能

力、策划能力、

创新能力和

互助协作的

团队精神。

具有一定的思

考能力、策划能

力和创新能力，

具备互助协作

的团队精神。

不具备一定的思

考能力、策划能力

和创新能力，缺乏

互助协作的团队

精神。

10

3．期末考查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优（90-100 分） 良（75-89 分） 及格（60-74 分） 不及格（0-59分）

权重

（%）

课程目标 1

能够运用新闻理论、

新闻采访、新闻摄

影摄像的相关知识

和技能

熟练运用新闻理

论、新闻采访、

新闻摄影摄像的

相关知识和技能

比较熟练运用新

闻理论、新闻采

访、新闻摄影摄

像的相关知识和

技能

能够运用新闻理

论、新闻采访、

新闻摄影摄像的

相关知识和技能

不会运用新闻

理论、新闻采访、

新闻摄影摄像

的相关知识和

技能

10

课程目标 2
能够运用新闻写作

的基础知识和相关

技能。

熟练运用新闻写

作的基础知识和

相关技能。

比较熟练运用新

闻写作的基础知

识和相关技能。

能够运用新闻写

作的基础知识和

相关技能。

不会运用新闻

写作的基础知

识和相关技能。
30

课程目标 3

在新闻写作过程中

具有一定的思考能

力、策划能力和创

新能力，还要具备

互助协作的团队精

神。

具有明确的思考

能力、策划能力

和创新能力，具

备互助协作的团

队精神。

具有思考能力、

策划能力、创新

能力和互助协作

的团队精神。

具有一定的思考

能力、策划能力

和创新能力，具

备互助协作的团

队精神。

不具备一定的

思考能力、策划

能力和创新能

力，缺乏互助协

作的团队精神。

20

五、推荐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源

（一）建议教材

    1、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新闻采访与写作》

2、白贵，彭焕萍《当代新闻写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年

                

（二）主要参考书及学习资源

1、李希光、孙静佳《新闻采访写作教程》、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年

2、郭光华 《新闻写作》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4 年

六、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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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实验（上机实训）项目名称 实验性质 开出要求 学时

1 新闻语言和跳笔的写作训练 综合性 4

2 新闻消息标题的写作练习 综合性 2

3 新闻导语写作练习 综合性 2

4 新闻消息的写作训练 综合性 4

5 新闻通讯的写作训练 综合性 8

6 融全新闻消息的写作训练 综合性 4

大纲修订人签字： 余婧华                                修订日期：   2022 年  7 月

大纲审定人签字： 杜  瑶  马晓亮                        审定日期：   2022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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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视频编辑》课程教学大纲

音视频编辑
课程名称

Radio and Video Editing

课程代码 20414202 课程性质 专业教育课程

课程类别 专业核心课程 先修课程 电视摄像

学分/学时 3/48 理论学时 /实验学时 16/32

适用专业 新闻学、广播电视学 开课单位 文学艺术学院

课程负责人 王新宏 审定日期 2022 年 9 月

《音视频编辑》是面向新闻学和广播电视学专业学生开设的专业知识课程，是新闻传播类（广

播电视学、新闻学）本科生必修的专业基础理论与实践并重的课程。该课程属于专业基础课程，

程旨在通过培养新闻学专业学生运用声音、画面语言及思维方法，结合非编软件操作，学习掌握

声音和画面的组接技能，掌握音视频节目编辑、制作的基本流程和基本方法。

本课程有 3个课程目标，具体如下：

通过对蒙太奇思维、声音和画面的组接原则、场面过渡的方法及声画组合规律等音视频编辑思

维和技巧的学习，培养学生运用声音和画面语言及思维方法进行影视画面与声音的组接编辑技能。

1.培养良好的政治素养，了解音视频编辑工作的性质、工作流程与任务；

2.掌握音视频编辑的基本技巧，掌握蒙太奇、长镜头和声音的实质；运用蒙太奇思维进行声画

编辑；掌握场面过渡的方法、音乐、音响、同期声的合理配置及声画组合规律；熟悉各类型电视节

目的制作特点及方法；

3.熟练掌握 2 种非编软件的基本使用方法，能通过团队合作完成基本的音视频编辑和创作。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 毕业要求：1 政治素养
指标点 1.2 政治素养：坚持新闻工作者的党性原则，坚持马克思主义

新闻观，坚持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基本方针。

课程目标 2 毕业要求：3 专业理论

指标点 3.1 基础知识：系统掌握新闻学专业相关知识和理论，具备在

专业领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掌握音视频编辑的

基本技巧

课程目标 3 毕业要求：4 实践能力 指标点 4.1 新闻生产能力：具备摄影、摄像、音视频制作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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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内容

知识单元
对应课程

目标
学习成果 教学内容

课程目标
达成方式

学时

1.概述 课程目标 1

1.了解音视频编辑工作的思政要求

2．了解音视频编辑的工作性质和流程；

3.熟悉非编软件的工作原理。

1.音视频编辑的工作性质及政治要求；

2.音视频编辑的工作流程及现代的音视频编辑观念；

3.常用非线性编辑软件；

4.思政内容：《红海行动》音画处理。

1.课堂讲授；

2.案例分析。
理论 4学时

2．音视频编辑中的

蒙太奇思维
课程目标 2

1．掌握蒙太奇的内涵；

2．理解长镜头和镜头内部蒙太奇的区

别；

3．掌握声音蒙太奇的特征。

1.什么是蒙太奇；

1.蒙太奇是抽象、直观思维的结合；

3.两类蒙太奇的表现形式；

4.有限时空和无限时空；

5.长镜头与镜头内部蒙太奇；

6.思政内容：《南征北战摩天岭争夺战》交叉剪辑。

1.课堂讲授；

2.案例分析。

理论 4学时

3.非线性编辑软件

的使用

课程目标 2、

3

1.了解几种常用非编软件；

2.熟练掌握 2种音视频非编软件的操

作方法；

3.熟练掌握音视频的导入与导出。

1.几种常用非线性编辑软件介绍；

2.Premiere的操作；剪映和 Audition的操作；

3.音视频的编码格式及其导入导出

4.思政内容：《平凡英雄》广宣片剪辑评析。

1.课内外实

践。
实验 4学时

4.音视频剪辑
课程目标 2、

3

1.掌握音视频素材整理归类的方法；

2.掌握时间线的操作方法；

3.掌握音视频素材的剪辑方法。

1.音频、视频素材的归类；

2.时间线的理解及快捷操作；

3.音频、视频素材的剪切、移动、组合等技巧操作；

4.思政内容：《王震与新疆兵团》的音乐运用。

1.课内外实

践。

实验 2学时

5.音视频特效制作
课程目标 2、

3

1.理解字幕的功能；

2.理解关键帧在动画制作中的作用；

3.掌握音视频特效的添加与处理方法。

1.为视频添加各种字幕、图表并制作字幕特效；

2.关键帧动画处理；

3.音视频特效处理：转场、降噪、键控、速率、模糊、调色、

调音等；

4、《中国共产党网宣片》的剪辑技巧。

1.课堂讲授；

2.案例分析；

3.课内外实

践。

实验 4学时

6.画面组接的原则

与技巧

课程目标 2、

3

1.掌握画面组接的原则；

2.掌握画面组接的技巧。

1.画面组接的原则；

2.画面组接连贯的因素；

3.画面组接剪接点；

4.镜头长度、景别组接；

5.画面方向性；运动组接；

6.思政内容：爱国影片《狙击手》的组接技巧

1.课堂讲授；

2.案例分析。

理论 4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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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经典影片串剪
课程目标 2、

3

1.熟悉一个完整作品的基本构成；

2.能熟练应用画面组接的技巧。

1.对 5部经典影片（短片）进行拉片；

2.利用画面组接的原则，从5部经典影片选择素材进行串剪，

制作一个时长 1分钟的完整作品；

3.为作品添加片头片尾字幕及特效。

4.思政内容：《国旗护卫队》缩编

1.课内外实

践。

实验 4学时

8.动作/过程连贯

性剪辑

课程目标 2、

3

1.理解多景别、多角度拍摄的作用；

2.掌握连贯性剪辑的基本方法。

1.撰写一个多景别、多角度，体现动作/过程连贯性的拍摄

脚本；

2.依照脚本进行拍摄；

3.思政内容：《中国瞭望塔》的剪辑手法。

1.课堂讲授；

2.案例分析；

3.课内外实

践。

理论 2学时

实验 2学时

9.场面过渡及音视

频转场设计

课程目标 2、

3

1.理解转场的依据；

2.掌握无特效转场的类型及设计方法。

1.音视频场面过渡的依据；

2.音视频无特效转场的类型与设计；

3.设计并拍摄制作一个包含各类无特效转场的短片，时长 1

分钟。

4.思政内容：电视剧《毛泽东》中的回闪镜头

1.课堂讲授；

2.案例分析；

3.课内外实

践。

理论 2 学时

实验 2学时

10.声画组合
课程目标 2、

3

1.理解声音的类型、特点及作用；

2.掌握不同的声画组合方式；

3.熟练应用不同的声画组合进行对话

的拍摄剪辑。

1.音视频声音的类型；

2.各类声音元素的特点及作用；

3.几种不同的声画组合方式；

4.对话的剪辑原则；

5.思政内容：影片《烈火中永生》的声音运用。

1.课堂讲授；

2.案例分析；

3.课内外实

践。

理论 4 学时

实验 4学时

11.影视作品的结

构与节奏

课程目标 2、

3

1.理解影视作品的叙事方法；

2.掌握影视作品的结构形式；

3.理解影视作品的节奏控制。

1.影视作品的叙事方法；

2.影视作品的结构形式及结构段落的安排；

3.影视作品的节奏。

4．思政内容：《长津湖》等爱国影片的节奏特点

1.课堂讲授；

2.案例分析。
理论 4学时

12.各类视频节目

的编辑制作

课程目标 2、

3

1.了解和掌握 10种电视节目类型制作

特点及方法

1.新闻、栏目、专题、纪录片、晚会、广告、科教片、文艺

片、微电影、短视频制作流程特点和要领。

2.思政内容：《屯垦爹娘》《大国崛起》等节目特点。

1.课堂讲授；

2.案例分析；

3.课内外实

践。

理论 4学时

实验 4学时

13.电视片常见问

题及攻略

课程目标 2、

3

1.了解和掌握 30中电视片常见问题及

解决方法

1.  电视片创作中常见的问题。

2.  解决办法。

3.  思政内容：观摩分析《建党一百年现场直播》等

1.课堂讲授；

2.案例分析；

3.课内外实

践。

实验 2学时

14.短视频及微电

影创作

课程目标 1、

2、3

1.  掌握短视频创作规律

2.  了解微电影创作的基本要领

1.  短视频创作的方法和技巧

2.  微电影创作的流程和要领

3.  完成一部完整的短视频或微电影并撰写剧本等

1.课堂讲授；

2.案例分析；

3.课内外实

理论 4 学时

实验 4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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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思政内容：1、学习民族团结微电影《一份抓饭》的创

作思路；2、创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题的微电影或 MV

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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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目标达成的评价方式及评价标准

（一）评价方式及成绩比例  

课程成绩包括 2 个部分，分别为平时成绩和实践考核。具体见下表：

评价方式及比例（%）
课程目标

平时成绩 实践考核 实验总结报告
成绩比例（%）

课程目标 1 5 15 3 23

课程目标 2 5 15 3 23

课程目标 3 10 40 4 54

合计 20 70 10 100

注：课程成绩包括平时成绩、实验技能作品考核、实验总结报告 3 个部分，要求及成绩评定

方法如下：

1、平时成绩：包含课堂互动、测验、平时出勤 3 部分，成绩占总成绩的 20%。

2、实践考核：本课程将结合具体技能项目，要求学生以个人或分小组的形式，按照要求进行

实验制作作品，期间要提交5次实验作品，由老师根据作品中呈现的技能赋分，成绩占总成绩的70%。

3、实验总结报告：对所学理论和实践知识进行总结，字数 1000 字以上，成绩占总成绩的

10%。

（二）评价标准

1. 平时成绩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优（90-100 分） 良（75-89 分） 及格（60-74分） 不及格（0-59 分）

权重
（%）

课程目标 1

1.2政治素养：坚持新闻

工作者的党性原则，坚持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坚持

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基

本方针。

   

能够全面分析

总结音视频编

辑的特点，阐释

新闻工作的时

代意义与价值。

学习态度端正，

出满勤

能够多角度

分析音视频

编辑的特点，

理解新闻工

作的时代意

义与价值。学

习态度较好、

出满勤

能够认识音视

频编辑工作特

点，理解新闻工

作的时代意义

和价值，但理解

不深、认识不够

充分。学习态度

一般，有缺勤

对于音视频编辑

工作的认识片面。

对其社会价值和

意义认识偏颇。

学习态度不端正，

缺勤严重

5

课程目标 2

3.1基础知识：系统掌握

新闻学专业相关知识和

理论，具备在专业领域发

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掌握音视频

编辑的基本技巧。

   

能够全面理解音

视频编辑的基本

内涵和主要构成

要素。能够很好

地解决发现的问

题

能够较好理解

音视频编辑的

基本内涵和主

要构成要件。能

够较好地解决

发现的问题

基本理解音视

频编辑的基本

内涵和主要构

建，但认识不足，

发现和解决问题

能力弱

对音视频编辑的

基本内涵和主要

构建认识偏颇，

不能发现和解决

问题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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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3
4.1新闻生产能力：掌握

音视频制作专业技能

熟练掌握音视频

编辑的主要技能，

能够全面把握音

视频编辑创作的

各个环节。参与

讨论积极

较好掌握音视

频编辑的主要

技能，能够较好

把握音视频编

辑创作的主要

环节。参与讨论

较积极

基本掌握音视频

编辑的主要技能，

基本把握音视频

编辑创作的主要

环节，但不够全

面。参与讨论不

主动

没有掌握音视频

编辑的主要技能，

对音视频编辑创

作主要环节认识

不清。参与讨论

很被动

10

2．实践考核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优（90-100 分） 良（75-89 分） 及格（60-74 分） 不及格（0-59 分）

权重

（%）

课程目标 1

1.2政治素养：坚持新闻

工作者的党性原则，坚

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坚持党的新闻舆论工作

的基本方针。

   

能够全面把握

音视频编辑的

特点和方向，并

较好地将相关

政策和原理贯

彻到实践中

能够较好把

握音视频编

辑的特点和

方向，并努力

将相关政策

和原理贯彻

到实践中

能够把握音视

频编辑工作特

点和方向，但把

握不够准确。未

能将相关政策

和原理贯彻到

实践中

对于音视频编辑

工作特点和方向

把握不准。对相关

政策和原理运用

偏颇

15

课程目标 2

3.1基础知识：系统掌握

新闻学专业相关知识和

理论，具备在专业领域

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

解决问题的能力。掌握

音视频编辑的基本技巧。

   

全面掌握音视频

编辑的基本内涵

和主要构成要素，

能够较好满足音

视频编辑的创作

需求。

较好掌握音视

频编辑的基本

内涵和主要构

成要件。能够满

足音视频编辑

的创作需求。

基本掌握音视

频编辑的基本

内涵和主要构

建，但认识不足，

能够基本满足音

视频编辑的创作

需求

对音视频编辑的

基本内涵和主要

构建认识偏颇，不

能满足音视频编

辑的创作需求

15

课程目标 3
4.1新闻生产能力：掌握

音视频制作专业技能

熟练掌握音视频

编辑的主要技能，

能够较好完成音

视频作品创作。

团队协作能力强

较好掌握音视

频编辑的主要

技能，能够完成

音视频作品创

作。团队协作能

力较强

基本掌握音视频

编辑的主要技能，

能够完成音视频

作品创作，但效

果欠佳。团队协

作能力较弱

没有掌握音视频

编辑的主要技能，

不能完成基本的

音视频编辑创作。

团队协作能力差

40

2．实验总结报告

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优（90-100 分） 良（75-89 分） 及格（60-74分） 不及格（0-59 分）

权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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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1

1.2政治素养：坚持新闻

工作者的党性原则，坚

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坚持党的新闻舆论工作

的基本方针。

   

能够全面认识

并总结分析音

视频编辑的特

点和方向，并很

好地将总结分

析相关政策和

原理

能够较好认

识并总结分

析音视频编

辑的特点和

方向，并较好

地分析相关

政策和原理

对音视频编辑

工作特点和方

向及正常原理

有一定认识，但

总结分析不不

到位。

对音视频编辑工

作特点和方向及

政策原理认识不

到位、理解偏颇。

3

课程目标 2

3.1基础知识：系统掌握

新闻学专业相关知识和

理论，具备在专业领域

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

解决问题的能力。掌握

音视频编辑的基本技巧。

   

全面理解音视频

编辑的基本内涵

和主要构成要素，

能够很好总结分

析音视频编辑的

创作需求。

较好理解音视

频编辑的基本

内涵和主要构

成要件。能够较

好总结分析音

视频编辑的创

作需求。

基本理解音视

频编辑的基本

内涵和主要构

建，但认识不足，

分析总结音视

频编辑的创作需

求有局限性。

对音视频编辑的

基本内涵和主要

构建认识偏颇，不

能分析总结音视

频编辑的创作需

求。

3

课程目标 3
4.1新闻生产能力：掌握

音视频制作专业技能

全能够面分析总

结音视频编辑的

主要技能和操作

程序。

能够较好分析

总结音视频编

辑的主要技能

和操作程序。

分析总结音视频

编辑的主要技能

和操作程序有一

定偏差。

未能完成对音视频

编辑的主要技能和

操作程序的分析总

结。

4

五、推荐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源

1．建议教材

张晓锋.当代电视编辑教程，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 9月

2．主要参考书

王晓红.电视画面编辑，出版社: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2年 07月 

黄匡宇.电视画面创作技巧，出版社: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2年 7月 

李琳，影视剪辑实训教材（第二版），出版社：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5年 5

月

李延周、王小飞，PR实战教程，出版社：人民邮电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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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附表：

序号 实验（实践）项目名称 学时
实验（实践）类

型
开出要求

1 非线性编辑软件的使用 2 验证 必做

2 音视频特效、转场制作 2 验证 必做

3 经典影片（纪录片）串剪 2 设计 必做

4 电影片段翻拍、剪辑 4 设计 必做

5 微视频创作（脚本、拍摄、剪辑） 6 综合 必做

大纲修订人签字： 王新宏                                    修订日期：2022 年 7月

大纲审定人签字： 杜  瑶  马晓亮                            审定日期：2022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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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新闻传播史》课程教学大纲

外国新闻传播史
课程名称

History of Foreign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课程代码 20414203 课程性质 专业教育课程

课程类别 专业核心课程 先修课程 中国新闻传播史

学分/学时 2/32 理论学时

/实验学时
32/0

适用专业 新闻学 开课单位 文学艺术学院

课程负责人 张宁 审定日期 2022 年 9 月

一、课程简介
《外国新闻传播史》是面向新闻学专业学生开设的专业核心课程，课程内容主要围绕介绍西

方主要发达国家新闻事业发展历程，主要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几个重要的西方国家的新闻事业发展

历程及重要的新闻媒介和新闻工作者的历史故事向学生们讲授。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试图让学生掌

握更多的西方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扩大学生的事业和对现代媒体发展规律的掌握，从而

提高专业能力和个人的综合素质。

二、课程目标

本课程有 3个课程目标，具体如下

目标 1．通过学习外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正确认识国外新闻

传播发展的发展的风云变幻，

目标 2．学习外国新闻传播史，掌握外国新闻发展的理论知识，具备从事新闻的专业素养。

目标 3．提高学生对外国社会和文化的了解程度，获得用历史知识分析问题的能力，具备一

定国际交往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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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课程目标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关系见下表：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

毕业要求1：政治素质。

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

和方向，坚持新闻工作

的党性原则，坚持马克

思主义新闻观。

指标点 1.2 政治素养：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积极参加政治学习，

掌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新闻工作者的党性原则，坚持马克

思主义新闻观，坚持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基本方针

课程目标 2

毕业要求3：专业理论。

掌握外国新闻传播史

相关理论知识，了解学

科动态和发展趋势。

指标点 3.1 基础知识：系统掌握新闻学专业相关知识和理论，具备

在专业领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课程目标 3

毕业要求 3：专业理论

掌握新闻传播学相关

理论知识，拥有比较广

博和扎实的人文学科

和社会科学基本知识

指标点 3.2 前沿知识：扩展学科视野，了解与新闻行业联系密切

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文学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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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内容

知识单元 对应课程目标 学习成果 教学内容 课程目标达成方式 学时分配

新闻传播

的起源与

印刷传播

的产生

课程目标 2
9. 了解新闻传播的起源

2.熟知世界传播技术发展简史和新

闻发展简史。

1.新闻传播的起源

2.印刷技术的发明与传播

3.近代报刊在欧洲的起源

1. 教学活动：课堂讲授，多媒体

教学

2. 学习任务：课程作业

6

资产阶级革

命时期的新

闻传播

课程目标 1 1.了解资产阶级时期的新闻传播
1. 革命与报刊的结合

2. 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报刊

3. 自由主义报刊理论的形成

1. 教学活动：课堂讲授，多媒体

教学

2. 学习任务：课程作业

6

政党报刊与

政治报刊
课程目标 1 1. 了解政党报刊的发展

2. 掌握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发展

1、政党报刊的兴起及在政党政治中的角色

2、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发展

1. 教学活动：课堂讲授，多媒体

教学

2. 学习任务：课程作业

4

国外主要资

本主义国家

报刊.通讯社

的发展

课程目标 1.2

1. 了解国外大众化报刊的发展

2. 熟悉主要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报业

发展情况

3. 熟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通讯社的

发展情况

1. 大众化报纸的发展

2. 报业垄断现象

3. 通讯社的诞生、发展与演变

1. 教学活动：课堂讲授，多媒体

教学

2. 学习任务：课程作业

6

外国广播电

视的发展
课程目标 1.2

1.了解国外广播电视的发展

2.熟悉主要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报业发

展情况

1. 通讯社的诞生

2. 通讯社的发展和演变

1. 教学活动：课堂讲授，多媒体

教学

2. 学习任务：课程作业

4

互联网技术

对新闻事业

发展的影响

课程目标 3
1. 了解互联网技术的兴起

2. 熟悉新媒体的发展、社会变革对

新闻事业发展的影响

1.互联网技术的兴起与发展

2.新媒体的崛起

3 互联网传播与社会变革

1. 教学活动：课堂讲授，多媒体

教学

2. 学习任务：课程作业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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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目标达成的评价方式及评价标准

（一）评价方式及成绩比例   

课程成绩包括 3 个部分，分别为课程作业、课堂讨论、期末考试。具体见下表：

评价方式及比例（%）
课程目标

课程作业 课堂讨论 结课作业
成绩比例（%）

课程目标 1 10 10 10 30

课程目标 2 10 10 20 40

课程目标 3 10 10 10 30

合计 30 30 40 100

（二）评价标准

1. 课程作业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优（90-100 分） 良（75-89 分） 及格（60-74 分） 不及格（0-59 分）

权重

（%）

课程目标 1

通过作业考查学生对所

讲授的外国新闻史中对

于新闻发展与社会政治

因素之间的关系度与正

确性

客观准确认识

外国新闻传播

与政治因素之

间的关联

较为准确的

认识外国新

闻传播史政

治因素之间

的关联

基本准确认识

外国新闻传播

史与政治因素

之间的关联

对外国新闻传播

史与政治因素之

间的关联认识不

正确或存在较大

认识误区

10

课程目标 2

通过作业考查学生对所

讲授的外国新闻传播史

业基础知识理解的正确

程度

能全面掌握外国

新闻史专业知识

及理论

能基本掌握和

认识外国新闻

史专业知识及

理论

对外国新闻史专

业知识及理论新

闻专业及理论认

识简单、片面，

存在较明显的问

题。

外国新闻史专业知

识及理论完全没掌

握
10

课程目标 3
通过作业考查学生对于

新闻传播史前沿理论知

识的把握

能全面结合外国

新闻传播史的相

关知识和理论研

究对于前沿问题

进行探讨

能基本运用外

国外国新闻传

播史的相关知

识和理论研究

对于前沿问题

进行探讨

能运用外国新闻

传播史的相关知

识和理论研究对

于前沿问题进行

探讨

对外国新闻史前沿

理论认识简单、片

面
10

2．课堂讨论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优（90-100 分） 良（75-89 分） 及格（60-74 分） 不及格（0-59 分）

权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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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1

通过分组讨论考查学生

对所讲授的外国新闻传

播史中对于如何提高政

治素养理解和认识的程

度与正确性

准确并全面认

识新闻工作者

的政治素养

较为准确、较

为全面的认

识新闻工政

治素养

基本准确认识

新闻工作者的

政治素养，但并

不全面

对新闻工作者的

政治素养的认识

不正确或存在较

大认识误区

10

课程目标 2

通过分组讨论考查学生

对所讲授的外国新闻传

播史基础知识理解的正

确程度

能正确认识外国

新闻传播史的基

础知识

基本正确的认

识到外国新闻

史的基础知识

能基本认识和

掌握外国新闻

史的基础知识

对外国新闻传播史

的基础知识完全没

有掌握

10

课程目标 3
通过分组讨论考查学生

的协作能力

小组能够很好

的配合，准备充

分，讨论效果好

小组能够较

好的配合，准

备较充分，讨

论效果较好

小组配合存在

问题，准备不够

充分，讨论效果

一般

小组缺乏配合，准

备不充分，讨论效

果差

10

3．结课作业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优（90-100 分） 良（75-89 分） 及格（60-74 分） 不及格（0-59 分）

权重

（%）

课程目标 1

通过考试考查学生对影

响新闻事业发展的政治

因素，及新闻工作者的政

治素养的理解和认识的

程度与正确性

准确并全面认

识外国新闻史

中新闻工作者

的政治素养

较为准确 .较
为全面的认

识新闻工作

者的政治素

养

基本准确认识

新闻工作者的

政治素养，但并

不全面

对新闻工作者的

政治素养的认识

不正确或存在较

大认识误区

10

课程目标 2

通过考试考查学生对所

讲授的外国新闻传播史

的基础知识理解的正确

程度

能全面掌握外国

新闻传播史新闻

专业及理论

能基本掌握和

认识外国新闻

史专业知识及

理论

对外国新闻史专

业知识及理论新

闻专业及理论认

识简单、片面，

存在较明显的问

题。

外国新闻史专业知

识及理论完全没掌

握
20

课程目标 3
通过考试考察学生对于

新闻传播史前沿理论知

识的把握

能全面结合外国

新闻传播史的相

关知识和理论研

究对于前沿问题

进行探讨

能基本运用外

国外国新闻传

播史的相关知

识和理论研究

对于前沿问题

进行探讨

能运用外国新闻

传播史的相关知

识和理论研究对

于前沿问题进行

探讨

对外国新闻史前沿

理论认识简单、片

面
10

五、推荐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源

（一）建议教材

 1. 张昆. 外国新闻传播史.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 版。

（二）主要参考书及学习资源

 1. 陈力丹.世界新闻传播史.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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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李彬.全球新闻传播史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2019 版.

大纲修订人签字： 张宁                                      修订日期：2022年 7月

大纲审定人签字：杜瑶 马晓亮                                审定日期：2022年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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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编辑》课程教学大纲

新闻编辑
课程名称

News   Edition

课程代码 20414204 课程性质 专业教育课程

课程类别 专业核心课程 先修课程 传播学、新闻采访

学分/学时 2/32
理论学时

   / 实 验

学时

32/0

适用专业 广播电视学、新闻学 开课单位 文学艺术学院

课程负责人 王新宏 审定日期 2022 年 9 月

一、课程简介：

本课程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指导，在系统地讲解新闻编辑相关理论的基础上，紧扣新闻编

辑工作之策划、编稿、编排等关键环节，详细讲述新闻编辑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工作流程和操作

程序等，要求学生熟悉和掌握新闻编辑工作流程、组织和选择稿件、修改稿件、制作标题、版/页

面设计及新闻编辑策划等。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能够对新闻编辑工作的基本环节和技能有系

统地认知，对编辑基本工作能力有所掌握。

二、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关系

(一)课程目标

本课程有 3个课程目标，具体如下：

目标 1.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马克思新闻观指导下的新闻创作原理，对新闻编辑这

一重要的业务知识有大致的认识，对它的发展脉络有基本的了解，并能够对其中的一些重要问题

进行思考；

目标 2.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熟悉新闻编辑的基本流程，掌握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的

新闻编辑技能；通过对案例的分析和实践训练，使学生能够熟练掌握新闻编辑选稿、制作标题等

的方法及原则；

目标 3.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形成新闻编辑能力，具备新闻报道策划与组织，组稿与制

版的能力。



86

各课程目标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关系见下表：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

   

   1.2政治素养

   

指标点 1.2政治素养：坚持新闻工作者的党性原则，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坚持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基本方针   

   课程目标 2    3.1基础知识 

指标点 3.1基础知识：系统掌握新闻学专业相关知识和理论，具备在专业领

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课程目标 3 4.1新闻生产能
指标点 4.1广播电视节目生产能力：具备摄影、摄像、音视频制作等全媒体

专业技能及新闻采访、写作、编辑、评论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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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内容与预期学习成效

知识单元 对应课程目标 学习成果 教学内容 课程目标达成方式 学时分配

1.新闻编辑的内容与性质 课程目标 1

1.了解新闻编辑工作；

2.了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对新

闻编辑的指导意义

1.新闻编辑的基本概念；

2.新闻编辑的功能与类型

3.新闻编辑工作的基本流程；

4.媒介融合时代的新闻编辑新趋势；

5.新闻编辑的性质。

6.思政内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1.课堂教学；

2.课堂讨论。
理论 2课时

2.新闻编辑人员的素养与

能力
课程目标 1

1.了解新闻编辑的角色定位；

2.了解新闻编辑的基本素养与

专业能力要求。

1.角色定位；

2.基本素养与专业能力要求；

3.思政内容：编辑的党性要求

1.课堂教学；

2.课堂讨论。
理论 2学时

3.媒介定位与新闻编辑方

针
课程目标 1

1.掌握新闻媒介定位的意义和

内容；

2.了解新闻编辑方针。

1.新闻媒介的受众与功能定位；

2.影响新闻媒介定位的主要因素；

3.新闻编辑方针及其意义；

4.新闻产品设计。

5.思政内容：编辑方针为了谁

1.课堂教学；

2.课堂讨论。
理论 4学时

4.新闻报道的策划与组织 课程目标 2、3

1.了解编辑策划意义及原则；

2.了解编辑策划的前提；

3.了解编辑策划的内容及流程；

4.了解编辑策划的实施。

1.新闻报道策划及其主要类型；

2.新闻报道的选题决策；

3.新闻报道策划方案的设计；

4.新闻报道的实施与调控。

5.思政内容：选题的方向和立场

1.课堂教学；

2.小组研讨：各小组

策划项目选题，撰写

策划方案并汇报。

理论 6学时

5.新闻稿件的选择与编辑 课程目标 1、2、3

1.了解新闻价值标准；

2.熟悉媒体如何配置新闻稿件；

3.熟悉禁止刊登的稿件。

1.新闻稿件选择的意义与方法；

2.新闻稿件的编辑方法；

3.新闻稿件配置的意义与方法；

4.新闻差错的“更正”；

5.思政内容：新闻价值标准怎么衡量。

1.课堂教学；

2.小组研讨：各小组

根据编辑策划方案进

行新闻稿件选择和分

析，并进行汇报说明。

理论 6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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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新闻标题制作 课程目标 2、3

1.熟悉新闻标题的功能、结构

与种类；

2.掌握新闻标题的内容选择；

3.掌握新闻标题的立场态度；

4.熟悉新闻标题的表达形式。

1.新闻标题定义；

2.新闻标题功能；

3.新闻标题结构；

4.新闻标题制作流程；

5.思政内容：标题体现立场。

1.课堂教学；

2.案例研讨
理论 4学时

7.版面设计 课程目标 2、3

1.了解版面空间；

2.熟悉编排手段；

3.掌握版面布局规则。

1.版面基础知识；

2.版式；

3.版面设计与电子排版；

4.新闻网页设计方法及内容发布管理

思政内容：板式要跟上时代。

1.课堂教学；

2.小组研讨：各小组

充分考虑版面语言以

及编辑目标，进行版

面设计，进行成品展

示汇报。

理论 6学时

8.多媒体新闻编辑与互动

管理
课程目标 1、2、3

1.掌握报网互动的主要模式；

2.了解新媒体时代新闻编辑角

色转换。

1.音频新闻编辑；

2.视频新闻编辑；

3.网络多媒体新闻编辑；

4.新闻编辑的互动管理。

5.思政内容：新时代新任务

1.课堂教学；

2.案例研讨。
理论 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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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目标达成的评价方式及评价标准

（一）评价方式及成绩比例   

课程成绩包括 3 个部分，分别为课程作业、课堂讨论、期末考试。具体见下表：

评价方式及比例（%）
课程目标

课程作业 课堂讨论 期末考试
成绩比例（%）

课程目标 1 5 5 10 20

课程目标 2 10 5 30 45

课程目标 3 10 5 20 35

合计 25 15 60 100

注：课程成绩包括课堂作业、课堂讨论、期末考试 3 个部分，要求及成绩评定方法如下：

1、课堂作业：对课程知识进行巩固练习，成绩占总成绩的 25%。

2、课堂讨论：包含课堂互动、测验、小组讨论等，成绩占总成绩的 15%。

3、期末考试：对课程知识进行全面综合测试，成绩占总成绩的 60%。

（二）评价标准

1. 课程作业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优（90-100 分） 良（75-89 分） 及格（60-74 分） 不及格（0-59 分）

权重

（%）

课程目标 1

通过作业考查学生对所

讲授的新闻工作者政治

素质的理解和认识的程

度与正确性

准确并全面地

认识我国新闻

工作者的政治

素养，有较强的

思考能力

较为准确地

认识我国新

闻工作者的

政治素养，有

一定的思考

能力

基本认识我国

新闻工作者的

政治素养，但并

不全面 

对我国新闻工作

者的政治素养的

认识不正确或存

在较大认识误区

5

课程目标 2

通过作业考查学生对新

闻专业基础知识理解的

正确程度

能正确认识新闻

专业及理论课程

体系构建和实践

能力要求、专业

现状及发展方向

能基本认识到

新闻专业及理

论课程体系构

建和实践能力

要求、专业现状

及发展方向

对新闻专业及理

论课程体系构建

和实践能力要求、

专业现状及发展

方向认识不全面，

存在一定问题

对新闻专业及理论

课程体系构建和实

践能力要求、专业

现状及发展方向认

识简单、片面，存

在较严重的问题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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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3
通过作业考查学生的新

闻编辑工作能力

能圆满地独立完

成新闻编辑所具

备的新闻报道

策划与组织、组

稿与制版的基

本操作，并具备

较强的创新能

力

能较好地独立

完成新闻编辑

所具备的新闻

报道策划与

组织、组稿与

制版的基本

操作，并具备

一定创新能

力

能基本完成新闻

编辑所具备的新

闻报道策划与

组织、组稿与制

版的基本操作，

创新能力较弱

未能独立完成新闻

编辑所具备的新闻

报道策划与组织、

组稿与制版的基

本操作，并没有

创新能力

10

2．课堂讨论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优（90-100 分） 良（75-89 分） 及格（60-74 分） 不及格（0-59 分）

权重

（%）

课程目标 1

通过分组讨论考查学生

对新闻工作者政治素养

的理解和认识的程度与

正确性

准确并全面认

识我国新闻工

作者的政治素

养，有较强的政

治和新闻敏感

较为准确、较

为全面地认

识我国新闻

工作者的政

治素养，有一

定的政治和

新闻敏感

基本认识和理

解我国新闻工

作者的政治素

养

对我国新闻工作

者的政治素养的

认识不正确或存

在较大认识误区

5

课程目标 2

通过分组讨论考查学生

对新闻专业基础知识理

解的正确程度

能正确认识新闻

专业及理论课程

体系构建和实践

能力要求、专业

现状及发展方向

能基本正确的

认识到新闻专

业及理论课程

体系构建和实

践能力要求、专

业现状及发展

方向

对新闻专业及理

论课程体系构建

和实践能力要求、

专业现状及发展

方向认识不全面，

存在一定问题

对新闻专业及理论

课程体系构建和实

践能力要求、专业

现状及发展方向认

识简单、片面，存

在较严重的问题

5

课程目标 3
通过分组讨论考查学生

的新闻生产能力

能正确理解新

闻生产的基本

操作方式，并具

有创新意识

能较好理解

新闻生产的

基本操作方

式，并具有一

定创新意识

能基本理解新

闻生产的基本

操作方式，但缺

乏创新意识。

对新闻生产的基

本操作方式理解

有误，并没有创新

意识

5

3．期末考试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优（90-100 分） 良（75-89 分） 及格（60-74 分） 不及格（0-59 分）

权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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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1

通过期末考试，考查学

生对新闻工作者的政治

素质的理解和认识的程

度与正确性

准确并全面认

识我国新闻工

作者的政治素

养，有较强的分

析和判断能力

较为准确地

认识我国新

闻工作者的

政治素养，有

一定的分析

判断能力

基本认识我国

新闻工作者的

政治素养，但并

不全面

对我国新闻工作

者的政治素养的

认识不正确或存

在较大认识误区

10

课程目标 2

通过考试考查学生对新

闻专业基础知识理解的

正确程度

能正确认识新闻

专业及理论课程

体系构建和实践

能力要求、专业

现状及发展方向

能基本认识新

闻专业及理论

课程体系构建

和实践能力要

求、专业现状及

发展方向

对新闻专业及理

论课程体系构建

和实践能力要求、

专业现状及发展

方向有一定认识，

但不够充分，存

在一定的问题

对新闻专业及理论

课程体系构建和实

践能力要求、专业

现状及发展方向认

识简单、片面，存

在较严重的问题

30

课程目标 3
通过考试考查学生的新

闻生产能力

能正确理解新

闻生产的基本

操作方式，并具

有创新意识

能较好理解

新闻生产的

基本操作方

式，并具有一

定创新意识

能基本理解新

闻生产的基本

操作方式，但缺

乏创新意识

对新闻生产的基

本操作方式理解

有误，并没有创新

意识 20

平时出勤采用“只扣分，不加分”的方法计算成绩，无故旷课一次，将在平时成绩中扣除 5

分。无故旷课 3 次者，平时成绩按 0 分计。无故旷课 5 次及以上者，取消本门课程的考核资格。

迟到或者早退视具体情况可每次在平时成绩中扣除 2-5 分。

五、推荐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源

1.建议教材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重点教材《新闻编辑》，新闻编辑编写组编，北京：高等教育

出版社，2019.12（2021.2 重印）。

2.主要参考书

（1）杨金鹏著.新闻编辑学实用教程[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1 年 1 月

（2）欧阳霞：新闻编辑与策划，出版社：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22 年 5 月

大纲修订人签字： 王新宏                               修订日期： 2022 年 7月

大纲审定人签字： 杜  瑶  马晓亮                       审定日期： 2022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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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评论》课程教学大纲

新闻评论
课程名称

News Commentary

课程代码 30414201 课程性质 专业教育课程

课程类别 专业核心课程 先修课程 新闻写作

学分/学时 2 / 32 理论学时

/实验学时
32 / 0

适用专业 新闻学 开课单位 文学艺术学院

课程负责人 刘艳 审定日期 2022 年 09 月

一、课程简介

《新闻评论》是为新闻学专业学生开设的一门专业必修课，本课程以新闻评论的阅读经验作

为教学起点，首先从阅读的角度出发，培养学生对新闻评论内容和形式的辨识与分析能力，然后

过渡到评论写作的具体实施。主要教学内容包括：新闻评论的思维、表达和传播特点；新闻评论

中的观点、叙事因素和论证；新闻评论的选题、结构、语言风格等。本课程旨在培养学生阅读、

分析新闻评论和写作新闻评论的能力。 

二、课程目标

本课程有 3个课程目标，具体如下：

1．理解并掌握新闻评论观点表达的规律。

2．提高阅读、分析新闻评论及批判性思维的能力。

3．训练和培养学生写作新闻评论的能力，具备理性、有效率表达观点的写作素养。

各课程目标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关系见下表：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

毕业要求 4：实践能力。具备与新

闻传播学类工作相适应的业务动

手能力和实践能力。

4.1 新闻生产能力：具备新闻采访、写作、编辑、

评论以及新闻摄影、摄像、音视频制作等全媒体专业技

能

课程目标 2

毕业要求 4：实践能力。具备与新

闻传播学类工作相适应的业务动

手能力和实践能力。

4.1 新闻生产能力：具备新闻采访、写作、编辑、

评论以及新闻摄影、摄像、音视频制作等全媒体专业技

能。

课程目标 3
毕业要求 6：沟通协作能力。掌握

沟通合作技能，具有团队协作精神。

6.1 沟通能力。具有良好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和沟

通能力，具备良好的人际沟通交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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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内容

知识单元
对应课程目

标
学习成果 教学内容 课程目标达成方式 学时分配

1.新闻评论的传

播、思维和表达

特点

课程目标 1

1．能够理解并掌握新闻评论的传播

特点；

2．理解并掌握新闻评论的思维和表

达特点。

1．新闻评论的传播特点；

2．新闻评论的思维和表达特点。

1．课堂教学；

2．课后作业。 6学时

2.新闻评论中的

观点

课程目标1、2、

3

1．理解并掌握新闻评论中观点的认

识特征和表达特征；

2．能辨识新闻评论中的观点及观点

的不同类型。

1．观点的认识特征和表达特征；

2．评论观点中不同的判断类型；

3. 论点的要求。

思政点：价值判断要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社会的

公序良俗。

1．课堂教学；

2．主题研讨；

3．课后作业。

6学时

3.新闻评论中的

叙事因素

课程目标1、2、

3

1．理解并掌握新闻评论中叙事的特

点和作用；

2． 在新闻评论中辨识不同性质的

叙事。

1． .新闻评论中叙事的特点；

2． 新闻评论中叙事的作用；

3． 新闻评论中的叙事方法。

思政点：评论中使用的事实论据要尽可能保证其真实性，

对有争议的事实论据要核实核实再核实。

1．课堂教学；

2．课堂讨论；

3．课后作业。
4学时

4.新闻评论中的

论证

课程目标1、2、

3

1．熟悉并掌握形式逻辑的论证规则

与方法；

2．熟悉并掌握非形式逻辑的论证方

法；

3．在评论中辨识不同的论证方法。

1．形式逻辑的论证规则与方法；

2．非形式逻辑的论证方法。

思政点：表达观点要有理有据，以理服人，不要被情绪

情感左右。能理性分析他人的观点，不轻信，不传谣。

1．课堂教学；

2．主题研讨；

3.课后作业。
10学时

5.新闻评论的选

题
课程目标 2、3

1.理解并掌握新闻评论选题的性质

和过程；

2.了解选题的类型。

1.选题的性质和过程；2. 选题的类型。

思政点：新闻评论的选题要具有现实针对性，能针砭时

弊，求真务实。

1．课堂教学；

2．课堂讨论；

3课后作业。

2学时

6.新闻评论的结

构

课程目标1、2、

3

1．理解并掌握新闻评论对结构的要

求；

2． 掌握新闻评论结构的特点

1．新闻评论结构的特点；

2．新闻评论的开头与结尾；

3．新闻评论论证部分的结构。

1．课堂教学；

2．课后作业。
2学时

7.新闻评论的语

言
课程目标 2、3

理解并掌握新闻评论语言的特点和

风格。

1.新闻评论语言的一般特征

2.新闻评论语言的情感与风格

思政点：评论写作要使用规范的语言文字，同时也要考

虑受众的接受能力，在练习中不断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

与表达能力。勤能补拙，付出才有收获。

1．课堂教学；

2．课后作业。
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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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目标达成的评价方式及评价标准

（一）评价方式及成绩比例   

课程成绩包括 3 个部分，分别为课堂讨论、平时作业、期末考试。具体见下表：

（二）评价标准

1．课堂讨论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优（90-100 分） 良（75-89 分） 及格（60-74 分） 不及格（0-59 分）

权重

（%）

课程目标 1

通过分组讨论

考查对新闻评论观

点表达基本规律的

掌握程度

课前准备充分，

小组讨论后得出

的结论准确完备，

课堂汇报逻辑清

晰，表达流畅有

效率。

课前准备较充分，

小组讨论后得出

的结论准确但不

够完备，课堂汇报

表达较流畅，逻辑

较清晰。

课前有准备但

不够充分，小组

讨论后得出的

结论有少量错

误，课堂汇报思

路不够清晰。

课前没有准备，小

组讨论后不能得

出正确结论或结

论错误较多，课堂

汇报思路混乱，缺

乏逻辑。 

10

课程目标 2

通过分组讨论考查

学生对新闻评论内

容和形式的辨识与

分析能力

课前准备充分，

小组讨论后得出

的结论准确完备，

课堂汇报条理清

晰，表达流畅有

效率。

课前准备较充分，

小组讨论后得出

的结论准确但不

够完备，课堂汇报

表达较流畅，逻辑

较清晰。

课前有准备但

不够充分，小组

讨论后得出的

结论有少量错

误，课堂汇报思

路不够清晰。

课前没有准备，小

组讨论后不能得

出正确结论或结

论错误较多，课堂

汇报思路混乱，缺

乏逻辑。

10

2. 平时作业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优（90-100 分） 良（75-89 分） 及格（60-74 分） 不及格（0-59 分）

权重

（%）

课程目标 2

评析作业考查学

生对新闻评论内

容和形式的辨识

与分析能力。

对观点与论据的辨

识准确完备，对结

构与论证线索的分

析符合逻辑，有说

服力，语言表达清

晰准确

对观点与论据的

辨识准确但不完

备，对结构与论

证线索的分析有

少许漏洞，但总

体符合逻辑，语

言表达较清晰

对观点与论据

的辨识不够准

确完备，对结构

与论证线索的

分析漏洞较多，

不符合逻辑，语

言表达不够清

晰准确

不能准确辨识观

点与论据，对结

构与论证线索的

分析逻辑混乱，

语言表达不够清

晰准确
15

评价方式及比例（%）
课程目标

课堂讨论 平时作业 期末考试
成绩比例（%）

课程目标 1 10 15 25
课程目标 2 10 15 15 40
课程目标 3 15 20 35
合计 20 30 5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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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3

评论写作作业考

查学生理性有效

率的评论写作能

力以及对观点表

达基本规律的运

用能力。

展开认识视野，表

达有新意的认识结

果；论点鲜明，表

达有效率；结构清

晰，论据充分，论

证有说服力，合乎

逻辑；语言通顺，

意思表达清晰准确，

可读性强

论点鲜明，表达

有效率；结构比

较清晰，论据充

分，论证较有说

服力，合乎逻辑；

语言通顺，意思

表达比较清晰准

确，有较强的可

读性

论点不够鲜明，

表达效率性需

改进；结构比较

清晰，还需补充

有说服力的论

据，论证逻辑有

待加强；语言较

通顺，有一定的

可读性

没有提出论点，

语言不够通顺，

表达没有效率，

论证缺乏逻辑，

没有结构意识，

不符合新闻评论

的写作要求 

15

3．期末考试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优（90-100 分） 良（75-89 分） 及格（60-74 分） 不及格（0-59分）

权重

（%）

课程目标 1

基础知识题考查学

生对新闻评论的传

播与思维表达规律

的掌握程度

对新闻评论的传

播与思维表达规

律掌握完备。

对新闻评论的传

播与思维表达规

律掌握较好。

对新闻评论的传

播与思维表达规

律掌握不够。

对新闻评论的

传播与思维表

达规律掌握比

较欠缺。
15

课程目标 2

评论分析题考查学

生对新闻评论内容

和形式的辨识与分

析能力

对观点与论据的

辨识准确完备，

对结构与论证线

索的分析符合逻

辑，对表达效率

的分析具有说服

力，语言表达清

晰准确

对观点与论据的

辨识准确但不完

备，对结构与论证

线索的分析有少

许漏洞，但总体符

合逻辑，对表达效

率的分析有欠缺，

语言表达清晰

对观点与论据的

辨识不够准确完

备，对结构与论

证线索的分析有

漏洞较多，不符

合文章逻辑，对

表达效率的分析

欠缺较多，语言

表达不够清晰

不能准确辨识

观点与论据，对

结构与论证线

索的分析逻辑

混乱，对表达效

率未作分析或

分析较少，语言

表达不清晰

15

课程目标 3

评论写作题考查学

生理性有表达效率

的评论写作能力以

及对观点表达基本

规律的运用能力

展开认识视野，

表达有新意的认

识结果；论点鲜

明，表达有效率；

结构清晰，论据

充分，论证有说

服力，合乎逻辑；

语言通顺，可读

性强

论点鲜明，表达有

效率；结构比较清

晰，论据充分，论

证较有说服力，合

乎逻辑；语言通

顺，意思表达比较

清晰准确，有较强

的可读性

论点不够鲜明，

表达效率性需改

进；结构比较清

晰，还需补充有

说服力的论据，

论证逻辑有待加

强；语言较通顺，

有一定的可读性

没有提出论点，

语言不够通顺，

表达没有效率，

论证缺乏逻辑，

没有结构意识，

不符合新闻评

论的写作要求 

20

五、推荐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源

（一）建议教材

 1. 马少华.新闻评论教程（第三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1 年 8 月。

（二）主要参考书及学习资源

1.赵振宇.现代新闻评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 年 8 月第 3 版；

2.陈栋.解码新时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10月；

3.曹林.时评写作十六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 10月；

4.D.Q.麦克伦尼.简单的逻辑学.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 6月；

5.L.S.斯泰宾.有效思维.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 11月。

    大纲修订人签字：刘艳                              修订日期：2022 年 7月

大纲审定人签字：杜瑶 马晓亮                       审定日期：2022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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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新闻学》课程教学大纲

融合新闻学
课程名称

Convergence Journalism

课程代码 30414202 课程性质 专业教育课程

课程类别 专业核心课程 先修课程 新媒体概论、新闻写作

学分/学时 2/32
理论学时

   / 实 验

学时

32/0

适用专业 新闻学、广播电视学 开课单位 文学艺术学院

课程负责人 高山 审定日期 2022 年 9 月

一、课程简介

本课程为专业核心课程。课程着眼于新兴媒介技术不断发展而带来的媒介表达的

形态、语态、生态的深刻变迁，聚焦网页新闻、数据新闻、短视频新闻、H5新闻、VR

新闻、动画新闻、算法新闻、新闻游戏、移动直播等融合新闻形态，旨在帮助学生认

识融合新闻生态，掌握融合新闻的策划理念、叙事语言和制作方法，同时将课程思政

理念灌入案例教学的过程中，通过挑选具有高尚情怀的优秀案例培育学生优良的思想

政治情操与共情能力。

二、课程目标

本课程有三个课程目标，具体如下：

目标 1：充分认识当前媒体发展的趋势，把握媒介融合规律，能站在理论的高度、

思想的深度、人文情怀的温度上去开展工作。

目标 2：理解融合新闻原理，认识媒体融合生态。掌握掌握融合新闻思维、融合新

闻策划、融合新闻叙事等全媒体新闻的生产方式，认知媒体融合的前沿理论与实践问

题。

目标 3：培养融合新闻思维。掌握不同新闻形式的渠道特点和和表现语言，实现多

种媒介渠道协同作战。

各课程目标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关系见下表：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 1.政治素养
指标点 1.2 政治素养：坚持新闻工作者的党性原则，坚持马克思主义

新闻观，坚持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基本方针。

课程目标 2 2. 职业素养

指标点 2.2 职业素养：坚守新闻真实性等基本原则，具有强烈的社会

责任感，传播先进文化，弘扬社会正气，严守道德伦理底线，坚决抵

制低俗、庸俗、媚俗的内容。

课程目标 3 3.专业理论
指标点 3.2 前沿知识：了解本专业的发展趋势，了解国内外新闻专业

和行业的发展动态和理论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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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内容

知识单元 对应课程目标 学习成果 教学内容
课程目标达成

方式

学时

分配

融合新闻的基本理

论
课程目标 1、2、3

1.了解融合新闻形式与新闻价值选择的关系

2.理解融合新闻的基本概念、历史演进

1.融合、媒介融合及融合新闻的界定与相互关系

2.融合新闻的产生与现实发展

1 课堂教学；

2 课堂讨论。
3 学时

融合新闻报道主体 课程目标 1、2、3

1.了解全能型融合新闻记者观念的提出

2.理解融合新闻记者与编辑应具体的基本职业能力

3.充分认识融合新闻时代记者编辑仍需具备的政治、职

业素养

1.融合新闻记者的诞生与转型

2.融合新闻编辑的诞生及其职能转变

1 课堂教学；

2 课程作业。
2 学时

融合新闻思维与策

划
课程目标 2、3

1.学会运用新媒体思维服务于融合新闻生产

2.掌握融合新闻策划的基本思路与要领

1.新媒体的四大思维

2.融合新闻的选题策划、形态策划及整合传播策

划

1 课堂教学；

2 课堂讨论。
4 学时

融合新闻叙事 课程目标 2、3
1.理解融合新闻的多媒元素表达

2.掌握融合新闻叙事逻辑

1.融合新闻叙事的语言与表达

2.融合新闻的故事化、时空结构以及互动叙事

1 课堂教学；

2 课堂讨论。
4 学时

网络图文报道 课程目标 2、3
1.理解网络图文的编排与设计原则

2.掌握网络图文叙事的基本策略

3.了解网络图文报道的多媒体形态

1.网络图文报道的写作特点与形式特点

2.网络图文编排原则及设计方式、叙事策略
1 课堂教学；

2 课堂讨论。
2 学时

短视频新闻报道 课程目标 2、3
1.了解短视频新闻的内涵外延

2.理解短视频新闻的形态特征、叙事转向与制作

1.短视频新闻的界定与形态特征

2.短视频新闻的选题及其走向

1 课堂教学；

2 实践创作。
4 学时

新媒体音频新闻 课程目标 2、3
1.堂掘数据可听化的操作步骤

2.了解音频产品的分类

3.理解音频新闻实践特征

1.音频新闻的渠道演进、实践特征

2.数据可听化的常规步骤与相关案例

1 课堂教学；

2 课堂讨论。
2 学时

数据新闻 课程目标 2、3
1.理解数据新闻的概念、未来走向

2.掌握数据获取、分析、可视化与故事化

1.数据新闻基本概念和特征以及发展历程

2.数据新闻的获取、分析、可视化与故事化

1 课堂教学；

2 课堂讨论。
4 学时

移动直播 课程目标 2、3
1.了解移动直播的概念与类型、移动直播报道的互动方

式

2.理解移动直播对新闻业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1.移动直播的概念

2.从行动者与表达方式看移动直播报道的互动

1 课堂教学；

2 课堂讨论。
2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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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新闻 课程目标 2、3
1.理解算法新闻的概念与利弊

2.了解机器人写作的概况

3.学会使用一款智能新闻写作平台

1.算法新闻的概念

2.算法新闻的局限性与算法偏见产生的原因

1 课堂教学；

2 课堂汇报。
2 学时

VR 新闻 课程目标 2、3
1.掌握 VR 新闻的界定、分类与选题偏好

2.了解 VR 新闻的制作流程

3.理解 VR 新闻面临的问题

1.VR 新闻的概念及其选题偏好

2.反思 VR 新闻由乐观到审慎的认知转变

1 课堂教学；

2 课堂讨论。
2 学时

融合新闻未来趋势 课程目标 2、3
1.了解智能采集与专业把关融合的平衡

2.了解新媒体形态创新与行业应用融合的联系

1.融合新闻报道伦理与法规

2.形态创新与行业应用融合

1 课堂教学；

2 课堂讨论。
1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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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目标达成的评价方式及评价标准

（一）评价方式及成绩比例  

课程成绩包括课堂讨论、课后实践和作业、期末考查；缺勤学生直接扣减平时考

核成绩；累计缺勤三次的学生，不得参加该课程的结课考试。具体见下表：

评价方式及比例（%）
课程目标

课堂讨论 课后实践、作业 期末考查
成绩比例（%）

课程目标 1 10 0 10 20

课程目标 2 10 10 10 30

课程目标 3 0 10 40 50

合计 20 20 60 100

（二）评价标准

1. 讨论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
课

程

目

标

考核依据

优（90-100 分） 良（75-89 分） 及格（60-74 分） 不及格（0-59 分）

权重

（%）

课

程

目

标 1

考查学生对媒介融

合时代需要坚守职

业伦理与新闻价值

的认识

正确认识媒介融合

时代带来的媒介表

达的形态、语态、

生态的变迁与坚守

职业伦理与新闻价

值的关系

较好认识媒介融合

时代带来的媒介表

达的形态、语态、

生态的变迁与坚守

职业伦理与新闻价

值的关系

不能清晰认识媒介

融合时代带来的媒

介表达的形态、语

态、生态的变迁与

坚守职业伦理与新

闻价值的关系

不能准确认识媒介

融合时代带来的媒

介表达的形态、语态、

生态的变迁与坚守

职业伦理与新闻价

值的关系

10

课

程

目

标 2

考查学生对融合新

闻思维、融合新闻

策划、融合新闻叙

事等全媒体新闻的

生产方式的理解与

运用

准确理解融合新闻

思维、融合新闻策

划、融合新闻叙事

等全媒体新闻的生

产方式

较准确理解融合新

闻思维、融合新闻

策划、融合新闻叙

事等全媒体新闻的

生产方式

基本理解融合新闻

思维、融合新闻策

划、融合新闻叙事

等全媒体新闻的生

产方式

较难理解融合新闻

思维、融合新闻策划、

融合新闻叙事等全

媒体新闻的生产方

式

10

2．课后实践和作业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优（90-100 分） 良（75-89 分） 及格（60-74 分） 不及格（0-59 分）

权重

（%）

课程目标 2

考查学生对融合新

闻思维、融合新闻

策划、融合新闻叙

事等全媒体新闻的

生产方式的理解与

运用

准确理解融合新

闻思维、融合新

闻策划、融合新

闻叙事等全媒体

新闻的生产方式

较准确理解融合

新闻思维、融合

新闻策划、融合

新闻叙事等全媒

体新闻的生产方

式

基本理解融合新

闻思维、融合新

闻策划、融合新

闻叙事等全媒体

新闻的生产方式

较难理解融合新

闻思维、融合新

闻策划、融合新

闻叙事等全媒体

新闻的生产方式

10

课程目标 3
考查学生认识了解

融合新闻新形态、

语态的能力

学生具备能敏锐

认识了解融合新

闻新形态、语态

的能力

学生具备能较敏

锐认识了解融合

新闻新形态、语

态的能力

学生认识了解融

合新闻新形态、

语态的能力不足

学生缺乏认识了

解融合新闻新形

态、语态的能力
10

3．期末考查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评价标准 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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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90-100 分） 良（75-89 分） 及格（60-74 分） 不及格（0-59 分）
（%）

课程目标 1

考查学生对媒介融

合时代需要坚守职

业伦理与新闻价值

的认识

正确认识媒介融

合时代带来的媒

介表达的形态、

语态、生态的变

迁与坚守职业伦

理与新闻价值的

关系

较好认识媒介融

合时代带来的媒

介表达的形态、

语态、生态的变

迁与坚守职业伦

理与新闻价值的

关系

不能清晰认识媒

介融合时代带来

的媒介表达的形

态、语态、生态

的变迁与坚守职

业伦理与新闻价

值的关系

不能准确认识媒

介融合时代带来

的媒介表达的形

态、语态、生态

的变迁与坚守职

业伦理与新闻价

值的关系

10

课程目标 2

考查学生对融合新

闻思维、融合新闻

策划、融合新闻叙

事等全媒体新闻的

生产方式的理解与

运用

准确理解融合新

闻思维、融合新

闻策划、融合新

闻叙事等全媒体

新闻的生产方式

较准确理解融合

新闻思维、融合

新闻策划、融合

新闻叙事等全媒

体新闻的生产方

式

基本理解融合新

闻思维、融合新

闻策划、融合新

闻叙事等全媒体

新闻的生产方式

较难理解融合新

闻思维、融合新

闻策划、融合新

闻叙事等全媒体

新闻的生产方式

10

课程目标 3
考查学生认识了解

融合新闻新形态、

语态的能力

学生具备能敏锐

认识了解融合新

闻新形态、语态

的能力

学生具备能较敏

锐认识了解融合

新闻新形态、语

态的能力

学生认识了解融

合新闻新形态、

语态的能力不足

学生缺乏认识了

解融合新闻新形

态、语态的能力
40

五、推荐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源

（一）建议教材

1.刘涛，融合新闻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1 年。

（二）主要参考书及学习资源

1.刘冰.融合新闻，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 年。

2.吴飞，黄超.全媒体新闻编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9 年。

    3 .石长顺，融合新闻学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年。

大纲修订人签字：高山                         修订日期：2022年 7月

大纲审定人签字：杜瑶 马晓亮                  审定日期：2022年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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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经营与管理》课程教学大纲

媒介经营与管理
课程名称

Media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课程代码 30414203 课程性质 专业教育课程

课程类别 专业核心课 先修课程
新闻学概论、新闻传播伦

理与法规

学分/学时 2/32

理论学时

   / 实 验

学时

32/0

适用专业 新闻学、广播电视学 开课单位 文学艺术学院

课程负责人 高山 审定日期 2022年 9月

一、课程简介

本课程为专业核心课程，主要介绍媒介经营与管理学的基本知识，系统分析媒介

产业、媒介市场、媒介战略和媒介组织等许多重要问题。从理论与实践方面系统介绍

中外媒体的组织、运转与管理理论，探讨各种传播媒介的组织、领导、市场分析、战

略规划、产品与广告营销、生产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内外部公共关系等事务的执行。

培养和训练学生对传媒产业的分析及运筹能力。使学生通过学习了解媒介经营与管理

学的基本概念、研究范畴，并以对传媒产业分析为主体框架，引导学生培养起分析传

媒经营的思考能力，提高学生的职业精神和职业能力。

二、课程目标

本课程有 3个课程目标，具体如下：

目标 1：系统、完整地学习新闻媒介管理的基本概念、基本知识。认识和掌握中外

媒介实践的历史脉络、现实特征和发展趋势，把握事业发展与制度变革、实务运作和

管理创新之间的互动关系，对新闻行业发展现状和改革趋势有清晰的掌握，对新闻岗

位人才素质要求有一定认知；

目标 2：具备对国内外媒介经营环境和媒介经济现象进行深度解剖的能力。

目标 3：透过理论学习、案例演绎，全面地掌握和了解新闻媒介经营管理的规律和

特点，正确地理解经济活动的内在和外在动因。形成基本动手策划实操能力。

各课程目标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关系见下表：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 2.职业素质
指标点 2.1 职业知识：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遵守《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

以及涉及著作权、名誉权、隐私权等的相关法律法规。

课程目标 2 4.实践能力 指标点 4.2 信息传播能力：具备在全媒体平台传播新闻信息的能力。

课程目标 3 4.实践能力
指标点 4.3 媒介运营能力：具有把握媒体发展方向、具备互联网自媒体平台的运营

和推广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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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内容

知识单元 对应课程目标 学习成果 教学内容 课程目标达成方式 学时分配

绪论 课程目标 1
1.了解课程的性质

2.了解学习内容和学习方法

1.《媒介经营与管理》课程的发展历程；
2.《媒介经营与管理》课程体系；   3.课
程学习要求、方法及评价方式。

1．课堂教学

理论

   1 学

时

媒介管理的

基本概念
课程目标 1、2

1.了解新闻事业与媒介产业的概念；

2.了解事业与企业的区别；

3.了解经营管理在新闻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

1．新闻事业的经营与管理的联系与区别；

2．媒介经营与管理的研究领域及研究现状；

3．现代媒介管理的基本要求。

1．课堂教学；

2．课堂讨论。

理论

   5 学

时

媒介市场与

产品营销
课程目标 1、2、3

1.了解新闻事业经营管理观念转变的原因；

2.了解新闻事业经营管理的基本原则；

3.了解新闻事业经营管理的基本职能。

1．媒介产品的二元市场；

2．媒介运作的基本规律；

3．媒介产业的市场结构特征；

4．报刊发行与广播电视节目营销策略。

1．课堂教学；

2．课内外实践：各小组根据备选题

目选题，展开相关资料搜集并研究。

理论

   6 学

时

   

媒介广告的

经营管理
课程目标 1、2

1.了解媒介广告的地位和作用；

2.了解我国媒介广告经营的历史与现状；

3.了解媒介广告的营销策略。

1．广告业务在媒介经营中的意义与作用；

2．媒介广告的管理；

3．媒介广告的经营。

1．课堂教学；

2．课程案例分析。

理论

   4 学

时

   

媒介的生产

管理
课程目标 1、2、3

1.了解媒介内容生产的特性；

2.了解报纸的内容生产管理；

3.了解广播电视的内容生产管理；

4.了解媒介内容生产的质量管理。

1．信息传播流程与媒介生产的不同特征；

2．媒介的采编业务管理；

3．报纸的印务管理；

4．广播电视节目制作与播出管理。

1．课堂教学；

2．课堂讨论。

理论

   4 学

时

   

媒介的技术

设备管理
课程目标 1、2

1.了解报纸的印务管理；

2.了解广播电视的制作技术与播出管理；

3.了解媒介生产技术设备的管理。

1．印刷媒介的生产技术设备；

2．电子媒介的生产技术设备；

3．媒介生产技术设备的管理。

1．课堂教学；

2．课堂讨论。

理论

   2 学

时

   

媒介的人力

资源管理
课程目标 1、2

1.了解聘任制对人力资源管理的意义；

2.了解媒介从业人员的素质分析；

3.掌握媒介人力资源的开发，激励保护的内容。

1．媒介人力资源管理的原则与内容；

2．媒介从业人员的素质分析

3．媒介人力资源的开发、激励与保护；

4．媒介人事管理制度的改革。

1．课堂教学；

2．课程案例分。

理论

   4 学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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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无形资

产的管理
课程目标 1、2、3

1.掌握无形资产的概念；

2.了解企业识别系统；

3.了解媒介组织展开公共关系的意义。

1．公共关系与传播；

2．公共关系与市场营销；

3．媒介组织如何开展公共关系。

1．课堂教学；

2．课堂讨论。

理论

   4 学

时

   

媒介产业化

与集团化
课程目标 1、2

1.了解媒介集团化的发展历程；

2.掌握我国媒介集团的竞争战略；

3.我国媒介集团的风险控制。

1．我国媒介市场化与产业化进程；

2．媒介产业化的基本途径；

3．集团化——媒介产业化发展的必由之路；

4．我国报业集团的组建与运作；

5．电子媒介集团的创设探讨。

1．课堂教学；

2．课堂讨论。

理论

   2 学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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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目标达成的评价方式及评价标准

（一）评价方式及成绩比例  

课程成绩主要由章节测验、讨论、课后实践和作业、以及期末考试构成；缺勤学

生直接扣减平时考核成绩；累计缺勤三次的学生，不得参加该课程的结课考试。具体

见下表：

评价方式及比例（%）

课程目标
章节测

验
讨论 课后实践、作业 期末考试

成绩比例（%）

课程目标 1 10 0 0 50 60

课程目标 2 0 10 5 5 20

课程目标 3 0 5 10 5 20

合计 10 15 15 60 100

（二）评价标准

1. 章节测验评价标准

章节测验对应课程目标 1，以考查学生对新闻学基本概念、观点和原理等客观知识

点的掌握，以实际客观测试分值为评价标准。

2.讨论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优（90-100 分） 良（75-89 分） 及格（60-74 分） 不及格（0-59 分）

权重

（%）

课程目标 2
考查学生运用理论

分析和解释媒介现

象能力的掌握

准确分析和评价

经营与管理现象

和媒介热点，具

有正确的新闻价

值观和职业素养。

较准确分析和评

价经营与管理现

象和媒介热点，

具有正确的新闻

价值观和职业素

养

不能准确分析和

评价经营与管理

现象和媒介热点，

具有正确的新闻

价值观和职业素

养

很难分析和评价

经营与管理现象

和媒介热点，具

有正确的新闻价

值观和职业素养

10

课程目标 3

考查学生灵活运用

所学知识与理论，

展开基本的媒介组

织管理、内容策划、

品牌运营推广。

能灵活运用所学

知识与理论，展

开基本的媒介组

织管理、内容策

划、品牌运营推

广。

较好运用所学知

识与理论，展开

基本的媒介组织

管理、内容策划、

品牌运营推广。

基本运用所学知

识与理论，展开

基本的媒介组织

管理、内容策划、

品牌运营推广。

较难运用所学知

识与理论，展开

基本的媒介组织

管理、内容策划、

品牌运营推广。

5

3．课后实践和作业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优（90-100 分） 良（75-89 分） 及格（60-74 分） 不及格（0-59 分）

权重

（%）

课程目标 2

考查学生对国内外

媒介经营环境和媒

介经济现象进行解

剖的能力

具备运用经营管

理理论，准确分析

国内外媒介经营

管理现象的能力

基本具备运用经

营管理理论，分析

国内外媒介经营

管理现象的能力

运用经营管理理

论，分析国内外

媒介经营管理现

象的能力较差

缺乏运用经营管

理理论，分析国内

外媒介经营管理

现象的能力

5

课程目标 3
考查学生具备职业

管理、内容策划、

品牌运营推广能力。

有自我职业管理

能力、具备内容

策划、品牌运营

推广能力。

有基本自我职业

管理能力、基本

具备内容策划、

品牌运营推广能

力。

自我职业管理能

力不足、内容策

划、品牌运营推

广能力较差。

缺乏自我职业管

理能力、内容策

划、品牌运营推

广能力不足。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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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期末考查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优（90-100 分） 良（75-89 分） 及格（60-74 分） 不及格（0-59 分）

权重

（%）

课程目标 1

考查对媒介经营与

管理的基本观点、

原理等客观知识点

的掌握

准确运用媒介经

营与管理理论分

析新闻行业发展

现状和改革趋势，

对新闻岗位人才

素质要求有清晰

认知

较准确运用媒介

经营与管理理论

分析新闻行业发

展现状和改革趋

势，对新闻岗位

人才素质要求有

清晰认知

不够准确运用媒

介经营与管理理

论分析新闻行业

发展现状和改革

趋势，对新闻岗

位人才素质要求

有清晰认知

很难运用媒介经

营与管理理论分

析新闻行业发展

现状和改革趋势，

对新闻岗位人才

素质要求有清晰

认知

50

课程目标 2
考查学生运用理论

分析和解释媒介现

象能力

准确分析和评价

媒介经营管理现

象

较准确分析和评

价媒介经营管理

现象

不能准确分析和

评价媒介经营管

理现象

很难准确分析和

评价媒介经营管

理现象
5

课程目标 3
学生具备职业管理、

内容策划、品牌运

营推广能力。

能够熟练完成个

人职业管理规划、

品牌运营推广文

案等的撰写

基本能够熟练完

成个人职业管理

规划、品牌运营

推广文案等的撰

写

个人职业管理规

划、品牌运营推

广文案等的撰写

能力较差

很难完成个人职

业管理规划、品

牌运营推广文案

等的撰写

5

五、推荐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源

（一）建议教材

1.吴文虎.新闻事业经营管理（第 2 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年 3 月

（二）主要参考书及学习资源

1.支庭荣著.媒介管理（第三版），暨南大学出版社，2009 年 9 月

2.谢新洲.媒介经营管理案例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年 1 月

3.卜彦芳、王康.广播电视经营与管理，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年 7 月

4.邵培仁.媒介管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年 2 月

5.邵培仁，章东轶. 媒介管理学经典案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年 12 月

大纲修订人签字：  高山                            修订日期：2022年 7月

大纲审定人签字：杜瑶 马晓亮                       审定日期：2022年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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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记者研究》课程教学大纲

名记者研究

课程名称
Research on Famous Journalists

课程代码 20415201 课程性质 专业教育课程

课程类别 专业方向课程 先修课程 中外新闻传播史

学分/学时 2/32
理论学时

   / 实 验

学时

32/0

适用专业 新闻学 开课单位 文学艺术学院

课程负责人 孙秀珍 审定日期 2022 年 9 月

一、课程简介

名记者研究是新闻专业选修课程之一。本课程将对国内从近代开始一直到现在的

一些著名记者进行详细的研究，对这些记者的不同侧面的关注，如他们的采访、写作、

编辑、评论、办报策略、经营手段等。通过系统学习和讲授，使同学们从他们身上得

到启示。该课程和中国新闻史的一些内容有较为密切的联系，所选择的名记者也多是

中国新闻史中涉及的记者，不过本课程的讲授和研究更为系统，更加集中。

二、课程目标

本课程有 3个课程目标，具体如下：

目标 1：掌握著名记者的新闻活动，理解中国著名记者的新闻思想和新闻观点，了

解其新闻观点形成的政治、文化等历史背景。

目标 2：系统分析著名记者的新闻作品，把握其不同的内涵、风格以及特点。

目标 3：从名记者的个案研究，通过判定其个人价值，把握新闻记者成功的共性，

认识记者的社会角色及基本素质，对新闻记者应具备的能力及专业素养形成清晰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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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内容

知识单元 对应课程目标 学习成果 教学内容 课程目标达成方式 学时分配

1.绪论 课程目标 2、3
1．理解记者的社会角色及基本素质；

2．掌握名记者的判定标准。

1．名记者研究目的和意义；

2．记者的社会角色及素质；

3．名记者的界定。

1．课堂教学；

2．课堂讨论；

3．多媒体教学。

理论

   2学时

2.黄远生 课程目标 1、2、3

1．了解黄远生对新闻文体的贡献；

2．理解黄远生成名的时代背景和个人因素；

3．掌握黄远生的新闻理论思想。

1．生平经历；

2．远生通讯的特点；

3．黄远生的新闻理论。

1．课堂教学；

2．课堂讨论；

3．多媒体教学。

理论

   4学时

   

3.邵飘萍 课程目标 1、2、3

1．了解邵飘萍对新闻的贡献；

2．理解邵飘萍成名的时代背景和个人因素；

3.掌握邵飘萍新闻改革思想及研究成就。

1．生平经历；

2．采写经验；

3．新闻思想及成就。

1．课堂教学；

2．课程案例分析；

3．多媒体教学。

理论

   4学时

   

4.范长江 课程目标 1、2、3

1．了解范长江采写经验及贡献；

2．理解范长江成名的时代背景和个人因素；

3．掌握范长江的新闻思想。

1．生平经历；

2．采写经验；

3．范长江新闻理念。

1．课堂教学；

2．课堂讨论；

3．多媒体教学。

理论

   4学时

   

5.赵敏恒 课程目标 1、2、3

1．了解赵敏恒采写经验及贡献；

2．理解赵敏恒成名的时代背景和个人因素；

3．掌握赵敏恒的采写思想。

1．生平经历；

2．采写经验；

3．赵敏恒新闻专业主义理念。

1．课堂教学；

2．案例分析；

3．多媒体教学。

理论

   2学时

   

6.邹韬奋 课程目标 1、2、3

1．了解邹韬奋办报活动；

2．理解邹成名的时代背景和个人因素；

3．掌握邹韬奋新闻思想和编辑思想。

1．生平经历；

2．办报活动；

3．韬奋精神及新闻思想。

1．课堂教学；

2．案例分析；

3．多媒体教学。

理论

   4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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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成舍我 课程目标 1、2、3
1．了解成舍我办报活动的成功之处；

2．理解成舍我新闻思想及新闻教育成就。

1．生平经历；

2．办报活动；

3． 新闻思想及新闻教育成就。

1．课堂教学；

2．课堂讨论；

3．多媒体教学。

理论

   4学时

8.王克勤 课程目标 1、2、3

1．了解王克勤主要新闻活动及作品；

2．理解王克勤成名时代背景和个人因素；

3．掌握王的新闻理念及写作特色。

1．主要新闻活动；

2．新闻理念；

3．新闻实践经验及思想。

1．课堂教学；

2．课程案例分析；

3．多媒体教学。

理论

   4学时

   

9.柴静 课程目标 1、2、3

1．了解柴静新闻实践经历

2．理解柴静新闻思想；

2．理解柴静作品及新媒体时期舆论监督。

1．经历；

2．新闻实践经验及思想；

3．《穹顶之下》作品分析。

1．课堂教学；

2．课堂讨论；

3．多媒体教学。

理论

   2学时

   

10.总复习 课程目标 2、3
1、理解名记者的共性特征；

2、掌握名记者内涵及时代意义。

1、名记者的共性

2、名记者内涵及意义

1．课堂教学；

2．课堂讨论；

3．多媒体教学。

理论

   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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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方式及评价标准

（一）评价方式及成绩比例 

课程成绩包括 2 个部分，分别为平时成绩和期末课程考查成绩，分别占比 40%和

60%。其中平时成绩主要由课堂展示汇报和出勤构成；缺勤学生直接扣减平时考核成绩；

累计缺勤三次的学生，不得参加该课程的结课考试。具体见下表：

评价方式及比例（%）

课程目标

课堂展示汇报
讨论

期末考查

成绩比例（%）

课程目标 1 15 5 15 35

课程目标 2 10 5 20 35

课程目标 3 5 5 20 30

合计 30 15 55 100

（二）评价标准

1. 课堂展示汇报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优（90-100 分） 良（75-89 分）
及格

   （60-74分）

不及格

   （0-59分）

权重（%）

课程目标 1

考查对名记者

的新闻活动，新

闻思想观点及

背景掌握。

熟练掌握名记

者活动、新闻思

想及观点背景。

较好地掌握名

记者活动、新闻

思想及观点背

景。

基本掌握名记

者活动、新闻思

想及观点背景。

不能很好掌握

名记者活动、

新闻思想及观

点背景。

15

课程目标 2

考查对名记者

的新闻作品内

涵、风格以及特

点的分析能力。

熟练掌握名记

者的新闻作品

内涵、风格以及

特点。

较好地理解名

记者的新闻作

品内涵、风格以

及特点。

基本掌握名记

者的新闻作品

内涵、风格以及

特点。

不能很好掌握

名记者的新闻

作品内涵、风

格以及特点。

15

课程目标 3

考查对名记者

成功的共性，社

会角色及基本

素质和应具备

的能力及专业

素养理解。

熟练掌握名记

者成功的共性，

深入理解优秀

记者的社会角

色及基本素质

和能力。

   

较好掌握名记

者成功的共性，

深入理解优秀

记者的社会角

色及基本素质

和能力。的能力。

基本掌握名记

者成功的共性，

深入理解优秀

记者的社会角

色及基本素质

和能力。

不能很好掌握

名记者成功的

共性，深入理

解优秀记者的

社会角色及基

本素质和能力。

10

2.讨论

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优（90-100 分） 良（75-89 分）
及格

   （60-74分）

不及格

   （0-59分）

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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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1

考查对名记者

的新闻活动，新

闻思想观点的

分析理解能力。

熟练分析和理

解名记者活动、

新闻思想及观

点背景。

较好地掌握名

记者活动、新闻

思想及观点背

景。

基本掌握名记

者活动、新闻思

想及观点背景。

不能很好掌握

名记者活动、

新闻思想及观

点背景。

15

课程目标 2

考查对名记者

的新闻作品内

涵、风格以及特

点的分析理解

能力。

熟练分析和理

解名记者作品

内涵及精神。

较好地分析和

理解名记者作

品内涵及精神。

基本掌握分析

和理解名记者

作品内涵及精

神。

不能很好掌握

分析和理解名

记者作品内涵

及精神。

15

课程目标 3

考查对名记者

职业角色和素

质和应具备的

能力的分析和

掌握。

很好地把握职

业角色和素质。

较好很好地把

握职业角色和

素质。

基本把握职业

角色和素质。

不能很好把握

职业角色和素

质。
10

3.期末考查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优（90-100 分） 良（75-89 分）

及格

   （60-74
分）

不及格

   （0-59
分）

权重（%）

课程目标 1
考查对名记者的新

闻活动，新闻思想观

点及背景掌握。

很好地在结课

作业中融入本

课程相关基本

知识。

较好地在结课

作业中融入本

课程相关基本

知识。

基本能在结课

作业中融入本

课程相关基本

知识。

不能在结课

作业中融入

本课程相关

基本知识。

15

课程目标 2
考查对名记者的新

闻作品内涵、风格以

及特点的分析能力。

主题鲜明，很

好地体现对名

记者及其作品

和精神分析能

力。

主题较明确，

较好地体现对

名记者及其作

品和精神分析

能力。

基本能体现主

题，基本能体

现对名记者及

其作品和精神

分析能力

主题不明确，

不能体现对

名记者及其

作品和精神

分析能力。

20

课程目标 3

考查对名记者成功

的共性，社会角色及

基本素质和应具备

的能力及专业素养

理解。

很好地体现对

职业结社和素

质的理解和把

握

较好地体现对

职业结社和素

质的理解和把

握。

基本能体现对

职业结社和素

质的理解和把

握。

不能体现对

职业结社和

素质的理解

和把握。

25

五、推荐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源

（一）建议教材

邓利平.《中外名记者研究》丛书，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年。

（二）主要参考书及学习资源

1.文言.《名记者论》，辽宁：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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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黄远生.《远生遗著》，北京：商务印书馆 1920年版，1984年 5月影印

3.方蒙.《范长江传》，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1998年

4.方汉奇主编.《邵飘萍选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

5.赵敏恒.《采访十五年》，重庆大地出版社，1944年版

大纲修订人签字：孙秀珍                    修订日期：2022年 7月

大纲审定人签字：杜瑶 马晓亮               审定日期：2022年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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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报道》课程教学大纲

深度报道
课程名称

In-Depth Coverage

课程代码 20415202 课程性质 专业教育课程

课程类别 专业方向课程 先修课程 新闻采访

学分/学时 2/32 理论学时

/ 实 验 学

时

16/16

适用专业 新闻学 开课单位 文学艺术学院

课程负责

人
唐红 审定日期 2022 年 9 月

一、课程简介

本课程属于新闻学专业方向课程中的重要课程，对学生的专业素养的培养具有重

要意义，深度报道能力是学生职业发展中应当具备的核心竞争力的之一。本课程主要

内容涉及深度报道的历史、深度报道的类型、采写方式等，并运用广视角、大容量、

深层次、多手法的思想视域与报道方式对某新闻事件、新闻现象所进行的专门化报道

或问题研究报道的写作形式及报道思想进行分析，旨在提升学生深度采写报道的能力，

对后续专业理论课程和实践课程具有重要的辅助作用。

二、课程目标

本课程有 3个课程目标，具体如下：

目标 1：理解深度报道的基本概念、各文体特征、采写要求等专业知识。 

目标 2：掌握深度报道的发展历史、规律和特点。

目标 3：具有深度报道采访、选题、调查研究、新闻材料收集、写作等方面的综合

实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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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内容

知识单元
对应课程

目标
学习成果 教学内容 课程目标达成方式 学时分配

第一单元

深度报道概述 课程目标 1
1．了解深度报道的基本概念；

2．掌握深度报道的基本特征。

1、概念界定

2、特征与功能

3、结合习近平提出的”四力“理解素质要求

1. 教学活动：多媒体教学。

2. 学习任务：课程作业。
理论 2学时

第二单元

深度报道历史

与发展
课程目标 2

1．了解深度报道的发展脉络；

2、掌握中国和西方深度报道发展轨迹

的差异；

1、深度报道溯源

2、深度报道在中国的发展轨迹与反思

3、深度报道在西方

4、中美深度报道的简要比较

1. 教学活动：课堂讲授、分组讨

论。

2. 学习任务：汇报。

理论 2 学时

第三单元

 深度报道方式

与类型

课程目标 1

、2、3

1.了解深度报道的类型

2.理解深度报道的操作方式

3.掌握如何确定选题

1、深度报道的操作方式

2、深度报道的类型

3、指导学生分组选题

1. 教学活动：多媒体教学。课堂

讨论。

2. 学习任务：汇报。

理论 6学时

课内实践 8

学时

第四单元

 深度报道采访

与写作

课程目标 2

、3

1、了解深度报道采访的特殊性；

2、掌握深度报道写作的一般性策略。

1、深度报道的采访

消息源管理、现场和风险意识、采访突破

群众路线

2、深度报道写作

不同类型媒体的深度报道写作特征、深度

报道写作策略

1. 教学活动：多媒体教学。课堂

讨论

2. 学习任务：汇报。

理论 6学时

课内实践 8

学时



114

四、课程目标达成的评价方式及评价标准

（一）评价方式及成绩比例   

课程成绩包括两个部分，分别为课堂汇报和期末考查具体见下表：

评价方式及比例（%）
课程目标

课堂汇报 期末考查
成绩比例（%）

课程目标 1 10 10 20

课程目标 2 20 10 30

课程目标 3 20 30 50

合计 50 50 100

（二）评价标准

1. 课堂汇报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优（90-100 分） 良（75-89 分） 及格（60-74 分） 不及格（0-59 分）

权重（%）

课程目标 1

考查深度报

道的基本概

念、各文体特

征、采写要求

等专业知识。

很好掌握深度报

道的基本概念、

各文体特征、采

写要求等专业知

识。

较好掌握深度报

道的基本概念、

各文体特征、采

写要求等专业知

识。

基本掌握深度

报道的基本概

念、各文体特征、

采写要求等专

业知识。

缺乏对深度报道的

基本概念、各文体

特征、采写要求等

专业知识的基本掌

握。

10

课程目标 2

考查深度报

道的发展历

史、规律和特

点的掌握。

很好掌握深度报

道的发展历史、

规律和特点。

较好掌握深度报

道的发展历史、

规律和特点。

基本掌握深度

报道的发展历

史、规律和特点

。

缺乏对深度报道的

发展历史、规律和

特点的基本掌握。
20

课程目标 3

考查深度报

道采访、选题、

调查研究、新

闻材料收集、

写作等方面

的综合实践

能力。

很好运用深度报

道采访、选题、

调查研究、新闻

材料收集、写作

等方面的综合实

践能力。

较好运用深度报

道采访、选题、

调查研究、新闻

材料收集、写作

等方面的综合实

践能力。

基本能运用深

度报道采访、选

题、调查研究、

新闻材料收集、

写作等方面的

综合实践能力。

缺乏深度报道采访、

选题、调查研究、

新闻材料收集、写

作等方面的综合实

践能力。的基本能

力。

20

2 期末考查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优（90-100 分） 良（75-89 分） 及格（60-74 分）
不及格（0-59

分）

权重

（%）

课程目标 1

考查深度报道的基本

概念、各文体特征、

采写要求等专业知识

。

很好掌握深度

报道的基本概

念、各文体特征、

采写要求等专

业知识。

较好掌握深度

报道的基本概

念、各文体特

征、采写要求

等专业知识。

基本掌握深度报

道的基本概念、

各文体特征、采

写要求等专业

知识。

缺乏对深度

报道的基本

概念、各文体

特征、采写要

求等专业知

识的基本掌

握。

10



115

课程目标 2

考查深度报道的发展

历史、规律和特点的

掌握。

很好掌握深度

报道的发展历

史、规律和特点

。

较好掌握深度

报道的发展历

史、规律和特

点。

基本掌握深度

报道的发展历

史、规律和特点

。

缺乏对深度

报道的发展

历史、规律和

特点的基本

掌握。

10

课程目标 3

考查深度报道采访、

选题、调查研究、新

闻材料收集、写作等

方面的综合实践能力。

很好运用深度

报道采访、选题、

调查研究、新闻

材料收集、写作

等方面的综合

实践能力。

较好运用深度

报道采访、选

题、调查研究、

新闻材料收集、

写作等方面的

综合实践能力。

基本能运用深

度报道采访、选

题、调查研究、

新闻材料收集、

写作等方面的

综合实践能力。

缺乏深度报

道采访、选题、

调查研究、新

闻材料收集、

写作等方面

的综合实践

能力。

 的基本能力

。

30

五、推荐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源

（一）建议教材

 1.杜骏飞，胡翼音．深度报道原理，新华出版杜；2015版。

（二）主要参考书及学习资源

1.芮必峰主编.深度报道采访与写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版； 

2.周海燕．调查性报道采访与写作，新华出版社；2014版。

六、附表运用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指导采写实践的能力

序号 实验（上机实训）项目名称 实验性质 开出要求 学时

1 经典深度报道研讨 综合性 多媒体设备 8

2 深度报道策划研讨 综合性 多媒体设备 8

大纲修订人签字： 唐红                                      修订日期：2022 年 7 月

大纲审定人签字：杜瑶 马晓亮                                审定日期：2022 年 9 月

http://sslibbook1.sslibrary.com/cardbookpage.jsp?ssnum=11807438&d=3EA3D45B333BA85B12B5B45B4F1BE7DD&ssreaderurl=http://sslibbook1.sslibrary.com:80/gopdgRead.jsp?dxNumber=11807438&d=038435B1A5B2316D2E8EC779DD1D2450&fenleiID=0G201020&username=ssgpshz&pdgcode=7ADB1E228428121A53712407818AF8B4&jpathkey=4233367182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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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运营与管理》课程教学大纲

新媒体运营与管理
课程名称

New Meadia Operate and management

课程代码 40416203 课程性质 专业教育课程

课程类别 专业方向课程 先修课程 无

学分/学时 2/32 理论学时

/实验学时
32/0

适用专业 新闻学 开课单位 文学艺术学院

课程负责人 郭众愿 审定日期 2022 年 9 月

一、课程简介：
新媒体运营与管理是新闻传播类（广播电视学、新闻学）本科生专业选修课程之一。本课程

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指导，向学生讲授新媒体运营的一般原理、概念范畴以及相关的实践技能。

以抖音平台为例，重点让学生理解和掌握新媒体运营活动所需要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熟悉新

媒体运营的基本流程和基本方法，掌握开展新媒体营销传播的规律。对提高学生的新媒体创新能

力和运营能力以确保完成高质量的新媒体运营活动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课程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应具备以下三方面的目标：

目标 1、要求学生通过学习掌握马克思新闻观指导下的新媒体运营与管理能力。

目标 2、培养学生掌握新媒体行业规范，掌握新媒体运营与管理能力，能够独立承担策划设

计并与他人协作完成新媒体运营工作。

目标 3、掌握新媒体运营与管理的基本方法，具备新媒体运营的核心能力。

各课程目标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关系见下表：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 1.2政治素养
1.2政治素养：坚持新闻工作者的党性原则，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

观，坚持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基本方针。

课程目标 2 2.2职业素养

2.2职业素养：坚守新闻真实性等基本原则，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

感，传播先进文化，弘扬社会正气，严守道德伦理底线，坚决抵制

低俗、庸俗、媚俗的内容。

课程目标 3 7.1学习能力
7.1学习能力。适应新媒体的发展趋势，不断更新专业知识和实践

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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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内容

知识单元 对应课程目标 学习成果 教学内容 课程目标达成方式 学时分配

1.新媒体运

营概述
课程目标 1、2

1．了解新媒体的基本含义和特点；

4．了解新媒体平台的类别；

5．了解新媒体的影响和作用；

1.新媒体的理论概述；

2.新媒体平台的分类和特点；

1．课堂教学；

2．课堂讨论；

理论 2 学时

2．抖音推荐

机制
课程目标 2、3

2． 1.了解抖音平台的基础算法

2．正确理解抖音平台算法逻辑
1．讲述抖音平台算法逻辑

2．分析不同账号的权重

1．课堂教学；

2．课程案例分析

理论 4 学时

3．内容生产

者选题分析
课程目标 2、3 1.了解内容选题的意义与重要性；

2.正确理解及掌握基础选题能力；

1.分析不同领域账号的内容选题；

2.分析相同领域不同作者的内容选题；

1．课堂教学；

2．课程案例分析；

理论 4 学时

4．内容生产

者粉丝分析
课程目标 2、3 1.了解粉丝画像的特点

2.掌握粉丝画像分析的能力

1.分析不同领域账号的粉丝画像

2.分析相同领域不同作者的粉丝画像

1．课堂教学；

2．课堂讨论；

3．课程案例分析；

理论 4 学时

5．内容生产

者文本分析 课程目标 2、3
1.了解文本在内容生产中的作用；

2.了解不同创作者文本的特点和创

作技巧

1.讲述文本在内容生产中的作用；

2.分析文本的分类和创作技巧

1．课堂教学；

2．课堂讨论；

3．课程案例分析

理论 6 学时

6．内容生产

者图片分析
课程目标 2、3

1.了解图片在内容生产中的作用；

2.了解不同创作者图片的特点和创

作手法

1.讲述图片在内容生产中的作用；

2.分析内容生产者图片的分类和创作技巧

1．课堂教学；

2．课程案例分析；
3．课堂讨论

理论 6 学时

7．内容生产

者视频分析
课程目标 2、3、

1.了解视频在内容生产中的作用；

2.了解不同创作者视频的特点和创

作技巧

1.讲述视频在内容生产中的作用；

2.分析不同创作者视频的风格和创作技巧

1．课堂教学；

2．课堂讨论；

3．课程案例分析；

理论 6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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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目标达成的评价方式及评价标准

（一）评价方式及成绩比例   
学生成绩由平时成绩和期末成绩两部分构成，平时成绩采取过程性考核的方式，包括知识单

元测试（30%）和基础能力测试（20%），期末成绩占 50%。

评价方式及比例（%）
课程目标

知识单元测试 基础能力测试 期末成绩
成绩比例（%）

课程目标 1 10 5 5 20

课程目标 2 10 10 40 60

课程目标 3 10 5 5 20

合计 30 20 50 100

（二）评价标准

1. 新媒体运营课程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优（90-100 分） 良（75-89 分） 及格（60-74 分） 不及格（0-59 分）

权重

（%）

课程目标 1

1.2政治素养：坚持新闻

工作者的党性原则，坚持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坚持

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基

本方针。

能够从马克思

新闻观认识新

媒体运营。理解

新媒体运营的

历史价值与时

代意义。

能够多角度

分析新媒体

运营的特点，

阐释新闻工

作的时代意

义与从业者

的价值实现。

能够多角度分

析新媒体运营

的职业特点，尝

试新闻教育的

社会意义和价

值，但分析不够，

系统价值认识

不够充分。

对于新闻人新媒

体运营的认识片

面。对新媒体运

营的社会价值和

意义认识偏颇。

15

课程目标 2

2.2职业素养：坚守新闻

真实性等基本原则，具有

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传播

先进文化，弘扬社会正气，

严守道德伦理底线，坚决

抵制低俗、庸俗、媚俗的

内容。

能够理解广播电

视学专业的基本

内涵。能够理解

新媒体运营的主

要构成要素，能

够完成新媒体运

营的创作的需求。

能够理解新媒

体运营的基本

内涵和主要构

成要件。对于新

媒体运营有较

为深入的认识，

明确新媒体运

营的主要目标

和内容。

对于新媒体运

营有基本的认

识，掌握新媒体

运营基本的操

作能力，但对新

媒体运营的核

心内容认知不

足。

没有完全掌握新

媒体运营基本的

操作能力有偏颇

对于新媒体运营

的基本特征认识

不充分，对新媒

体运营学习没有

长期的目标。

20

课程目标 3
7.1学习能力。适应新媒

体的发展趋势，不断更新

专业知识和实践技能。

能够理解新媒体

运营的主要构成

要素，能够完成

新媒体运营的创

作的需求。有明

清明明确的新闻

专业的发展愿景。

对于新媒体运

营有较为深入

的认识，明确新

媒体运营的主

要目标和内容。

能够独立完成

新媒体运营工

作。

对于新媒体运

营有基本的认

识，掌握新媒体

运营基本的操

作能力，但对新

媒体运营的核

心内容认知不

足。

没有完全掌握新

媒体运营基本的

操作能力有偏颇

对于新媒体运营

的基本特征认识

不充分，对新媒

体运营学习没有

15

2．新媒体运营作业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评价标准 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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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90-100 分） 良（75-89 分） 及格（60-74 分） 不及格（0-59 分）
（%）

课程目标 1

1.2政治素养：坚持新闻

工作者的党性原则，坚持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坚持

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基

本方针。

能够从马克思

新闻观认识新

媒体运营。主题

符合马克思新

闻观的要求。独

立完成摄影作

业。

能够多角度

拍摄新媒体

运营作品，阐

释新闻价值。

独立完成摄

影作业。

能够多角度拍

摄新媒体运营

的作业，但分析

不够，系统价值

认识不够充分。

对于新闻人新媒

体运营的认识片

面。对新媒体运营

的社会价值和意

义认识偏颇。不能

独立拍摄作业。

5

课程目标 2

2.2职业素养：坚守新闻

真实性等基本原则，具有

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传播

先进文化，弘扬社会正气，

严守道德伦理底线，坚决

抵制低俗、庸俗、媚俗的

内容。

能够理解广播电

视学专业的基本

内涵。能够理解

新媒体运营的主

要构成要素，能

够完成新媒体运

营的创作的需求。

对于新媒体运

营有较为深入

的认识，明确新

媒体运营的主

要目标和内容。

对于新媒体运

营有基本的认

识，掌握新媒体

运营基本的操

作能力，但对新

媒体运营的核

心内容认知不

足。

没有完全掌握新

媒体运营基本的

操作能力，对新媒

体运营学习没有

长期的目标。

40

课程目标 3
7.1学习能力:适应新媒

体的发展趋势，不断更新

专业知识和实践技能。

能够理解新媒体

运营的主要构成

要素，能够完成

新媒体运营的创

作的需求。有明

清明明确的新闻

专业的发展愿景。

明确新媒体运

营的主要目标

和内容。能够独

立完成新媒体

运营工作。

对于新媒体运

营有基本的认

识，掌握新媒体

运营基本的操

作能力，但对新

媒体运营的核

心内容认知不

足。

没有完全掌握新

媒体运营基本的

操作能力,对于新

媒体运营的基本

特征认识不充分。

5

五、推荐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源

（一）建议教材

张佳,《短视频内容算法：如何在算法推荐时代引爆短视频》，中国邮电出版社

（二）主要参考书及学习资源

1.（美）约瑟夫·休格曼（Joseph Sugarman），《文案训练手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美）罗伯特·西奥迪尼（Robert B. Cialdini），《影响力》，浙江人民出版社

3.（美） 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引爆点》，中信出版社

大纲修订人签字：郭众愿                      修订日期：2022.7

大纲审定人签字：杜瑶 马晓亮                 审定日期：2022.9

https://www.zhihu.com/search?q=%E5%BC%A0%E4%BD%B3&search_source=Entity&hybrid_search_source=Entity&hybrid_search_extra=%7B
https://www.zhihu.com/search?q=%E7%9F%AD%E8%A7%86%E9%A2%91%E5%86%85%E5%AE%B9%E7%AE%97%E6%B3%95%EF%BC%9A%E5%A6%82%E4%BD%95%E5%9C%A8%E7%AE%97%E6%B3%95%E6%8E%A8%E8%8D%90%E6%97%B6%E4%BB%A3%E5%BC%95%E7%88%86%E7%9F%AD%E8%A7%86%E9%A2%91&search_source=Entity&hybrid_search_source=Entity&hybrid_search_extra=%7B
https://search-e.jd.com/searchDigitalBook?ajaxSearch=0&key=%EF%BC%88%E7%BE%8E%EF%BC%89%E7%BA%A6%E7%91%9F%E5%A4%AB%C2%B7%E4%BC%91%E6%A0%BC%E6%9B%BC%EF%BC%88Joseph%20Sugarman%EF%BC%89
https://search-e.jd.com/searchDigitalBook?ajaxSearch=0&key=&publishers=%E4%B8%AD%E4%BF%A1%E5%87%BA%E7%89%88%E9%9B%86%E5%9B%A2%E8%82%A1%E4%BB%BD%E6%9C%89%E9%99%90%E5%85%AC%E5%8F%B8&page=1
https://search-e.jd.com/searchDigitalBook?ajaxSearch=0&key=%EF%BC%88%E7%BE%8E%EF%BC%89%E7%BD%97%E4%BC%AF%E7%89%B9%C2%B7%E8%A5%BF%E5%A5%A5%E8%BF%AA%E5%B0%BC%EF%BC%88Robert%20B.%20Cialdini%EF%BC%89
https://search-e.jd.com/searchDigitalBook?ajaxSearch=0&key=&publishers=%E6%B5%99%E6%B1%9F%E4%BA%BA%E6%B0%91%E5%87%BA%E7%89%88%E7%A4%BE&page=1
https://book.douban.com/author/4575288
https://book.douban.com/press/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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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新闻作品》课程教学大纲

经典新闻作品
课程名称

Analysis of Classic News Works

课程代码 30415202 课程性质 专业教育课程

课程类别 专业方向课程 先修课程
传播学概论、新闻学概论

新闻采写

学分/学时 2 / 32 理论学时

/实验学时
32 / 0

适用专业 新闻学 开课单位 文学艺术学院

课程负责人 阿克孜 审定日期 2022 年 09 月

一、课程简介：

本课程主要使新闻学专业学生了解新闻作品评析的性质与作用、特点与目的、掌握新闻作品

评析的原则与方法，以及新闻评析的写作步骤与技巧。同时选择经典的中外新闻作品案例进行评

析，让该专业的学生学会分析和鉴别新闻作品的优劣得失，懂得鉴赏优秀的新闻作品，强化新闻

文体意识，从而进一步提高学生的新闻写作水平，为以后的学习和工作打下必备的专业基础。

二、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关系

(一)课程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应具备以下几方面的目标： 

1.通过学习，使学生比较系统地了解经典新闻作品评析的基本知识、基本方法、基本规律和

特征，培养学生对新闻写作与新闻评论的学习兴趣；

2.能够运用所学知识、理论和技能，独立进行新闻作品评析，使学生具备独立、较深刻地评

析新闻作品的能力，从而达到对新闻规律的更深理解与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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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内容

知识单元 对应课程目标 学习成果 教学内容 课程目标达成方式 学时分配

1.新闻作品评析概述 课程目标 1、2

1.了解课程内容、任务和学习方法；

2.掌握新闻作品评析的性质和意

义。

1.新闻作品评析的定义、特点；

3.新闻作品评析的性质；

3.新闻作品评析的作用。

1.课堂讲授；

2.课堂讨论。 理论 2 学时

2.新闻作品评析的内容 课程目标 1、2

1.精确分析作品反映出的事件的

新闻价值。

2.准确判断新闻采写活动的规范

性。

1.对作品反映出的事件的新闻价值进

行分析和判断；

2.追溯新闻采访活动，诸如新闻消息

源、提问、现场感等；

3.分析新闻语言是否合乎规范，如准

确、简洁、易读等；

4.对新闻作品在社会、文化方面的价

值取向进行分析和批评。

1.课堂讲授；

2.课后作业。
理论 4 学时

3.新闻作品评析的基本原

则
课程目标 1、2 掌握新闻作品评析的基本原则。 

1.新闻本位原则；

2.伦理原则；

3.舆论导向与舆论监督原则；

4.人文关怀原则。

1.课堂讲授；

2.课堂讨论。
理论 4 学时

4.新闻作品评析的方法 课程目标 1、2
熟练运用新闻作品评析的方法分

析作品。

1.语言分析法：包括对语序、引语、

结构、语言情境等方面的分析；

2.叙事学的方法：包括对叙事聚焦、

叙事模式等方面的分析；

3.内容分析的方法：做到对大量新闻

作品的量化、系统化和客观化评析。

1.课堂讲授；

2.课后作业。
理论 4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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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新闻作品评析的基本类

型
课程目标 1、2

了解新闻作品评析的基本类型及

特点。

1.个案研究主要包括错误“诊断”、

作品形成过程分析、范本分析等；

2.综合研究主要是从宏观上分析和把

握新闻作品中带有普遍性的写作方式、

主题倾向、一般趋势等问题；

3.比较研究主要是分析属于不同空间、

不同属性、不同技术、不同形式的新

闻之间的异同、并作出评价。

1.课堂讲授。 理论 4 学时

6.新闻评析的写作 课程目标 1、2
运用新闻作品评析方法和原则独

立评析新闻作品。 

1.鲜明、切实和富有新意的观点；

2.服从主题的需要选择典型、新颖的

材料；

3.方法上注意论述原因和影响、阐明

概念和原理、采用对比和比较、处理

过渡和衔接 。

1.课堂讲授；

2.课后作业。
理论 6 学时

7.不同媒介新闻作品评析 课程目标 1、2

1.明确不同媒介新闻作品评析的

特点；

2.掌握不同媒介新闻作品评析方

法。

1.报纸新闻的特点及其评析方法；

2.广播新闻的特点及其评析方法；

3.电视新闻的特点及其评析方法；

4.网络新闻的特点及其评析方法。

1.课堂讲授；

2.小组研讨。
理论 8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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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目标达成的评价方式及评价标准

（一）评价方式及成绩比例   

课程成绩包括 3 个部分，分别为课堂讨论、平时作业、期末论文。具体见下表：

（二）评价标准

1．课堂讨论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优（90-100 分） 良（75-89 分） 及格（60-74 分） 不及格（0-59 分）

权重

（%）

课程目标 1

通过分组讨论考查.

综合研究主要是从

宏观上分析和把握

新闻作品中带有普

遍性的写作方式、

掌握新闻作品评析

的基本原则。

课前准备充分，

小组讨论后得出

的结论准确完备，

课堂汇报逻辑清

晰，表达流畅有

效率。

课前准备较充分，

小组讨论后得出

的结论准确但不

够完备，课堂汇报

表达较流畅，逻辑

较清晰。

课前有准备但

不够充分，小组

讨论后得出的

结论有少量错

误，课堂汇报思

路不够清晰。

课前没有准备，小

组讨论后不能得

出正确结论或结

论错误较多，课堂

汇报思路混乱，缺

乏逻辑。 
10

课程目标 2

通过分组讨论考查

学生对精确分析作

品反映出的事件的

新闻价值。准确判

断新闻采写活动的

规范性。

课前准备充分，

小组讨论后得出

的结论准确完备，

课堂汇报条理清

晰，表达流畅有

效率。

课前准备较充分，

小组讨论后得出

的结论准确但不

够完备，课堂汇报

表达较流畅，逻辑

较清晰。

课前有准备但

不够充分，小组

讨论后得出的

结论有少量错

误，课堂汇报思

路不够清晰。

课前没有准备，小

组讨论后不能得

出正确结论或结

论错误较多，课堂

汇报思路混乱，缺

乏逻辑。

10

2. 平时作业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优（90-100 分） 良（75-89 分） 及格（60-74 分） 不及格（0-59 分）

权重

（%）

课程目标 1

考查学生掌握新

闻作品评析的性

质和意义

对观点与论据的辨

识准确完备，对结

构与论证线索的分

析符合逻辑，有说

服力，语言表达清

晰准确

对观点与论据的

辨识准确但不完

备，对结构与论

证线索的分析有

少许漏洞，但总

体符合逻辑，语

言表达较清晰

对观点与论据

的辨识不够准

确完备，对结构

与论证线索的

分析漏洞较多，

不符合逻辑，语

言表达不够清

晰准确

不能准确辨识观

点与论据，对结

构与论证线索的

分析逻辑混乱，

语言表达不够清

晰准确
15

评价方式及比例（%）
课程目标

课堂讨论 平时作业 期末考试
成绩比例（%）

课程目标 1 10 15 25

课程目标 2 10 15 25 40

课程目标 3 15 10 35

合计 20 30 5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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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2

考查学生明确不

同媒介新闻作品

评析的特点；掌

握不同媒介新闻

作品评析方法

展开认识视野，表

达有新意的认识结

果；论点鲜明，表

达有效率；结构清

晰，论据充分，论

证有说服力，合乎

逻辑；语言通顺，

意思表达清晰准确，

可读性强

论点鲜明，表达

有效率；结构比

较清晰，论据充

分，论证较有说

服力，合乎逻辑；

语言通顺，意思

表达比较清晰准

确，有较强的可

读性

论点不够鲜明，

表达效率性需

改进；结构比较

清晰，还需补充

有说服力的论

据，论证逻辑有

待加强；语言较

通顺，有一定的

可读性

没有提出论点，

语言不够通顺，

表达没有效率，

论证缺乏逻辑，

没有结构意识，

不符合新闻评论

的写作要求 

15

3．期末考试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优（90-100 分） 良（75-89 分） 及格（60-74 分） 不及格（0-59分）

权重

（%）

课程目标 1

基础知识题考查学

生精确分析作品反

映出的事件的新闻

价值、 .准确判断新

闻采写活动的规范

性。

新闻作品的分

析方法的掌握

和运用和与思

维表达规律掌

握完备。

对跨文化传播与

传播新闻作品的

分析方法的掌握

和运用方式表达

规律掌握较好。

对新闻作品的分

析方法的掌握和

运用方式表达规

律掌握不够。

对新闻作品的

分析方法的掌

握和运用方式

表达规律掌握

比较欠缺。
15

课程目标 2

评论分析题考查学

生对运用新闻作品

评析方法和原则独

立评析新闻作品的

能力并掌握情况

对观点与论据

的辨识准确完

备，对结构和内

容的分析符合

逻辑，对表达效

率的分析具有

说服力，语言表

达清晰准确

对观点与论据的

辨识准确但不完

备，对结构和内容

的分析有少许漏

洞，但总体符合逻

辑，对表达效率的

分析有欠缺，语言

表达清晰

对观点与论据的

辨识不够准确完

备，对结构和内

容的分析有漏洞

较多，不符合文

章逻辑，对表达

效率的分析欠缺

较多，语言表达

不够清晰

不能准确辨识

观点与论据，对

结构和内容的

分析逻辑混乱，

对表达效率未

作分析或分析

较少，语言表达

不清晰

25

课程目标 3

通过案例分析考察

熟练运用新闻作品

评析的方法分析作

品。

展开认识视野，

表达有新意的

认识结果；论点

鲜明，表达有效

率；结构清晰，

论据充分，论证

有说服力，合乎

逻辑；语言通顺，

意思表达清晰

准确，可读性强

论点鲜明，表达有

效率；结构比较清

晰，论据充分，论

证较有说服力，合

乎逻辑；语言通

顺，意思表达比较

清晰准确，有较强

的可读性

论点不够鲜明，

表达效率性需改

进；结构比较清

晰，还需补充有

说服力的论据，

论证逻辑有待加

强；语言较通顺，

有一定的可读性

没有提出论点，

语言不够通顺，

表达没有效率，

论证缺乏逻辑，

没有结构意识，

不符合新闻评

论的写作要求 
10

五、推荐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源

（一）建议教材

 1．建议教材：

孙英春.跨文化传播学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2．主要参考书：

1.单波. 跨文化传播的问题与可能性[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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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陈国明，安然. 跨文化传播学关键术语解读[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3.林升栋. 跨文化传播研究文集[M].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6.

大纲修订人签字：阿克孜                                  修订日期：2022 年 7 月

大纲审定人签字：杜瑶 马晓亮                             审定日期：2022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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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学发展前沿》课程教学大纲

新闻学发展前沿
课程名称

The frontier of journalism development

课程代码 30415203 课程性质 专业教育课程

课程类别 专业方向课程 先修课程 新闻学概论

学分/学时 1/16
理论学时

   / 实 验

学时

16/0

适用专业 新闻学 开课单位 文学艺术学院

课程负责人 高山 审定日期 2022 年 9 月

一、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新闻学专业方向课程。课程围绕当前新闻学关注的带有前沿性质的焦点问题，以以

专题的形式展开论述，力求揭示新闻学研究和发展中教师们的探索和思考。对旧有的论题提出自

己的看法，力求有新的分析。内容涉及新闻学历史、理论、政治与社会、新闻实务、媒体规制、

教育思想，以及网络新闻与社会化媒体。通过学习，使学生了解当前新闻学领域最新发展，并对

新闻学领域有更深层次的认知和思考。

二、课程目标
本课程有 3个课程目标，具体如下：

1.理解新闻理论知识与技能；

2.掌握当前新闻学研究的焦点、热点内容、研究方法；

3.形成对新闻理论理性思考的能力及对当前新闻实践客观判断分析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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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内容

知识单元 对应课程目标 学习成果 教学内容 课程目标达成方式 学时分配

马克思主义

新闻观专题
课程目标 1、2、3 1.了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成果

2.形成马克思主义新闻实践运用能力

1. 近年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内容、方法、成果

2. 结合案例分析马克思新闻思想实践存在的问题

1. 教学活动：课堂讲授

2. 学习任务：课堂讨论
理论 4 学时

新闻传播史

观专题
课程目标 1、2 1.了解国内外新闻传播史研究成果

2.掌握基本的新闻史研究的方法

1.国内外新闻史研究内容、方法、成果

2.结合具体案例解析新闻历史人物、事件等研究路径

1. 教学活动：课堂讲授

2. 学习任务：课堂讨论
理论 4 学时

新闻实务与

媒体规制专

题

课程目标 1、2、3
1.了解新闻实务与媒体规制研究成果

2.掌握新闻实务与媒体规制研究的社

会生态

1.新闻实务与媒体规制研究内容、方法、成果

2.结合案例分析当前新闻实务与媒体规制研究及实践

1. 教学活动：课堂讲授

2. 学习任务：课堂讨论
理论 4 学时

网络新闻与

社会化媒体

专题

课程目标 1、2、3

1.了解网络新闻与社会化媒体研究

成果

2.掌握网络新闻与社会化媒体研究

方法

1.网络新闻与社会化媒体研究内容、方法、成果

2.结合案例分析当前网络新闻与社会化媒体研究路径

1. 教学活动：课堂讲授

2. 学习任务：课堂讨论
理论 4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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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目标达成的评价方式及评价标准

（一）评价方式及成绩比例   

课程成绩包括课堂讨论、课后作业及期末考查；缺勤学生直接扣减平时考核成绩；累计缺勤

三次的学生，不得参加该课程的期末考查。具体见下表：

评价方式及比例（%）
课程目标

课堂研讨 课后作业 期末考查
成绩比例（%）

课程目标 1 10 5 10 25

课程目标 2 20 10 20 50

课程目标 3 0 5 20 25

合计 30 20 50 100

（二）评价标准

1. 课堂研讨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优（90-100 分） 良（75-89 分） 及格（60-74 分） 不及格（0-59 分）

权重

（%）

课程目标 1
考查小组对新闻传播理

论的运用能力

专业术语使用

基本准确，观点

明确

专业术语使

用较为准确，

观点较为明

确

专业术语使用

不够准确，观点

不够明确

专业术语使用不

准确，观点不明

确
10

课程目标 2
考查小组对新闻传播学

研究方法的运用能力

基本掌握并准确

运用研究方法

较好掌握并准

确运用研究方

法

运用研究方法不

够准确

运用研究方法不准

确 20

2．课后作业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优（90-100 分） 良（75-89 分） 及格（60-74 分） 不及格（0-59 分）

权重

（%）

课程目标 1
考查学生对新闻传播理

论的运用能力

案例选择恰当；

专业术语使用

基本准确；有自

己观点

案例选择恰

当；专业术语

使用基本准

确；观点明确

能结合案例展

开分析；专业术

语使用较准确

结合案例展开分

析不够；专业术语

使用不准确
5

课程目标 2
考查学生对新闻传播学

研究方法的运用能力

基本掌握并准确

运用研究方法

较好掌握并准

确运用研究方

法

运用研究方法不

够准确

运用研究方法不准

确 10

课程目标 3

考查学生对新闻理论理

性思考的能力及对当前

新闻实践客观判断分析

的能力

具备新闻理论

理性思考的能

力及对当前新

闻实践客观判

断分析的能力

基本具备新

闻理论理性

思考的能力

及对当前新

闻实践客观

判断分析的

能力

新闻理论理性

思考的能力及

对当前新闻实

践客观判断分

析的能力不足

不具备新闻理论

理性思考的能力

及对当前新闻实

践客观判断分析

的能力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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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期末考查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优（90-100 分） 良（75-89 分） 及格（60-74 分） 不及格（0-59 分）

权重

（%）

课程目标 1
考查学生综合运用新闻

传播学理论的能力

选题有价值；逻

辑思维清晰；材

料翔实；语言流

畅

选题较有价

值；逻辑思维

较清晰；材料较

翔实；语言流畅

逻辑思维不够清

晰；材料不够翔

实；语言不够流

畅

逻辑思维不清晰；

材料不翔实；语言

不流畅
10

课程目标 2
考查学生对新闻传播学

研究方法的运用能力

有基本的方法

意识

有一定的方

法意识
方法意识不够 缺乏方法意识 20

课程目标 3
考查学生理论能力及判

断分析能力

具备新闻理论

运用能力及对

当前新闻实践

判断分析的能

力

基本具备新

闻理论运用

能力及对当

前新闻实践

判断分析的

能力

新闻理论运用

能力及对当前

新闻实践判断

分析的能力不

足

不具备新闻理论

运用能力及对当

前新闻实践判断

分析的能力

20

五、推荐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源

（一）建议教材

 1. 陈昌凤主编.新闻学研究前沿，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 年。

（二）主要参考书及学习资源

1. 刘建明著.新闻学前沿，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年。

2. 新闻传播类期刊《新闻大学》、《新闻与传播研究》、《现代传播》、《国际新闻界》。

大纲修订人签字：高山                                   修订日期：2022 年 7 月

大纲审定人签字：杜瑶 马晓亮                            审定日期：2022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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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媒体创意与文案写作》课程教学大纲

全媒体创意与文案写作
课程名称

Creativity and Copywriting

课程代码 30415204 课程性质 专业教育课程

课程类别 专业方向课程 先修课程 新闻写作

学分/学时 2/32 理论学时

/实验学时
16/16

适用专业 新闻学 开课单位 文学艺术学院

课程负责人 唐红 审定日期 2022 年 9 月

一、课程简介

本课程属于新闻学专业方向课程中新闻业务拓展模块中的重要课程，对学生的专业素养的拓

展和创造性思维的培养具有重要意义，本课程在介绍创意与文案写作的基本知识原理的基础上，

着重新媒体创意文案写作的方向，实现"创意"写作能力与新信息结合的互动效应，提升媒体创意

作品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对后续专业实践课程的学习具有很好的辅助作用，

二、课程目标

本课程有 3个课程目标，具体如下：

目标 1：了解全媒体的内涵及其特征，了解新媒体创意写作与传统媒体写作的差异性。 

目标 2：掌握新媒体创意写作的流程、在选题、标题制作、切入角度、内容呈现等的技巧。 

目标 3：掌握为新媒体传播设计出具有较高创意文案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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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内容

知识单元

对应

课程

目标

学习成果 教学内容 课程目标达成方式 学时分配

第一单元

 创意与新媒体写作

理论

课程

目标 1

、2

1、了解全媒体创意写作与传统媒

体写作的差异；

2、掌握全媒体创意写作的特征。

1、全媒体与全媒体的特征

2、何为新媒体创意写作

3、全媒体创意写作与传统媒体写作的区

别；

4、全媒体创意写作的发展趋势。

1. 教学活动：多媒体教学。

2. 学习任务：汇报。

理论 6 学时

课内实践 6学

时

第二单元

 创意与新媒体写作

实务

课程

目标 2

、3

1、了解新媒体创意写作的流程和

写作的方式方法；

2、熟悉新媒体创意写作成功案例

并能进行分析。

3、掌握目前新媒体创意写作前沿

动态。

1、 新媒体创意写作流程

2、 新媒体创意写作技巧

3、 新媒体创意写作经典案例分析

4、新媒体创意写作的文案写作

1. 教学活动：课堂讲授、分组讨论。

2. 学习任务：课程作业。

理论 10 学时

课内实践 10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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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目标达成的评价方式及评价标准

（一）评价方式及成绩比例   

课程成绩包括两个部分，分别为平时作业和期末考查具体见下表：

评价方式及比例（%）
课程目标

平时作业 1 平时作业 2 期末考查
成绩比例（%）

课程目标 1 5 5 10 20

课程目标 2 10 10 10 30

课程目标 3 10 10 30 50

合计 25 25 50 100
（二）评价标准

1. 平时作业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优（90-100 分） 良（75-89 分） 及格（60-74 分）
不及格（0-59

分）

权重

（%）

课程目标 1
考查全媒体的内涵及其特

征，了解新媒体创意写作

与传统媒体写作的差异性.

很好掌握全媒

体的内涵及其

特征，了解新媒

体创意写作与

传统媒体写作

的差异性。

较好掌握全媒体

的内涵及其特征，

了解新媒体创意

写作与传统媒体

写作的差异性。

基本掌握全媒

体的内涵及其

特征，了解新媒

体创意写作与

传统媒体写作

的差异性。

缺乏对全媒体

的内涵及其特

征，了解新媒

体创意写作与

传统媒体写作

的差异性的基

本掌握。

10

课程目标 2

考查新媒体创意写作的流

程、在选题、标题制作、

切入角度、内容呈现等的

技巧。

很好掌握新媒

体创意写作的

流程、在选题、

标题制作、切入

角度、内容呈现

等的技巧。

较好掌握新媒体

创意写作的流程、

在选题、标题制

作、切入角度、

内容呈现等的技

巧。

基本掌握新媒

体创意写作的

流程、在选题、

标题制作、切入

角度、内容呈现

等的技巧。

缺乏对新媒体

创意写作的流

程、在选题、

标题制作、切

入角度、内容

呈现等的技巧

。 的基本掌握

。

20

课程目标 3

考查为新媒体传播设

计出具有较高创意文

案的能力。

很好运用为新

媒体传播设计

出具有较高创

意文案的能力。

较好运用深为新

媒体传播设计出

具有较高创意文

案的能力。

基本能运为新

媒体传播设计

出具有较高创

意文案的能力。

缺乏  为新媒

体传播设计出

具有较高创意

文案的能力。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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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期末考查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优（90-100 分） 良（75-89 分） 及格（60-74分）
不及格（0-59

分）

权重

（%）

课程目标 1

考查全媒体的内涵及其

特征，了解新媒体创意写

作与传统媒体写作的差

异性.

很好掌握全媒

体的内涵及其

特征，了解新媒

体创意写作与

传统媒体写作

的差异性。

较好掌握全媒体

的内涵及其特征，

了解新媒体创意

写作与传统媒体

写作的差异性。

基本掌握全媒

体的内涵及其

特征，了解新

媒体创意写作

与传统媒体写

作的差异性。

缺乏对全媒体

的内涵及其特

征，了解新媒

体创意写作与

传统媒体写作

的差异性的基

本掌握。

10

课程目标 2

考查新媒体创意写作的

流程、在选题、标题制作、

切入角度、内容呈现等的

技巧。

很好掌握新媒

体创意写作的

流程、在选题、

标题制作、切入

角度、内容呈现

等的技巧。

较好掌握新媒体

创意写作的流程、

在选题、标题制作、

切入角度、内容呈

现等的技巧。

基本掌握新媒

体创意写作的

流程、在选题、

标题制作、切

入角度、内容

呈现等的技巧

。

缺乏对新媒体

创意写作的流

程、在选题、

标题制作、切

入角度、内容

呈现等的技巧

。 的基本掌握

。

10

课程目标 3

考查为新媒体传播设

计出具有较高创意文

案的能力。

很好运用为新

媒体传播设计

出具有较高创

意文案的能力。

较好运用深为新

媒体传播设计出

具有较高创意文

案的能力。

基本能运为新

媒体传播设计

出具有较高创

意文案的能力

。

缺乏  为新媒

体传播设计出

具有较高创意

文案的能力。

30

五、推荐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源

（一）建议教材

 1.陈倩倩，新媒体文案写作与编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版。

（二）主要参考书及学习资源

1. 李华等，新媒体写作与传播，人民邮电出版社，2019版。

2.关键明等著，新媒体爆款文案，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2019版。 

3.伊莱恩·沃尔克，创意写作教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五、附表

运用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指导采写实践的能力

序号 实验（上机实训）项目名称 实验性质 开出要求 学时

1 经典创意文案案例研讨 综合性 多媒体设备 8

2 全媒体广告创意文案策划实践 综合性 多媒体设备 8

大纲修订人签字：唐红                               修订日期：2022 年 7 月

大纲审定人签字：杜瑶 马晓亮                        审定日期：2022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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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广告作品赏析》课程教学大纲

优秀广告作品赏析
课程名称

Appreciation of Advertising Works

课程代码 20415203 课程性质 专业方向课程

课程类别 专业方向课程 先修课程 传播学、广告学

学分/学时 1 / 16 理论学时

/实验学时
16 / 0

适用专业 新闻学 开课单位 文学艺术学院

课程负责人 刘志艳 审定日期 2022 年 9 月

一、课程简介

本课程为新闻学本科生的一门选修课。随着电脑技术的不断发展，广告无论在创作手法还是

制造广告效果方面都有不小的变化，一大批有创意、制作精良、表现准确的中外广告作品纷纷涌

现。本课程主要是通过欣赏国内外优秀的广告作品，了解一个个精妙的广告创意背后存在着的品

牌故事；明确一个个广告运动是如何应品牌发展的需求而被策划、被创造、被传播；能够品味出

一个个广告作品到底为一个品牌的辉煌与产品的销售和风靡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

二、课程目标

本课程有 3个课程目标，具体如下：

目标 1：通过学习使学生理解广告传播者的职业素养，理解坚守新闻真实性、传播先进文化，

弘扬社会正气、严守道德伦理底线的基本原则。

目标 2：全面了解广告作品的创作技巧，通过案例的赏析，系统地积累感性素材，培养对广

告专业的兴趣，形成良好的广告专业意识。

目标 3：培养学生的审美眼光，使其具有国际设计文化视野、逐步提升学生对广告作品的鉴

赏和分析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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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内容

知识单元
对应课程目

标
学习成果 教学内容 课程目标达成方式 学时分配

第一章广告赏析

基础知识

课程目标 1
课程目标 2

10. 了解优秀广告具备的特点

11. 了解优秀广告的评价标准

1.优秀广告的特征

2.广告评价的维度

1. 教学活动：课堂讲授，多媒体

教学

2. 学习任务：课程讨论

2

第二章大广赛获

奖作品赏析

课程目标 1
课程目标 2
课程目标 3

1.了解大广赛的背景 
2.了解大广赛的参赛办法和参赛流程

1.大广赛平面广告赏析

2.大广赛视频类广告赏析

3.大广赛动画类广告赏析

1. 教学活动：课堂讲授，多媒体

教学

2. 学习任务：课程讨论

8

第三章欧美广告

作品赏析

课程目标 1
课程目标 2
课程目标 3

1.了解欧美优秀广告作品并学习其长

处

1.广告植根于社会，植根于生活

2.要和社会思潮和生活现实时构建个性的基本方式

1. 教学活动：课堂讲授，多媒体

教学，课堂讨论

2. 学习任务：课程作业

2

第四章泰国广告

作品赏析

课程目标 1
课程目标 2
课程目标 3

1. 1.了解欧美优秀广告作品并学习其

长处

1.广告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

2.将广告诸如娱乐元素的可行性和年轻人的接受度巧妙

结合是成功的诀窍

1. 教学活动：课堂讲授，多媒体

教学，课堂讨论

2. 学习任务：课程作业

2

第五章其它影视

广告作品赏析

课程目标 1
课程目标 2
课程目标 3

1.了解解其它优秀影视广告，拓展创

作的思路

1.好的创意并不是高不可攀

2.好的创意是来源于生活

1. 教学活动：课堂讲授，多媒体

教学，课堂讨论

2. 学习任务：课程作业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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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目标达成的评价方式及评价标准

（一）评价方式及成绩比例   

课程成绩包括 3 个部分，分别为课程作业、课堂讨论、期末考查。具体见下表：

评价方式及比例（%）
课程目标

课程作业 课堂讨论 结课作业
成绩比例（%）

课程目标 1 10 5 10 25

课程目标 2 10 10 15 35

课程目标 3 10 — 30 40

合计 30 15 55 100

（二）评价标准

1. 课程作业和结课作业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优（90-100 分） 良（75-89 分） 及格（60-74 分） 不及格（0-59 分）

权重

（%）

课程目标 1

考查学生对广告工作者

职业素养的理解和认识

的程度与正确性

准确并全面认

识我国广告传

工作者的职业

素养

较为准确

、较为全面的

认识我国广

告工作者的

职业素养

基本准确认识

我国广告工作

者的职业素养，

但并不全面

对我国广告工作

者的职业素养的

认识不正确或存

在较大认识误区

20

课程目标 2

考查学生对广告作品创

作技巧的了解度，通过广

告案例的赏析培养兴趣

并形成良好的广告专业

意识

能正确认识并掌

握广告创作的基

本知识和技巧，

能够较好地解决

实际问题

能基本正确认

识并掌握广告

的基本知识和

技巧，能够解决

一定的实际问

题

对广告的基本知

识和技巧了解的

不够到位，存在

较为明显的问题

对广告的基本知识

和技巧认识简单、

片面欠缺，存在较

为严重的的问题，

不具备解决问题的

能力

25

课程目标 3

培养学生的审美眼光，使

其具有国际设计文化视

野、逐步提升学生对广告

作品的鉴赏和分析能力

能够根据所学知

识对不同地区的

广告作品进行多

维度的鉴赏

基本正确地运

用所学知识对

不同地区的广

告作品进行赏

析

对广告作品的赏

析不够到位，窜

在较为明显的问

题

对广告作品不具备

赏析能力
 40

2．课堂讨论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优（90-100 分） 良（75-89 分） 及格（60-74 分） 不及格（0-59 分）

权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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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1

考查学生对广告工作者

职业素养的理解和认识

的程度与正确性

准确并全面认

识我国广告传

工作者的职业

素养

较为准确

、较为全面的

认识我国广

告工作者的

职业素养

基本准确认识

我国广告工作

者的职业素养，

但并不全面

对我国广告工作

者的职业素养的

认识不正确或存

在较大认识误区

5

课程目标 2

考查学生对广告作品创

作技巧的了解度，通过广

告案例的赏析培养兴趣

并形成良好的广告专业

意识

能正确认识并掌

握广告创作的基

本知识和技巧，

能够较好地解决

实际问题

能基本正确认

识并掌握广告

的基本知识和

技巧，能够解决

一定的实际问

题

对广告的基本知

识和技巧了解的

不够到位，存在

较为明显的问题

对广告的基本知识

和技巧认识简单、

片面欠缺，存在较

为严重的的问题，

不具备解决问题的

能力

10

五、推荐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源

（一）建议教材

 1. 胡晓云，《世界广告经典案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年版

（二）主要参考书及学习资源

 1. 金定海、吴冰冰：《中国广告经典案例评析》，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年版

 2. 陈培爱，《世界广告案例精选》，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 年版

大纲修订人签字： 刘志艳                                  修订日期：2022 年 7 月

大纲审定人签字：杜瑶 马晓亮                              审定日期：2022 年 9 月



138

《微电影创作》课程教学大纲

微电影创作
课程名称

Micro Film Creation

课程代码 20415204 课程性质 专业教育课程

课程类别 专业方向课程 先修课程 音视频编辑

学分/学时 2/32 理论学时

/实验学时
32/0

适用专业 新闻学、广播电视学 开课单位 文学艺术学院

课程负责人 王新宏 审定日期 2022 年 9 月

一、课程简介

21 世纪，人类的数字影像时代全面到来，由影像画面、语音信息及互联技术共同构成的数字平台

和网络平台，成为人们生活中记录传播和交流信息不可或缺的工具。其中，微电影因其微型、快捷、

直观、动态、艺术等特点，已成为社会广泛所需的媒介，并成为人们乐于学习掌握的工作或生活技能。

本课程旨在通过对微电影创作的系统讲授和实战训练及指导，培养新闻学和广播电视学专业的学

生了解微电影创作的基本原理、操作流程和实战技巧，学习掌握微电影的编剧、导演、团队建设、前

期拍摄及后期剪辑的专业知识，掌握微电影创作的专业技能和基本方法。

二、课程目标

本课程有 3个课程目标，具体如下：

通过理实一体、做学结合的教学模式，致力于开展适应当今社会时尚和大众传媒的教学改革；探

寻适合数码影像时代需要的教学方式，引导大学生开展微电影创作实践；开辟大学生校园文化与数字

影像浪潮的新天地，为社会培育一批微电影创作相对专业的微电影创作人才。

1.了解微电影的性质、创作流程与任务；

2.掌握微电影选题的方向和基本要求；

3.掌握微电影创作的基本技巧，掌握编剧技巧和文案工作；掌握微电影导演的基本知识和技能；

了解微电影创作团队的构成、分工及任务；掌握微电影前期拍摄和后期剪辑的基本方法。

各课程目标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关系见下表：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 毕业要求： 2 职业素质

指标点 2.2 职业素养：坚守新闻真实性等基本原则，具有强烈的社会

责任感，传播先进文化，弘扬社会正气，严守道德伦理底线，坚决抵

制低俗、庸俗、媚俗的内容

课程目标 2 毕业要求：3 专业理论
指标点 3.1 基础知识：系统掌握新闻学专业相关知识和理论，具备在

专业领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课程目标 3 毕业要求：4 实践能力 
指标点 4.1 新闻生产能力：掌握微电影编剧、导演、摄制等专业技能，

具备良好的团队协作能力，善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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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内容

知识单元 对应课程目标 学习成果 教学内容 课程目标达成方式 学时

1. 微电影基础知识 课程目标 1

1. 了解微电影课程的思政要求

2. 了解微电影的渊源与发展

3. 掌握微电影的特点与类型

4. 掌握微电影基础知识

1. 微电影性质及政治要求；

2. 大电影与微电影

3. 电视短片时代、互联网时代的微电影

4. 微电影主要特点

5. 微电影常见类型：镜头、段落、用片比例

6. 微电影内容分类

7. 思政内容：民族团结微电影《兄弟》的创作思路

1.课堂讲授

2.案例分析

3.撰写故事梗概

理论 4学时

2．团队分工与工作流

程
课程目标 2

1． 了解微电影摄制的团队组合与岗位分

工

2． 了解微电影摄制的工作流程

1. 掌握监制、制片人、编剧、导演、副导演、演员或者主持

人、摄影摄像、灯光、场记场务、录音、美术布景、化妆

造型、音乐作曲等岗位的工作任务和工作要点。

2. 了解前期策划、中间拍摄、后期制作的工作流程、主要环

节和注意事项；

3. 思政内容：团结协作的重要性。

1.课堂讲授

2.案例分析

3.撰写剧本提纲 理论 4学时

3. 剧本编写与分镜头

设计
课程目标 2、3

1. 了解剧本结构和类型

2. 了解文学剧本的基本要求

3. 掌握分镜头剧本的基本要求

1. 了解文学剧本的写作规范

2. 掌握分镜头剧本的写作方式

3. 剧本创作的技巧

怎么编故事？主题：符合时代需求

人设：简洁明了，符合剧情需要

故事脉络：曲折、清楚、完整

4.思政内容：核心价值观与微电影创作的结合。

1.课堂讲授

2.案例分析

3.撰写剧本

理论 6学时

4.微电影摄影基础 课程目标 2、3

1. 了解常用摄影器材

2. 了解摄影辅助设备

3. 掌握摄影机的操作和使用

4. 掌握景别安排

5. 熟悉拍摄角度

6. 了解画面主次分配

1. 摄像机、照相机、手机

2. 镜头、稳定器材和灯光

3. 摄影机的操作方式

4. 远景、全景、中景、近景、特写

1.课堂讲授

2.案例分析

3.撰写分镜头剧本

理论 4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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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把握构图总体要求 5. 拍摄方向和高度

6. 主体、附体和环境

7. 构图的技巧

8. 8.思政内容：爱惜自己的武器

5.常见题材实战拍摄 课程目标 2、3

1. 了解导演的现场调度

2. 掌握演员的表演要求

3. 掌握镜头时长与活动机位

4. 了解人物实景拍摄方法

5. 了解风景花草拍摄方法

6. 了解夜景拍摄方法

1. 场面调度的对象和要素

2. 案头准备工作

3. 现场表演及演员风格和表演体系

4. 机位拍摄与调度

5. 人物对话拍摄

6. 其他场面拍摄

7. 微电影拍摄中的常见问题及策略、

8. 组织拍摄微电影

9. 思政内容：《特殊使命》创作的得与失

1.课堂讲授

2.案例分析

3.分组拍摄微电影作

品

理论 7课时

6.微电影后期制作 课程目标 2、3

1. 了解后期编辑基础

2. 掌握后期编辑要则

3. 熟悉后期编辑操作

1. 电脑硬件与软件

2. 常用音视频文件格式

3. 后期编辑基本概念

4. 编辑流程；

5. 镜头组接规律

6. 常用转场方法

7. 视频文件的编辑加工

8. 影片的创建完成

9. 后期编辑常见问题及策略

10. 思政内容：升华主题是艺术与政治的共同需求

1.课堂讲授

2.案例分析

3.制作微电影作品

理论 7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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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目标达成的评价方式及评价标准

（一）评价方式及成绩比例

课程成绩包括 2 个部分，分别为平时成绩和实践考核。具体见下表：

评价方式及比例（%）
课程目标

平时成绩 实践考核
成绩比例（%）

课程目标 1 5 20 20

课程目标 2 5 20 30

课程目标 3 20 30 50

合计 30 70 100

注：课程成绩包括平时成绩和实验技能作品考核 2 部分，具体要求及成绩评定方法如下：

1、平时成绩：包含课堂互动、实验总结报告、平时出勤三部分，成绩占总成绩的 30%。

2、实践考核：本课程将结合具体技能项目，要求学生以个人或分小组的形式，按照要求进行

实验制作作品，期间至少要提交 4 次实验作品，由老师根据作品中呈现的技能赋分，成绩占总成

绩的 70%。

（二）评价标准

1. 平时成绩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优（90-100 分） 良（75-89 分） 及格（60-74 分） 不及格（0-59 分）

权重

（%）

课程目标 1

2.2职业素养：坚守

新闻真实性等基本原

则，具有强烈的社会

责任感，传播先进文

化，弘扬社会正气，

严守道德伦理底线，

坚决抵制低俗、庸俗、

媚俗的内容

能够全面分析总结

微电影创作的特点

和方向，阐释微电

影创作的社会意义

与价值。学习态度

积极，出满勤

能够多角度分析

微电影创作的特

点和方向，理解

微电影创作的社

会意义与价值。

学习态度较好、

出满勤

能够认识微电影创

作特点和方向，理

解新闻工作的社会

意义和价值，但理

解不深、认识不够

充分。学习态度一

般，有缺勤

对于微电影创作的

特点和方向认识片

面。对其社会价值

和意义认识偏颇。

学习态度不端正，

缺勤严重

5

课程目标 2

3.1基础知识：系统

掌握新闻学专业相关

知识和理论，具备在

专业领域发现问题、

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掌握微电影

创作的基本技巧。

能够全面理解微电影

创作的基本内涵和主

要构成要素。能够很

好解决发现的问题

能够较好理解微电

影创作的基本内涵

和主要构成要件。能

够较好解决发现的

问题

基本理解微电影创

作的基本内涵和主

要构建，但认识不

足，发现和解决问题

能力弱

对微电影创作的基

本内涵和主要构建

认识偏颇，不能发

现和解决问题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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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3

4.1新闻生产能力：

掌握音视频制作专业

技能

熟练掌握微电影创作

的主要技能，能够全

面把握微电影创作的

各个环节。参与讨论

积极

较好掌握微电影创

作的主要技能，能

够较好把握微电影

创作的主要环节。

参与讨论较积极

基本掌握微电影创

作的主要技能，基本

把握微电影创作的

主要环节，但不够全

面。参与讨论不主

动

没有掌握微电影创

作的主要技能，对

微电影创作主要环

节认识不清。参与

讨论很被动

20

2．实践考核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优（90-100 分） 良（75-89 分） 及格（60-74 分） 不及格（0-59 分）

权重

（%）

课程目标 1

2.2职业素养：坚守新闻

真实性等基本原则，具有

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传播

先进文化，弘扬社会正气，

严守道德伦理底线，坚决

抵制低俗、庸俗、媚俗的

内容

能够全面把握

微电影创作的

特点和方向，并

较好地将相关

政策和原理贯

彻到实践中

能够较好把

握微电影创

作的特点和

方向，并努力

将相关政策

和原理贯彻

到实践中

能够把握微电

影创作的特点

和方向，但把握

不够准确。未能

将相关政策和

原理贯彻到实

践中

对于微电影创作

特点和方向把握

不准。对相关政策

和原理运用偏颇

20

课程目标 2

3.1基础知识：系统掌握

新闻学专业相关知识和

理论，具备在专业领域发

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掌握微电影

创作的基本技巧。

全面掌握微电影

创作的基本内涵

和主要构成要素，

能够较好满足微

电影创作的创作

需求。

较好掌握微电

影创作的基本

内涵和主要构

成要件。能够满

足微电影创作

的创作需求。

基本掌握微电

影创作的基本

内涵和主要构

建，但认识不足，

能够基本满足微

电影创作的创作

需求

对微电影创作的

基本内涵和主要

构建认识偏颇，不

能满足微电影创

作的创作需求

20

课程目标 3
4.1新闻生产能力：掌握

音视频制作专业技能

熟练掌握微电影

创作的主要技能，

能够较好完成微

电影作品创作。

团队协作能力强

较好掌握微电

影创作的主要

技能，能够完成

微电影作品创

作。团队协作能

力较强

基本掌握微电影

创作的主要技能，

能够完成微电影

作品创作，但效

果欠佳。团队协

作能力较弱

没有掌握微电影

创作的主要技能，

不能完成基本的

微电影创作。团队

协作能力差

30

五、课程教材及主要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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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议教材

陈勤、朱晓军.大学微电影教程，出版社：人民邮电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年 8月

2．主要参考书

李琳，影视剪辑实训教材（第二版），出版社：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5年 5月

李延周、王小飞，PR实战教程，出版社：人民邮电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 7月

悉德·菲尔德，电影剧本创作，出版社: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出版时间: 2016年 11月

附表：

序号 实验（实践）项目名称 学时 实验（实践）类型 开出要求

1 故事梗概写作 2 设计 必做

2 微电影剧本大纲写作 2 设计 必做

3 微电影剧本创作 2 设计 必做

4 微电影分镜头脚本 2 设计 必做

5 微电影摄制 6 综合 必做

大纲修订人签字： 王新宏                           修订日期：2022 年 9 月

大纲审定人签字： 杜  瑶  马晓亮                   审定日期：2022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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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传播专题》课程教学大纲

跨文化传播专题
课程名称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课程代码 30415205 课程性质 专业教育课程

课程类别 专业方向课程 先修课程 传播学概论

学分/学时 2 / 32 理论学时

/实验学时
32 / 0

适用专业 新闻学 开课单位 文学艺术学院

课程负责人 阿克孜 审定日期 2022 年 09 月

    一、课程简介：

《跨文化传播专题》是新闻与传播学类专业的专业选修课。其研究旨趣不仅指向不同文化背

景中的个人、群体、组织、国家之间交往的特点和规律，不同文化之间的意义阐释和理解，人类

文化的创造、变迁和分野的进程，还涉及到文化与民族心理的差异、跨文化语用研究、文化冲突

与解决途径、技术发展对文化的影响、文化的延续和变迁、传播的控制和管理、民族文化自立与

发展等诸多方面。该课程旨在通过专题的形式将跨文化传播的理论与当今社会的热点问题相联系，

在讲授与讨论中让学生巩固所学专业理论并培养、践行科学的辩证思维方法及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

方法。

二、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关系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应具备以下几方面的目标：

1、让学生理解并掌握跨文化传播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与所学新闻学、传播学理论相结合并融

会贯通。

2、培养学生养成科学的辩证思维方法并掌握跨文化传播学研究的基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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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内容

知识单元
对应课程目

标
学习成果 教学内容 课程目标达成方式 学时分配

第一章

跨文化传播学的

学科基础

课程目标 1

1.了解跨文化传播的定义与学科发

展

2.了解跨文化传播的学科基础

1.跨文化传播的定义

2.跨文化传播的历史脉络

3.跨文化传播的学科基础

1．课堂教学

2．课堂讨论
理论

4 学时

第二章

跨文化传播的研

究视阈

课程目标 1、2
1 了解文化的特征、体系与功能

2 了解文化传播与变迁的基本规律

1 文化的特征与体系

2 传播的特征与功能

3 文化、传播与文化变迁

1．课堂教学

2．案例分析

3．课堂讨论

理论

4 学时

第三章

跨文化传播的理

论

课程目标 1、2

1 了解文化传播与文化差异理论

2 了解有效传播与及认同的协商与

管理理论

3 了解传播网络的跨群体、跨文化传

播理论

4 了解跨文化调整与适应理论

1 文化传播与文化差异

2 有效传播与及认同的协商与管理理论

3 传播网络的跨群体、跨文化传播理论

4 跨文化调整与适应理论

1．课堂教学

2．案例分析

3．课堂讨论

理论

4 学时

第四章

跨文化传播的方

法与方法论

课程目标 1、2
1 掌握跨文化传播的研究方法

2 了解跨文化传播的方法论取向

1 民族志：田野分工与文本写作

2 跨文化比较

3 话语分析

4 扎根理论

5 实证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分野

6 量化研究与质化研究之辩

1．课堂教学

2．案例分析

3．课堂讨论

理论

4 学时

第五章

传播中的语言与

非语言符号

课程目标 1、2
1 了解传播中的语言符号

2 了解传播中的非语言符号

1 符号学研究的思想基础

2 传播中的语言符号

3 传播中的非语言符号

1．课堂教学

2．案例分析

3．课堂讨论

理论

4 学时

第六章

社会互动与认同
课程目标 1、2

1 了解社会互动与人际关系的文化

差异

1 社会互动与人际关系的文化差异

2 认同的定义与建构

1．课堂教学

2．案例分析 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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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 2 了解认同的定义与建构 3．课堂讨论 4 学时

第七章

文化适应、传播

能力与技术的影

响

课程目标 2

1 了解文化适应的概念

2 了解节传播能力与组织传播的概

念

3 了解跨文化传播的技术空间

1 文化适应

2 传播能力与组织的实践

3 跨文化传播的技术空间

1．课堂教学

2．案例分析

3．课堂讨论

理论

4 学时

第八章

文化对话与文化

现代化

课程目标 1、2
1 了解文化对话的概念

2 了解文化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

1 文化对话、文化合作与文化共同体

2 文化传统与现代化：本土焦虑与选择”

1．课堂教学

2．案例分析

3．课堂讨论

理论

4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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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目标达成的评价方式及评价标准

（一）评价方式及成绩比例   

课程成绩包括 3 个部分，分别为课堂讨论、平时作业、期末论文。具体见下表：

（二）评价标准

1．课堂讨论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优（90-100 分） 良（75-89 分） 及格（60-74分） 不及格（0-59 分）

权重

（%）

课程目标 1

通过分组讨论

考查对跨文化传播

的理论知识的掌握

课前准备充分，

小组讨论后得出

的结论准确完备，

课堂汇报逻辑清

晰，表达流畅有

效率。

课前准备较充分，

小组讨论后得出

的结论准确但不

够完备，课堂汇报

表达较流畅，逻辑

较清晰。

课前有准备但

不够充分，小组

讨论后得出的

结论有少量错

误，课堂汇报思

路不够清晰。

课前没有准备，小

组讨论后不能得

出正确结论或结

论错误较多，课堂

汇报思路混乱，缺

乏逻辑。 

10

课程目标 2

通过分组讨论考查

学生对跨文化传播

的内容和形式和形

成的历史的理解与

分析能力

课前准备充分，

小组讨论后得出

的结论准确完备，

课堂汇报条理清

晰，表达流畅有

效率。

课前准备较充分，

小组讨论后得出

的结论准确但不

够完备，课堂汇报

表达较流畅，逻辑

较清晰。

课前有准备但

不够充分，小组

讨论后得出的

结论有少量错

误，课堂汇报思

路不够清晰。

课前没有准备，小

组讨论后不能得

出正确结论或结

论错误较多，课堂

汇报思路混乱，缺

乏逻辑。

10

2. 平时作业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优（90-100 分） 良（75-89 分） 及格（60-74 分） 不及格（0-59 分）

权重

（%）

课程目标 1

考查学通过分组

讨论考查对跨文

化传播的理论知

识的掌握

对观点与论据的辨

识准确完备，对结

构与论证线索的分

析符合逻辑，有说

服力，语言表达清

晰准确

对观点与论据的

辨识准确但不完

备，对结构与论

证线索的分析有

少许漏洞，但总

体符合逻辑，语

言表达较清晰

对观点与论据

的辨识不够准

确完备，对结构

与论证线索的

分析漏洞较多，

不符合逻辑，语

言表达不够清

晰准确

不能准确辨识观

点与论据，对结

构与论证线索的

分析逻辑混乱，

语言表达不够清

晰准确
15

评价方式及比例（%）
课程目标

课堂讨论 平时作业 期末考试
成绩比例（%）

课程目标 1 10 10 25

课程目标 2 10 15 20 45
课程目标 3 15 20 30

合计 20 30 5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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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2

考察学生了解文

化对话的概念了

解文化传统与现

代化的关系以及

对观点表达基本

规律的运用能力。

展开认识视野，表

达有新意的认识结

果；论点鲜明，表

达有效率；结构清

晰，论据充分，论

证有说服力，合乎

逻辑；语言通顺，

意思表达清晰准确，

可读性强

论点鲜明，表达

有效率；结构比

较清晰，论据充

分，论证较有说

服力，合乎逻辑；

语言通顺，意思

表达比较清晰准

确，有较强的可

读性

论点不够鲜明，

表达效率性需

改进；结构比较

清晰，还需补充

有说服力的论

据，论证逻辑有

待加强；语言较

通顺，有一定的

可读性

没有提出论点，

语言不够通顺，

表达没有效率，

论证缺乏逻辑，

没有结构意识，

不符合新闻评论

的写作要求 

15

3．期末考试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优（90-100 分） 良（75-89 分） 及格（60-74 分） 不及格（0-59分）

权重

（%）

课程目标 1

基础知识题考查学

生对跨文化的传播

方式与思维表达规

律的掌握程度

对跨文化传播

的与思维表达

规律掌握完备。

对跨文化传播与

传播方式表达规

律掌握较好。

对跨文化传播与

传播方式表达规

律掌握不够。

对跨文化传播

与传播方式表

达规律掌握比

较欠缺。
10

课程目标 2

评论分析题考查学

生对跨文化传播与

传播方式内容和形

式和学科构建的理

解分析能力

对观点与论据

的辨识准确完

备，对结构和内

容的分析符合

逻辑，对表达效

率的分析具有

说服力，语言表

达清晰准确

对观点与论据的

辨识准确但不完

备，对结构和内容

的分析有少许漏

洞，但总体符合逻

辑，对表达效率的

分析有欠缺，语言

表达清晰

对观点与论据的

辨识不够准确完

备，对结构和内

容的分析有漏洞

较多，不符合文

章逻辑，对表达

效率的分析欠缺

较多，语言表达

不够清晰

不能准确辨识

观点与论据，对

结构和内容的

分析逻辑混乱，

对表达效率未

作分析或分析

较少，语言表达

不清晰

20

课程目标 3

通过讨论考察学生

了解文化适应的概

了解节传播能力与

组织传播的概念

了解跨文化传播的

技术空间

展开认识视野，

表达有新意的

认识结果；论点

鲜明，表达有效

率；结构清晰，

论据充分，论证

有说服力，合乎

逻辑；语言通顺，

意思表达清晰

准确，可读性强

论点鲜明，表达有

效率；结构比较清

晰，论据充分，论

证较有说服力，合

乎逻辑；语言通

顺，意思表达比较

清晰准确，有较强

的可读性

论点不够鲜明，

表达效率性需改

进；结构比较清

晰，还需补充有

说服力的论据，

论证逻辑有待加

强；语言较通顺，

有一定的可读性

没有提出论点，

语言不够通顺，

表达没有效率，

论证缺乏逻辑，

没有结构意识，

不符合新闻评

论的写作要求 
20

五、推荐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源

  1．建议教材：

孙英春.跨文化传播学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2．主要参考书：

（1）单波. 跨文化传播的问题与可能性[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0.

（2）陈国明，安然. 跨文化传播学关键术语解读[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3）林升栋. 跨文化传播研究文集[M].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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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纲修订人签字：阿克孜                                  修订日期：2022 年 7月

大纲审定人签字：杜  瑶  马晓亮                          审定日期：2022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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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电影鉴赏》课程教学大纲

经典电影鉴赏
课程名称

Appreciation of Classic Movies

课程代码 30415205 课程性质 专业方向课程

课程类别 专业选修课程 先修课程 传播学

学分/学时 2 / 32 理论学时

/实验学时
32 / 0

适用专业 新闻学 开课单位 文学艺术学院

课程负责人 刘志艳 审定日期 2022 年 9 月

一、课程简介

本课程介绍中外电影各个历史阶段的主要艺术运动和艺术思潮、重要的电影艺术家和代表性

作品，梳理出中外电影历史的发展线索和优秀的艺术传统。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使学生能掌握电

影艺术的基本特征，了解中外电影艺术的发展历史，通过对中外一系列精品电影不同形式、层次

的讲解、分析教学，使学生享受到一种潜移默化的熏陶，理解电影创作规律，提高电影艺术欣赏

水平，掌握好剖析电影作品的基本方法，提升其美学品味、人文素质、艺术修养特别是电影作品

鉴赏能力。

二、课程目标

本课程有 3个课程目标，具体如下：

目标 1：掌握影视艺术的历史发展和基本知识，用艺术的眼光鉴赏电影，用积极的心态去面

对生活。

目标 2：掌握正确的欣赏影片的方法和审美鉴赏方法，对于电影作品有较专业的剖析和阐述。

目标 3：丰富学生的美育知识，扩大学生的知识面，不断更新专业知识和实践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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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内容

知识单元
对应课程目

标
学习成果 教学内容 课程目标达成方式 学时分配

绪论
课程目标 1

12. 了解经典电影鉴赏的目标

13. 了解经典电影鉴赏的内容

14. 了解经典电影鉴赏的学习方法

1. 电影鉴赏的方法；

2. 建立起视听思维即影像化思维，能运用视听语言方式

进行表达

1. 教学活动：课堂讲授，多媒体

教学，课堂讨论

2. 学习任务：课程讨论

2

第一章影视艺术

概说
课程目标 2 1. 正确认识影视艺术。

2.了解国外广告的起源与演进

1. 影视艺术是最具影响力的大众传播媒介

2. 影视艺术的文化特征

3. 影视艺术既是艺术，又是特殊的商品

1. 教学活动：课堂讲授，多媒体

教学

2. 学习任务：课程讨论

2

第二章中外电影

史发展概述

课程目标 1
课程目标 2

1. 了解中外电影发展的历程 1. 了解中国电影发展的历程

2. 了解外国电影发展的历程

1. 教学活动：课堂讲授，多媒体

教学，课堂讨论

2. 学习任务：课程讨论

2

第三章当代中外

经典电影读解

课程目标 1
课程目标 2
课程目标 3

1. 掌握电影鉴赏的法
1. 国内经典电影读解

2. 国外经典电影读解

1. 教学活动：课堂讲授，多媒体

教学，课堂讨论

2. 学习任务：课程作业

2

第四章美洲影视

鉴赏

课程目标 1
课程目标 2
课程目标 3

1.了解美国电影的发展历史

2.好莱坞电影鉴赏

1.好莱坞电影模式

2.中西方文化对电影不同的阐释

1. 教学活动：课堂讲授，多媒体

教学，课堂讨论

2. 学习任务：课程作业

8

第六章欧洲影视

鉴赏

课程目标 1
课程目标 2
课程目标 3

1.了解英国电影的发展历史

2.女性导演及女性题材电影
1.英国电影历史

2.女性主义影片的鉴赏

1. 教学活动：课堂讲授，多媒体

教学，课堂讨论

2. 学习任务：课程作业

8

第七章亚洲影视

鉴赏

课程目标 1
课程目标 2
课程目标 3

1. 了解印度电影发展历史

2. 宝莱坞的电影模式

1.印度电影的概况

2.宝莱坞主要代表作品及影片的评介 
1. 教学活动：课堂讲授，多媒体

教学，课堂讨论

2. 学习任务：课程作业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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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目标达成的评价方式及评价标准

（一）评价方式及成绩比例   

课程成绩包括 3 个部分，分别为课程作业、课堂讨论、结课作业。具体见下表：

评价方式及比例（%）
课程目标

课程作业 课堂讨论 结课作业
成绩比例（%）

课程目标 1 10 10 10 30

课程目标 2 20 10 30 60

课程目标 3 — — 10 10

合计 30 20 50 100

（二）评价标准

1. 课程作业和结课作业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优（90-100 分） 良（75-89 分） 及格（60-74 分） 不及格（0-59 分）

权重

（%）

课程目标 1

掌握影视艺术的历史发

展和基本知识，用艺术的

眼光鉴赏电影，用积极的

心态去面对生活

准确并全面掌

握影视艺术的

发展脉络和基

本知识

较好掌握影

视艺术的发

展脉络和基

本知识

基本掌握影视

艺术的发展脉

络和基本知识，

但并不全面

对影视艺术的发

展脉络和基本知

识认识不正确或

存在较大认识误

区

20

课程目标 2

掌握正确的欣赏影片的

方法和审美鉴赏方法，对

于电影作品有较专业的

剖析和阐述

能正确认识并

掌握影视鉴赏

的基本知识和

理论，能够较好

地解决实际问

题

能基本正确

认识并掌握

影视鉴赏的

基本知识和

理论，能够解

决一定的实

际问题

对影视鉴赏的

基本知识和理

论和解决实际

问题的基本能

力不够，存在较

为明显的问题

对影视鉴赏的基

本知识和理论认

识简单、片面欠

缺，存在较为严

重的的问题，不

具备解决问题的

能力

50

课程目标 3

丰富学生的美育知识，扩

大学生的知识面，不断更

新专业知识和实践技能

能够很好的运

图书馆资源，准

备充分，呈现效

果好

能够较好的

运用图书馆

资源，准备较

充分，呈现较

好

资源有限，准备

不够充分，呈现

效果一般

缺乏资料收集，

准备不充分，呈

现效果差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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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课堂讨论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优（90-100 分） 良（75-89 分） 及格（60-74 分） 不及格（0-59 分）

权重

（%）

课程目标 1

掌握影视艺术的历史发

展和基本知识，用艺术的

眼光鉴赏电影，用积极的

心态去面对生活

准确并全面掌

握影视艺术的

发展脉络和基

本知识

较好掌握影

视艺术的发

展脉络和基

本知识

基本掌握影视

艺术的发展脉

络和基本知识，

但并不全面

对影视艺术的发

展脉络和基本知

识认识不正确或

存在较大认识误

区

10

课程目标 2

掌握正确的欣赏影片的

方法和审美鉴赏方法，对

于电影作品有较专业的

剖析和阐述

能正确认识并

掌握影视鉴赏

的基本知识和

理论，能够较好

地解决实际问

题

能基本正确

认识并掌握

影视鉴赏的

基本知识和

理论，能够解

决一定的实

际问题

对影视鉴赏的

基本知识和理

论和解决实际

问题的基本能

力不够，存在较

为明显的问题

对影视鉴赏的基

本知识和理论认

识简单、片面欠缺，

存在较为严重的

的问题，不具备解

决问题的能力

10

五、推荐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源

（一）建议教材

 1. 张险峰：《经典电影作品赏析解读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年版（二）主要

参考书及学习资源

（二）主要参考书及学习资源

 1. 陈旭光、戴清：《影视鉴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2. 李力：《众妙——阅读电影之美》，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大纲修订人签字： 刘志艳                                  修订日期：2022 年 7 月

大纲审定人签字：杜瑶 马晓亮                              审定日期：2022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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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传播》课程教学大纲

人际传播
课程名称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课程代码 30415207 课程性质 专业教育课程

课程类别 专业方向课程 先修课程 跨文化传播专题

学分/学时 2 / 32 理论学时

/实验学时
32 / 0

适用专业 新闻学 开课单位 文学艺术学院

课程负责人 阿克孜 审定日期 2022 年 09 月

一、课程简介

《人际传播能力》是一门关于人际传播的课程，由复旦大学胡春阳教授牵头，中国社会科学

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王怡红共同建构的课程。课程立足于新闻传播学科，力图为传播专业

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以及各种社会人士提供学习人际传播基本理论的完整机会，同时也努力为那些

想通过传播去建立、发展和保持良好人际关系或者修补有问题的关系的人们提供技巧建议，帮助

他们更有效地和恋人、配偶、朋友、家庭成员以及同事等关系伙伴沟通。

二、课程目标

本门课程力图实现三大目标：

1、在知识目标上使学生理解人际传播的一般过程包括传播者特征，人际感知，语言和非语言

行为等，以及人际传播的具体过程，包括人际关系发展过程、动力，人际冲突与人际黑暗面。

2、在能力目标上培养学生增加在一般人际传播中的有效性、提高我们与亲密者的播质量、进

行有能力的人际冲突、有效地应对人际关系的黑暗面。

3、在素质目标上，实现个人私密关系有效沟通，有效地参与公共生活；追求和亲密关系者进

行有效沟通，个体幸福感和他人幸福感整体上升；通过改善贯穿一生的人际行为，够提升生命的

质量与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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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内容

知识单元
对应课程目

标
学习成果 教学内容 课程目标达成方式 学时分配

第 1 章 课程目标 1 能够理解并初步掌握生命的品质 从 IQ-EQ-CQ——传播筑造我们生命的品质
1．课堂讨论；

2．课后作业； 4 学时

第 2 章
课程目标1、2、

3

能够理解知己和自我的区别和有效

的结合在一起学会传播自我
第一种能力——知己并传播积极的自我

1．课堂教学；

2．主题研讨；

3．课后作业。

4 学时

第 3 章
课程目标1、2、

3

在知己的基础上了解对方并且积极

看待他人，用气质来传播信息
 第二种能力——知彼并积极看待他人

1．课堂教学；

2．课堂讨论；

3．课后作业。

4 学时

第 4 章
课程目标1、2、

3

在交往过程中能够有条理的合适的

表达自己的想法
第三种能力——清楚、恰当地说话

1．课堂教学；

2．主题研讨；

3.课后作业。

4 学时

第 5 章 课程目标 2、3

在自信，自觉和知己知彼的基础上

学会合理的运用非语言更清楚的表

达并传达信息

第四种能力——非语言传播

1．课堂教学；

2．课堂讨论；

3课后作业。

4 学时

第 6 章
课程目标1、2、

3

在人际交往中能够理智并有条理的

处理一下问题、学会处理方法
第五种能力——有效管理人际冲突

1．课堂教学；

2．课后作业。
4 学时

第 7 章
课程目标1、2、

3

能够运用所掌握的人际交往理论来

更进一步的理解人际发展机制
人际关系发展机制

1．课堂教学；

2．课后作业。
4 学时

第 8 章
课程目标1、2、

3
能够掌握因关系而异的传播的内容 第六种能力——因关系而异的传播

1．课堂教学；

2．课后作业。

4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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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目标达成的评价方式及评价标准

（一）评价方式及成绩比例   

课程成绩包括 3 个部分，分别为课堂讨论、平时作业、期末考试。具体见下表：

（二）评价标准

1．课堂讨论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优（90-100 分） 良（75-89 分） 及格（60-74 分） 不及格（0-59 分）

权重

（%）

课程目标 1

通过分组讨论考查

在知识目标上使学

生理解人际传播的

一般过程包括传播

者特征，语言和非

语言行为等，以及

人际传播的具体过

程，包括人际关系

发展过程

课前准备充分，

小组讨论后得出

的结论准确完备，

课堂汇报逻辑清

晰，表达流畅有

效率。

课前准备较充分，

小组讨论后得出

的结论准确但不

够完备，课堂汇报

表达较流畅，逻辑

较清晰。

课前有准备但

不够充分，小组

讨论后得出的

结论有少量错

误，课堂汇报思

路不够清晰。

课前没有准备，小

组讨论后不能得

出正确结论或结

论错误较多，课堂

汇报思路混乱，缺

乏逻辑。 
10

课程目标 2

通过分组讨论在能

力目标上培养学生

增加在一般人际传

播中的有效性、提

高我们与亲密者的

传播质量、进行有

能力的人际冲突

课前准备充分，

小组讨论后得出

的结论准确完备，

课堂汇报条理清

晰，表达流畅有

效率。

课前准备较充分，

小组讨论后得出

的结论准确但不

够完备，课堂汇报

表达较流畅，逻辑

较清晰。

课前有准备但

不够充分，小组

讨论后得出的

结论有少量错

误，课堂汇报思

路不够清晰。

课前没有准备，小

组讨论后不能得

出正确结论或结

论错误较多，课堂

汇报思路混乱，缺

乏逻辑。 10

评价方式及比例（%）
课程目标

课堂讨论 平时作业 期末考试
成绩比例（%）

课程目标 1 10 15 25
课程目标 2 10 15 20 45
课程目标 3 15 15 30

合计 20 30 5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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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平时作业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优（90-100 分） 良（75-89 分） 及格（60-74 分） 不及格（0-59 分）

权重

（%）

课程目标 2

评析作业考查学

生对人际传播的

内容和形式的通

过改善贯穿一生

的人际行为，够

提升生命的质量

与幸福感。

对观点与论据的辨

识准确完备，对结

构与论证线索的分

析符合逻辑，有说

服力，语言表达清

晰准确

对观点与论据的

辨识准确但不完

备，对结构与论

证线索的分析有

少许漏洞，但总

体符合逻辑，语

言表达较清晰

对观点与论据

的辨识不够准

确完备，对结构

与论证线索的

分析漏洞较多，

不符合逻辑，语

言表达不够清

晰准确

不能准确辨识观

点与论据，对结

构与论证线索的

分析逻辑混乱，

语言表达不够清

晰准确
15

课程目标 3

主要考察实现个

人私密关系有效

沟通，有效地参

与公共生活；追

求和亲密关系者

进行有效沟通，

个体幸福感和他

人幸福感整体上

升的理解能力

展开认识视野，表

达有新意的认识结

果；论点鲜明，表

达有效率；结构清

晰，论据充分，论

证有说服力，合乎

逻辑；语言通顺，

意思表达清晰准确，

可读性强

论点鲜明，表达

有效率；结构比

较清晰，论据充

分，论证较有说

服力，合乎逻辑；

语言通顺，意思

表达比较清晰准

确，有较强的可

读性

论点不够鲜明，

表达效率性需

改进；结构比较

清晰，还需补充

有说服力的论

据，论证逻辑有

待加强；语言较

通顺，有一定的

可读性

没有提出论点，

语言不够通顺，

表达没有效率，

论证缺乏逻辑，

没有结构意识，

不符合新闻评论

的写作要求 

15

3．期末考试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
课程目

标
考核依据

优（90-100 分） 良（75-89 分） 及格（60-74 分） 不及格（0-59分）

权

重

（%
）

课程目

标 1

基础知识题考察学生

对人际关系的立即和

内容的理解能力

对新闻评论的传

播与思维表达规

律掌握完备。

对新闻评论的传播

与思维表达规律掌

握较好。

对新闻评论的传播

与思维表达规律掌

握不够。

对新闻评论的

传播与思维表

达规律掌握比

较欠缺。

15

课程目

标 2

主题讨论题考查学生

对有效管理人际冲突

能力和处理问题的能

力

对观点与论据的

辨识准确完备，

对结构与论证线

索的分析符合逻

辑，对表达效率

的分析具有说服

力，语言表达清

晰准确

对观点与论据的辨

识准确但不完备，

对结构与论证线索

的分析有少许漏洞，

但总体符合逻辑，

对表达效率的分析

有欠缺，语言表达

清晰

对观点与论据的辨

识不够准确完备，

对结构与论证线索

的分析有漏洞较多，

不符合文章逻辑，

对表达效率的分析

欠缺较多，语言表

达不够清晰

不能准确辨识

观点与论据，对

结构与论证线

索的分析逻辑

混乱，对表达效

率未作分析或

分析较少，语言

表达不清晰

20

课程目

标 3

考察学生知己并传播

积极的自我、人际关

系发展机制的掌握和

理解

展开认识视野，

表达有新意的认

识结果；论点鲜

明，表达有效率；

结构清晰，论据

充分，论证有说

服力，合乎逻辑；

语言通顺，意思

表达清晰准确，

可读性强

论点鲜明，表达有

效率；结构比较清

晰，论据充分，论

证较有说服力，合

乎逻辑；语言通顺，

意思表达比较清晰

准确，有较强的可

读性

论点不够鲜明，表

达效率性需改进；

结构比较清晰，还

需补充有说服力的

论据，论证逻辑有

待加强；语言较通

顺，有一定的可读

性

没有提出论点，

语言不够通顺，

表达没有效率，

论证缺乏逻辑，

没有结构意识，

不符合新闻评

论的写作要求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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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推荐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源

（一）建议教材

1．胡春阳，《人际传播学：理论与能力》.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

2．胡春阳，《寂静的喧嚣 永恒的联系：手机传播与人际互动》，上海三联出版社 2011 年版

（二）主要参考书及学习资源

1.孙春英，《跨文化传播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年第一版

2.智慧树平台 www.zhihuishu.com

大纲修订人签字：阿克孜                               修订日期：2022 年 7月

大纲审定人签字：杜  瑶  马晓亮                       审定日期：2022 年 9 月

http://www.shihuish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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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新闻与可视化》课程教学大纲

数据新闻与可视化
课程名称

Data Journalism and Visualization

课程代码 30415208 课程性质 专业教育课程

课程类别 专业方向课程 先修课程 新闻写作

学分/学时 2 / 32 理论学时

/实验学时
32 / 0

适用专业 新闻学 开课单位 文学艺术学院

课程负责人 毛颖辉 审定日期 2022 年 09 月

一、课程简介

在我们生存的空间中，每时每刻都在产生大量的数据，这些数据背后藏着许许多多的故事，

等待我们去发现、感知、传播。数据与新闻结合的魅力在于获取和理解数据，将其转化为信息，

并进而激发智慧的过程。《数据新闻》是新闻传播学领域的前沿核心课程，本课程从理论到实践一

系列环节培养学生的数据素养，帮助学生在最短的时间内掌握数据抓取、清洗、分析并可视化的

技能，独立完成数据新闻作品。数据新闻则是当下新闻实务领域的前沿，也是融媒体时代媒体转

型后人才需求的重点。培养具有数据素养和数据技术能力的综合型数据新闻人才，是高校新闻教

育新的发展方向，也是新闻教育的难点所在。

二、课程目标

本课程有 3个课程目标，具体如下：

1. 理论学习，帮助学生了解数据新闻学界与业界发展基本情况，数据新闻的概念和基本特

征。

2. 案例分析，培养学生初步形成一定的数据素养、设计素养及新闻素养。

3. 实操训练，锻炼学生具备基础的数据收集处理、写作、基础编程、可视化设计为一体的

数据新闻制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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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内容

知识单元
对应课程目

标
学习成果 教学内容 课程目标达成方式 学时分配

第一讲  
认识数据新闻

课程目标 1、2

1．能够理解并掌握数据新闻的概念及特征；

2．理解并掌握数据新闻的选题标准以及数据与新闻内容

的关系。

1. 什么是数据新闻

2. 数据新闻的选题判断

3. 数据与新闻内容的关系

1．教学活动：理论讲授、多媒

体教学、课堂讨论

2．学习任务：课堂互动
2学时

第二讲  
数据应用基础 课程目标1、2、

3

1．理解并掌握数据新闻的数据来源和基本的分析方法；

2．能使用 Excel做基本的数据清洗和整理。

1. 数据来源与数据分析

2. 使用 Excel 操作数据
1．教学活动：理论讲授、多媒

体教学、课堂讨论

2．学习任务：课堂互动

6学时

第三讲  
数据获取与基本

处理
课程目标1、2、

3

1．能够使用 openrefine软件做必要的数据清洗和整理；

2.能够使用爬虫软件做简单的数据抓取。

1. 使用 openrefine 做数据清洗

2. 简单的数据抓取
1．教学活动：理论讲授、多媒

体教学、课堂讨论

2．学习任务：课堂互动
4学时

学生选题展示

课程目标1、2、

3

学生选择合适的数据新闻选题并做出符合规范的数据新

闻策划并在课堂上进行展示

评阅并帮助学生清晰展示数据新

闻选题策划，提出修改意见
1．教学活动：课堂讨论

2．学习任务：展示汇报、课堂

互动
4学时

第四讲  
数据图表与可视

化
课程目标1、2、

3

1.理解并掌握数据可视化的基本原则与方法；

2.了解用图表讲故事的基本要领，并能够掌握图表软件的

基本操作。

1. 数据可视化基础

2. 用图表讲故事的基本要领

3. tableau 和 Echart 基础操作

1．教学活动：理论讲授、多媒

体教学、课堂讨论

2．学习任务：课堂互动

4学时

第五讲  
数据图的设计与

配色
课程目标1、2、

3

1．理解并掌握数据图的设计思维与表达方式；

2.掌握数据图的设计元素与构成，数据色彩搭配技巧,并

能使用软件进行数据图的绘制。

1. 设计思维与表达

2. 设计元素与构成

3. 数据色彩搭配技巧

1．教学活动：理论讲授、多媒

体教学、课堂讨论

2．学习任务：课堂互动

4学时

第六讲  
案例分析

课程目标 2、3

1.了解国内外主要的数据新闻生产机构；

2.理解并掌握数据驱动报道与公民新闻的概念与特征，并

能对不同的事件类数据新闻作出评析

1. 数据新闻的生产机构

2. 数据驱动报道与公民新闻

3. 事件类数据新闻

1．教学活动：理论讲授、多媒

体教学、课堂讨论

2．学习任务：课堂互动

4学时

学生作品展示

课程目标1、2、

3

学生按照选题策划完成一件符合要求的数据新闻作品，在

课堂上进行展示，并对他人的作品作出评价、给出优化建

议

评阅并帮助学生清晰展示数据新

闻作品，提出修改意见

1．教学活动：课堂讨论

2．学习任务：展示汇报、课堂

互动

4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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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目标达成的评价方式及评价标准

（一）评价方式及成绩比例  

课程成绩包括 3 个部分，分别为选题展示、作品展示、数据新闻作品。具体见下表：

（二）评价标准

1．选题展示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优（90-100 分） 良（75-89 分） 及格（60-74 分） 不及格（0-59 分）

权重

（%）

课程目标 1

通过选题展示考察

学生对数据新闻基

本概念和特征的理

解

选题有价值，对

创新点、主要数

据源，分析手段

与可视化实现方

式或数据挖掘的

角度表述清晰，

资料充实

叙事框架与叙

选题有价值，对创

新点、主要数据源

，分析手段与可视

化实现方式或数

据挖掘的角度表

述较为清晰，资料

较为充实

选题价值一般，

对创新点、主要

数据源，分析手

段与可视化实

现方式或数据

挖掘的角度表

述不够清晰

选题无价值，对创

新点、主要数据源

，分析手段与可视

化实现方式或数

据挖掘的角度表

述混乱

10

课程目标 2

通过选题展示考查

学生对数据素养、

设计素养及新闻素

养的建立

课前准备充分，

通过选题展示表

现出了优秀的数

据素养、设计素

养及新闻素养

课前准备较充分，

通过选题展示表

现出了较好的数

据素养、设计素养

及新闻素养

课前有准备但

不够充分，通过

选题展示表现

出了一定的数

据素养、设计素

养及新闻素养

课前没有准备，通

过选题展示没有

表现出明确的数

据素养、设计素养

及新闻素养 10

2. 作品展示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优（90-100 分） 良（75-89 分） 及格（60-74 分） 不及格（0-59 分）

权重

（%）

课程目标 2

通过作品展示考

查学生对数据素

养、设计素养及

新闻素养的建立

课前准备充分，通

过选题展示表现出

了优秀的数据素养

、设计素养及新闻

素养

课前准备较充分，

通过选题展示表

现出了较好的数

据素养、设计素

养及新闻素养

课前有准备但

不够充分，通过

选题展示表现

出了一定的数

据素养、设计素

养及新闻素养

课前没有准备，

通过选题展示没

有表现出明确的

数据素养、设计

素养及新闻素养 10

评价方式及比例（%）
课程目标

选题展示 作品展示 数据新闻作品
成绩比例（%）

课程目标 1 10 10

课程目标 2 10 10 30 50

课程目标 3 10 30 40

合计 20 20 6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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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3

通过作品展示考

查学生具备基础

的数据收集处理、

写作、基础编程、

可视化设计为一

体的数据新闻制

作能力

准备充分，通过作

品展示表现出了优

秀的数据收集处理、

写作、基础编程、

可视化设计为一体

的数据新闻制作能

力

准备较为充分，

通过作品展示表

现出了较好的数

据收集处理、写

作、基础编程、

可视化设计为一

体的数据新闻制

作能力

准备不够充分，

通过作品展示

表现出了一定

的数据收集处

理、写作、基础

编程、可视化设

计为一体的数

据新闻制作能

力

没有准备，通过

作品展示没有表

现出一定的数据

收集处理、写作、

基础编程、可视

化设计为一体的

数据新闻制作能

力

10

3．数据新闻作品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优（90-100 分） 良（75-89 分） 及格（60-74 分） 不及格（0-59分）

权重

（%）

课程目标 2

通过数据新闻作品

考查学生对数据素

养、设计素养及新闻

素养的建立

课前准备充分，

通过数据新闻

作品表现出了

优秀的数据素

养、设计素养及

新闻素养

课前准备较充分，

通过通过数据新

闻作品表现出了

较好的数据素养、

设计素养及新闻

素养

课前有准备但不

够充分，通过通

过数据新闻作品

表现出了一定的

数据素养、设计

素养及新闻素养

课前没有准备，

通过通过数据

新闻作品没有

表现出明确的

数据素养、设计

素养及新闻素

养

30

课程目标 3

通过数据新闻作品

考察学生具备基础

的数据收集处理、写

作、基础编程、可视

化设计为一体的数

据新闻制作能力

数据新闻作品

选题有新意，数

据收集处理严

谨规范，作品逻

辑流畅，富有洞

见，能揭示出数

据背后丰富的

信息量

数据新闻作品选

题较有新意，数据

收集处理严谨规

范，作品逻辑流畅

，富有洞见，能揭

示出数据背后一

定的信息量

数据新闻作品选

题新意不突出，

数据收集处理不

够严谨规范，作

品逻辑不够流畅

，富有洞见，揭

示出数据背后的

信息量有限

数据新闻作品

选题无新意，数

据收集处理不

严谨规范，作品

逻辑混乱，没有

揭示出数据背

后的信息
30

五、推荐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源

（一）建议教材

 吴小坤，《数据新闻制作简明教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二）主要参考书及学习资源

(美)韩家炜,(加)坎伯,(加)裴健，《数据挖掘：概念与技术》，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

年版

大纲修订人签字：毛颖辉                                    修订日期：2022 年 7 月

大纲审定人签字：杜瑶 马晓亮                               审定日期：2022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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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与社会舆论》课程教学大纲

网络与社会舆论
课程名称

The Internet and Public Opinion

课程代码 40415201 课程性质 专业选修课程

课程类别 专业方向课程 先修课程 媒介与社会

学分/学时 2/32 理论学时

/实验学时
32/0

适用专业 新闻学 开课单位 文学艺术学院

课程负责人 刘艳 审定日期 2022 年 9 月

一、课程简介

《网络与社会舆论》是为新闻学专业学生开设的一门专业选修课，课程内容主要包括舆论的

内在要素、舆论的形成、形态、传播特征等舆论学的基本知识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揭示传播媒介

与舆论的关系特别是互联网时代舆论形成和传播的特点。

二、课程目标

本课程有 3个课程目标，具体如下： 

目标 1：理解掌握舆论学的基本知识、主要概念和基本理论。

目标 2：理解掌握互联网时代舆论研究的新问题、舆论生态的新特征和舆论引导的新范式。

目标 3：运用所学知识正确认识互联网时代的舆论，具备理性对待和分析舆论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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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内容

知识单元 对应课程目标 学习成果 教学内容 课程目标达成方式 学时分配

第一章 认识

舆论
课程目标 1

1．能够理解并掌握舆论、公众等概念；

2．理解舆论研究的重要性。

1．对舆论概念的界定；

2．对公众概念的界定；

3．舆论研究的重要性。

1．课堂教学；

2．课堂讨论。 6学时

第二章 舆论

的形成
课程目标 1

1．理解并掌握舆论的一般形成过程；

2．理解并掌握影响舆论形成的因素。

1．舆论形态的历史演变；

2．舆论的一般形成过程；

3．影响舆论形成的因素。

1．课堂教学；

2．课堂讨论；

3．课后作业。

8学时

第三章 传播

媒介与舆论

的互动

课程目标 2、3

1．理解并掌握现代传媒对舆论的影响；

2．了解关于现代传媒与舆论互动的几种理论假

设。

1． 现代传媒对舆论的影响；

2．关于现代传媒与舆论互动的几种理论假设。

1．课堂教学；

2．课堂讨论；

3．课后作业。

8学时

第四章  互

联网时代舆

论形成和传

播的特点

课程目标 2、3

1．理解并掌握网络舆论的总体特征及其演变规

律；

2．理解并掌握互联网时代舆论形成和传播的特

点。

1．网络舆论的总体特征及其演变规律；

2.互联网时代舆论形成和传播的特点；

3.正确认识谣言产生的原因与传播特点，做

到不信谣、不传谣。

1．课堂教学；

2．课堂讨论；

3.课后作业。

10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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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目标达成的评价方式及评价标准

（一）评价方式及成绩比例 

课程成绩包括 3个部分，分别为课堂讨论、平时作业、结课作业。具体见下表：

评价方式及比例（%）
课程目标

课堂讨论 平时作业 结课作业
成绩比例（%）

课程目标 1 10 12 10 32

课程目标 2 10 9 10 29

课程目标 3 9 30 39

合计 20 30 50 100

（二）评价标准

1. 课堂讨论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优（90-100 分） 良（75-89 分） 及格（60-74 分） 不及格（0-59 分）

权重

（%）

课程目标 1

通过分组讨论考查学

生对舆论学基本理论

知识的掌握程度

基本掌握舆论

学基础理论知

识并能用来分

析解释典型的

舆论现象

对舆论学基础

理论知识的掌

握较好，并能用

来分析解释典

型的舆论现象

对舆论学基础

理论知识的掌

握不够，对舆论

现象的分析解

释缺乏理论支

持

对舆论学基础理

论知识的掌握欠

缺，不能分析解

释典型的舆论现

象
10

课程目标 2

通过分组讨论考查学

生对互联网时代舆论

的形态及特征的理解

掌握程度

理解掌握互联

网时代舆论的

形态及特征，掌

握媒介与舆论

的互动关系

对互联网时代

舆论的形态及

特征掌握较好，

对媒介与舆论

的互动关系掌

握较好

对互联网时代

舆论的形态及

特征掌握不够，

对媒介与舆论

的互动关系掌

握不够

对互联网时代舆

论的形态及特征

掌握较差，对媒

介与舆论的互动

关系掌握较差

10

2．平时作业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优（90-100 分） 良（75-89 分） 及格（60-74 分） 不及格（0-59分）

权重

（%）

课程目标 1

通过平时作业考查

学生对舆论学基本

理论知识的掌握程

度

基本掌握舆论学

基础理论知识并

能用来分析解释

典型的舆论现象

对舆论学基础

理论知识的掌

握较好，并能用

来分析解释典

型的舆论现象

对舆论学基础理

论知识的掌握不

够，对舆论现象

的分析解释缺乏

理论支持

对舆论学基础

理论知识的掌

握欠缺，不能分

析解释典型的

舆论现象

12

课程目标 2

通过平时作业考查

学生对互联网时代

舆论的形态及特征

的理解掌握程度

理解掌握互联网

时代舆论的形态

及特征，掌握媒

介与舆论的互动

关系

对互联网时代

舆论的形态及

特征掌握较好，

对媒介与舆论

的互动关系掌

握较好

对互联网时代舆

论的形态及特征

掌握不够，对媒

介与舆论的互动

关系掌握不够

对互联网时代

舆论的形态及

特征掌握较差，

对媒介与舆论

的互动关系掌

握较差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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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3

通过平时作业考查

学生正确应用所学

理论知识分析解释

网络舆论热点事件

的能力

基本掌握舆论学

基础理论知识，

对网络舆论热点

事件的分析解释

有理有据，具有

说服力

对舆论学基础

理论知识的掌

握较好，对网络

舆论热点事件

的分析解释有

理有据，较有说

服力

对舆论学基础理

论知识的掌握不

够，对网络舆论

热点事件的分析

解释缺乏说服力

对舆论学基础

理论知识的掌

握欠缺，不能用

理论知识分析

解释网络舆论

热点事件

9

3．结课作业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优（90-100 分） 良（75-89 分） 及格（60-74 分） 不及格（0-59 分）

权重

（%）

课程目标 1

通过作业考查学生对舆

论学基本理论知识的掌

握程度

通过平时作业

考查学生对舆

论学基本理论

知识的掌握程

度

基本掌握舆

论学基础理

论知识并能

用来分析解

释典型的舆

论现象

对舆论学基础

理论知识的掌

握较好，并能用

来分析解释典

型的舆论现象

对舆论学基础理

论知识的掌握不

够，对舆论现象的

分析解释缺乏理

论支持 10

课程目标 2

通过作业考查学生对互

联网时代舆论的形态及

特征的理解掌握程度

通过平时作业

考查学生对互

联网时代舆论

的形态及特征

的理解掌握程

度

理解掌握互

联网时代舆

论的形态及

特征，掌握媒

介与舆论的

互动关系

对互联网时代

舆论的形态及

特征掌握较好，

对媒介与舆论

的互动关系掌

握较好

对互联网时代舆

论的形态及特征

掌握不够，对媒介

与舆论的互动关

系掌握不够

10

课程目标 3

通过作业考查学生正确

应用所学理论知识分析

解释网络舆论热点事件

的能力

通过平时作业

考查学生正确

应用所学理论

知识分析解释

网络舆论热点

事件的能力

基本掌握舆

论学基础理

论知识，对网

络舆论热点

事件的分析

解释有理有

据，具有说服

力

对舆论学基础

理论知识的掌

握较好，对网络

舆论热点事件

的分析解释有

理有据，较有说

服力

对舆论学基础理

论知识的掌握不

够，对网络舆论热

点事件的分析解

释缺乏说服力 30

五、推荐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源

（一）建议教材

 1. 许静.舆论学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0.10.

（二）主要参考书及学习资源

 1.张志安.新媒体与舆论：十二个关键问题.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6.11；

2. 陈力丹.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2.06； 

3.沃尔特·李普曼.舆论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10；

4.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北京：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3.06；

5.林语堂.中国新闻舆论史.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8.06；

6.约翰.R.扎勒.公共舆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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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纲修订人签字： 刘艳                     修订日期：2022 年 7 月

大纲审定人签字：  杜瑶  马晓亮                         审定日期：2022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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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表达》课程教学大纲

语言表达
课程名称

Language Expression

课程代码 10415202 课程性质 专业教育课程

课程类别 专业方向课程 先修课程 中国文学作品选读

学分/学时 2/32
理论学时

   / 实 验

学时

16/16

适用专业 新闻学、广播电视学 开课单位 文学艺术学院

课程负责人 余婧华 审定日期 2022 年 09 月

一、课程简介
语言表达在普通话训练的基础上，加强节目主持人口语基本功及训练、纯文本主持人的口语

能力及训练、思维优化训练等内容。进一步学习新闻播报、诗朗诵和节目主持的相关技巧和方法。

二、课程目标

本课程有 3 个课程目标，具体如下：

目标 1：打下扎实的普通话基础。

目标 2：具备节目主持人口语基本功及思维方式。

目标 3：掌握诗歌朗诵的基本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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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内容

知识单元 对应课程目标 学习成果 教学内容 课程目标达成方式 学时分配

发声与训练 课程目标 1 1.学会发声方法
1.认识和了解发声器官

2.发声训练

1. 课堂教学

2．课程作业
6

普通话与训练 课程目标 1 1.打下普通话基础
1. 理论概述；

2. 普通话辩音纠错训练。

1. 课堂教学

2．课程作业
6

变“通”能力与训练 课程目标 2 1.了解变通的能力训练
1. 理论概述；

2. 变通能力训练。

1. 课堂教学

2．课程作业
4

变“话”能力与训练 课程目标 2 1.掌握变“话”能力的方法
1．理论概述；

2. 变“话”能力训练。

1. 课堂教学

2．课程作业
4

思维优化训练 课程目标 2 1.掌握思维优化训练的方法
1．理论概述；

2．思维优化训练。

1. 课堂教学

2．课程作业
4

朗诵诗歌的基本技巧与训练 课程目标 3 1.朗诵诗歌的基本技巧
1．理论概述

2．诗歌朗诵技能训练

1. 课堂教学

2．课程作业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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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目标达成的评价方式及评价标准

（一）评价方式及成绩比例  

课程成绩包括平时成绩和期末考查两部分：平时成绩占总成绩比例的 40%，主要是课堂训练。

期末考查成绩占总成绩比例的 60%。对缺勤学生可直接扣减平时考核成绩；累计缺勤三次的学生，

不得参加该课程的结课考试。具体见下表：

评价方式及比例（%）
课程目标

平时成绩 期末考查
成绩比例（%）

课程目标 1 10 10 20

课程目标 2 10 20 30

课程目标 3 20 30 50

合计 40 60 100

（二）评价标准

1. 平时成绩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优（90-100 分） 良（75-89 分） 及格（60-74 分） 不及格（0-59 分）

权重

（%）

课程目标 1
符合发声要求，普

通话标准

发声正确，语音标

准，词汇，语法正

确无误，语调自然，

表达流畅。

发声正确，声韵调

发音基本标准，语

调自然，表达流畅。

个别调值不准，

声韵母发音有

不到位现象。难

点音较多。

声韵调发音失误

多，方音特征突

出。方言语调明

显。词汇、语法

失误较多

10

课程目标 2
具备节目主持人

口语基本功及思

维方式

普通话标准，语言

清晰、流畅、响亮。

形体自然，形象干

净，符合节目要求。

普通话较标准，语言

清晰、流畅、响亮。

形体自然，形象干净，

符合节目要求。

普通话基本标准，

语言较清晰、流

畅、响亮。形体

比较自然，干净，

较符合节目的要

求。

普通话不标准，语

言不清晰、流畅、

响亮。形体不自然

不符合节目的要求。

10

课程目标 3
掌握诗歌朗诵的

基本技巧。

重音，停连，节奏、

调值把握准确，情

感流畅、自然。

重音，停连，节奏、

调值把握较准确，

情感流畅、自然。

重音，停连，节

奏、调值把握基

本准确，情感较

流畅、自然。

重音，停连，节

奏、调值不准确，

情感不流畅、自

然。

20

2．期末考查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优（90-100 分） 良（75-89 分） 及格（60-74 分） 不及格（0-59 分）

权重

（%）

课程目标 1
符合发声要求，普通话

标准

发声正确，语音

标准，词汇，语

法正确无误，语

调自然，表达流

畅。

发声正确，声

韵调发音基

本标准，语调

自然，表达流

畅。

个别调值不准，

声韵母发音有

不到位现象。难

点音较多。

声韵调发音失误

多，方音特征突出。

方言语调明显。词

汇、语法失误较多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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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2
具备节目主持人口语基

本功及思维方式

普通话标准，语

言清晰、流畅、

响亮。形体自然，

形象干净，符合

节目要求。

普通话较标准，

语言清晰、流畅、

响亮。形体自然，

形象干净，符合

节目要求。

普通话基本标准，

语言较清晰、流

畅、响亮。形体

比较自然，干净，

较符合节目的要

求。

普通话不标准，语

言不清晰、流畅、

响亮。形体不自然

不符合节目的要求。

20

课程目标 3
掌握诗歌朗诵的基本技

巧。

重音，停连，节

奏、调值把握准

确，情感流畅、

自然。

重音，停连，

节奏、调值把

握较准确，情

感流畅、自然。

重音，停连，节

奏、调值把握基

本准确，情感较

流畅、自然。

重音，停连，节奏、

调值不准确，情感

不流畅、自然。
20

五、推荐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源

（一）建议教材

 1. 陈竹、《节目主持人实用口语训练教程》、浙江大学出版社

（二）主要参考书及学习资源

 1. 吴弘毅、《实用播音教程》、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六、附表

序号 实验（上机实训）项目名称 实验性质 开出要求 学时

1 发声训练 综合性 4

2 普通话训练 综合性 2

3 变“通”能力与训练 综合性 2

4 变“话”能力与训练 综合性 2

5 思维优化训练 综合性 2

6 朗诵诗歌的基本技巧训练 综合性 4

大纲修订人签字：余婧华                                    修订日期：2022 年 7 月

大纲审定人签字：杜  瑶  马晓亮                            审定日期：2022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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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播音》课程教学大纲

新闻播音
课程名称

News Transmission

课程代码 20415205 课程性质 专业教育课程

课程类别 专业方向课程 先修课程 语言表达

学分/学时 2/32 理论学时

/实验学时
16/16

适用专业 新闻学、广播电视学 开课单位 文学艺术学院

课程负责人 张宁 审定日期 2022 年 7 月

一、课程简介
新闻播音是新闻传播类（广播电视学、新闻学）本科生专业选修课程，是播音业务的理论概

述和专业 指导训练相结合的课程。 主要讲授电视新闻播音创作的基本技能和在新媒体平台及语

体下新 闻播音的发展， 通过课程的教学活动使学生掌握新闻播音创作表达的技能， 提高新媒体

环境 下新闻播音的综合能力。

二、课程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应具备以下三个方面的目标：

目标 1：在了解新闻学理论相关知识的基础上了解新闻要素

目标 2：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新闻播音的特点和基本规律，进一步加强对新闻理

论、语言表达、采写等理论及技能的理解和运用能力；

目标 3： 掌握新闻播音的技能，为新闻实践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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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内容

知识单元 对应课程目标 学习成果 教学内容 课程目标达成方式 学时分配

1.新闻播音

概述
课程目标 1、2

1．了解新闻播音的基本含义、分类

和特点；

2.了解新闻播音的影响和作用

1.现代新闻播音的内涵和特点；

2.新闻播音的分类和特点；

3.新闻播音与主持的异同；

1．课堂教学；

2．课堂讨论；
4

2.新闻播音

中的语言样

式

课程目标 1、2
1.了解新闻播音的语言及样式

2.了解新闻播音的语言要求

1.新闻播音的语言及特点；

2.新闻播音的语言要求；

1. 教学活动：多媒体教学、分组

讨论。

2. 学习任务：课程作业、汇报

2

3.新闻播音

备稿
课程目标 1、2

1.了解新闻播音的备稿

2.掌握新闻播音的备稿技巧

1.新闻播音的备稿；

2.新闻播音的备稿要求；

1. 教学活动：多媒体教学、分组

讨论。

2. 学习任务：课程作业、汇报

2

4.新闻播音

技巧
课程目标 1、2、3

1.了解广播新闻播音的技巧

2.了解电视新闻播音技巧

3.掌握新闻播音技巧

1.广播新闻播音

2.电视新闻播音

3.新闻播音技巧

1．课堂教学；

2．课内外实践：各小组根据不

同播音练习展示

4

5.如何应对

应对新闻播

音中碰到的

典型问题

课程目标 1、2、3

1.了解广播新闻播音的出现的典型

问题

2.掌握应对电视新闻播音典型问题

技巧

1.新闻播音中的典型问题

2.如何应对新闻播音中的典型问题

1. 教学活动：多媒体教学、分组

讨论。

2. 学习任务：课程作业展示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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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目标达成的评价方式及评价标准

（一）评价方式及成绩比例   

课程成绩包括 2 个部分，分别为平时实训成绩、期末考查成绩。缺勤学生直接扣减平时考核

成绩；累计缺勤三次的学生，不得参加该课程的结课考试。具体见下表：

评价方式及比例（%）
课程目标

平时实训成绩 期末考查成绩
成绩比例（%）

课程目标 1 20 20 40

课程目标 2 20 20 40

课程目标 3 10 10 20

合计 50 50 100

（二）评价标准

1. 平时实训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优（90-100 分） 良（75-89 分） 及格（60-74 分） 不及格（0-59 分）

权重

（%）

课程目标 1
考查对新闻学相关理

论知识的掌握。

80%以上概念清

晰

60%以上概念

清晰

40%以上概念清

晰
40%以下概念清晰 20

课程目标 2
新闻播音的专业技巧

训练，培养新闻播音的

思维方式。

能够理解广播电

视学专业的基本

内涵。能够完成

新闻播音的创作

的需求。

能够理解新闻

播音的基本内

涵。对于新闻播

音有较为深入

的认识，明确新

闻播音的主要

技巧

对于新闻播音

有基本的认识，

掌握新闻播音

基本的操作能

力

没有完全掌握新

闻播音基本的操

作能力有偏颇，

对于新闻播音的

基本特征认识不

充分，对新闻播

音学习没有长期

的目标。

20

课程目标 3
适应新媒体的发展趋

势，不断更新专业知识

和实践技能

能够理解新闻播

音的主要构成要

素，独立完成新

闻播音。有明清

明明确的新闻专

业的发展愿景。

对于新闻播音

有较为深入的

认识，明确新闻

播音的主要目

标和内容。能够

独立完成新闻

摄影工作。

对于新闻播音

有基本的认识，

掌握新闻播音

基本的操作能

力，但对新闻播

音的核心内容

认知不足。

没有完全掌握新

闻播音的基本技

能，对于新闻播

音的基本特征认

识不充分，对新

闻播音学习没有

兴趣

10

2. 期末考查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优（90-100 分） 良（75-89 分） 及格（60-74 分） 不及格（0-59 分）

权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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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1
考查对新闻学相关理

论知识的掌握。

80%以上概念清

晰

60%以上概念

清晰

40%以上概念清

晰
40%以下概念清晰 20

课程目标 2
新闻播音的专业技巧

训练，培养新闻播音

的思维方式。

能够理解广播电

视学专业的基本

内涵。能够完成

新闻播音的创作

的需求。

能够理解新闻

播音的基本内

涵。对于新闻播

音有较为深入

的认识，明确新

闻播音的主要

技巧

对于新闻播音

有基本的认识，

掌握新闻播音

基本的操作能

力

没有完全掌握新

闻播音基本的操

作能力有偏颇，

对于新闻播音的

基本特征认识不

充分，对新闻播

音学习没有长期

的目标。

20

课程目标 3
适应新媒体的发展趋

势，不断更新专业知

识和实践技能

能够理解新闻摄

影的主要构成要

素，独立完成新

闻播音。有明清

明明确的新闻专

业的发展愿景。

对于新闻播音

有较为深入的

认识，明确新闻

播音的主要目

标和内容。能够

独立完成新闻

摄影工作。

对于新闻播音

有基本的认识，

掌握新闻播音

基本的操作能

力，但对新闻播

音的核心内容

认知不足。

没有完全掌握新

闻播音的基本技

能，对于新闻播

音的基本特征认

识不充分，对新

闻播音学习没有

兴趣

10

五、推荐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源

（一）建议教材

 1. 吴弘毅 实用播音技巧. 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7 年 

（二）主要参考书及学习资源

 1. 白龙：播音发声技巧.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5 年

 2. 张颂：播音创作基础. 北京.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2006 年

六、附表

序号 实验（上机实训）项目名称 实验性质 开出要求 学时

1 新闻播音 综合性 2

2 新闻播音中的语言样式 综合性 4

3 新闻播音备稿 综合性 2

4 新闻播音技巧 综合性 4

5 如何应对应对新闻播音中碰到的典型问题 综合性 4

大纲修订人签字： 张宁                                  修订日期：2022 年 7月

大纲审定人签字： 杜  瑶  马晓亮                        审定日期：2022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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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虚构写作》课程教学大纲

《非虚构写作》
课程名称

Nonfiction Writing

课程代码 10415201 课程性质 专业教育课程

课程类别 专业方向课程 先修课程 新闻采访、新闻写作

学分/学时 2/32
理论学时

   / 实 验

学时

16/16

适用专业 新闻学、广播电视学 开课单位 文学艺术学院

课程负责人 余婧华 审定日期 2022 年 09 月

一、课程简介

不同于其他公文类基础写作相关课程，本课程是专门为新闻学和广播电视学专业的学生开设

的一门课程，旨在梳理中国非虚构写作的状况并厘清虚构类和非虚构类写作的特征及区别，并在

新闻采访写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专业训练。

二、课程目标

本课程有 3个课程目标，具体如下： 

目标 1：在了解非虚构写作理论相关知识的基础上了解新闻要素。

目标 2：进行非虚构写作训练，培养新闻写作的思维方式。

目标 3：通过兵团精神的实践写作增强家国情怀，形成积极向上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自觉增强社会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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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内容

知识单元 对应课程目标 学习成果 教学内容 课程目标达成方式 学时分配

1．虚构类写作 课程目标 1、3
1.了解和掌握虚构类写作。

2.了解作品中家国情怀和兵团精神。

   1. 虚构类写作的基础知识。

   2. 虚构类写作的训练。
   
   

1. 教学活动：多媒体教学、分组讨

论。

2. 学习任务：课程作业、汇报。

理论 4

实训 4

2．非虚构类写作 课程目标 1、3

1.了解和掌握非虚构类写作。

2.了解作品中家国情怀和兵团精神。
   1. 虚构类写作的基础知识。

   2. 虚构类写作的训练。
   

1. 教学活动：多媒体教学、分组讨

论。

2. 学习任务：课程作业、汇报。

理论 4

实训 4

3．中国非虚构类写作现状

   
课程目标 1、3

1.掌握中国非虚构写作的现状。

2.了解作品中家国情怀和兵团精神。

   1.梳理中国非虚构写作的现

状。

   2.分析最喜欢的作品
   

1. 教学活动：多媒体教学、分组讨

论。

2. 学习任务：课程作业、汇报。

理论 4

实训 4

4．非虚构类创作练习 课程目标 1、2

1.掌握新闻采访和新闻写作的能力。

2.深入进行非虚构类的创作。

   1. 采写的实战能力

   2. 非虚构作品的创作。
   

1. 教学活动：多媒体教学、分组讨

论。

2. 学习任务：课程作业、汇报。

理论 4

实训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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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目标达成的评价方式及评价标准

（一）评价方式及成绩比例   

课程成绩包括 2 个部分，分别为平时实训成绩、期末考查成绩。缺勤学生直接扣减平时考核

成绩；累计缺勤三次的学生，不得参加该课程的结课考试。具体见下表：

评价方式及比例（%）
课程目标

平时实训成绩 期末考查成绩
成绩比例（%）

课程目标 1 15 20 35

课程目标 2 20 30 50

课程目标 3 5 10 15

合计 40 60 100

（二）评价标准

1. 平时实训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优（90-100 分） 良（75-89 分） 及格（60-74 分） 不及格（0-59 分）

权重

（%）

课程目标 1

考查对非虚构写作理

念相关理论知识的掌

握。

80%以上概念清

晰

60%以上概念

清晰

40%以上概念清

晰
40%以下概念清晰 15

课程目标 2

非虚松专业写作训练，

培养新闻写作的思维

方式。

具有较好写作能

力，主题明确，

结构清晰，材料 

翔实，语言优美、

流畅。

具有一定写作

能力，主题明确，

结构清晰，语言

流畅。

具有一定写作能

力，有主题，结构

清晰，语言流畅。

具有一定写作能

力，主题与结构

明确。
20

课程目标 3

兵团精神的实践写作

增强家国情怀，形成积

极向上的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

能够清晰认识

家国情怀与兵

团精神，并在写

作过程中真情

流露，语言流畅。

能够清晰认

识家国情怀

与兵团精神，

并能在写作

中表达，思路

清晰。

能够清晰认识家

国情怀与兵团精

神，并能在写作

中表达，主题明

确。

能够清晰认识家

国情怀与兵团精

神，并能在写作中

表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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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期末考查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优（90-100 分） 良（75-89 分） 及格（60-74分） 不及格（0-59 分）

权重

（%）

课程目标 1

考查对非虚构写作理

念相关理论知识的掌

握。

80%以上概念清

晰

60%以上概念

清晰

40%以上概念清

晰
40%以下概念清晰 20

课程目标 2

非虚构的专业写作训

练，培养新闻写作的

思维方式。

具有较好写作能

力，主题明确，

结构清晰，材料 

翔实，语言优美、

流畅。

具有一定写作

能力，主题明确，

结构清晰，语言

流畅。

具有一定写作能

力，有主题，结构

清晰，语言流畅。

具有一定写作能

力，主题与结构

明确。
30

课程目标 3

兵团精神的实践写作

增强家国情怀，形成

积极向上的世界观、

人生观、价值观

能够清晰认识

家国情怀与兵

团精神，并在写

作过程中真情

流露，语言流畅。

能够清晰认

识家国情怀

与兵团精神，

并能在写作

中表达，思路

清晰。

能够清晰认识家

国情怀与兵团精

神，并能在写作

中表达，主题明

确。

能够清晰认识家

国情怀与兵团精

神，并能在写作中

表达。

10

五、推荐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源

（一）建议教材

 1. 张伯存、顾玮《基础写作》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17 年 

（二）主要参考书及学习资源

 1. 王连琴、陈志海  《基础写作》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9 年

 2. 刘明华 《新闻写作》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年

六、附表

序号 实验（上机实训）项目名称 实验性质 开出要求 学时

1 虚构类写作的解析 综合性 4

2 非虚构类写作解析 综合性 4

3 最喜爱的非虚构类作品分析 综合性 4

4 非虚构类作品创作 综合性 4

大纲修订人签字： 余婧华                                修订日期： 2022. 7

大纲审定人签字： 杜  瑶  马晓亮                        审定日期： 2022.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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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访谈艺术》课程教学大纲

深度访谈艺术
课程名称

The Art of In-Depth Interviewing

课程代码 20415206 课程性质 专业教育课程

课程类别 专业方向课程 先修课程 新闻采访、语言表达

学分/学时 2/32 理论学时/实验学时 16/16

适用专业 新闻学、广播电视学 开课单位 文学艺术学院

课程负责人 余婧华 审定日期 2022 年 09 月

一、课程简介

深度访谈艺术是在新闻采访、语言表达、社会学等相关课程之后开设的传媒与语言艺术拓展

课，在新闻学、语言类以及人文社科知识积累的基础上，通过大量的实践练习进一步认识深度访

谈的方式方法及其艺术。

二、课程目标

本课程有 3 个课程目标，具体如下：

目标 1：了解深度访谈的基本方式方法。

目标 2：根据不同的主题进行专门的深度访谈的实践训练。

目标 3：通过深度访谈进一步认识个人与社会及其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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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内容

知识单元 对应课程目标 学习成果 教学内容 课程目标达成方式 学时分配

1、深度访谈概述

课程目标 1
课程目标 2
课程目标 3

1、了解深度访谈

2、掌握深度访谈的方式方法
1、深度访谈概述

1. 课堂教学

2．课程讨论

3. 课堂实训

4

2、深度访谈的语言
课程目标 1
课程目标 2

1、认识深度访谈的语言特征

2、了解深度访谈的语言风格

1、深度访谈的语言

2、深度访谈实训

1. 课堂教学

2．课程讨论

3. 课堂实训

6

3、深度访谈心理准备
课程目标 1
课程目标 2

1、深度访谈主持人的心理准备

2、深度访谈对象的心理状态

1、深度访谈心理准备

2、深度访谈实训

1. 课堂教学

2．课程讨论

3. 课堂实训

6

4、深度访谈的聆听
课程目标 1
课程目标 2

1、深度访谈的聆听方式

2、深度访谈的聆听本质

1、深度访谈的聆听

2、深度访谈实训

1. 课堂教学

2．课程讨论

3. 课堂实训

8

5、深度访谈中的个人与社

会及其关系
课程目标 3

1、深度访谈中的个人

2、深度访谈中的社会

3、深度访谈中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1、深度访谈中的个人与社会及其关系

2、深度访谈实训

1. 课堂教学

2．课程讨论

3. 课堂实训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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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目标达成的评价方式及评价标准

（一）评价方式及成绩比例 

课程成绩包括平时成绩和期末考查两部分：平时成绩占总成绩比例的 40%，主要是课堂讨论

与实训。期末考查成绩占总成绩比例的 60%。对缺勤学生可直接扣减平时考核成绩，累计缺勤三

次的学生，不得参加该课程的结课考试。具体见下表：

评价方式及比例（%）
课程目标

课程实训 期末考查
成绩比例（%）

课程目标 1 10 10 20

课程目标 2 10 20 30

课程目标 3 20 30 50

合计 40 60 100

（二）评价标准

1. 课程讨论与实训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优（90-100 分） 良（75-89 分） 及格（60-74 分） 不及格（0-59 分）

权重

（%）

课程目标 1
了解深度访谈的

基本方式方法。

明确深度访谈的

基本方式与方法

比较明确深度访

谈的基本方式与

方法

基本明确深度访

谈的基本方式与

方法

不明确深度访谈

的基本方式与方

法
10

课程目标 2
根据不同的主题

进行专门的深度

访谈的实践训练。

选题明确，深度

访谈方式和方法

得当，思路清晰，

问题集中

选题比较明确，

深度访谈方式和

方法得当，思路

清晰，问题集中

选题基本明确，深

度访谈方式和方

法得当，思路清晰，

问题集中

选题不明确，深

度访谈方式和方

法得当，思路清

晰，问题集中

10

课程目标 3
通过深度访谈进

一步认识个人与

社会及其关系

思路清晰，能够

深入挖掘个人与

社会的问题及其

关系

思路比较清晰，

能够深入挖掘个

人与社会的问题

及其关系

思路基本清晰，能

够深入挖掘个人

与社会的问题及

其关系

思路不清晰，不

能够深入挖掘个

人与社会的问题

及其关系

20

2．期末考查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优（90-100 分） 良（75-89 分） 及格（60-74 分） 不及格（0-59 分）

权重

（%）

课程目标 1
了解深度访谈的基本方

式方法。

明确深度访谈

的基本方式与

方法

比较明确深

度访谈的基

本方式与方

法

基本明确深度

访谈的基本方

式与方法

不明确深度访谈

的基本方式与方

法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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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2
根据不同的主题进行专

门的深度访谈的实践训

练。

选题明确，深度

访谈方式和方

法得当，思路清

晰，问题集中

选题比较明

确，深度访谈

方式和方法

得当，思路清

晰，问题集中

选题基本明确，

深度访谈方式

和方法得当，思

路清晰，问题集

中

选题不明确，深度

访谈方式和方法

得当，思路清晰，

问题集中

20

课程目标 3
通过深度访谈进一步认

识个人与社会及其关系

思路清晰，能够

深入挖掘个人

与社会的问题

及其关系

思路比较清

晰，能够深入

挖掘个人与

社会的问题

及其关系

思路基本清晰，

能够深入挖掘

个人与社会的

问题及其关系

思路不清晰，不能

够深入挖掘个人

与社会的问题及

其关系

30

五、推荐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源

（一）建议教材

1. 鲁健  《电视访谈节目主持艺术》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2 年

六、附表

序号 实验（上机实训）项目名称 实验性质 开出要求 学时

1 一般深度访谈 综合性 大学演播厅 4

2 个人问题的深度访谈 综合性 大学演播厅 4

3 社会问题深度访谈 综合性 大学演播厅 4

4 个人与社会关系的深度访谈 综合性 大学演播厅 4

大纲修订人签字：余婧华                                   修订日期：   2022 年 07 月

大纲审定人签字：杜  瑶  马晓亮                           审定日期：   2022 年 0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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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兴演讲与主持》课程教学大纲

即兴演讲与主持
课程名称

Impromptu Speech and Hosting

课程代码 20415207 课程性质 专业教育课程

课程类别 专业方向课程 先修课程 语言表达

学分/学时 2/32 理论学时

/实验学时
16/16

适用专业 新闻学、广播电视学 开课单位 文学艺术学院

课程负责人 张宁 审定日期 2022 年 9 月

一、课程简介

《即兴演讲与主持》是新闻传播类（广播电视学、新闻学）本科生专业选修课程课程之一。

本课程在语言表达课程基础上，积极引导学生认识演讲和主持的活动形式，掌握即兴演讲技巧，

了解节目主持人的渊源、职业特点，社会角色等，对培养学生自信的心态、社会交际、主持能力

等有重要意义。

二、课程目标

本课程有 3个课程目标，具体如下：

目标 1：掌握基本的普通话知识，让学生掌握肢体语言、语音语速、讲话条理性等基本技巧。

目标 2：掌握诗朗诵、讲故事、辩论、社会交际的一般常识和技巧目标

目标 3：通过学习培养学生的自信心，知道口才对于人生、事业的重要意义。树立正确的口

才观，培养对演讲、辩论、社会交际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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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内容

知识单元 对应课程目标 学习成果 教学内容 课程目标达成方式 学时分配

1.即兴演讲、

主持概述 课程目标 1、2
1．了解即兴演讲、主持的基本含义

和特点；

2.了解主持和即兴演讲的差异

1.即兴演讲、主持的内涵和特点；

2.主持的分类和特点；

3.即兴演讲与主持的异同

1．课堂教学；

2．课堂讨论；
4

2.即兴演讲、

主持中的有

声语言运用

课程目标 1、2
1.了解即兴演讲、主持的的语言及样

式

2.掌握即兴演讲、主持的的语言要求

1.即兴演讲、主持的语言及特点；

2.即兴演讲、主持的语言要求；

1. 教学活动：多媒体教学、分组

讨论。

2. 学习任务：课程作业、汇报

2

3.即兴演讲、

主持无声语

言的运用

课程目标 2、3
1.了解即兴演讲、主持的的无声语言

2.掌握即兴演讲、主持的的无声语言

运用

1.即兴演讲、主持的无声语言；

2.即兴演讲、主持的无声语言运用；

1. 教学活动：多媒体教学、分组

讨论。

2. 学习任务：课程作业、汇报

2

4.即兴演讲、

主持的准备

工作

课程目标 2、3 1.了解即兴演讲、主持的准备工作

2.掌握即兴演讲、主持技巧

1.即兴演讲、主持的准备工作；

2.即兴演讲、主持的准备工作要求；

1. 教学活动：多媒体教学、分组

讨论。

2. 学习任务：根据命题即兴演讲、

主持

4

5.如何应对

应对即兴演

讲、主持中碰

到的典型问

题

课程目标 1、2、

3

1.了解即兴演讲、主持中的出现的典

型问题

2.掌握应对电视即兴演讲、主持中处

理典型问题技巧

1.即兴演讲、主持中的典型问题

2.如何应对即兴演讲、主持中的典型问题

1. 教学活动：多媒体教学、分组

讨论。

2. 学习任务：课程作业展示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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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课程目标达成的评价方式及评价标准

（一）评价方式及成绩比例   

课程成绩包括 2 个部分，分别为平时实训成绩、期末考查成绩。缺勤学生直接扣减平时考核

成绩；累计缺勤三次的学生，不得参加该课程的结课考试。具体见下表：

评价方式及比例（%）
课程目标

平时实训成绩 期末考查成绩
成绩比例（%）

课程目标 1 20 20 40

课程目标 2 20 20 40

课程目标 3 10 10 20

合计 50 50 100

（二）评价标准

1. 平时实训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优（90-100 分） 良（75-89 分） 及格（60-74 分） 不及格（0-59 分）

权重

（%）

课程目标 1
考查对即兴演讲、主持

相关理论知识的掌握。

80%以上概念清

晰

60%以上概念

清晰

40%以上概念清

晰
40%以下概念清晰 20

课程目标 2
即兴演讲、主持的专业

技巧训练，培养即兴演

讲、主持的策划能力。

能够理解即兴演

讲、主持的基本

内涵。能够完成

即兴演讲、主持

的策划。

能够理解即兴

演讲、主持的

基本内涵。对于

有较即兴演讲、

主持为深入的

认识，明确即兴

演讲、主持的

主要技巧

对于即兴演讲、

主持有基本的

认识，掌握即兴

演讲、主持基本

的操作能力

没有完全掌握即

兴演讲、主持基

本的操作能力有

偏颇，对于即兴

演讲、主持的基

本知识认识不充

分，对即兴演讲、

主持学习没有长

期的目标。

20

课程目标 3

适应新媒体的发展趋

势，不断更新专业知识

和实践技能，树立学生

自信心，培养学生对演

讲、辩论、社会交际的

兴趣

能够理解即兴演

讲、主持的主要

构成要素，独立

完成一次即兴演

讲、主持。

对于即兴演讲、

主持有较为深

入的认识，明确

即兴演讲、主持

的的主要目标

和内容。能够独

立完成一次即

兴演讲、主持。

对于即兴演讲、

主持有基本的

认识，掌握即兴

演讲、主持的能

力，但对一次即

兴演讲、主持的

核心内容认知

不足。

没有完全掌握即

兴演讲、主持的

基本技能，对于

的一次即兴演讲、

主持基本特征认

识不充分，对即

兴演讲、主持学

习没有兴趣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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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期末考查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优（90-100 分） 良（75-89 分） 及格（60-74 分） 不及格（0-59 分）

权重

（%）

课程目标 1
考查对即兴演讲、主

持相关理论知识的掌

握。

80%以上概念清

晰

60%以上概念

清晰

40%以上概念清

晰
40%以下概念清晰 20

课程目标 2

即兴演讲、主持的专

业技巧训练，培养即

兴演讲、主持的策划

能力。

能够理解即兴演

讲、主持的基本

内涵。能够完成

即兴演讲、主持

的策划。

能够理解即兴

演讲、主持的

基本内涵。对于

有较即兴演讲、

主持为深入的

认识，明确即兴

演讲、主持的

主要技巧

对于即兴演讲、

主持有基本的

认识，掌握即兴

演讲、主持基本

的操作能力

没有完全掌握即

兴演讲、主持基

本的操作能力有

偏颇，对于即兴

演讲、主持的基

本知识认识不充

分，对即兴演讲、

主持学习没有长

期的目标。

20

课程目标 3

适应新媒体的发展趋

势，不断更新专业知

识和实践技能，树立

学生自信心，培养学

生对演讲、辩论、社

会交际的兴趣

能够理解即兴演

讲、主持的主要

构成要素，独立

完成一次即兴演

讲、主持。

对于即兴演讲、

主持有较为深

入的认识，明确

即兴演讲、主持

的的主要目标

和内容。能够独

立完成一次即

兴演讲、主持。

对于即兴演讲、

主持有基本的

认识，掌握即兴

演讲、主持的能

力，但对一次即

兴演讲、主持的

核心内容认知

不足。

没有完全掌握即

兴演讲、主持的

基本技能，对于

的一次即兴演讲、

主持基本特征认

识不充分，对即

兴演讲、主持学

习没有兴趣

10

五、推荐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源

（一）建议教材

 1. 俞虹：《节目主持人通论》，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 年第 1 版

 2. 应天常、王婷：《主持人即兴口语训练》，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9 年第一版

（二）主要参考书及学习资源

 1. 陆锡初：《节目主持人概论》，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0 年版本

六、附表

序号 实验（上机实训）项目名称 实验性质 开出要求 学时

1 即兴演讲与主持 综合性 4

2
即兴演讲、主持中的有声语言运

用
综合性 2

3
3.即兴演讲、主持无声语言的运

用
综合性 2

4
4.即兴演讲、主持的准备工作 综合性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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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5.如何应对应对即兴演讲、主持

中碰到的典型问题
综合性 4

大纲修订人签字： 张  宁                                     修订日期：2022 年 7月

大纲审定人签字： 杜  瑶  马晓亮                             审定日期：2022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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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写作规范》课程教学大纲

学术论文写作规范
课程名称

Standards of Academic Writing

课程代码 40415202 课程性质 专业教育课程

课程类别 专业方向课程 先修课程 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法

学分/学时 2 / 32 理论学时

/实验学时
32 / 0

适用专业 新闻学 开课单位 文学艺术学院

课程负责人 毛颖辉 审定日期 2022 年 09 月

一、课程简介

本课程结合新闻传播领域的典型研究案例，讲授质化研究主要方法和研究中的基本理论问题。

主要以教师讲授为主，结合案例教学并辅以必要的课堂讨论及研究计划撰写和研究计划展示环节。

培养学生对媒介热点现象的把握、分析研究、并撰写符合学术规范的研究论文的能力。要求学生

掌握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方法和相关理论取向；树立基本的社会科学研究意识；用所学研究方法

对传播现象进行符合规范的学术研究。  

二、课程目标

本课程有 2个课程目标，具体如下：

1．本课程为研究性理论基础课，面向已掌握一定专业理论与实务基础的高年级学生开设，是

一门接受研究生教育和研究性工作的入门课程。这门课程旨在提供全面、系统的社会学研究方法，

并了解不同方法所取得的丰富研究成果。

2．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媒介现象的基本研究方法，培养初步的研究能力，能够独立

完成一项完整的研究计划并撰写出符合学术规范的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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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内容

知识单元 对应课程目标 学习成果 教学内容 课程目标达成方式 学时分配

1、科学与研究

课程目标 1、2

1．理解研究的意义、过程以及研究所遵循的

价值观

2．理解定性与定量的社会研究的内涵和区别

1.什么是研究

2.社会研究之外的选择

3.科学是怎样运作的

4.研究的过程

5.定性与定量的社会研究

6.为什么要进行社会研究

1．课堂教学；

2．课后作业。
4学时

2、研究的维度

课程目标 1、2

1．理解研究的不同维度以及不同维度的研究

类型之间的差异与联系

2．掌握不同类型的研究中进行研究资料的收

集的方法和渠道

1.研究的维度

2.研究资料的搜集
1．课堂教学；

2．课后作业。
4学时

3、理论与研究

课程目标 1、2

1.理解理论的含义以及理论对研究的意义

2.了解理论的构成以及和理论相关的学术概

念的内涵

1.什么是理论

2.社会理论与意识形态

3.理论的构成

4.理论的各个方面

1．课堂教学；

2．课后作业。
4学时

4、方法论的意义

课程目标 1、2

1.掌握社会科学领域五种不同的研究路径在

前提假设、研究方法、价值取向上的差异

2.理解什么样的研究主题适合的不同的研究

路径，以及采取不同研究取向的意义

1.实证主义

2.诠释的社会科学

3.批判的社会科学

4.女性主义

5.后现代主义

1．课堂教学；

2．课后作业。
4学时

5、文献回顾与伦

理关怀
课程目标 1、2

1.掌握做文献回顾的方法和意义

2.理解文献回顾中相关的学术伦理

1.文献回顾

2.社会研究中的伦理
1．课堂教学；

2．课后作业。
4学时

6、学生研究计划

展示
课程目标 1、2

1.能够做出符合规范的研究计划

2.针对他人的研究计划能够发现问题并提出

建议

帮助学生完善研究计划，提高学生研究方

法的规范意识，锻炼严密的思维逻辑

1．课堂展示；

2．课堂讨论。
1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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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目标达成的评价方式及评价标准

（一）评价方式及成绩比例  

课程成绩包括 2 个部分，分别为课堂展示、课程作业。具体见下表：

（二）评价标准

1．课堂展示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优（90-100 分） 良（75-89 分） 及格（60-74 分） 不及格（0-59 分）

权重

（%）

课程目标 1

通过课堂展示考查

学生对社会学研究

方法，及不同方法

所取得的前沿研究

成果的掌握

课前准备充分，

文献充实，对前

人研究成果有充

分掌握，课堂汇

报逻辑清晰，表

达流畅有效率。

课前准备较充分，

文献较为充实，对

前人研究成果有

一定掌握，课堂汇

报逻辑较为清晰，

表达流畅。

课前准备较充

分，文献较为充

实，对前人研究

成果掌握有限，

课堂汇报逻辑

较为清晰。

课前没有充分准

备，文献不足，对

前人研究成果掌

握不够，课堂汇报

逻辑混乱。 15

课程目标 2

通过课堂展示考查

学生初步的研究能

力，以及独立完成

符合学术规范的研

究计划的能力

经过认真准备，

选题新颖有价值

，方法恰当，研

究计划符合学术

规范，体现出了

较好的研究意识

和能力。

经过认真准备，选

题较为新颖有价

值，方法恰当，研

究计划符合学术

规范，体现出了一

定的研究意识和

能力。

经过准备，选题

较有价值，方法

恰当，研究计划

符合学术规范，

体现出了有限

的研究意识和

能力。

没有经过认真准

备，选题毫无价值

，方法不合理，研

究计划不符合学

术规范，没有体现

出明确的研究意

识和能力。

15

2、课程作业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优（90-100 分） 良（75-89 分） 及格（60-74 分） 不及格（0-59 分）

权重

（%）

课程目标 1

通过课程作业考

查学生对社会学

研究方法，及不

同方法所取得的

前沿研究成果的

掌握

对观点与论据的辨

识准确完备，对结

构与论证线索的分

析符合逻辑，有说

服力，语言表达清

晰准确

对观点与论据的

辨识准确但不完

备，对结构与论

证线索的分析有

少许漏洞，但总

体符合逻辑，语

言表达较清晰

对观点与论据

的辨识不够准

确完备，对结构

与论证线索的

分析漏洞较多，

不符合逻辑，语

言表达不够清

晰准确

不能准确辨识观

点与论据，对结

构与论证线索的

分析逻辑混乱，

语言表达不够清

晰准确
35

评价方式及比例（%）
课程目标

课堂展示 课程作业
成绩比例（%）

课程目标 1 15 35 50

课程目标 2 15 35 50

合计 30 7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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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2

通过课程作业考

查学生初步的研

究能力，以及独

立完成符合学术

规范的研究计划

的能力

展开认识视野，表

达有新意的认识结

果；论点鲜明，表

达有效率；结构清

晰，论据充分，论

证有说服力，合乎

逻辑；语言通顺，

意思表达清晰准确，

可读性强

论点鲜明，表达

有效率；结构比

较清晰，论据充

分，论证较有说

服力，合乎逻辑；

语言通顺，意思

表达比较清晰准

确，有较强的可

读性

论点不够鲜明，

表达效率性需

改进；结构比较

清晰，还需补充

有说服力的论

据，论证逻辑有

待加强；语言较

通顺，有一定的

可读性

没有提出明确研

究主题，语言不

够通顺，表达没

有效率，论证缺

乏逻辑，没有结

构意识，不符合

学术规范 

35

五、推荐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源

（一）建议教材

[美]劳伦斯•纽曼，《社会研究方法（第七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 年版。

（二）主要参考书及学习资源

戴元光著，《传播学研究理论与方法》，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年版。

大纲修订人签字：毛颖辉                          修订日期：2022年7月

大纲审定人签字：杜瑶 马晓亮                     审定日期：2022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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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典文学选读》课程教学大纲

中国经典文学选读
课程名称

Selected Readings in Chinese Literature

课程代码 10416201 课程性质 专业教育课程

课程类别 专业拓展课程 先修课程 无

学分/学时 2/32 理论学时

/实验学时
32/32

适用专业 新闻学 开课单位 文学艺术学院

课程负责人 唐红 审定日期 2022 年 7 月

一、课程简介

《中国经典文学选读》是面向新闻学专业学生开设的中国古代经典文学作品介绍赏析类课程，

属于专业拓展类课程。该课程主要让学生熟悉并掌握中国古代经典文学作品，提升文学素养和审

美能力，从而提高专业能力和个人综合素质，筑牢“四个自信”。该课程要选择诗歌、散文、词、

曲和小说等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作品向学生们讲授，主要选取的作家作品集中在唐和

宋两个文学成就最高的朝代，为后续的新闻采写、新闻影像类课程提供中国传统文化和艺术审美

方面的素养。

二、课程目标

本课程有 4个课程目标，具体如下：

目标 1：通过学习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作家、作品，使学生能记忆中国传统文学题材样式、基

本发展样态等知识。

目标 2：通过学习使学生理解中国古代经典文学作品的审美情趣及文化内涵。

目标 3：通过学习使学生具有将中国古代经典文学作品及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与专业课程结合

灵活运用的能力。

目标 4：通过学习使学生能对中国古代经典文学作品进行分析和评价，体现较高的文学鉴赏

水平和文化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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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内容

知识单元 对应课程目标 学习成果 教学内容 课程目标达成方式 学时分配

第一单元 

先秦两汉

经典文学

课程目标 1

课程目标 2

1.了解先秦文学基本体裁。

2.理解先秦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

的关系。

1．中国文学的源头；

2．先秦文学的形态；

3、诗经、楚辞等经典作品鉴赏及文化内涵；

1. 教学活动：课堂讲授，多媒体教学，课

堂讨论。

2. 学习任务：学生课堂展示汇报。

6

第二单元

魏晋南北

朝经典文

学

课程目标 1

课程目标 4

1.了解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基本特征

2.掌握魏晋南北朝文学与文学的自觉

的关系。

1．魏晋文学经典及魏晋风骨。

2. 南北朝民歌

1. 教学活动：课堂讲授，多媒体教学，课

堂讨论。

2. 学习任务：学生课堂展示汇报。

4

第三单元

唐代经典

文学

课程目标 1

课程目标 3

课程目标 4

1.记忆唐代诗歌名句名篇。

2.理解唐诗的文化 内涵。

3.掌握对唐代诗歌的分析和文学鉴赏

方法。

1.唐代诗歌经典作品

2.唐代散文经典作品

1. 教学活动：课堂讲授，多媒体教学，课

堂讨论。

2. 学习任务：学生课堂展示汇报。

8

第四单元

宋代经典

文学

课程目标 1

课程目标 3

课程目标 4

1.记忆宋词名句名篇。

2.掌握对宋词进行分析和文学鉴赏的

方法。

1.李煜及词的发展小史

2.宋代经典词作

3.宋代话本

1. 教学活动：课堂讲授，多媒体教学，课

堂讨论。

2. 学习任务：学生课堂展示汇报。

8

第五单元

元明清经

典文学

课程目标 1

课程目标 2

1.了解元明清文学的基本体裁及特征

。

2.掌握元明清文学的文化内涵。

1.元曲经典作品

2.明清经典小说作品

1. 教学活动：课堂讲授，多媒体教学，课

堂讨论。

2. 学习任务：学生课堂展示汇报。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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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目标达成的评价方式及评价标准

（一）评价方式及成绩比例   

课程成绩包括 2 个部分，分别为课堂展示汇报、期末结课作业，具体见下表：

评价方式及比例（%）

课程目标

课堂展示汇报 期末课程作业

成绩比例（%）

课程目标 1 8 12 20

课程目标 2 8 12 20

      课程目标 3 8 12 20

      课程目标 4 16 24 40

合计 40 60 100

（二）评价标准

1. 课堂展示汇报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优（90-100 分） 良（75-89 分）
及格

（60-74 分）

不及格

（0-59 分）

权重

（%）

课程目标 1

考查中国传统

文学题材样式、

基本发展样态

的掌握。

熟练掌握中国

传统文学体裁、

基本发展特征

等基础知识。

较好地掌握中国

传统文学体裁、

基本发展特征

等基础知识。

基本掌握中国

传统文学体裁、

基本发展特征

等基础知识。

对中国传统文

学体裁、基本

发展特征等基

础知识的掌握

不够。

8

课程目标 2

考查理解中国

古代经典文学

作品的审美情

趣及文化内涵

的能力。

熟练掌握中国

古代经典文学

作品的审美情

趣及文化内涵。

较好地理解中

国古代经典文

学作品的审美

情趣及文化内

涵。

基本掌握中国

古代经典文学

作品的审美情

趣及文化内涵。

中国古代经典

文学作品的审

美情趣及文化

内涵理解不够

。

8

课程目标 3

考查具有将中

国古代经典文

学作品及中国

传统文化精神

与专业课程结

合灵活运用的

能力。

很好地具有将

中国古代经典

文学作品及中

国传统文化精

神与专业课程

结合灵活运用

的能力。

较好地具有将

中国古代经典

文学作品及中

国传统文化精

神与专业课程

结合灵活运用

的能力。

基本具有将中

国古代经典文

学作品及中国

传统文化精神

与专业课程结

合灵活运用的

能力。

将中国古代经

典文学作品及

中国传统文化

精神与专业课

程结合灵活运

用的能力不足

。

8

课程目标 4

考查对中国古

代经典文学作

品进行分析和

评价的能力。

很好地体现较

高的文学鉴赏

水平和文化素

养。

较好地体现文

学鉴赏水平和

文化素养。

基本能体现一

定的文学鉴赏

水平和文化素

养。

不能体现合格

的文学鉴赏水

平和文化素养。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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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期末结课作业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优（90-100 分） 良（75-89 分）
及格

（60-74 分）

不及格

（0-59 分）

权重

（%）

课程目标 1

考查以中国经典文

学作品为基础进行

的短视频创作能融

入本课程相关基本

知识。

很好地在结课

作业中融入本

课程相关基本

知识。

较好地在结课

作业中融入本

课程相关基本

知识。

基本能在结课

作业中融入本

课程相关基本

知识。

不能在结课

作业中融入

本课程相关

基本知识。

12

课程目标 2

考查对 中国古代经

典文学作品的审美

情趣及文化内涵的

能力。要求作品主题

明确，

主题鲜明，很

好地体现中国

经典文学的审

美情趣和文化

内涵。

主题较明确，较

好地体现中国

经典文学的审

美情趣和文化

内涵。

基本能体现主

题，基本能体

现中国经典文

学的审美情趣

和文化内涵。

主题不明确，

不能体现中

国经典文学

的审美情趣

和文化内涵。

12

课程目标 3

考查将中国古代经

典文学作品与专业

课程结合灵活运用

的能力。要求作品具

有中国传统文化审

美风格。

很好地体现中

国传统文化审

美风格。

较好地体现中

国经典文学的

审美情趣和文

化内涵。

基本能体现中

国经典文学的

审美情趣和文

化内涵。

不能体现中

国经典文学

的审美情趣

和文化内涵。

12

课程目标 4

考查对中国古代经

典文学作品进行分

析和评价的能力。要

求作品能体现中国

传统文化精神。

很好地对中国

古代经典文学

作品进行分析

和评价。

较好地对中国

古代经典文学

作品进行分析

和评价。

基本能对中国

古代经典文学

作品进行分析

和评价。

不能对中国

古代经典文

学作品进行

分析和评价。

24

五、推荐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源

（一）建议教材

 1. 陈洪，《古代文学基础》（上、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二）主要参考书及学习资源

1.李穆南、郄智毅, 刘金玲，《中国文学百科一：中国古代文学史》，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006； 

2.严明，《中国古代文学史导学》（一、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3.郭英德、过常宝，《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下），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

4.周建忠，《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下），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大纲修订人签字：                                  修订日期：2022 年 7月

大纲审定人签字： 杜  瑶  马晓亮                   审定日期：2022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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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与社会》课程教学大纲

媒介与社会
课程名称

Media and Society

课程代码 20416201 课程性质 专业教育课程

课程类别 专业拓展课程 先修课程 传播学

学分/学时 3/48 理论学时

/实验学时
48/0

适用专业 新闻学 开课单位 文学艺术学院

课程负责人 毛颖辉 审定日期 2022 年 9 月

一、课程简介

《媒介与社会》是新闻学和社会学的交叉学科，是一门系统而客观地研究人类社会与社会互

动的学科，它有三个主要的理论分析视角，即功能主义，冲突论与互动论。本课程运用上述主要

理论视角来表述媒介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基本知识，对当今社会日常生活中的主要内容给出深入浅

出的解释。作为新闻与传播学的母学科，社会学的思维训练要求学生能够运用社会学基本概念和

理论来分析和解释各种社会现象，最大可能地为学生提供社会学的洞察能力和想象力，为新闻专

业理论和实务课程的展开提供丰富的社会学理论背景和社会学基础知识。

二、课程目标

本课程有 3个课程目标，具体如下：

1.本课程以社会生活、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以寻求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发展变化的规律。要

求学生记忆和理解基础的社会学理论和知识。

2.本课程帮助学生更真实有效地解读特定社会现象，发现并传播不同社会领域的新闻。要求

学生能够应用相关领域社会学理论和知识去认识和分析特定的社会现象。

3.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社会学的基本研究视角和方法，培养初步的观察社会、认识

社会的能力。要求学生能够根据社会学理论视角对特定新闻传播活动作出评价，并能创造出富有

新意的新闻报道和传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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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内容

知识单元 对应课程目标 学习成果 教学内容 课程目标达成方式 学时分配

1．社会学

导言
课程目标 1、2、

3

1．理解社会学的学科地位、学习社会学的意义，以及社会学主要的研

究主题和研究视角。

2．了解社会学主要流派的产生和发展，社会学经典大师及其主要理论。

1、什么是社会学

2、社会学的历史及其发展

3、社会学理论

4、应用社会学

1．教学活动：理论讲授、多媒

体教学、课堂讨论

2．学习任务：课堂互动、课程

作业、闭卷考试

理论

4 学时

2．社会组

织与个体
课程目标 1、2、

3

1.理解文化的含义与构成，学会运用文化分析的方法解释生活中的社

会现象

2．理解社会结构的含义、单位、类型，以及分析社会的不同理论视角

3．理解社会互动的内涵、形式以及社会网络，了解关于社会互动的几

种理论 
4、理解社会化的概念、社会化的主体、再社会化，人格发展理论以及

社会化与人的自由的关系

5、理解社会群体的性质、结构，组织的特性、过程、变迁和组织选择

6、理解越轨的本质，运用不同的理论视角分析和解释生活中的越轨现

象，了解犯罪和刑事司法系统

1、文化

2、社会与社会结构

3、社会互动与社会网络

4、社会化

5、群体与组织

6、越轨、犯罪和社会控制

1．教学活动：理论讲授、多媒

体教学、课堂讨论

2．学习任务：课堂互动、课程

作业、闭卷考试 

理论

12 学时

3、社会不

平等
课程目标 1、2、
3

1、理解社会分层的形成，历史上的分层制度，社会阶级和社会流动，

了解不同的理论视角对分层现象的解释

2、理解有关民族的不同概念及其内涵差异，不同社会形态下少数民族

的关系模式及其少数民族社会成员的社会反应与心理反应

3、理解年龄与社会的关系，社会老龄化及其带来的社会问题

4、理解两性在生理和心理上的差异，性别角色，以及性别与不平等

1、社会分层

2、种族与少数民族群体

3、社会中的年龄和健康问

题

4、性别

1．教学活动：理论讲授、多媒

体教学、课堂讨论

2．学习任务：课堂互动、课程

作业、闭卷考试 

理论

12 学时

4、社会设

置
课程目标 1、2、
3

1、理解社会与家庭的关系，家庭结构以及不同的婚姻形式，家庭关系

的变迁

2、理解社会学视野中的教育，教育组织以及教育的影响

3、理解宗教与社会的关系，宗教组织以及如何看待宗教

4、理解权利、政治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了解不同的政府形式

5、理解不同形态的经济制度，劳动社会学以及社会与市场的关系

1、家庭

2、教育

3、宗教

4、权力、政治和政府

5、经济与劳动

1．教学活动：理论讲授、多媒

体教学、课堂讨论

2．学习任务：课堂互动、课程

作业、闭卷考试 

理论

12 学时

5、社会环

境 和 社 会

变迁

课程目标 1、2、
3

1、理解人口、生态与社会的关系，人口变化的要素，了解生态学与环

境社会学

2、理解城市的起源与成长，城市化、城市生活和城市文化，城市的问

题与危机

3、理解集合行为的性质和发生的条件，传播与集合行为的关系，了解

社会运动的不同形式

4、理解社会变迁的原因，不同社会理论对社会变迁的解释，了解第三

世界经济发展的特殊性，以及现代化的构成要素

1、人口与生态

2、城市、城市化和社区变

迁

3、集合行为和社会运动

4、社会和文化变迁

1．教学活动：理论讲授、多媒

体教学、课堂讨论

2．学习任务：课堂互动、课程

作业、闭卷考试 

理论

8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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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目标达成的评价方式及评价标准

（一）评价方式及成绩比例  

课程成绩包括三个部分，分别为课堂讨论、期中作业、闭卷考试。具体见下表：

评价方式及比例（%）

课程目标
课堂讨论 期中作业 闭卷考试

成绩比例（%）

课程目标 1 10 25 35

课程目标 2 10 15 10 35

课程目标 3 15 15 30

合计 20 30 50 100

（二）评价标准

1．课堂讨论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优（90-100 分） 良（75-89 分） 及格（60-74 分） 不及格（0-59 分）

权重

（%）

课程目标 1

通过课堂讨论考查

对课程基本理论与

知识的记忆理解程

度

课前充分准备，

复习思考后得出

的结论准确完备，

课堂汇报逻辑清

晰，表达流畅有

效率

课前准备较充分，

复习思考后得出

的结论准确但不

够完备，课堂汇报

表达较流畅，逻辑

较清晰

课前有准备但

不够充分，复习

思考后得出的

结论有少量错

误，课堂汇报思

路不够清晰

课前没有准备，复

习思考后不能得

出正确结论或结

论错误较多，课堂

汇报思路混乱，缺

乏逻辑 

10

课程目标 2

通过课堂讨论考查

学生对课程理论视

角和分析方法的应

用与分析能力

课前准备充分，

复习思考后得出

的结论准确完备，

课堂汇报条理清

晰，表达流畅有

效率。

课前准备较充分，

复习思考后得出

的结论准确但不

够完备，课堂汇报

表达较流畅，逻辑

较清晰。

课前有准备但

不够充分，复习

思考后得出的

结论有少量错

误，课堂汇报思

路不够清晰。

课前没有准备，复

习思考后不能得

出正确结论或结

论错误较多，课堂

汇报思路混乱，缺

乏逻辑。

10

2. 期中作业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优（90-100 分） 良（75-89 分） 及格（60-74 分） 不及格（0-59 分）

权重

（%）

课程目标 2

评析作业考查学

生对课程理论视

角和分析方法的

应用与分析能力

对观点与论据的辨

识准确完备，对结

构与论证线索的分

析符合逻辑，有说

服力，语言表达清

晰准确

对观点与论据的

辨识准确但不完

备，对结构与论

证线索的分析有

少许漏洞，但总

体符合逻辑，语

言表达较清晰

对观点与论据

的辨识不够准

确完备，对结构

与论证线索的

分析漏洞较多，

不符合逻辑，语

言表达不够清

晰准确

不能准确辨识观

点与论据，对结

构与论证线索的

分析逻辑混乱，

语言表达不够清

晰准确

15



201

课程目标 3

评析作业考查学

生对新闻传播现

象的评价和创新

能力

展开认识视野，表

达有新意的认识结

果；论点鲜明，表

达有效率；结构清

晰，论据充分，论

证有说服力，合乎

逻辑；语言通顺，

意思表达清晰准确，

可读性强

论点鲜明，表达

有效率；结构比

较清晰，论据充

分，论证较有说

服力，合乎逻辑；

语言通顺，意思

表达比较清晰准

确，有较强的可

读性

论点不够鲜明，

表达效率性需

改进；结构比较

清晰，还需补充

有说服力的论

据，论证逻辑有

待加强；语言较

通顺，有一定的

可读性

没有提出论点，

语言不够通顺，

表达没有效率，

论证缺乏逻辑，

没有结构意识，

不符合新闻评论

的写作要求 

15

3．闭卷考试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优（90-100 分） 良（75-89 分） 及格（60-74 分） 不及格（0-59分）

权重

（%）

课程目标 1

基础知识题考查学

生对课程基本理论

与知识的记忆理解

程度

对社会学基础

理论与知识掌

握完备

对社会学基础理

论与知识掌握较

好

对社会学基础理

论与知识掌握不

够

对社会学基础

理论与知识掌

握比较欠缺
25

课程目标 2

分析题考查学生对

课程理论视角和分

析方法的应用与分

析能力

对观点与论据

的辨识准确完

备，对结构与论

证线索的分析

符合逻辑，对表

达效率的分析

具有说服力，语

言表达清晰准

确

对观点与论据的

辨识准确但不完

备，对结构与论证

线索的分析有少

许漏洞，但总体符

合逻辑，对表达效

率的分析有欠缺，

语言表达清晰

对观点与论据的

辨识不够准确完

备，对结构与论

证线索的分析有

漏洞较多，不符

合文章逻辑，对

表达效率的分析

欠缺较多，语言

表达不够清晰

不能准确辨识

观点与论据，对

结构与论证线

索的分析逻辑

混乱，对表达效

率未作分析或

分析较少，语言

表达不清晰

10

课程目标 3

论述题考查学生对

新闻传播现象的评

价和创新能力

展开认识视野，

表达有新意的

认识结果；论点

鲜明，表达有效

率；结构清晰，

论据充分，论证

有说服力，合乎

逻辑；语言通顺，

意思表达清晰

准确，可读性强

论点鲜明，表达有

效率；结构比较清

晰，论据充分，论

证较有说服力，合

乎逻辑；语言通

顺，意思表达比较

清晰准确，有较强

的可读性

论点不够鲜明，

表达效率性需改

进；结构比较清

晰，还需补充有

说服力的论据，

论证逻辑有待加

强；语言较通顺，

有一定的可读性

没有提出论点，

语言不够通顺，

表达没有效率，

论证缺乏逻辑，

没有结构意识，

不符合新闻评

论的写作要求 
15

五、推荐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源

（一）建议教材

[美]波普诺著.《社会学》（第 11 版）.李强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年版 

（二）主要参考书及学习资源

http://www.dangdang.com/author/%B2%A8%C6%D5%C5%B5_1
http://www.dangdang.com/author/%C0%EE%C7%BF_1
http://www.dangdang.com/publish/%D6%D0%B9%FA%C8%CB%C3%F1%B4%F3%D1%A7%B3%F6%B0%E6%C9%E7_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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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帕特里克·贝尔特/[葡]菲利佩·卡雷拉·达·席尔瓦.《20世纪以来的社会

理论》.瞿铁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

大纲修订人签字：毛颖辉                         修订日期：2022 年 7 月

大纲审定人签字：杜瑶 马晓亮                    审定日期：2022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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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媒体与图像处理》课程教学大纲

数字媒体与图像处理
课程名称

Digital Media and Image Processing

课程代码 30416201 课程性质 专业教育课程

课程类别 专业拓展课程 先修课程 新闻摄影

学分/学时 2/32  
理论学时

/实验学时
16/16

适用专业 新闻学 开课单位 文学艺术学院

课程负责人 肖志强 审定日期 2022 年 9 月

一、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新闻学专业的专业拓展课程。本课程由在线学习、软件操作基础理论、课堂上

机实训三大部分构成，通过对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数字媒体设计与图像制作的基础知

识、发展趋势和应用领域；理解数字交互设计在视觉传达设计中的重要作用与应用价值；掌

握一款设计师使用跨平台交互设计与开发的可视化编程工具；提高学生编程设计思维和表达

的能力；帮助学生综合应用计算机设计软件进行设计创意表达和设计创作实践，解决实际设

计问题。

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对学生创新意识、知识产权意识的培养，树立正确的艺术思想以及审

美观念。

二、课程目标

1．了解最新数字媒体技术的发展及应用领域，了解计算机编程的基础知识、基本流程

和规范，理解艺术和科技的关系，具备一定的数字媒体艺术的鉴赏与评价能力；引导学生树

立正确的是非观。

2．掌握可视化编程软件的界面、基本功能及安装技巧；理解结构化的程序设计思路，

掌握跨平台交互设计与开发的流程、方法和技能；提高学生编程设计思维和表达的能力。

3．将技术、数据为主要驱动的科技和情感驱动、主观表达的艺术紧密地结合；提升学

生个性化设计创意表达和跨学科设计创新的能力，培养学生正确的艺术思想、先进的设计理

念以及审美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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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内容

知识单元 对应课程目标 学习成果 教学内容 课程目标达成方式 学时分配

1数字媒体概述 课程目标 1
1.了解数字媒体艺术的概念、发展现状

及应用领域；

1.数字媒体技术的发展现状；

2.数字媒体艺术的基本类型与表现形式。

3.软件安装与基础操作。

4.作品赏析；

1.课堂教学；

2.课内外实践：由教师推送网络学习教

程。

3.教师辅导。

理论 4学时

2.编程基础 课程目标 2
1.了解计算机程序设计的基本知识。

2.掌握可视化编程软件使用方法。

1.软件界面与操作

2.程序设计流程图

3.结构化的程序功能模块 

1.课堂教学；

2.课内外实践：由教师推送网络学习教

程。

3.课后实践：学生按照老师要求完成平

时作业的练习

实践 8学时

3.编程原理与方法 课程目标 2
1.了解计算机编程规范；

2.掌握计算机编程的基本原理与方法

1.坐标与方向

2.循环与判断

3.变量与数组

4.数学函数

1.课堂教学；

2.学生上机；

3.课后实践：学生按照老师要求完成平

时作业的练习

理论 8学时

4交互设计 课程目标 2
1.理解结构化的程序设计思维；

2.掌握计算机编程与交互设计的方法

1.数学运算

2.计算机编程绘图

3.射击类游戏 

4.平台类游戏

思政点：培养学生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

1.课堂教学；

2.学生上机；

3.课后实践：学生按照老师要求完成平

时作业的练习

理论 4学时

5.实践课题 课程目标 2、3
1.掌握跨平台交互设计的方法；

2.理解艺术和科技的关系；

1.数字媒体设计与制作创作与实践

思政点：提高学生的审美和人文素养。

1.课堂教学；

2.课内实践：学生根据项目选题，开展

文献检索，调查研究、比较分析，制作

设计提案 PPT，并进行汇报。

3.教师点评

实践 8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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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目标达成的评价方式及评价标准

（一）评价方式及成绩比例

1、平时成绩 50%：（1）平时出勤采用“只扣分，不加分”的方法计算成绩，迟到或早退一次

扣除 5分；无故旷课一次，将在平时成绩中扣除 10分。无故缺勤 3次者，取消本门课程的考核资

格。（2）在线学习时间长、学习效果好的班级前 3 名同学每人加 3 分，在线学习时间短、学习效

果差的最后一名同学扣除 3分；（3）平时作业 2-3次。

2、期末作品 50%：

课程成绩包括 3个部分，分别为作品赏析、平时成绩和期末作品。具体见下表：

评价方式及比例（%）
课程目标

作品赏析 平时作业 期末作品
成绩比例（%）

课程目标 1 15 15

课程目标 2 35 25 60

课程目标 3 25 25

合计 15 35 50 100

（二）评价标准

1. 作品赏析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优

（90-100 分）

良

（75-89 分）

中/及格

（60-74 分）

不及格

（0-59 分）

权重

（%）

课程目标 1

考查学生对数

字媒体艺术的

鉴赏与评价能

力

语言流畅，概念

清晰，作品解析

全面，有代表性；

能很好地反映国

内外设计学界最

重要的理论前沿、

研究动态。

语言较流畅，

概念较清晰，

作品解析较全

面，能反映国

内外设计学界

的理论前沿、

研究动态。

语言不够流畅，

概念不够清晰，

作品解析不够全

面，能较少的反

映国内外设计学

界的理论前沿、

研究动态。

语言不流畅，

概念不清晰，

作品解析不

全面，不能反

映国内外设

计学界的理

论前沿、研究

动态。

15

2.平时作品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优

（90-100 分）

良

（75-89 分）

中/及格

（60-74 分）

不及格

（0-59 分）

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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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2
考查学生对

编程基础掌

握情况。

1.结构化的程

序设计思路清

晰；

2.熟练掌握计

算机编程的基

本原理与方法

1.结构化的程

序设计思路较

清晰；

2.能够掌握计

算机编程的基

本原理与方法

1.结构化的程

序设计思路不

够清晰；

2.基本掌握计

算机编程的基

本原理与方法

1.结构化的程

序设计思路不

清晰；

2.没有掌握计

算机编程的基

本原理与方法

35

3.期末作品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优

（90-100 分）

良

（75-89 分）

中/及格

（60-74 分）

不及格

（0-59 分）

权重（%）

课程目标 2

考查学生对

数字媒体设

计的能力

主题明确，界面

美观；优秀的艺

术表现力与视

觉形式感；

主题较明确，界

面较美观；有较

好的艺术表现

力与视觉形式

感；

主题不够明确，

界面不够美观；

艺术表现力与

视觉形式感一

般；

主题不明确，界

面不美观；没有

艺术表现力与

视觉形式感；

25

课程目标 3

考查学生对

数字媒体制

作的能力

表现形式及风

格非常独特；程

序运行流畅，用

户体验好

表现形式及风

格较独特；程序

运行较流畅，用

户体验较好

表现形式及风

格不够独特；程

序运行不够流

畅，用户体验不

够好

表现形式及风

格不独特；程序

运行不流畅，用

户体验不好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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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推荐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源

（一）建议教材

任课教师可根据学生学习能力与专业需求情况选用相应教材与软件。

（二）主要参考书及学习资源

国家精品课程在线学习平台：https://www.icourse163.org/

石河子大学在线教育综合平台：http://eol.shzu.edu.cn/meol//index.do

六、附表

序号 上机实训 开出要求 学时

1 软件安装 必做 2

2 PPT作品解析 必做 4

3 编程基础 必做 4

4 交互设计 必做 2

5 创作与实践 必做 4

大纲修订人签字：肖志强                   修订日期：2022年 7月

大纲审定人签字：李子 杜瑶                审定日期：2022年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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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影像创作》课程教学大纲

纪实影像创作
课程名称

Documentary Creation

课程代码 30416202 课程性质 专业教育课程

课程类别 专业拓展课程 先修课程 音视频编辑

学分/学时 2/32 理论学时

/实验学时
16/16

适用专业 新闻学 开课单位 文学艺术学院

课程负责人 马晓亮 审定日期 2022 年 9 月

一、课程简介：

《纪实影像创作》是新闻学专业的专业方向课程，该课程分为理论学习与创作实践两个部分，

在理论学时部分，教师通过讲授、案例分析，使学生从理论上掌握纪实影像的发展历程、创作思

路及技术的演化，并通过实践使学生掌握当今全媒体时代纪录片、微纪录片、专题等纪实作品的

创作观念、技巧、流程，并通过创作实践让学生切实践行纪实影像的创作过程，分组完成一部作

品。该课程的教学目标对应全媒体平台的影像标准，使学生能够达到业界、媒介的要求，为创作

及就业打下基础。

二、课程目标

本课程有 3个课程目标，具体如下：

目标 1、通过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够坚守新闻真实性等基本原则，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传播先进文化，弘扬社会正气，严守道德伦理底线，坚决抵制低俗、庸俗、媚俗的内容。

目标 2、通过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够掌握当前主要类型纪实影像的创作能力。

目标 3、通过团队创作的方式，使学生掌握沟通合作技能，具有团队协作精神。 



209

三、教学内容

知识单元 对应课程目标 学习成果 教学内容 课程目标达成方式 学时分配

第一章

“真实”与

“纪实”

课程目标 1、2
1 明确真实与纪实的异同点

2 明确专题片与纪录片创作方式的

异同

1 真实与纪实的异同

2 纪录片与专题片的特征与制作方式的异同

1．教学活动：课堂讲授、课堂讨论

2．学习任务：课后阅读

理论

2 学时

第二章

电视专题片

的创作思路

课程目标 2 1 了解电视专题片的创作理念

2 明确电视专题片的创作目的

1 电视专题片的创作理念

2 电视专题片的创作目的

1．教学活动：课堂讲授、课堂讨论

2．学习任务：课后阅读
理论

2 学时

第三章

电视专题片

的前期工作

课程目标 2

1 掌握电视专题片的选题发展与技

巧

2 掌握选题报告和拍摄策划的撰写

方式

1 电视专题片的前期策划

2 电视专题片的选题来源、法则、技巧

3 选题报告和拍摄策划的撰写

1．教学活动：课堂讲授、课堂讨论

2．学习任务：课程作业

理论

2 学时

实践一

选题报告的

撰写与讲评

课程目标 1、2、3 1 找出问题与不足，提出修改意见 讲评学生选题报告
1．教学活动：教师演示

2．学习任务：实践训练

实践

4 学时

第四章

解说词的写

作

课程目标 2
1 明确解说词的语言要求

2 明确解说词的体式规范

3 掌握解说词的写作技巧

1 解说词的作用与特点

2 解说词的体式、布局与语言要求

3 解说词的写作技巧

1．教学活动：课堂讲授、课堂讨论

2．学习任务：课程作业

理论

2 学时

第五章

电视专题片

的采访技巧

课程目标 2 1 明确电视专题片采访的准备工作

2 掌握采访的技巧

1 电视专题片采访前的准备

2 采访的技巧

1．教学活动：课堂讲授、课堂讨论

2．学习任务：课后阅读

理论

2 学时

实践二

前期工作指

导

课程目标 2、3 6.找出问题与不足，提出修改意见 针对学生前期工作进行指导，提出修改意见
1．教学活动：教师点评

2．学习任务：实践训练

实践

4 学时

第六章

电视专题片

的拍摄技巧

课程目标 2
1 明确电视专题片拍摄的准备工作

2 掌握拍摄的技巧

1 电视专题片拍摄前的准备

2 镜头的组成

3 运镜技巧

1．教学活动：课堂讲授、课堂讨论

2．学习任务：课程作业

理论

2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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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三

拍摄素材答

疑与指导

课程目标 2 1 找出拍摄素材的问题与不足，提

出修改意见
针对学生拍摄素材及工作进行指导，提出修改意见

1．教学活动：教师点评

2．学习任务：实践训练

实践

4 学时

第七章

电视专题片

的后期制作

课程目标 2、3 1 了解电视专题片的后期制作流程

2 了解素材的管理与编辑技巧

1 后期制作的流程

2 素材的管理与编辑

1．教学活动：课堂讲授、课堂讨论

2．学习任务：课后阅读

理论

2 学时

第八章

电视专题片

的叙事节奏

课程目标 2

1 了解电视专题片常用的叙事方式

2 掌握电视专题片故事化的实现方

式

3 了解电视专题片兴奋点设置的技

巧

1 电视专题片的叙事方式与结构

2 电视专题片的兴奋点与节奏

3 故事化的含义、作用、实现方式

1．教学活动：课堂讲授、课堂讨论

2．学习任务：课后阅读

理论

2 学时

实践四

后期工作答

疑与指导

课程目标 2、3 1 找出问题与不足，提出修改意见 针对学生前期工作进行指导，提出修改意见
1．教学活动：教师点评

2．学习任务：实践训练

实践

4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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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目标达成的评价方式及评价标准

（一）评价方式及成绩比例 

学生成绩由平时成绩与期末成绩两部分组成。其中平时成绩占 30%，末考成绩占总成绩的

70%。平时成绩由三次作业构成。

评价方式及比例（%）
课程目标

平时作业 期末成绩
成绩比例（%）

课程目标 1 5 15 20

课程目标 2 20 40 60

课程目标 3 5 15 20

合计 30 70 100

（二）评价标准
1.平时作业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90-100 分 75-89 分 60-74 分 0-59 分
权重（%）

课程目标
1

考查学生是否

具备职业素养，

能否秉持正确

的创作观念

能秉持正确的

创作思路，传播

先进文化，弘扬

社会正气

能秉持正确的

创作思路，传播

先进文化，弘扬

社会正气，但略

存在问题

基本能够秉持正

确的创作思路，

基本能贯彻传播

先进文化，弘扬

社会正气的理念

不能秉持正确

的创作思路，无

法贯彻传播先

进文化，弘扬社

会正气的理念

5

课程目标
2

考查学生选题

报告、解说词的

写作能力和对

纪实作品的整

体把控能力

选题报告、解说

词写作、案例分

析效果好

选题报告、解说

词写作、案例分

析效果较好

选题报告、解说

词写作、案例分

析效果一般

选题报告、解说

词写作、案例分

析效果差

20

课程目标
3

考查学生的团

队协作能力

团队分工明确，

配合默契，效率

高

团队分工较明

确，配合较默契，

效率较高

团队分工基本明

确，配合较默契，

效率一般

团队分工不明

确，配合不默契，

效率低

5

2.期末成绩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90-100 分 75-89 分 60-74 分 0-59 分
权重（%）

课程目标
1

考查学生是否

具备职业素养，

能否秉持正确

的创作观念

能秉持正确的

创作思路，传播

先进文化，弘扬

社会正气

能秉持正确的

创作思路，传播

先进文化，弘扬

社会正气，但略

存在问题

基本能够秉持正

确的创作思路，

基本能贯彻传播

先进文化，弘扬

社会正气的理念

不能秉持正确

的创作思路，无

法贯彻传播先

进文化，弘扬社

会正气的理念

15

课程目标
2

考查学生的综

合创作能力

作品主题明确、

逻辑清晰、故事

完整、节奏合理、

画面好，整体质

量高

作品主题较明

确、逻辑较清晰、

故事较完整、节

奏较合理、画面

较好，整体质量

作品主题基本明

确、逻辑基本清

晰、故事基本完

整、节奏基本合

理、画面一般，

作品主题不明

确、逻辑不清晰、

故事不完整、节

奏不合理、画面

存在明显问题，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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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 整体质量一般 整体质量不足

课程目标
3

考查学生的团

队协作能力

团队分工明确，

配合默契，效率

高

团队分工较明

确，配合较默契，

效率较高

团队分工基本明

确，配合较默契，

效率一般

团队分工不明

确，配合不默契，

效率低

15

五、推荐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源

（一）建议教材

1.曹华强.电视专题片创作.河南：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3

（二）主要参考书及学习资源

1. 王辉.电视专题片：想法与做法.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12

六、附表

序号 实验（上机实训）项目名称 实验性质 开出要求 学时

1 实践一

选题报告的撰写与讲评
综合性

演播厅、编辑机房

适合分组讨论

4

2 实践二

前期工作指导
综合性

演播厅、编辑机房

适合分组讨论

4

3 实践三

拍摄素材答疑与指导
综合性

演播厅、编辑机房

适合分组讨论

4

4 实践四

后期工作答疑与指导
综合性

演播厅、编辑机房

适合分组讨论

4

大纲修订人签字：马晓亮                              修订日期：2022.7

大纲审定人签字：杜瑶 马晓亮                         审定日期：20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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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关系学》课程教学大纲

公共关系学
课程名称

Public Relations 

课程代码 30416203 课程性质 专业教育课程

课程类别 专业拓展课程 先修课程 传播学

学分/学时 2 / 32 理论学时

/实验学时
32 / 0

适用专业 广播电视学、新闻学 开课单位 文学艺术学院

课程负责人 董新颖 审定日期 2022 年 09 月

一、课程简介

公共关系学即公关实践和应用。是在公共关系理论的指导下，社会组织及个人开展各项公关

活动的总称。本课程内容主要包括公共关系基本概念及历史演变、公共关系的主体与对象、公共

关系的程序、公共关系传播工具、公共关系专题活动、企业形象塑造与战略表现等“任务”。学习

本课程可以帮助新闻传播类专业学生更好地面对受众，此外，学习这门课程，可以与传播学、新

闻学、广播电视学等课程密切联系，做到相互借鉴，互相提高。

二、课程目标

本课程有 3个课程目标，具体如下：

目标 1：使广播电视学专业的学生掌握公共关系活动的基本知识、基本原理，结合丰富的案

例分析公共关系的基本程序、传播策略等；

目标 2：使广播电视学专业学生能运用相关的公共关系理论分析各种公共关系活动，同时具

有组织策划一般公关活动的能力，能够很好地处理组织与公众的关系，提高公共关系实务能力和

技巧。

目标 3：通过分组讨论培养学生的协作沟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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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课程目标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关系见下表：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

毕业要求3：专业理论。

掌握广播电视学相关

理论知识，了解学科动

态和发展趋势。

指标点 3.1基础知识：系统掌握广播电视学专业相关知识和理论，

具备在专业领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课程目标 2

毕业要求4：实践能力。

具备与新闻传播学类

工作相适应的业务动

手能力和实践能力。

指标点 4.1广播电视节目生产能力。具备摄影、摄像、音视频制作

等全媒体专业技能及新闻采访、写作、编辑、评论的能力。

4.2信息传播能力。具备在全媒体平台传播信息的能力。

课程目标 3

毕业要求 6：沟通协作

能力。掌握沟通合作技

能，具有团队协作精神。

指标点 6.2协作能力：具备良好的团队协作能力，善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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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内容

知识单元
对应课程目

标
学习成果 教学内容 课程目标达成方式 学时分配

公共关系的基本

概念

课程目标 1

课程目标 2

1.了解公共关系学基本概念、研究

对象；

2.熟悉公共关系的观念演变过程。

1.公共关系定义的演变

2.公共关系的观念演变

3.公共关系学的研究对象

4.公共关系的辨析

5.公共关系的一般原理

1.课堂讲授；

2.案例研讨。 4

公共关系的历史

演变

课程目标 1

课程目标 2

课程目标 3

1.了解古代公共关系的活动情况；

2.熟悉公共关系在世界的传播和发

展；

3.掌握公共关系发展史上几个重要

历史人物。

1.公共关系问题的提出

2.公共关系的兴起和发展

3.中国公共关系的兴起和发展

1.课堂讲授；

2.案例研讨。 2

公共关系工作

课程目标 1

课程目标 2

课程目标 3

1.公共关系的一般原理；

2.公共关系的本质属性。

1.公共关系工作的类型、内容；

2.公共关系工作的基本原则；

3.公共关系的主要功能与社会责任。

1.课堂讲授；

2.案例研讨。 2

公共关系的主体
课程目标 1

课程目标 2
1.公共关系主体构成。

1.公共关系的主体构成；

2.公共关系机构；

3.公共关系人员。

1.课堂讲授；

2.课堂讨论。 3

公共关系的对象
课程目标 1

课程目标 2
1.公共关系对象构成。

1.公众概述；

2.公众的分类；

3.内部公众；

4.外部公众。

1.课堂讲授；

2.课堂讨论。 3

公共关系的程序
课程目标 1

课程目标 3

1.调查内容、程序、方法；

2.公共关系策划注意的问题；

3.公共关系实施的特点与原则、方

案设计；

4.评估报告。

1.公共关系调查；

2.公共关系策划；

3.公共关系实施；

4.公共关系评估。

1.课堂讲授；

2.活动策划汇报。 8

公共关系战略表

现

课程目标 1

课程目标 3
1.公共关系战略表现。

1.公共关系的战略功能；

2.品牌塑造战略；

3.企业 CIS战略；

4.组织文化战略。

1.课堂讲授；

2.案例研讨。 4

公共关系传播工

具

课程目标 1

课程目标 2
1.公共关系传播工具。

1.公关口语传播；

2.公关人际沟通；

3.公关新闻传播；

4.公关广告；

1.课堂讲授；

2.课堂讨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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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关系专题活

动

课程目标 1

课程目标 2

1．公共关系专题活动概述；

2．公共关系专题活动模式；

3．公共关系专题活动组织。

1.公共关系专题活动概述；

2.公共关系专题活动模式；

3.公共关系专题活动组织。

1.课堂讲授；

2.课堂讨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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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目标达成的评价方式及评价标准

（一）评价方式及成绩比例   

课程成绩包括 3 个部分，分别为课程作业、课堂讨论、案例研讨。具体见下表：

评价方式及比例（%）
课程目标

课程作业 课堂讨论 案例研讨
成绩比例（%）

课程目标 1 10 5 10 25

课程目标 2 10 25 25 60

课程目标 3 15 15

合计 20 30 50 100

（二）评价标准

1. 课程作业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优（90-100 分） 良（75-89 分） 及格（60-74 分） 不及格（0-59 分）

权重

（%）

课程目标 1

通过作业考查学生对所

讲授的公共关系基本知

识、基本原理的掌握情况

准确并全面认

识公共关系基

本知识、基本原

理

较为准确

、较为全面的

认识公共关

系基本知识、

基本原理

基本准确认识

公共关系基本

知识、基本原理

对公共关系基本

知识、基本原理

的认识不正确或

存在较大认识误

区

10

课程目标 2

通过作业考查学生组织

策划一般公关活动的能

力

能全面、完整地

完成公关活动

组织策划方案

能基本完成

公关活动组

织策划方案

对公关活动组

织策划方案认

识不够，存在较

为明显的问题

无法独立完成公

关活动组织策划

方案

10

2．课堂讨论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优（90-100 分） 良（75-89 分） 及格（60-74 分） 不及格（0-59 分）

权重

（%）

课程目标 1

通过课堂讨论考查学生

对所讲授的公共关系基

本知识、基本原理的掌握

情况

准确并全面认

识公共关系基

本知识、基本原

理

较为准确

、较为全面的

认识公共关

系基本知识、

基本原理

基本准确认识

公共关系基本

知识、基本原理

对公共关系基本

知识、基本原理的

认识不正确或存

在较大认识误区

5

课程目标 2

通过课堂讨论考查学生

提高公共关系实务能力

和技巧

能全面、完整地

体现公共关系

实务能力和技

巧

能基本体现

公共关系实

务能力和技

巧

对公共关系实

务能力和技巧

认识不够，存在

较为明显的问

题

无法体现公共关

系实务能力和技

巧

25

3．案例研讨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优（90-100 分） 良（75-89 分） 及格（60-74 分） 不及格（0-59 分）

权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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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1

通过小组案例研讨，汇报

小组对所讲授的公共关

系基本知识、基本原理的

运用情况

准确并全面运

用公共关系基

本知识、基本原

理

较为准确

、较为全面的

运用公共关

系基本知识、

基本原理

基本准确运用

公共关系基本

知识、基本原理

对公共关系基本

知识、基本原理的

运用不正确或存

在较大认识误区

10

课程目标 2

通过小组案例研讨与汇

报考查学生公共关系实

务能力和技巧、组织策划

公共关系活动能力

能全面、完整地

体现公共关系

实务能力和技

巧、组织策划公

共关系活动

能基本体现

公共关系实

务能力和技

巧、组织策划

公共关系活

动

对公共关系实

务能力和技巧

认识不够，组织

策划公共关系

活动存在较为

明显的问题

无法体现公共关

系实务能力和技

巧、无法完成组织

策划公共关系活

动

25

课程目标 3
通过小组案例研讨与汇

报考查学生的协作能力

小组能够很好

的配合，准备充

分，讨论效果好

小组能够较

好的配合，准

备较充分，讨

论效果较好

小组配合存在

问题，准备不够

充分，讨论效果

一般

小组缺乏配合，准

备不充分，讨论效

果差

15

五、推荐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源

（一）建议教材

 1. 陈先红.《公共关系学原理》[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1（2019.6 重印）

（二）主要参考书及学习资源

 1. 胡百精著.《公共关系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1

2. 殷娟娟著.《公共关系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3

大纲修订人签字：董新颖                                      修订日期：2022.7

大纲审定人签字：杜瑶 马晓亮                                 审定日期：20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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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技术应用》课程教学大纲

大数据技术应用
课程名称

Application of Big data technology 

课程代码 30816422 课程性质 专业教育课程

课程类别 专业拓展课程 先修课程
Linux 系统应用，Java 程序

设计

学分/学时 2 学分/32 学时
理论学时

/实验学时
24 学时/8 学时

适用专业 新闻学 开课单位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课程负责人 常耀辉 审定日期 2022 年 10 月

一、课程简介：

《大数据技术应用》是新闻学专业的专业拓展课程，是大数据技术入门课程，为学生搭建起通向“大

数据知识空间”的桥梁和纽带，以“构建知识体系、阐明基本原理、引导初级实践、了解相关应用”为原

则，为学生在大数据领域“深耕细作”奠定基础、指明方向。

课程将系统讲授大数据的基本概念、大数据处理架构 Hadoop、以及 Hadoop 生态系统重要组件的

基本架构和工作原理，以及大数据在互联网领域的典型应用“推荐系统”。并安排了入门级的实践操

作。通过本课程学习，学生可以认识和理解大数据技术的原理和使用方法，了解大数据技术的发展过

程和趋势，为本专业后续理论与实践类课程学习奠定基础。

二、课程目标

本课程有 3 个课程目标，具体如下：

目标 1：具有一定的问题分析能力，能够利用信息技术解决实际问题；掌握大数据整体知识体系、

掌握大数据存储、处理与分析技术的概念与原理，具有能够运用相关科学原理和数学模型方法描述工

程实践问题的能力。

目标 2：具有一定的知识、技术运用与创新能力；具备独立完成单元知识实验的能力，能够根据不

同的应用场景选择合理技术方案；能够正确地采集、分析和解释实验数据，并通过信息综合得到合理

有效的结论。

目标 3：具备熟练应用大数据平台 Hadoop 及其各组件（包括平台搭建、组件安装与使用）的基本

技能，具有一定的大数据平台下程序设计能力；具备利用大数据平台解决计算机领域工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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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内容

知识单元 对应课程目标 学习成果 教学内容 课程目标达成方式 学时分配

1 大数据概述 课程目标 1

1.掌握大数据的基本概念和应用领域

2.了解大数据的关键技术

3.掌握大数据计算模式

4.掌握大数据、云计算和物联网的相互关系

知识点：

1.大数据发展、概念、应用

2.大数据的关键技术

3.大数据计算模式

4.大数据与云计算、物联网关系

1. 教学活动：课堂讲授。

2. 学习任务：课后阅读参考资料，

完成课程作业。

理论 2学时

2 大数据处理架构

Hadoop
课程目标 1、2、3

1.了解大数据处理架构 Hadoop生态系统；

2.掌握大数据处理架构Hadoop的安装与使用

知识点：

1.Hadoop概述

2.Hadoop生态系统

能力（课内实践）：

1. linux系统安装及常用 shell命令

2. Hadoop伪分布式搭建

1. 教学活动：课堂讲授。

2. 学习任务：课程作业、实验报

告。

理论 4学时

实验 2学时

3 分布式文件系统

HDFS
课程目标 1、2、3

1.了解 HDFS相关概念体系结构；

2.掌握分布式文件系统HDFS的基本原理和使

用方法；

3.熟练掌握 HDFS常用 shell命令

 

知识点：

1.分布式文件系统概念

2. HDFS相关概念

3. HDFS体系结构 

4. HDFS存储原理

5. HDFS读写过程

能力（课内实践）：

1.理解 HDFS在 Hadoop体系结构的角色

2.HDFS操作常用 shell命令

1. 教学活动：课堂讲授。

2. 学习任务：课程作业、实验报

告。

理论 4学时

实验 2学时

4 分布式数据库

Hbase
课程目标 1、2、3

1.了解分布式数据库 HBase的来历

2.了解 HBase与传统关系数据库的区别

3.掌握分布式数据库 Hbase 的基本原理和运

行机制；

4.熟练掌握 HBase常用 shell命令

知识点：

1.Hbase概述   2.访问接口

3.数据模型

4.实现原理、运行机制

能力（课内实践）：

1.HBase的安装

2 Hbase操作常用 shell命令

1. 教学活动：课堂讲授。

2. 学习任务：课程作业、实验报

告。

理论 4学时

实验 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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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NoSQL数据库 课程目标 1、2、3

1.掌握 NoSQL数据库的概念和基本原理；

2.掌握 NoSQL数据库四种基本类型；

3.掌握 NoSQL数据库的三大基石

4.了解几种常用数据库的区别，以及常用

shell命令和 JavaAPI

知识点：

1. NoSQL数据库发展

2. 四大类型

3. 三大基石

4. 数据库的新发展：从 NoSQ到 NewSQL

能力（课内实践）：

1. MongoDB的安装

2. MongoDB基本操作与命令

1. 教学活动：课堂讲授。

2. 学习任务：课程作业、实验报

告。

理论 2学时

6 推荐系统 课程目标 1、3

1.掌握推荐系统的基本概念、分类、模型：

2.了解推荐系统的应用场景

3.掌握协同过滤的基本概念以及实现

知识点：

1.推荐方法

2.长尾理论

3.协同过滤

1. 教学活动：课堂讲授。

2. 学习任务：课程作业。

理论 2学时

7 MapReduce 课程目标 1、2、3

1.掌握分布式并行编程模型 MapReduce 原理

和使用方法；

2.掌握 MapReduce 基础编程方法；以及解决

一些常见数据处理问题的方法

知识点：

1.模型介绍  

2.工作流程   

3.实例分析    

4.具体应用

能力（课内实践）：

MapReduce编程实践初级编程实践

（环节：1任务  2 map处理逻辑

3 reduce处理逻辑

4 main方法  5 打包运行）

1. 教学活动：课堂讲授。

2. 学习任务：课程作业、实验报

告。

理论 4学时

实验 2学时

8  Hadoop架构再探

讨
课程目标 1、3

1.了解 Hadoop1.0的局限

2.掌握 Hadoop2.0架构新特性

3.掌握 YARN框架的作用

4.了解一些主要功能组件

知识点：

1. Hadoop的优化与发展

2. HDFS2.0新特性

3. 新一代资源调度管理框架 YARN

4. Hadoop 生态系统中具有代表性的功

能组件

1. 教学活动：课堂讲授。

2. 学习任务：课程作业。
理论 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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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目标达成的评价方式及评价标准

（一）评价方式及成绩比例 

课程成绩包括四个部分，分别为课程作业、课程实验报告、期中测试、期末考试。具体见下

表：

评价方式及比例（%）

课程目标

课程作业 课程实验报告 期中测试 期末考试

成绩比例（%）

课程目标 1 10 10 20 40

课程目标 2 15 20 35

课程目标 3 20 5 25

合计 30 20 10 40 100

（二）评价标准

1. 课程作业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优

（90-100 分）

良

（75-89 分）

中/及格

（60-74 分）

不及格

（0-59 分）

权重

（%）

课程目标 1

考查对大数据基本概念

的掌握情况，以及对

hadoop生态系统的认识，

以及大数据在互联网领

域的应用推荐系统的理

解。

按时完成，态度

认真，过程详细，

概念和原理理

解正确，解题方

法正确，解决方

案合理，格式规

范，最终结果正

确

按时完成，态度

较认真，过程基

本详细，概念和

原理理解基本

正确，解题方法

基本正确，解决

方案基本合理，

格式基本规范，

最终结果基本

正确

按时完成，态度

基本认真，过程

基本详细，概念

和原理理解部

分正确，解题方

法基本正确，解

决方案部分合

理，格式基本规

范，最终结果部

分正确

未能按时完成，

态度不认真，或

者存在抄袭等

学术不端现象，

基本无解题过

程，概念和原理

理解不正确，解

题方法不正确，

解决方案有误，

格式不规范，最

终结果不正确

10

课程目标 3

考查对 hadoop 生态系统

各功能组件的理解，包括

大数据存储和管理方面，

以及大数据处理与分析

两个方面。

按时完成，态度

认真，解答论述

详细清晰，格式

规范，最终结论

正确

按时完成，态度

较认真，解答论

述较为清晰，格

式较规范，最终

结论基本正确

按时完成，态度

基本认真，解答

论述基本完整

和基本清晰，格

式基本规范，最

终结论部分正

确

未能按时完成，

有抄袭等学术

不端现象或内

容缺失较多，态

度不认真，解答

论述不完整不

清晰，格式不规

范，最终结论不

正确

20

2．课程实验报告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优

（90-100 分）

良

（75-89 分）

中/及格

（60-74 分）

不及格

（0-59 分）

权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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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2

考查学生搭建 linux 虚拟

机，并搭建 hadoop 伪分

布式平台的能力，以及操

作 HDFS 文件系统数据

的能力

按时完成，文档

格式规范，过程

详细，步骤正确，

数据真实有效，

分析解释和结

论正确

按时完成，文档

格式基本规范，

过程基本详细，

步骤基本正确，

数据基本真实

有效，分析解释

和结论基本正

确

按时完成，文档

格式基本规范，

过程基本详细，

步骤部分正确，

数据部分真实

有效，分析解释

和结论部分正

确

未按时完成，或

者存在抄袭等

学术不端现象，

文档格式不规

范，过程不详细，

步骤不正确，数

据不真实或无

效，分析解释和

结论不正确

15

课程目标 3
考查学生安装各功能组

件的能力，以及进行操作

的能力。

按时完成，步骤

方法和工具运

用正确，结果正

确

按时完成，步骤

方法和工具运

用基本正确，结

果基本正确

按时完成，步骤

方法和工具运

用部分正确，结

果部分正确

未能按时完成，

或者存在学术

不端现象，或步

骤方法和工具

运用存在问题，

结果不正确

5

3. 期中测试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优

（90-100 分）

良

（75-89 分）

中/及格

（60-74 分）

不及格

（0-59 分）

权重

（%）

课程目标 1

考查对大数据基本概念

的掌握情况，以及对

hadoop生态系统的理解，

以及对大数据存储与管

理方面的基本概念的理

解掌握

对特定问题的

理解、分析正确，

在概念、工作原

理、体系结构的

理解上正确；结

论完整正确。

对特定问题的

理解、分析正确，

在概念、工作原

理、体系结构的

理解上基本正

确；结论基本正

确。

对特定问题的

理解、分析正确，

在概念、工作原

理、体系结构的

理解上部分正

确；结论部分正

确。

对特定问题的

理解、分析正确，

在概念、工作原

理、体系结构的

理解上存在错

误；结论完全错

误。

10

4．期末考试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优

（90-100 分）

良

（75-89 分）

中/及格

（60-74 分）

不及格

（0-59 分）

权重

（%）

课程目标 1

考查对大数据基本概念

的掌握情况，对 hadoop
生态系统的理解，以及对

大数据存储与管理方面，

大数据处理与分析方面

的基本概念的理解掌握

对特定问题的

理解、分析正确，

在概念、工作原

理、体系结构的

理解上正确；结

论完整正确。

对特定问题的

理解、分析正确，

在概念、工作原

理、体系结构的

理解上基本正

确；结论基本正

确。

对特定问题的

理解、分析正确，

在概念、工作原

理、体系结构的

理解上部分正

确；结论部分正

确。

对特定问题的

理解、分析正确，

在概念、工作原

理、体系结构的

理解上存在错

误；结论完全错

误。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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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2

考查对Hadoop生态系统

的数据存储与管理、数据

处理与分析的核心工作

原理与运行机制的理解

程度

能够准确分析

问题，根据问题

制定处理策略

且表达准确，回

答问题结论正

确，术语使用规

范

能够准确分析

问题，根据问题

制定处理策略

且表达基本准

确，回答问题结

论正确，术语使

用较规范

能够理解问题，

制定处理策略

基本正确且表

达部分准确，回

答问题结论仅

部分正确，术语

表达基本规范

能够理解问题，

但处理策略不

正确且表达不

准确，回答问题

结论不正确，术

语表达不规范

20

五、推荐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源

（一）建议教材 

1. 林子雨 编著. 《大数据技术原理与应用（第 3 版）——概念、存储、处理、分析与应用》.  

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  2021 年 1 月.

（二）主要参考书及学习资源

1. 林子雨 编著.  《大数据基础编程、实验和案例教程（第 2 版）》.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20

年 10 月

2. 曾大聃, 周傲英(译). 《Hadoop 权威指南中文版》.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0 年 5 月.

3. 林子雨编著《大数据技术原理与应用（第 3 版）》教材官网：http://dblab.xmu.edu.cn/post/bigdata3

4. 中国大学mooc，林子雨老师主讲的国家级精品课《大数据技术原理与应用》

六、附表

序号 实验（上机实训）项目名称 实验性质 开出要求 学时

1 Hadoop 伪分布式安装及常用 Linux shell 命令 验证 必做 2

2 熟悉常用的 HDFS 操作 设计 必做 2

3 熟悉常用的 Hbase 操作 设计 选做 2

4 MapReduce 初级编程 综合 选做 2

合计： 8

大纲修订人签字：刘春                              修订日期：2022 年 9 月

大纲审定人签字：常耀辉                            审定日期：2022 年 10 月

http://dblab.xmu.edu.cn/post/bigdat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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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团新闻传播专题》课程教学大纲

兵团新闻传播专题
课程名称

News   Dissemination Special Subject of    XinJiang Pr

课程代码 40416201 课程性质 专业教育课程

课程类别 专业拓展课程 先修课程 中国新闻史

学分/学时 1/16
理论学时

   / 实 验

学时

16/0

适用专业 新闻学 开课单位 文学艺术学院

课程负责人 高山 审定日期 2022 年 9 月

一、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新闻学专业学生的专业方向课，通过课程学习帮助学生了解新疆兵团新闻事业发展

的历史规律、成败与得失。尤其新疆兵团处于多民族聚居地区，多民族文化背景下的新疆兵团新

闻事业研究尚为薄弱环节，学习新疆兵团新闻发展的历史，不仅能增强学生知识储备，而且在未

来从事新闻事业的工作中也会提升宏观视野和整体驾驭的能力，从而进一步增强学生的专业素养

和实践能力。

二、课程目标

本课程有 3 个课程目标，具体如下：

目标 1：了解兵团新闻事业的发展历程；

目标 2：了解区域媒体发展的共性以及兵团新闻事业发展的个性；

目标 3：掌握新闻历史研究分析的基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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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内容

知识单元 对应课程目标 学习成果 教学内容 课程目标达成方式 学时分配

解读兵团 课程目标 1、3
1.了解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创造性的建立

2.理解兵团精神的历史传承

1.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前世今生

2.屯垦戍边、无私奉献的兵团精神继承与发扬

1. 课堂讲授

2. 课后参观军垦博物馆

理论

   2学时

兵团新闻体

系建构
课程目标 1、2、3

1.了解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新闻事业史的学科

定位、研究方法

2.了解兵团新闻事业体系的发展历程

3.掌握兵团新闻品质的内涵

1.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新闻事业史的研究方法

2.兵团报纸、广播、电视事业的创立

3.兵团新闻事业的基本品质的形成。

1.课堂讲授

2.课堂讨论

理论

   2学时

改革开放初

期兵团报纸

与广播电视

的恢复与发

展

课程目标 1、2
1.了解兵团报业八十年代的改革动因

2.了解兵团电视事业发展的背景

1.八十年代兵团报业的百花齐放

2.兵团电视事业的开创及高速发展

1.课堂讲授

2.课堂讲授

理论

   2 学时

市场化与兵

团新闻事业

的改革与探

索

课程目标 1、2、3
1．了解兵团新闻体制改革的探索；

2.了解市场化带来的区域新闻事业的变革

1．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闻体制改革的历程；

2．《绿洲声屏报》的市场化探索；

3．掌握科学的辩证思维方法及社会科学研究的

基本方法。

1. 案例分享

2．课堂讨论。

理论

   4学时

兵团在线开

辟新疆兵团

网络传播新

天地

   

课程目标 1、3

1．了解兵团新闻事业数字化发展历程；

2．掌握媒介融合背景下兵团新闻事业的探

索

1．兵团网、兵团在线；

2. 兵团手机报； 

3．兵团“两微一端”的发展

1．课堂教学；

2．课堂讨论。

理论

   4学时

   

媒介融合背

景下兵团新

闻事业的改

革与探索

课程目标 1、2、3

1．了解新媒体给传统媒体带来的冲击；

2．掌握传统媒体对新媒体观念的变迁。

3．结合案例分析兵团媒介融合的机遇与挑

战

1．媒介融合背景下传统媒体的改革历程；

2．《兵团日报》的数字化探索；

3．掌握科学的辩证思维方法及社会科学研究的

基本方法。

1. 案例分享

2．课堂讨论。

理论

   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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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目标达成的评价方式及评价标准

（一）评价方式及成绩比例  

课程成绩包括 3 个部分，由课堂讨论、课后作业、课程论文构成；缺勤学生直接扣减平时考

核成绩；累计缺勤三次的学生，不得参加该课程的期末考查。具体见下表：

评价方式及比例（%）
课程目标

课堂讨论 课后实践、作业 课程论文
成绩比例（%）

课程目标 1 10 0 10 20

课程目标 2 10 10 30 50

课程目标 3 0 20 10 30

合计 20 30 50 100

（二）评价标准

1. 讨论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
课程

目标
考核依据

优（90-100 分） 良（75-89 分） 及格（60-74 分） 不及格（0-59 分）

权重

（%）

课程

目标 1

考查学生对兵团

新闻发展历史与

现状的认识

熟练掌握兵团新闻

事业发展历史与现

状相关知识

较好掌握兵团新闻

事业发展历史与现

状相关知识

基本掌握兵团新闻

事业发展历史与现

状相关知识

不能掌握兵团新闻

事业发展历史与现

状相关知识
10

课程

目标 2

考查学生对兵团

新闻事业发展特

点、经验教训的

掌握程度

准确认识兵团新闻

事业发展特点、经

验教训

较准确认识兵团新

闻事业发展特点、

经验教训

基本准确认识兵团

新闻事业发展特点、

经验教训

认识兵团新闻事业

发展特点、经验教训

不足
10

2．课后实践和作业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优（90-100 分） 良（75-89 分） 及格（60-74 分） 不及格（0-59 分）

权重

（%）

课程目标 2
结合案例分析兵团

新闻事业发展特点、

经验教训的能力

逻辑严谨，分析

准确，有独到观

点，语言流畅。

逻辑严谨，分析

准确，语言流畅。

逻辑较严谨，分

析有条理，语言

流畅。

逻辑不严谨，分

析不准确，语言

不流畅，存在抄

袭问题。

10

课程目标 3
考查学生运用新闻

传播学理论、研究

方法的能力

理论使用恰当，

研究方法选择正

确

理论使用较为恰

当，研究方法选

择较为正确

有使用专业理论

和方法的意识

缺乏使用专业理

论和方法的意识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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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期末考查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优（90-100 分） 良（75-89 分） 及格（60-74 分） 不及格（0-59 分）

权重

（%）

课程目标 1
考查学生对兵团新

闻价值理念的认同、

坚持

认同、坚持兵团

新闻价值理念与

新闻价值的关系

正确认识兵团新

闻价值理念与新

闻价值

不能清晰认识兵

团新闻价值理念

与新闻价值

不能准确认识兵

团新闻价值理念

与新闻价值
10

课程目标 2

考查学生对兵团新

闻事业发展特点、

经验教训理解与运

用

准确表述兵团新

闻事业发展特点，

掌握兵团新闻事

业经验教训

较准确表述兵团

新闻事业发展特

点，基本掌握兵

团新闻事业经验

教训

不能准确表述兵

团新闻事业发展

特点，对兵团新

闻事业经验教训

掌握较差

较难准确表述兵

团新闻事业发展

特点，掌握兵团

新闻事业经验教

训不足

30

课程目标 3
考查学生专业研究

理论和方法的运用

学生具备熟练运

用专业研究理论

和方法的能力

学生基本具备熟

练运用专业研究

理论和方法的能

力

学生运用专业研

究理论和方法的

能力不足

学生缺乏运用专

业研究理论和方

法的能力
10

五、推荐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源

（一）建议教材

1.高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新闻事业史，兵团出版社出版社，2013 年 10 月第一版

（二）主要参考书及学习资源

1.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新闻志，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新闻志编辑组，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 年 9

月第 1 版；

2.李福生主编，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简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 年 12 月第一版；

3.新疆兵团史料选集，第 1-10 辑(内部)。

大纲修订人签字：高山                                 修订日期：2022 年 7月

大纲审定人签字：杜瑶 马晓亮                          审定日期：2022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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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人类学》课程教学大纲

视觉人类学
课程名称

Visual Anthropology 

课程代码 40416202 课程性质 专业教育课程

课程类别 专业拓展课程 先修课程 新闻摄影、电视摄像

学分/学时 2 / 32 理论学时

/实验学时
32 / 0

适用专业 新闻学、广播电视学 开课单位 文学艺术学院

课程负责人 董新颖 审定日期 2022 年 09 月

一、课程简介

本课程主要介绍视觉人类学的基本概况、主要内容及其发展历程，并根据其发展历史介绍西

方和中国在视觉人类学领域的代表人物及其代表作品。具体来说，教学中理论层面的主要目标是

梳理摄影、电影等视觉媒介在人类学领域使用百年来的历史，分析通过影视手段记录、表达民族

志或人类文化内容及观念的拍摄和研究，并力求分析更多的本土案例；实践层面的目标是尽可能

让学生掌握影像记录拍摄的基本技能。

二、课程目标

本课程有 3个课程目标，具体如下：

目标 1：了解视觉人类学的学科性质及发展历程、基本概念、基本理论与研究方法；

目标 2：通过丰富的案例讲授，采用以史带论的方式使学生掌握基本的影像民族志理论建构

与方法探索，中国民族志电影史的系统性表述，以及参与式影像在中国乡村社区的具体实践，以

更好地理解视觉人类学作品的文化价值和人类学价值；

目标 3：掌握视觉人类学短片的拍摄方法，以满足学生进入博物馆、美术馆、电视台、报纸

和杂志等文化与传媒领域的职业需要。

各课程目标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关系见下表：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

毕业要求2：职业素质。

拥有清晰的、适应传媒

行业的新闻从业者角

色认知，拥有与新闻传

播工作相适应的专业

素质。

指标点 2.2职业素养：坚守新闻真实性等基本原则，具有强烈的社

会责任感，传播先进文化，弘扬社会正气，严守道德伦理底线，坚

决抵制低俗、庸俗、媚俗的内容。

课程目标 2

毕业要求3：专业理论。

掌握广播电视学相关

理论知识，了解学科动

态和发展趋势。

指标点 3.1基础知识：系统掌握新闻学专业相关知识和理论，具备

在专业领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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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3

毕业要求4：实践能力。

具备与新闻传播学类

工作相适应的业务动

手能力和实践能力。

指标点 4.1新闻生产能力：具备摄影、摄像、音视频制作等全媒体

专业技能及新闻采访、写作、编辑、评论的能力。

4.2信息传播能力：具备在全媒体平台传播信息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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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内容

知识单元
对应课程目

标
学习成果 教学内容 课程目标达成方式 学时分配

视觉人类学概述
课程目标 1

课程目标 2

1.了解视觉人类学概况；

2.了解人类用影像记录和表达的社

会文化需求。

1.何为视觉人类学； 

2.影像中的人类文化；

3.人类学影片与视觉人类学；

4.影像记录与影像表达；

5.视觉本能与图像的文化意蕴。

1.课堂讲授。
4

机械影像之前的

视觉文化

课程目标 1

课程目标 2

课程目标 3

1.了解在机械影像之前如何用视觉

符号进行记录和表达。

1.岩画与人类早期活动；

2.器物、装饰与人类社会；

3.带有人类学意味的绘画作品。

1.课堂讲授；

2.课堂讨论。 2

照相机与人类学

影像

课程目标 1

课程目标 2

1.理解解机械影像诞生的意义； 

2.理解视觉符号与权力关系； 

3.理解人类学影片的价值。 

1.照相机的发明与影像记录的革命；

2.看与被看：影像的权力；

3.人类学影片的出现及其价值。

1.课堂讲授。
2

视觉人类学的体

系与代表人物及

其作品

课程目标 1

课程目标 2

1.了解视觉人类学各时期的作品及

其特点； 

2.理解影像记录与权力控制。

1.人类学影像拍摄的开端； 

2.人类学电影先驱作品中的“田野”；

3.视觉人类学成熟期的代表人物及其作品； 

4.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的视觉奇观；

5.拍摄权力与观看控制。

1.课堂讲授；

2.课堂讨论。 4

视觉人类学在中

国的发展

课程目标 1

课程目标 2

1.了解中国视觉人类学的发展及主

要代表作品。

2.理解中国视觉人类学作品的生产

环境与社会价值。

1.中国视觉人类学的发展历程；

2.西方摄影师拍摄的中国影像；

3.中国摄影师拍摄的民族影像；

4.中国视觉人类学流派和代表作品。

1.课堂讲授；

2.小组讨论。 8

参与式影像与影

像表达的平民时

代

课程目标 1

课程目标 2

课程目标 3

1.了解数码影像的革命意义；

2.了解参与式影像的价值；

3.掌握网络社交媒体时代影像表达

的分析方法。 

1.数码影像技术与影像普及； 

2.参与式影像的生产与表达； 

3.每个人都在现场：视频社交中的记录、表达与奇观。 

1.课堂讲授；

2.课堂讨论。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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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人类学短片

的创作方法

课程目标 1

课程目标 2

课程目标 3
1.掌握视觉人类学短片的创作方法

1.创作观念；

2.表述手法；

3.客观记录与主观建构；

4.影像深描与影像赋权。

1.课堂讲授；

2.实践作品汇报。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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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目标达成的评价方式及评价标准

（一）评价方式及成绩比例   

课程成绩包括 3 个部分，分别为课程作业、课堂讨论（小组讨论）、实践作品。具体见下表：

评价方式及比例（%）

课程目标
课程作业

课堂讨论

（小组讨论）
实践作品

成绩比例（%）

课程目标 1 10 10 20

课程目标 2 15 15 30

课程目标 3 50 50

合计 25 25 50 100

（二）评价标准

1. 课程作业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优（90-100 分） 良（75-89 分） 及格（60-74 分） 不及格（0-59 分）

权重

（%）

课程目标 1

通过作业考查学生对所

讲授的视觉人类学的学

科性质及发展历程、基本

概念、基本理论与研究方

法的掌握情况

准确并全面认

识视觉人类学

基本知识、基本

原理

较为准确

、较为全面的

认识视觉人

类学基本知

识、基本原理

基本准确认识

视觉人类学基

本知识、基本原

理

对视觉人类学基

本知识、基本原

理的认识不正确

或存在较大认识

误区

10

课程目标 2

结合课程所介绍的视觉

人类学重要作品，撰写一

篇运用视觉人类学方法

进行分析的研究报告

能全面、完整地

运用视觉人类

学方法进行分

析

能基本完成

运用视觉人

类学方法进

行分析

对运用视觉人

类学方法分析

认识不够，存在

较为明显的问

题

无法独立完成运

用视觉人类学方

法进行分析

15

2．课堂讨论（小组讨论）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优（90-100 分） 良（75-89 分） 及格（60-74 分） 不及格（0-59 分）

权重

（%）

课程目标 1

通过课堂问答考查学生

对所讲授的视觉人类学

基本知识、基本原理的掌

握情况

准确并全面认

识视觉人类学

基本知识、基本

原理

较为准确

、较为全面的

认识视觉人

类学基本知

识、基本原理

基本准确认识

视觉人类学基

本知识、基本原

理

对视觉人类学基

本知识、基本原理

的认识不正确或

存在较大认识误

区

10

课程目标 2

学生通过小组讨论，在课

堂上汇报一部视觉人类

学作品赏析

能全面、完整地

赏析一部视觉

人类学作品

能基本赏析

一部视觉人

类学作品

对一部视觉人

类学作品认识

不够，存在较为

明显的问题

无法赏析一部视

觉人类学作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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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实践作品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优（90-100 分） 良（75-89 分） 及格（60-74 分） 不及格（0-59 分）

权重

（%）

课程目标 3
通过实践作品摄制及汇

报，考查学生掌握视觉人

类学短片的拍摄方法

主题明确；能全

面体现视觉人

类学作品的文

化价值和人类

学价值；小组准

备充分，配合效

果好

主题较为明

确；基本体现

视觉人类学

作品的文化

价值和人类

学价值；小组

准备较充分

能基本体现视

觉人类学作品

的文化价值和

人类学价值；小

组配合效果较

好

无法体现主题；小

组准备不充分
50

五、推荐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源

（一）建议教材

1.邓启耀著. 视觉人类学导论[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3

（二）主要参考书及学习资源

 1. 王海龙著. 视觉人类学新编[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6

2. 张江华等著. 影视人类学概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09

大纲修订人签字：董新颖                                    修订日期：2022.7

大纲审定人签字：杜瑶 马晓亮                               审定日期：20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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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基础》课程教学大纲

管理学基础
课程名称

Management Basics

课程代码 41616063 课程性质 专业教育课程

课程类别 专业拓展课程 先修课程 无

学分/学时 2 学分/32 学时
理论学时

/实验学时
32 学时/0 学时

适用专业 新闻学、广播电视学 开课单位 经济与管理学院

课程负责人 曲荣成 审定日期 2022 年 9 月

一、课程简介

《管理学》是一门系统地研究管理过程的普遍规律、基本原理、一般方法和主要职能的科学，

是新闻学、广播电视学等专业的专业拓展课。主要是从一般理论、一般原理、一般特征的角度对

管理活动加以研究，从中找出一般规律性的科学。课程主要由低向高从三个层次开展教学：第一

层次是管理的内涵本质、原理方法及历史演变；第二层次是管理过程，包括决策、计划、组织、

领导、激励、沟通、控制等管理的职能活动；第三层次是管理的改进与创新。本课程对后续学习

专业理论奠定管理知识基础。

二、课程目标

本课程有 3 个课程目标，具体如下：

目标 1：掌握知识。掌握管理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了解管理思想和管理理论的产生与演

变过程以及形成的主要理论流派、代表人物及其理论贡献，掌握管理决策、组织、领导、控制、

创新五大职能的基本知识。

目标 2：会用方法。能熟练运用决策方法制订和实施决策方案，熟练运用组织设计、领导、

沟通、激励和控制的基本方法。

目标 3：思政教育。以管理思维培养学生诚信素养和职业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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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内容

知识单元 对应课程目标 学习成果 教学内容 课程目标达成方式 学时分配

1.管理理论

演变历史
课程目标 1、3

1.了解管理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演变脉

络

2.中国对管理学发展的贡献

1.管理学的研究对象、内涵、本质与基本原理

2.古典管理理论

3.现代管理理论

4.当代管理理论

5.中国管理理论与实践

1. 教学活动：课堂讲授

2. 学习任务：课程作业
4 学时

2.决策 课程目标 1、2 1.掌握决策知识

2.学会应用决策方法

1.决策与决策过程

2.决策理论

3.环境分析

4.决策方法

5.实施决策的计划与调整

1. 教学活动：课堂讲授、分组讨论

2. 学习任务：课程作业、课堂汇报
6 学时

3.组织 课程目标 1、2
1.掌握组织的结构及优缺点

2.掌握组织结构设计原理和方法

3.掌握人员匹配的原理

1.组织设计与结构

2.组织整合

3.人员配备

4.组织文化

1. 教学活动：课堂讲授

2. 学习任务：课程作业
6 学时

4.领导 课程目标 1、2、3
1.掌握领导的相关概念

2.掌握领导的基本理论

3.学会应用领导的基本方法

1.领导一般理论 
2.领导与领导者 
3.领导与被领导者

4.领导与情境

1. 教学活动：课堂讲授、课堂讨论

2. 学习任务：课程汇报
4 学时

5.激励 课程目标 1、2 1.熟悉激励的原理和基本过程

2.掌握激励理论的核心思想

1.激励基础 
2.激励理论 
3.激励方法

1. 教学活动：课堂讲授

2. 学习任务：课程作业
4 学时

6.沟通 课程目标 1、2、3 1.熟悉沟通的基本知识

2.掌握人际沟通与组织沟通的技能

1.沟通与沟通类型

2.沟通障碍及其克服

3.冲突及其管理

1. 教学活动：课堂讲授

2. 学习任务：课程作业
2 学时

7.控制 课程目标 1、2 1.掌握控制的基本原理、过程

2.学会应用控制和方法

1.控制的内涵与原则

2.控制的类型与过程 
3.控制的方法与技术

1. 教学活动：课堂讲授、分组讨论

2. 学习任务：课程作业、课程汇报
4 学时

8.创新 课程目标 1、3 1.掌握管理的创新原理

2.掌握组织变革的措施方法

1.组织管理的创新职能

2.管理创新的类型、基本内容与创新过程

3.组织创新

1. 教学活动：课堂讲授、课堂讨论

2. 学习任务：课程汇报
2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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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目标达成的评价方式及评价标准

（一）评价方式及成绩比例   

课程成绩包括三个部分，分别为随堂测试、课程汇报、期末考试。具体见下表：

评价方式及比例（%）

课程目标

随堂测试 课程汇报 期末考试

成绩比例（%）

课程目标 1 10 10 30 50

课程目标 2 5 15 20 40

课程目标 3 - 10 - 10

合计 15 35 50 100

备注：期末考试卷面成绩大于等于 50 分者，方可将过程性考核成绩计入总评成绩；未达标者

过程性考核成绩不计入总评成绩，直接以期末考试卷面成绩记为总评成绩。

（二）评价标准

1. 随堂测试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优

（90-100 分）

良

（75-89 分）

中/及格

（60-74 分）

不及格

（0-59 分）

权重

（%）

课程目标 1

考查学生对管理学

的决策、组织、领导、

控制及创新基础知

识的记忆程度

学生很好地记

忆管理学的基

础知识，及时完

成测试，正确率

高。

学生较好地记

忆管理学的基

础知识，及时完

成测试，正确率

较高。

学生能记忆管

理学的基础知

识，及时完成测

试，正确率一般。

学生对管理学

的基础知识记

忆较差，未及时

完成测试，正确

率低。

10

课程目标 2

考查学生对管理学

的决策方法、组织设

计方法、激励和沟通

方法、控制方法的掌

握程度

学生很好地掌

握管理学的常

用方法，及时完

成测试，正确率

高。

学生较好地掌

握管理学的常

用方法，及时完

成测试，正确率

较高。

学生能掌握管

理学的常用方

法，较及时完成

测试，正确率一

般。

学生对管理学

的常用方法掌

握较差，未及时

完成测试，正确

率低。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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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课程汇报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优

（90-100 分）

良

（75-89 分）

中/及格

（60-74 分）

不及格

（0-59 分）

权重

（%）

课程目标 1

考查学生对管理学的

决策、组织、领导、

控制及创新基础知识

的理解程度

学生能很好地

理解管理学的

基础知识，课程

汇报质量高。

学生能较好地

理解管理学的

基础知识，课程

汇报质量较高。

学生能理解管理

学的基础知识，

课程汇报质量一

般。

学生对管理学

基础知识的理

解较差，课程汇

报质量较差。

10

课程目标 2

考查学生对管理学的

决策方法、组织设计

方法、激励和沟通方

法、控制方法的应用

能力

学生能很好地

应用管理学常

用方法，课程汇

报质量高。

学生能较好地

应用管理学常

用方法，课程汇

报质量较高。

学生能应用管

理学常用方法，

课程汇报质量

一般。

学生对管理学

的常用方法应

用较差，课程汇

报质量较差。
15

课程目标 3
培养学生职业道德和

诚信理念

完全理解企业

诚信经营和管

理者的职业道

德。

较好理解企业

诚信经营和管

理者的职业道

德。

一般理解企业

诚信经营和管

理者的职业道

德。

不理解企业诚

信经营和管理

者的职业道德。
10

3．期末考试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优

（90-100 分）

良

（75-89 分）

中/及格

（60-74 分）

不及格

（0-59 分）

权重

（%）

课程目标 1

考查学生对管理学的

决策、组织、领导、

控制及创新基础知识

的掌握程度

学生很好地掌

握管理学基础

知识，正确率高。

学生较好地掌

握管理学基础

知识，正确率较

高。

学生能掌握管理

学基础知识，正

确率一般。

学生对管理学

基础知识记忆

掌握较差，正确

率低。

30

课程目标 2

考查学生对管理学的

决策方法、组织设计

方法、激励和沟通方

法、控制方法的掌握

程度

学生很好地掌

握管理学常用

方法，正确率高。

学生较好地掌

握管理学常用

方法，正确率较

高。

学生能掌握管

理学常用方法，

正确率一般。

学生未能掌握

管理学的常用

方法，正确率低。
20

五、推荐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源

（一）建议教材

  1. 陈传明、徐向艺、赵丽芬等编著.《管理学》（第 1 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马克思

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2019 年 1 月，ISBN：978-7-04-0458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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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参考书及学习资源

 1.周三多、陈传明、刘子馨、贾良定编著。《管理学——原理与方法》（第 7 版）。上海：复

旦大学出版社，2018 年 6 月

2.杨文士、焦叔斌、张雁等编著.《管理学原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大出版社

3.方振邦、鲍春雷编著.《管理学原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4.[美]斯蒂芬•P•罗宾斯著，李原等译.《管理学》（第 11 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5.[美]哈罗德·孔茨、海因茨·韦里克著，马春光译.《管理学》（第 9 版）.北京：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

6.石河子大学网络教学综合平台《管理学》课程教学资源。

大纲修订人签字：                 修订日期：2022 年 9 月

大纲审定人签字：                                   审定日期：2022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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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观摩》课程教学大纲

媒体观摩
课程名称

Media Observation

课程代码 10418201   课程性质 实践教学环节

课程类别 专业综合实践 先修课程 无

学分/周数 1/1

适用专业 新闻学 开课单位 文学艺术学院

课程负责人 孙秀珍 审定日期 2022 年 9 月

一、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新闻学与广播电视学专业的综合实践环节，设置在大一入学后，要求学生寒假期间选

择一周时间进入当地媒体进行观摩， 以熟悉媒体机构设置、新闻生产流程、具体新闻报道实践活动，帮

助学生树立媒体意识，加深专业认知，帮助规划之后的专业学习目标。

二、课程目标

本课程有3个课程目标，具体如下： 
目标 1：了解当地媒体部门管理及新闻生产规则和制度要求； 

目标2：熟悉媒体发展现状和新闻生产流程，运用理论分析媒体实践活动，加深专业认知；

目标3：同媒体工作人员及指导老师建立良性沟通，并能够用文字语言准确表达和完成课程成果。

各课程目标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关系见下表：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 1. 政治素质

指标点 1.1 政治知识：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积极参加政治学习，掌握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熟悉党和国家以及地方有关新闻和宣传的政策

和法规的主要内容，同时了解新闻宣传业务中涉及的其他法律知识。

课程目标 2 3.专业理论
指标点 3.1 基础知识：系统掌握广播电视学专业相关知识和理论，具

备在专业领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课程目标 3 6.沟通能力
指标点 6.1 沟通能力：具有良好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和沟通能力，具

备良好的人际沟通交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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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习/实训内容

实习/实训环节 对应课程目标 学习成果 实习/实训内容 课程目标达成方式 时间安排

前期工作准备

   
课程目标 1

当地媒体发展状况调查汇报

   
搜集当地媒体发展的相关资料，并进行梳理以确定观

摩媒体。

1. 教学活动：分组讨论。

   2. 学习任务：汇报。

媒体观摩 课程目标 1、2、3 观摩日志

进入媒体观摩，深入了解媒体运作，详细记录每日观

察所得。

   

1. 教学活动：网络辅助教学。

   2. 学习任务：实习日志。
1 周

完成调研报告 课程目标 2、3 调研报告
根据观摩进行资料收集和梳理，完成一篇媒体观摩

调研报告

1. 教学活动：网络辅助教学。。

   2. 学习任务：实习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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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目标达成的评价方式及评价标准

（一）评价方式及成绩比例  

课程成绩包括 3个部分，分别为平时成绩、观摩日志、调研报告。具体见下表：

评价方式及比例（%）

课程目标

平时成绩 观摩日志 调研报告

成绩比例（%）

课程目标 1 5 5 10 20

课程目标 2 5 15 25 45

课程目标 3 10 10 15 35

合计 20 30 50 100

（二）评价标准

1. 平时成绩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优（90-100 分） 良（75-89 分） 及格（60-74 分） 不及格（0-59 分）

权重

（%）

课程目标 1

通过平时表现及汇报讨

论考查学生对媒体发展及

校企管理制度与规则的掌

握。

能够掌握当地

媒体发展现状；并

熟悉和遵守相关

制度及规则。

较好掌握当地

媒体发展现状；

较熟悉和遵守

相关制度及规

则。

基本能掌握当地

媒体发展现状，比

较熟悉和遵守相

关制度及规则。

不够掌握当地媒

体发展现状；不熟

悉和不遵守相关制

度及规则。

5

课程目标 2

通过汇报及讨论考查学

生对媒体新闻生产流程的

熟悉程度，问题意识以及运

用理论分析媒体实践活动

的能力。

具备很好问题

意识并能很好

运用理论分析

媒体实践活动

具备一定问

题意识并基

本能够很好

运用理论分

析媒体实践

活动

有问题意识，并

较能运用理论

分析媒体实践

活动

缺乏问题意识并

不能运用理论分

析媒体实践活动
5

课程目标 3

考查对同媒体工作人员

及指导老师沟通能力，以

及文字表达能力。

能够建立良好沟

通，并具备优秀的

文字了表达能力。

较好建立良好

沟通，并具备优

秀的文字了表

达能力。

基本能建立良好

沟通，并具备优秀

的文字了表达能

力。

不能够建立良好沟

通，并具备优秀的

文字了表达能力。
10

2.观摩日志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优（90-100 分） 良（75-89 分） 及格（60-74 分） 不及格（0-59 分）

权重

（%）

课程目标 1

考查学生对当地媒体发展

现状的掌握，以及对相关

制度和规则的熟悉。

能够掌握当地

媒体发展现状，熟

悉相关制度和

规则的熟悉。

较好掌握当地

媒体发展现状，

较好熟悉相关

制度和规则

的熟悉。

基本能掌握当地

媒体发展现状，基

本熟悉相关制

度和规则的熟

悉。

不够掌握当地媒

体发展现状，不熟

悉相关制度和规

则的熟悉

5

课程目标 2

考查对媒体新闻生产流程

的熟悉程度，以及运用理论

分析媒体实践活动的能力。

能够很好运用

理论分析媒体

实践活动

较好能够很

好运用理论

分析媒体实

践活动

基本能运用理

论分析媒体实

践活动

不能运用理论分

析媒体实践活动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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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3

考查对同媒体工作人员

及指导老师沟通能力，以

及文字表达能力。

能够建立良好沟

通，并具备优秀的

文字了表达能力。

较好建立良好

沟通，并具备优

秀的文字了表

达能力。

基本能建立良好

沟通，并具备优秀

的文字了表达能

力。

不能够建立良好沟

通，并具备优秀的

文字了表达能力。
10

2.调研报告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优（90-100 分） 良（75-89 分） 及格（60-74 分） 不及格（0-59 分）

权重

（%）

课程目标 1

考查学生对

当地媒体发展

现状的掌握。

能够掌握当地媒体

发展现状

基本掌握当地媒体

发展现状

较能掌握当地媒体

发展现状

不够掌握当地媒体

发展现状 10

课程目标 2

考查对媒体新

闻生产流程的

熟悉程度，以及

运用理论分析

媒体实践活动

的能力。

能够很好运用理

论分析媒体实践

活动。

基本能够很好运

用理论分析媒体

实践活动

较能运用理论分

析媒体实践活动

不能运用理论分析

媒体实践活动 25

课程目标 3

考查对媒体工

作性质、专业要

求等专业认知

的深入分析了

解。

能够深入对媒体工

作性质、专业要求等

专业认知分析。

基本能够深入对媒

体工作性质、专业要

求等专业认知分析。

对媒体工作性质、专

业要求等专业认知

能进行一定层面分

析。

不能够对媒体工作性

质、专业要求等专业

认知进行分析。
15

五、推荐实习/实训教材和资源

（一）建议实习/实训教材

 无

（二）主要参考书及学习资源

1. 李良荣.《新闻学概论》（第三版）.上海：复旦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

2. 孙玉胜.《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3.期刊：中国记者

大纲修订人签字：孙秀珍                                 修订日期：2022 年 7月

大纲审定人签字：杜  瑶  马晓亮                         审定日期：2022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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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传播学读书报告（一）》课程教学大纲

新闻传播学读书报告（一）
课程名称

Book Report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Ⅰ

课程代码 20418201 课程性质 实践教学环节

课程类别 专业综合实践 先修课程 新闻学概论

学分/周数 2/2

适用专业 新闻学 开课单位 文学艺术学院

课程负责人 孙秀珍 审定日期 2022年 9月

一、课程简介

本课程为专业综合实践课程，通过对经典作品的阅读、理解和分析，提升学生对专业理论的

深入认知，以及对社会想象的分析和对经典作品及理论的辨析能力。为今后的专业学习打下坚实

理论基础。

二、课程目标
本课程有 3 个课程目标，具体如下： 

目标 1：理解广播电视学专业理论发展以及专业经典著作，分析研究和评价专业经典；

目标 2：应用专业理论观察社会现象，了解和分析业界及理论前沿信息； 

目标 3：实践过程中能够很好进行分组协作，具有一定团队协作和沟通表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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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课程目标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关系见下表：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 3.专业理论
指标点 3.1 基础知识：系统掌握广播电视学专业相关知识和理论，具

备在专业领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课程目标 2 3.专业理论
指标点 3.2 前沿知识：了解国内外新媒体与广播电视专业融合发展的

新趋势和理论前沿。

课程目标 3 6.沟通协作能力 指标点 6.2 协作能力：具备良好的团队协作能力，善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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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习/实训内容

实习/实训环节 对应课程目标 学习成果 实习/实训内容 课程目标达成方式 时间安排

确定阅读书目 课程目标 1、2、3
1.了解专业理论发展以及专业经典著作

   2.对专业经典有一定的分析评价能力

1. 师生共同商议确定阅读书目； 

   2. 教师辅助制定阅读计划。

1.小组讨论。

   2. 学习任务：制定

计划。

2 天

阅读指定书目 课程目标 1、2、3

1. 分组协作，具有一定团队协作和沟通表达能力。

   2.在教师指导下对书目及其框架形成较清晰

认识

1.开展阅读讨论

   2.教师指导完成阅读计划

   3.撰写读书笔记

1. 小组讨论。

   2. 学习任务：读书

笔记。

7 天

撰写读书报告 课程目标 1、2
1.了解专业理论发展以及专业经典著作

   2.对专业经典有一定的分析评价能力

1. 分析评价阅读书目，撰写读书笔记

   2.确定读书报告论题、收集资料、完成

报告

   

1.讨论、指导。

   2. 学习任务：读书

报告。

5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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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目标达成的评价方式及评价标准

（一）评价方式及成绩比例   

课程成绩包括 3 个部分，分别为小组讨论、读书笔记、读书报告。具体见下表：

评价方式及比例（%）

课程目标

小组讨论 读书笔记 读书报告

成绩比例（%）

课程目标 1 6 18 10 34

课程目标 2 8 12 30 50

课程目标 3 6 0 10 16

合计 20 30 50 100

（二）评价标准

1.小组讨论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优（90-100 分） 良（75-89 分） 及格（60-74 分） 不及格（0-59 分）

权重

（%）

课程目标 1

通过小组讨论考

查提前查阅资料

的情况，对专业

理论的总体把握

状况。

积极参加小组

活动，准备充分，

资料查阅详实，

表达流畅，思路

清晰

能按时参加小组

活动，准备较充

分，资料查阅较

详实，表达较流

畅，思路较清晰

参加小组活动不够

积极，准备不够充

分，资料查阅不够

详实，表达不够流

畅，思路不够清晰

参加小组活动不

积极，有迟到早

退情况，准备不

充分，资料查阅

粗疏，表达不流

畅，思路不清晰

6

课程目标 2
通过小组讨论考

查学生的读书情

况以及对书本内

容的理解掌握程

度

积极参加小组

活动，读书认真

细致，对书本内

容理解充分，表

达流畅，思路清

晰

能按时参加小组

活动，读书比较

认真细致，对书

本内容理解比较

充分，表达较流

畅，思路较清晰

参加小组活动不够

积极，读书不够认

真细致，对书本内

容理解不够充分，

表达不够流畅，思

路不够清晰

参加小组活动不

积极，有迟到早

退情况，读书不

认真，对书本内

容理解不充分，

表达不流畅，思

路不清晰

8

课程目标 3

通过小组讨论考

查学生在读书过

程中发现问题、

分析问题及解决

问题的能力

积极参加小组

活动，善于思考，

能够在读书过

程中发现问题，

并且查找资料

分析问题，解决

问题，表达流畅，

思路清晰

能按时参加小组

活动，能够在读

书过程中发现问

题，并查找资料

分析问题，试图

解决问题，表达

较流畅，思路较

清晰

参加小组活动不够

积极，在读书过程

中不善于思考总结

问题，表达不够流

畅，思路不够清晰

参加小组活动不

积极，有迟到早

退情况，读书不

认真，读书过程

中不思考，不能

发现问题，表达

不流畅，思路不

清晰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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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读书笔记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优（90-100 分） 良（75-89 分） 及格（60-74 分） 不及格（0-59 分）

权重

（%）

课程目标 1

通过手写的

读书笔记考

查学生的读

书进度安排

与认真程度，   

读书笔记框架清

晰，简明扼要，能

够体现读书过程

中的思考，有问题、

有点评、有感想

读书笔记框架较

清晰，简明扼要，

一定程度上能够

体现读书过程中

的思考，有问题、

有点评、有感想

读书笔记框架不

够清晰，不够简明

扼要，不能够体现

读书过程中的思

考，问题、点评、

感想较少

读书笔记框架不清

晰，潦草混乱，读

书过程没有思考，

几乎没有提出问题、

点评和感想

18

课程目标 2
读书笔记内

容应包括精

华摘录、感想、

点评等。

读书笔记框架清

晰，简明扼要，能

够体现读书过程

中的思考，有问题、

有点评、有感想

读书笔记框架较

清晰，简明扼要，

一定程度上能够

体现读书过程中

的思考，有问题、

有点评、有感想

读书笔记框架不

够清晰，不够简明

扼要，不能够体现

读书过程中的思

考，问题、点评、

感想较少

读书笔记框架不清

晰，潦草混乱，读

书过程没有思考，

几乎没有提出问题、

点评和感想

12

3.读书报告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优（90-100 分） 良（75-89 分） 及格（60-74 分） 不及格（0-59 分）

权重

（%）

课程目标 1

通过读书报告考

查学生自主学习、

查找资料，分析

问题解决问题的

能力。

资料查阅详实，

观点明确，论据

充分，论证符合

逻辑，语言表达

流畅，思路清晰

资料查阅较详实，

观点较明确，论

据较充分，论证

比较符合逻辑，

语言表达较流畅，

思路较清晰

资料查阅不够详实，

观点不够明确，论

据不够充分，论证

不够符合逻辑，语

言表达不够通顺，

思路不够清晰

资料查阅粗疏，

观点不明确，论

据不充分，论证

不符合逻辑，语

言表达不通顺，

思路不清晰

10

课程目标 2
通过读书报告考

查学生对专业理

论知识的理解能

力及综合应用能

力。

资料查阅详实，

观点明确，论据

充分，论证符合

逻辑，语言表达

流畅，思路清晰

资料查阅较详实，

观点较明确，论

据较充分，论证

比较符合逻辑，

语言表达较流畅，

思路较清晰

资料查阅不够详实，

观点不够明确，论

据不够充分，论证

不够符合逻辑，语

言表达不够通顺，

思路不够清晰

资料查阅粗疏，

观点不明确，论

据不充分，论证

不符合逻辑，语

言表达不通顺，

思路不清晰

30

课程目标 3
通过读书报告考

查学生对学术问

题的研究与表达

能力。

资料查阅详实，

观点明确，论据

充分，论证符合

逻辑，语言表达

流畅，思路清晰

资料查阅较详实，

观点较明确，论

据较充分，论证

比较符合逻辑，

语言表达较流畅，

思路较清晰

资料查阅不够详实，

观点不够明确，论

据不够充分，论证

不够符合逻辑，语

言表达不够通顺，

思路不够清晰

资料查阅粗疏，

观点不明确，论

据不充分，论证

不符合逻辑，语

言表达不通顺，

思路不清晰

10

五、推荐实习/实训教材和资源

（一）建议实习/实训教材

无

（二）主要参考书及学习资源

1.黄旦.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

2．[美]威廉·E.布隆代尔.华尔街日报是如何讲故事的.华夏出版社 2006.

3.张超.释放数据的力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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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美] 弗雷德里克.传媒的四种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5.[美]彼得斯.对空言说:传播的观念史.邓建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

大纲修订人签字：孙秀珍                                 修订日期：2022 年 07 月

大纲审定人签字：杜瑶 马晓亮                            审定日期：2022 年 0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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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实践采风》课程教学大纲

专业实践采风
课程名称

Professional Practice 

课程代码 20418202 课程性质 实践教学环节

课程类别 专业综合实践 先修课程 新闻采访、新闻写作

学分/周数 2/2

适用专业 新闻学 开课单位 文学艺术学院

课程负责人 张宁 审定日期 2022 年 9 月

一、课程简介

该课程属于新闻学专业的专业综合实践课程，对学生的新闻发现力、新闻表现力和新闻传播

力具有强化作用，对学生的专业实践能力的巩固与提升具有重要作用，是学生职业发展必备的专

业能力。该课程从新闻传播学的角度走出校门，深入生活，了解社会，将所学的新闻理论知识与

专门性的采写实践联系起来，综合运用新闻采写、新闻摄影与摄像的基本技能，完成并综合运用

新媒体平台编辑发表实践作品。

二、课程目标

本课程有 2个课程目标，具体如下：

目标 1：了解社会，将所学的新闻理论知识与专门性的采写实践联系起来，强化新闻发现力、

新闻表达力和传播力。

目标 2：运用新闻采写、新闻摄影与摄像的基本技能，

目标 3：创作具有专业水平和创新性的实践作品，并综合运用新媒体平台编辑发表。

各课程目标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关系见下表：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 1.政治素质） 指标点 1.2政治素养

课程目标 2 4.实践能力 指标点 4.1新闻生产能力

课程目标 3 6.沟通实践能力 指标点 6.2协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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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习/实训内容

实习/实训环节 对应课程目标 学习成果 实习/实训内容 课程目标达成方式 时间安排

1.寻找选题 课程目标 1
1.强化新闻发现能力

2.强化新闻选题能力

分组寻找新闻线索，确定选题 
1. 教学活动：分组讨论、团

队合作

2. 学习任务：汇报

2天

2.采写实践 课程目标 2
1.运用新闻采访技巧

2.运用新闻拍摄技能

分组实施采写拍摄等新闻实践活动 1. 教学活动：团队合作

2. 学习任务：图文素材
5天

3.作品生成 课程目标 3

1、创作具有新闻价值的实践采访作品

2、推送具有新闻价值和创新性的实践

采风作品。

协作完成专业实践采风作品并在新媒体平台推送 1. 教学活动：团队合作

2. 学习任务：图文作品
3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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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目标达成的评价方式及评价标准

（一）评价方式及成绩比例

课程成绩包括 2 个部分，分别为选题策划、实践作品。具体见下表：

评价方式及比例（%）

课程目标

选题策划           实践作品

成绩比例（%）

课程目标 1 10 15 25

课程目标 2 15 20 35

课程目标 3 15 25 40

合计 40 60 100

（二）评价标准

1. 选题策划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优（90-100 分） 良（75-89 分） 及格（60-74 分）
不及格

（0-59 分）

权重

（%）

课程目标 1

考查了解社会将所学的

新闻理论知识与专门性

的采写实践联系起来，新

闻发现力、新闻表达力和

传播力的掌握。

很好掌握将所

学的新闻理论

知识与专门性

的采写实践联

系起来的能力。

较好掌握将

所学的新闻

理论知识与

专门性的采

写实践联系

起来的能力。

基本掌握将所学

的新闻理论知识

与专门性的采写

实践联系起来的

能力。

缺乏将所学的新

闻理论知识与专

门性的采写实践

联系起来的能力

。

10

课程目标 2
考查运用新闻采写、新闻

摄影与摄像的基本技能

的能力。

很好掌握运用新

闻采写、新闻摄

影与摄像的基

本技能的能力。

较好掌握运用

新闻采写、新

闻摄影与摄

像的基本技

能的能力。

基本掌握运用新

闻采写、新闻摄

影与摄像的基本

技能的能力。

缺乏运用新闻采

写、新闻摄影与

摄像的基本技能

的能力。

15

课程目标 3

考查创作具有专业水平

和创新性的实践作品，并

综合运用新媒体平台编

辑发表的能力。

很好掌握创作具

有专业水平和

创新性的实践

作品，并综合运

用新媒体平台

编辑发表的能

力。

较好掌握创作

具有专业水

平和创新性

的实践作品，

并综合运用

新媒体平台

编辑发表的

能力。

基本掌握创作具

有专业水平和创

新性的实践作品

，并综合运用新

媒体平台编辑发

表的能力。

缺乏创作具有专

业水平和创新性

的实践作品，并

综合运用新媒体

平台编辑发表的

能力。

15

2.实践作品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优（90-100 分） 良（75-89 分） 及格（60-74 分） 不及格（0-59分）

权重

（%）

课程目标 1

考查了解社会将所学的

新闻理论知识与专门性

的采写实践联系起来，

新闻发现力、新闻表达

力和传播力的掌握。

很好掌握将所

学的新闻理论

知识与专门性

的采写实践联

系起来的能力。

较好掌握将所

学的新闻理论

知识与专门性

的采写实践联

系起来的能力

。

基本掌握将所学

的新闻理论知识

与专门性的采写

实践联系起来的

能力。

缺乏将所学的新

闻理论知识与专

门性的采写实践

联系起来的能力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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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2
考查运用新闻采写、新

闻摄影与摄像的基本技

能的能力。

很好掌握运用新

闻采写、新闻摄

影与摄像的基

本技能的能力。

较好掌握运用

新闻采写、新

闻摄影与摄像

的基本技能的

能力。

基本掌握运用新

闻采写、新闻摄

影与摄像的基本

技能的能力。

缺乏运用新闻采

写、新闻摄影与

摄像的基本技能

的能力。

20

课程目标 3

考查创作具有专业水平

和创新性的实践作品，

并综合运用新媒体平台

编辑发表的能力。

很好掌握创作具

有专业水平和

创新性的实践

作品，并综合运

用新媒体平台

编辑发表的能

力。

较好掌握创作

具有专业水平

和创新性的实

践作品，并综

合运用新媒体

平台编辑发表

的能力。

基本掌握创作具

有专业水平和创

新性的实践作品

，并综合运用新

媒体平台编辑发

表的能力。

缺乏创作具有专

业水平和创新性

的实践作品，并

综合运用新媒体

平台编辑发表的

能力。

25

五、推荐实习/实训教材和资源

（一）建议实习/实训教材

 1. 本书编写组、《新闻采访与写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

（二）主要参考书及学习资源

 1. 盛希贵.《新闻摄影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

 2. .肯·梅茨勒，创造性的采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大纲修订人签字：张宁                                  修订日期：2022 年 7 月

大纲审定人签字：杜瑶 马晓亮                           审定日期：2022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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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传播学读书报告（二）》课程教学大纲

新闻传播学读书报告（二）
课程名称

Book Report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II

课程代码 30418201 课程性质 实践教学环节

课程类别 专业综合实践 先修课程 新闻传播学读书报告（一）

学分/周数 2/2

适用专业 新闻学 开课单位 文学艺术学院

课程负责人 刘艳 审定日期 2022 年 09 月

一、课程简介
《新闻传播学读书报告（二）》是新闻学专业的必修实践课，通过阅读一定量的专业经典著作，

旨在增强学生对新闻学专业理论发展以及专业经典著作的认知，开拓视野，培养理论理解、专业

分析及独立思考能力。本课程将结合学生兴趣与课程需要确定两本或者多本（篇）阅读书目，要

求每位同学根据指导老师安排的进度，精读著作，积极参与讨论，并就遇到的问题积极同老师和

同学讨论交流。

二、课程目标
本课程有 2个课程目标，具体如下： 

目标 1：引导学生开拓视野，增强学生对新闻学专业理论发展以及专业经典著作的认知。

目标 2：培养学生对专业理论的理解和应用能力，提高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与表达能力。

目标 3：通过分组讨论学习培养学生的协作沟通能力。

各课程目标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关系见下表：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

毕业要求 3：专业理论。掌握新闻传

播学相关理论知识，了解学科动态和

发展趋势。

指标点 3.1 基础知识：系统掌握新闻学专业相关知识

和理论，具备在专业领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

课程目标 2

毕业要求 3：专业理论。掌握新闻传

播学相关理论知识，了解学科动态和

发展趋势。

3.2 前沿知识：了解本专业的发展趋势，了解国内外

新闻专业和行业的发展动态和理论前沿。

课程目标 3
毕业要求 6：沟通协作能力。掌握沟

通合作技能，具有团队协作精神。

指标点 6.2 协作能力。具备良好的团队协作能力，善

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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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习/实训内容

实习/实训环节 对应课程目标 学习成果 实习/实训内容 课程目标达成方式 时间安排

小组讨论确定阅

读书目
课程目标 1、3

1. 开拓视野，增强学生对新闻学专业理论

发展以及专业经典著作的认知 2. 通过分组

讨论学习培养学生的协作沟通能力

1. 小组讨论。

2.师生互动。

3.确定阅读书目

1. 小组讨论。

2.师生互动。 2 天

小组讨论学习 课程目标 1、2、3

1. 开拓视野，增强学生对新闻学专业理论

发展以及专业经典著作的认知 2. 通过分组

讨论学习培养学生的协作沟通能力

1.小组讨论学习

2.撰写读书笔记

1. 小组讨论。

2.师生互动。

3.学生汇报。
7 天

确定读书报告论

题，完成读书报告
课程目标 2

培养学生对专业理论的理解和应用能力，

提高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与表达能力

1.确定读书报告论题

2.收集资料

3.完成读书报告

1. 小组讨论。

2.师生互动。

3.学生汇报。

5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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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目标达成的评价方式及评价标准

（一）评价方式及成绩比例   

课程成绩包括 3 个部分，分别为小组讨论、读书笔记、读书报告。具体见下表：

评价方式及比例（%）

课程目标

小组讨论 读书笔记 读书报告

成绩比例（%）

课程目标 1 6 18 10 34

课程目标 2 8 12 30 50

课程目标 3 6 10 16

合计 20 30 50 100

（二）评价标准

1.小组讨论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优（90-100 分） 良（75-89 分） 及格（60-74 分） 不及格（0-59 分）

权重

（%）

课程目标 1

通过小组讨论考

查提前查阅资料

的情况，对专业

理论的总体把握

状况。

积极参加小组

活动，准备充分，

资料查阅详实，

表达流畅，思路

清晰

能按时参加小组

活动，准备较充

分，资料查阅较

详实，表达较流

畅，思路较清晰

参加小组活动不够

积极，准备不够充

分，资料查阅不够

详实，表达不够流

畅，思路不够清晰

参加小组活动不

积极，有迟到早

退情况，准备不

充分，资料查阅

粗疏，表达不流

畅，思路不清晰

6

课程目标 2
通过小组讨论考

查学生的读书情

况以及对书本内

容的理解掌握程

度

积极参加小组

活动，读书认真

细致，对书本内

容理解充分，表

达流畅，思路清

晰

能按时参加小组

活动，读书比较

认真细致，对书

本内容理解比较

充分，表达较流

畅，思路较清晰

参加小组活动不够

积极，读书不够认

真细致，对书本内

容理解不够充分，

表达不够流畅，思

路不够清晰

参加小组活动不

积极，有迟到早

退情况，读书不

认真，对书本内

容理解不充分，

表达不流畅，思

路不清晰

8

课程目标 3

通过小组讨论考

查学生在读书过

程中发现问题、

分析问题及解决

问题的能力

积极参加小组

活动，善于思考，

能够在读书过

程中发现问题，

并且查找资料

分析问题，解决

问题，表达流畅，

思路清晰

能按时参加小组

活动，能够在读

书过程中发现问

题，并查找资料

分析问题，试图

解决问题，表达

较流畅，思路较

清晰

参加小组活动不够

积极，在读书过程

中不善于思考总结

问题，表达不够流

畅，思路不够清晰

参加小组活动不

积极，有迟到早

退情况，读书不

认真，读书过程

中不思考，不能

发现问题，表达

不流畅，思路不

清晰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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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读书笔记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优（90-100 分） 良（75-89 分） 及格（60-74 分） 不及格（0-59 分）

权重

（%）

课程目标 1

通过手写的

读书笔记考

查学生的读

书进度安排

与认真程度， 

读书笔记框架清

晰，简明扼要，能

够体现读书过程

中的思考，有问题、

有点评、有感想

读书笔记框架较

清晰，简明扼要，

一定程度上能够

体现读书过程中

的思考，有问题、

有点评、有感想

读书笔记框架不

够清晰，不够简明

扼要，不能够体现

读书过程中的思

考，问题、点评、

感想较少

读书笔记框架不清

晰，潦草混乱，读

书过程没有思考，

几乎没有提出问题、

点评和感想

18

课程目标 2
读书笔记内

容应包括精

华摘录、感想、

点评等。

读书笔记框架清

晰，简明扼要，能

够体现读书过程

中的思考，有问题、

有点评、有感想

读书笔记框架较

清晰，简明扼要，

一定程度上能够

体现读书过程中

的思考，有问题、

有点评、有感想

读书笔记框架不

够清晰，不够简明

扼要，不能够体现

读书过程中的思

考，问题、点评、

感想较少

读书笔记框架不清

晰，潦草混乱，读

书过程没有思考，

几乎没有提出问题、

点评和感想

12

3.读书报告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优（90-100 分） 良（75-89 分） 及格（60-74 分） 不及格（0-59 分）

权重

（%）

课程目标 1

通过读书报告考

查学生自主学习、

查找资料，分析

问题解决问题的

能力。

资料查阅详实，

观点明确，论据

充分，论证符合

逻辑，语言表达

流畅，思路清晰

资料查阅较详实，

观点较明确，论

据较充分，论证

比较符合逻辑，

语言表达较流畅，

思路较清晰

资料查阅不够详实，

观点不够明确，论

据不够充分，论证

不够符合逻辑，语

言表达不够通顺，

思路不够清晰

资料查阅粗疏，

观点不明确，论

据不充分，论证

不符合逻辑，语

言表达不通顺，

思路不清晰

10

课程目标 2
通过读书报告考

查学生对专业理

论知识的理解能

力及综合应用能

力。

资料查阅详实，

观点明确，论据

充分，论证符合

逻辑，语言表达

流畅，思路清晰

资料查阅较详实，

观点较明确，论

据较充分，论证

比较符合逻辑，

语言表达较流畅，

思路较清晰

资料查阅不够详实，

观点不够明确，论

据不够充分，论证

不够符合逻辑，语

言表达不够通顺，

思路不够清晰

资料查阅粗疏，

观点不明确，论

据不充分，论证

不符合逻辑，语

言表达不通顺，

思路不清晰

30

课程目标 3
通过读书报告考

查学生对学术问

题的研究与表达

能力。

资料查阅详实，

观点明确，论据

充分，论证符合

逻辑，语言表达

流畅，思路清晰

资料查阅较详实，

观点较明确，论

据较充分，论证

比较符合逻辑，

语言表达较流畅，

思路较清晰

资料查阅不够详实，

观点不够明确，论

据不够充分，论证

不够符合逻辑，语

言表达不够通顺，

思路不够清晰

资料查阅粗疏，

观点不明确，论

据不充分，论证

不符合逻辑，语

言表达不通顺，

思路不清晰

10

五、推荐实习/实训教材和资源

（一）建议实习/实训教材

 1. (美)比尔.科瓦奇（美）罗森斯蒂尔.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09

（二）主要参考书及学习资源

1.  李普曼.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年 5月

2. 南希·拜厄姆.交往在云端：数字时代的人际关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0.1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B1%C8%B6%FB.%BF%C6%CD%DF%C6%E6&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C2%DE%C9%AD%CB%B9%B5%D9%B6%FB&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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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John·Durham·Peters对空言说：传播的观念史.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7.1

4. [美] E.M.罗杰斯 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8.10

5. [美]理查德·塞勒·林.习以为常：手机传播的社会嵌入.复旦大学出版社 2020.02

大纲修订人签字： 刘艳                        修订日期：2022 年 07 月

大纲审定人签字：  杜瑶 马晓亮                             审定日期：2022 年 09 月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John%A1%A4Durham%A1%A4Peters&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E.M.%C2%DE%BD%DC%CB%B9&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C0%ED%B2%E9%B5%C2%A1%A4%C8%FB%C0%D5%A1%A4%C1%D6&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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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实习》课程教学大纲

专业实习
课程名称

Professional Practice

课程代码 30418202 课程性质 实践教学环节

课程类别 专业综合实践 先修课程 新闻摄影、新闻写作

学分/周数 6／12

适用专业 新闻学 开课单位 文学艺术学院

课程负责人 刘志艳 审定日期 2022 年 9 月

一、课程简介
实习环节是新闻学人才培养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促进理论与实践相

结合的重要一环。新闻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专业，它不但要求学生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扎实的

文字功底，娴熟的专业理论知识，而且要有很强的实际操作能力。经过四年学习，要求学生熟悉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和新闻采写编播的全部流程。而实习环节在理论知识与实际能力转化过程中具

有重要作用。学生通过实习，可以巩固和运用所学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基本技能，进行广播电

视新闻工作的实际锻炼。

二、课程目标

本课程有 3 个课程目标，具体如下：

目标 1：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和方向，坚持新闻工作的党性原

则，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维护国家利益。

目标 2：通过学习使学生理解新闻工作者者的职业素养，理解坚守新闻真实性、传播先进文

化，弘扬社会正气、严守道德伦理底线的基本原则

目标 3：通过实习巩固和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各课程目标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关系见下表：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

毕业要求1：政治素质。

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坚持正确的政

治立场和方向，坚持马

克思主义新闻观，热爱

指标点 1.2 政治素养：坚持新闻工作者的党性原则，坚持马克思主

义新闻观，坚持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基本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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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遵纪守法。

课程目标 2

毕业要求2：职业素质。

拥有清晰的、适应传媒

行业的新闻工作者角

色认知，拥有与新闻传

播工作相适应的专业

素质。

指标点 2.2 职业素养：坚守新闻真实性等基本原则，具有强烈的社

会责任感，传播先进文化，弘扬社会正气，严守道德伦理底线，坚

决抵制低俗、庸俗、媚俗的内容。

课程目标 3

毕业要求4：实践能力。

具备与新闻传播学类

工作相适应的业务动

手能力和实践能力。

指标点 4.1 新闻生产能力：具备新闻采访、写作、编辑、评论以及

新闻摄影、摄像、音视频制作等全媒体专业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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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习/实训内容

实习/实训环节 对应课程目标 学习成果 实习/实训内容 课程目标达成方式 时间安排

专业实习

课程目标 1
课程目标 2
课程目标 3

1. 在规定的12周时间里完成上述3-5
项内容的实践性学习。

2. 按照学校的有关要求，高质量完成

毕业实习单位接收函、实习鉴定、实

习总结等任务。

1.节目摄录；

2.现场采访与口头表达；

3.各种新闻体裁和报道形式文稿写作；

4.文稿编辑；

5.节目策划与编导；

6.视音频剪辑与制作；

7.播音；

8.节目主持；

9.网络新闻编辑与发布；

10.其他广播电视节目制作、新闻传播相关的实践活动。

1. 教学活动：单位实习

2. 学习任务：新闻生产
12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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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目标达成的评价方式及评价标准

（一）评价方式及成绩比例 

课程成绩包括五个部分，分别为实习单位鉴定成绩、实习作品、调查报告、实习总结、平时

表现。具体见下表：

评价方式及比例（%）

课程目标
实习单位鉴定成

绩
实习作品

调查报

告
实习总结 平时表现

成绩比例（%）

课程目标 1 — 10 5 5 — 20

课程目标 2 — 15 5 5 5 30

课程目标 3 20 30 — — — 50

合计 20 55 10 10 5 100

（二）评价标准

1.实习单位鉴定成绩、实习作品、调查报告、实习总结和平时表现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优（90-100 分） 良（75-89 分） 及格（60-74 分） 不及格（0-59 分）

权重

（%）

课程目标 1
考查学生是否能

坚持新闻工作者

的党性原则

坚持马克思主义

新闻观，坚持党

的新闻舆论工作

的基本方针

较好地坚持马克

思主义新闻观，

坚持党的新闻舆

论工作的基本方

针

对马克思主义新

闻观和党的新闻

舆论工作的基本

方针的理解不够

全面

对马克思主义新

闻观和党的新闻

舆论工作的基本

方针的认识不正

确或存在较大认

识误区

20

课程目标 2

考查坚守新闻真

实性原则，拥有

正确的职业素质，

积极传播先进文

化

坚持新闻真实性

原则，有较强的责

任感，积极传播先

进文化，弘扬社会

核心价值观。

较好地坚持新闻真

实性原则，有较强

的责任感，积极传

播先进文化，弘扬

社会核心价值观。

对新闻真实性原则，

理解不够全面，责

任感不强，不能较

好地传播先进文化，

弘扬社会核心价值

观。

对新闻真实性原则，

理解不正确或窜在

较大认识误区
30

课程目标 3

考查学生在实习

单位采访、写作、

编辑、评论、摄

影、摄像等全媒

体专业技能

能够独立完成采

写编评等实践工

作

基本能够独立完

成采写编评等实

践工作

需要在导师或团

队成员的帮助下

完成能够独立完

成采写编评等实

践工作

不具备采写编评

等实践工作的能

力
50

五、推荐实习/实训教材和资源

（一）建议实习/实训教材

 1. 肖艳雄.新闻与传媒类专业实习作品与心得选编.湖南：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版。

（二）主要参考书及学习资源

 1. 费伟伟.人民日报记者说好稿是怎样练成的.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8 版。

大纲修订人签字：刘志艳                                 修订日期：2022 年 7 月

大纲审定人签字：杜瑶 马晓亮                            审定日期：2022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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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新闻摄影》课程教学大纲

专题新闻摄影
课程名称

Special topics photography

课程代码 40418201 课程性质 实践教学环节

课程类别 专业综合实践 先修课程 电视摄影

学分/周数 2/2

适用专业 新闻学 开课单位 文学艺术学院

课程负责人 王党飞 审定日期 2022 年 9 月

一、课程简介

专题新闻摄影课程是广播电视学专业的实践教学环节，该课程分以分组创作的方式，针对前

期所学课程《新闻摄影》课程所学知识、技能进行强化，并结合《新闻采访》和《新闻写作》所

学知识，强化学生的影像策划、拍摄、制作能力。

该课程分为选题策划和创作两个主要阶段，选题策划部分以学生选题、教师指导为主，实践

创作部分以综合训练学生能力为教学目的。通过该环节的实践教学，让教师指导学生全程完成一

部作品，以项目为方式巩固学生采、写、拍、编的基础知识，强化并提升综合能力，为学生的融

媒体工作打好基础。

二、课程目标
本课程有 3个课程目标，具体如下：

目标 1、通过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够坚守新闻真实性等基本原则，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传播先进文化，弘扬社会正气，严守道德伦理底线，坚决抵制低俗、庸俗、媚俗的内容。

目标 2、通过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够掌握融媒体主要类型影像的创作能力。

目标 3、通过团队创作的方式，使学生掌握沟通合作技能，具有团队协作精神。 

各课程目标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关系见下表：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 2职业素质

2.2职业素养：坚守新闻真实性等基本原则，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

感，传播先进文化，弘扬社会正气，严守道德伦理底线，坚决抵制

低俗、庸俗、媚俗的内容。

课程目标 2 4实践能力
新闻摄影、专题摄影、影像编辑等全媒体专业技能及新闻采访、写

作、编辑、评论的能力。

课程目标 3 6沟通协作能力 6.2协作能力。具备良好的团队协作能力，善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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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习/实训内容

实习/实训环节 对应课程目标 学习成果 实习/实训内容 课程目标达成方式 时间安排

1选题、策划 课程目标 1、2、3
1 掌握选题方法与技巧

2 掌握选题策划的写作方法

1 选题实践

2 选题策划的撰写实训

1．教学活动：组织讨论

2．学习任务：实践训练
1周

2 创作 课程目标 2、3 1 熟练拍摄与编辑的技巧

2 掌握调整版面设计

1 采访拍摄实践

2 版面设计实践

1．教学活动：组织讨论

2．学习任务：实践训练
1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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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目标达成的评价方式及评价标准

（一）评价方式及成绩比例   
学生成绩由策划成绩与作品成绩两部分组成。其中策划成绩占总成绩的 30%，作品成绩占总

成绩的 70%。

评价方式及比例（%）

课程目标

策划成绩 作品成绩

成绩比例（%）

课程目标 1 5 15 20

课程目标 2 20 40 60

课程目标 3 5 15 20

合计 30 70 100

（二）评价标准

1.策划的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优（90-100 分） 良（75-89 分） 及格（60-74 分） 不及格（0-59 分）

权重

（%）

课程目标 1
考察选题是否传播先进

文化，弘扬社会正气

选题能充分传

播先进文化，弘

扬社会正气

选题较充分

的传播先进

文化，弘扬社

会正气

选题基本能够

传播先进文化，

弘扬社会正气

选题不能传播先

进文化，弘扬社

会正气
5

课程目标 1
考察主题是否明确、结构

是否合理、计划是否可行

主题明确、结构

合理、计划可行

主题较明确、

结构较合理、

计划较可行

主题基本明确、

结构基本合理、

计划基本可行

主题不明确、结

构不合理、计划

不可行
20

课程目标 2
考察团队协作状况及成

员个人表现

团队协作好，个

人表现好

团队协作较

好，个人表现

较好

团队协作一般，

个人表现一般

团队协作不好，

个人表现不好 5

2.作品成绩

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优（90-100 分） 良（75-89 分） 及格（60-74 分） 不及格（0-59 分）

权重

（%）

课程目标 1

考察作品是

否传播先进

文化，弘扬社

会正气

作品能充分传播

先进文化，弘扬社

会正气

作品较充分的传

播先进文化，弘扬

社会正气

作品基本能够传

播先进文化，弘扬

社会正气

作品不能传播先进

文化，弘扬社会正

气
15

课程目标 1
考察作品综

合质量
作品综合质量高

作品综合质量较

高

作品综合质量一

般
作品综合质量低 40

课程目标 2
考察团队协

作状况及成

员个人表现

团队协作好，个人

表现好

团队协作较好，个

人表现较好

团队协作一般，个

人表现一般

团队协作不好，个

人表现不好 15

五、推荐实习/实训教材和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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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议实习/实训教材

1.延百亮.新闻摄影.吉林：吉林摄影出版社

（二）主要参考书及学习资源

1.中国摄影网，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公众号等）

大纲修订人签字：王党飞                     修订日期：2022.7

大纲审定人签字：杜瑶 马晓亮                审定日期：20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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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采写报道》课程教学大纲

新闻采写报道
课程名称

News Gathering and Writing

课程代码 40418202 课程性质 实践教学环节

课程类别 专业综合实践 先修课程 新闻采访、新闻写作

学分/周数 2/2

适用专业 新闻学 开课单位 文学艺术学院

课程负责人 余婧华 审定日期 2022 年 09 月

一、课程简介

新闻采写报道是新闻学专业的实践教学环节，为期两周，通过选题策划、实地采访、摄影摄

像、新闻写作等方式并在微信公众平台进行宣传报道。

二、课程目标

本课程有 3 个课程目标，具体如下：

目标 1：掌握新闻采访和写作的基本原则、方法与技巧，能够独立完成新闻作品。

目标 2：能够综合运用新闻摄影与摄像的基本技能，拍摄采访视频与图片。

目标 3：综合运用多媒体平台，将调查性报道和人物专访发布在微信公众平台。

各课程目标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关系见下表：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 4.实践能力 4.7  新闻生产能力

课程目标 2 4.实践能力 4.8  信息传播能力

课程目标 3 4.实践能力 4.9  媒介运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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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习/实训内容

实习/实训环节 对应课程目标 学习成果 实习/实训内容 课程目标达成方式 时间安排

1.召开策划会确定选题及实施方案

   

课程目标 1
   课程目标 2
   课程目标 3

   1.召开策划会确定选题及实施方案

   
确定选题和实施方案 1 天

2.撰写策划书

课程目标 1
   课程目标 2
   课程目标 3

2.撰写策划书 完成策划书 1 天

3.根据策划书进行采访、摄影、摄像

等实践

课程目标 1
   课程目标 2
      3.根据策划书进行采访、摄影、摄像等实践

按要求根据策划书进行采访、

摄影、摄像
4 天

4.撰写调查性报道，不少于 3000字，

图不少 5张，音频不少 30秒，视频不

少 90秒（可多段）

课程目标 1
课程目标 2
   

4.撰写调查性报道，不少于 3000字，图不少 5张，音频

不少 30秒，视频不少 90秒（可多段）
按要求完成调查性报道 3

5.撰写新闻人物专访，不少于3000字，

图不少 5张，音频不少 30秒，视频不

少 90秒（可多段）

   

课程目标 1
课程目标 2
   

   5.撰写新闻人物专访，不少于 3000字，图不少 5张，

音频不少 30秒，视频不少 90秒（可多段）

   
按要求完成新闻人物专访 3

6.发布在微信公众平台 课程目标 3    6.进行后期制作并发布在微信公众平台

按要求在微信公众平台发布

调查性报道和新闻人物专访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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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目标达成的评价方式及评价标准

（一）评价方式及成绩比例   

课程成绩包括两个部分，分别为调查性报道和人物专访。

1、平时出勤。平时出勤采用“只扣分，不加分”的方法计算成绩，无故迟到一次将在总评成

绩中扣 5 分，无故旷到一次扣除 10 分，缺勤 3 次者，取消考核资格。

2、调查性报道作品 ，按照策划撰写调查性报道，不少于 3000 字，图不少 5 张，音频不少 30
秒，视频不少 90 秒（可多段）50 分。

3、新闻人物专访作品。撰写新闻人物专访，不少于 3000 字，图不少 5 张，音频不少 30 秒，

视频不少 90秒（可多段）50分。

评价方式及比例（%）

课程目标

调查性报道 新闻人物专访

成绩比例（%）

课程目标 1 20 20 40

课程目标 2 20 20 40

课程目标 3 10 10 20

合计 50 50 100

（二）评价标准

1. 调查性报道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优（90-100 分） 良（75-89 分） 及格（60-74 分） 不及格（0-59 分）

权重

（%）

课程目标 1
掌握新闻采访和写作的

基本原则、方法与技巧，

能够独立完成新闻作品。

主题明确，结构

清晰，材料翔实，

文字流畅优美。

主题比较明

确，结构清晰，

材料翔实，文

字流畅。

主题比较明确，

结构比较清晰，

材料充实，文字

流畅。

主题不明确，结

构不清晰，材料

不翔实，文字不

流畅。

20

课程目标 2
能够综合运用新闻摄影

与摄像的基本技能，拍摄

采访视频与图片。

图，音频，视频

质量清晰，内容

与文字匹配。

图，音频，视频

质量较清晰，内

容与文字较匹

配。

图，音频，视频

质量尚可，与文

字匹配。

图，音频，视频质

量不清晰，与文字

不匹配。
20

课程目标 3
综合运用多媒体平台，将

调查性报道和人物专访

发布在微信公众平台。

文字、图片、音

频、视频内容统

一，主题明确，

布局美观

文字、图片、

音频、视频内

容统一，主题

较明确，布局

较美观

文字、图片、音

频、视频内容比

较统一，主题和

布局合理

文字、图片、音

频、视频内容不

统一，主题和布

局不合理

10

2.人物专访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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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优（90-100 分） 良（75-89 分） 及格（60-74 分） 不及格（0-59 分）

权重

（%）

课程目标 1
掌握新闻采访和写作的

基本原则、方法与技巧，

能够独立完成新闻作品。

主题明确，结构

清晰，材料翔实，

文字流畅优美。

主题比较明

确，结构清晰，

材料翔实，文

字流畅。

主题比较明确，

结构比较清晰，

材料充实，文字

流畅。

主题不明确，结构

不清晰，材料不翔

实，文字不流畅。
20

课程目标 2
能够综合运用新闻摄影

与摄像的基本技能，拍摄

采访视频与图片。

图，音频，视频

质量清晰，内容

与文字匹配。

图，音频，视

频质量较清晰，

内容与文字较

匹配。

图，音频，视频

质量尚可，与文

字匹配。

图，音频，视频质

量不清晰，与文字

不匹配。
20

课程目标 3
综合运用多媒体平台，将

调查性报道和人物专访

发布在微信公众平台。

文字、图片、音

频、视频内容统

一，主题明确，

布局美观

文字、图片、

音频、视频内

容统一，主题

较明确，布局

较美观

文字、图片、音

频、视频内容比

较统一，主题和

布局合理

文字、图片、音频、

视频内容不统一，

主题和布局不合

理

10

五、推荐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源

（一）建议教材

    1、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新闻采访与写作》

2、刘明华、徐泓、《新闻写作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年

大纲修订人签字： 余婧华                              修订日期：    2022 年  07 月

大纲审定人签字： 杜  瑶  马晓亮                      审定日期：    2022 年  0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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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新闻创作》课程教学大纲

融合新闻创作
课程名称

Fusion journalism creation

课程代码 40418203 课程性质 实践教学环节

课程类别 专业综合实践 先修课程 新媒体概论、融合新闻学

学分/学时 2 学分/2 周

适用专业 新闻学 开课单位 文学艺术学院

课程负责人 高山 审定日期 2022 年 9 月

一、课程简介

本实训环节采取重在提升学生实际工作能力的工作坊（WORKSHOP）教学模式，由指导老师在

进行理论和实践引导的同时，以课程作业的形式设置相关工作任务，带领和指导学生以小组形式

围绕工作任务展开实操训练。在实务操作中训练学生利用多媒体手段进行新闻传播活动、能够在

多平台上用不同方式讲述新闻的能力。适应融合新闻报道：新闻业务整合化、新闻载体数字化、

视觉传达多样化的发展趋势。

二、课程目标

本课程有 3 个课程目标，具体如下：

目标 1：具备全媒体思维方式进行新闻报道。

目标 2：理解每种媒介的传播语言特点和逻辑并基于对媒介的了解更好地利用不同的媒介平

台全面报道新闻事件；

目标 3：具备团队合作、协调沟通的能力。

各课程目标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关系见下表：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 1.政治素质
指标点 1.2：坚持新闻工作者的党性原则，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坚

持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基本方针。

课程目标 2 4. 实践能力
指标点 4.1 新闻生产能力：具备新闻采访、写作、编辑、评论以及新

闻摄影、摄像、音视频制作等全媒体专业技能。

课程目标 3 6.沟通协作能力 指标点 6.2 协作能力：具备良好的团队协作能力，善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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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习/实训内容

实习/实训环节 对应课程目标 学习成果 实习/实训内容 课程目标达成方式 时间安排

新闻选题策划 课程目标 1、2、3
1.掌握新闻选题的原则

2.具备小组沟通协作的能力
每人撰写一份新闻选题策划，提交小组讨论

1. 教学活动：教师选题指导。

2. 学习任务：学生小组讨论。
3天

资料收集与采访、

拍摄计划制定
课程目标 1、2、3

1.训练信息、文献收集能力

2.训练综合分析，文本撰写能

力

小组成员分工收集资料，制定采访拍摄计划
1. 教学活动：教师专业指导。

2. 学习任务：学生小组分工合作。
1天

现场采访、拍摄 课程目标 1、2、3
1.训练综合实践能力

2.训练学生协作组织能力
小组成员分工进行现场采访、拍摄录制素材

1. 教学活动：教师指导。

2. 学习任务：学生小组分工合作。
4天

将核心素材制作

成针对不同媒介

终端的新闻产品

课程目标 1、2、3
1.训练综合实践能力

2.训练学生协作组织能力

小组成员分工完成文字撰写、图片编辑、音视频制

作等核心稿件的工作

1. 教学活动：教师指导。

2. 学习任务：学生小组分工合作。
4天

纸媒、网站、微信、

手机 APP等平台版

式设计

课程目标 1、2、3
1.掌握新媒体平台运用能力

2.掌握信息推广传播能力
将文字、图片、音视频作品进行排版设计

1. 教学活动：教师指导。

2. 学习任务：学生小组分工合作。
2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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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目标达成的评价方式及评价标准

（一）评价方式及成绩比例   
实训成绩包 3 个部分，分别为选题策划书、采访拍摄大纲及素材、针对不同媒介终端的新闻

作品。具体见下表：

评价方式及比例（%）

课程目标

选题策划书 采访拍摄大纲 新闻作品

成绩比例（%）

课程目标 1 10 0 10 20

课程目标 2 10 10 40 60

课程目标 3 0 10 10 20

合计 20 20 60 100

（二）评价标准

1. 选题策划书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优（90-100 分） 良（75-89 分） 及格（60-74 分） 不及格（0-59 分）

权重

（%）

课程目标1
选题是否符合新闻价值观

标准

选题基本符合

新闻价值观标

准

选题较符合

新闻价值观

标准

选题不够符合

新闻价值观标

准

选题很不符合新

闻价值观标准 10

课程目标2 选题是否具有可操作性性
选题具有基本

可操作性性

选题较具有

可操作性性

选题不够具有

可操作性

选题没有可操作

性 10

2.采访拍摄大纲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优（90-100 分） 良（75-89 分） 及格（60-74 分） 不及格（0-59 分）

权重

（%）

课程目标 2

是否逻辑清

晰、格式规范、

内容充实、可

操作性强

大纲基本逻辑清

晰、格式规范、内

容充实、可操作性

强

大纲逻辑较清晰、

格式较规范、内容

较充实、可操作性

较强

大纲逻辑不够清

晰、格式不够规范、

内容不够充实、可

操作性不够强

大纲逻辑不清晰、

格式不规范、内容

不充实、可操作性

不强

10

课程目标 3

是否分工明

确、体现小组

沟通协作能

力

小组分工明确、基

本体现小组沟通

协作能力

小组分工较明确、

较能体现小组沟

通协作能力

小组分工不够明

确、不够能体现小

组沟通协作能力

小组分工不明确、

不能体现小组沟通

协作能力
10

3.         新闻作品

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优（90-100 分） 良（75-89 分） 及格（60-74 分） 不及格（0-59 分）

权重

（%）

课程目标 1
作品是否具

有积极社会

价值

作品基本具有积

极社会价值

作品较具有积极

社会价值

作品不够具有积

极社会价值

作品不具有积极社

会价值 10

课程目标 2 作品是否选 作品内容和融媒 作品内容和融媒 作品内容和融媒 作品内容和融媒体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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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了恰当的

融媒体形式

体形式基本匹配 体形式较匹配 体形式不够匹配 形式不匹配

课程目标 3
小组成员是

否相互配合，

各展其长

小组成员基本做

到相互配合，各展

其长

小组成员较能做

到相互配合，各展

其长

小组成员相互配

合，各展其长不够

小组成员不做到相

互配合，各展其长 10

五、推荐实习/实训教材和资源

（一）建议实习/实训教材

 1. 刘涛，融合新闻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21 年。

（二）主要参考书及学习资源

 1. 【美】珍妮特•科罗茨，融合新闻学实务，嵇美云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9 年。

大纲修订人签字：高山                                   修订日期：2022 年 7月

大纲审定人签字：杜瑶 马晓亮                            审定日期：2022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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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传播学读书报告（三）》课程教学大纲

新闻传播学读书报告（三）
课程名称

Book Report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III

课程代码 40418204 课程性质 实践教学环节

课程类别 专业综合实践 先修课程 新闻传播学读书报告（二）

学分/周数 2/2

适用专业 新闻学 开课单位 文学艺术学院

课程负责人 毛颖辉 审定日期 2022 年 09 月

一、课程简介
《新闻传播学读书报告（三）》是新闻学专业的必修实践课，通过阅读一定量的专业前沿著作，

旨在增强学生对新闻学专业理论发展以及专业前沿的认知，开拓视野，培养理论理解、专业分析

及独立思考能力。本课程将结合学生兴趣与课程需要确定两本或者多本（篇）阅读书目，要求每

位同学根据指导老师安排的进度，精读著作，积极参与讨论，并就遇到的问题积极同老师和同学

讨论交流。

二、课程目标
本课程有 2个课程目标，具体如下： 

目标 1：引导学生开拓视野，增强学生对新闻学专业理论发展以及专业前沿著作的认知。

目标 2：培养学生对专业理论的理解和应用能力，提高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与表达能力。

目标 3：通过分组讨论学习培养学生的协作沟通能力。

各课程目标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关系见下表：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

毕业要求 3：专业理论。掌握新闻传

播学相关理论知识，了解学科动态和

发展趋势。

指标点 3.1 基础知识：系统掌握新闻学专业相关知识

和理论，具备在专业领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

课程目标 2

毕业要求 3：专业理论。掌握新闻传

播学相关理论知识，了解学科动态和

发展趋势。

3.2 前沿知识：了解本专业的发展趋势，了解国内外

新闻专业和行业的发展动态和理论前沿。

课程目标 3
毕业要求 6：沟通协作能力。掌握沟

通合作技能，具有团队协作精神。

指标点 6.2 协作能力。具备良好的团队协作能力，善

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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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习/实训内容

实习/实训环节 对应课程目标 学习成果 实习/实训内容 课程目标达成方式 时间安排

小组讨论确定阅

读书目
课程目标 1、3

1. 开拓视野，增强学生对新闻学专业理论

发展以及专业经典著作的认知 2. 通过分组

讨论学习培养学生的协作沟通能力

1. 小组讨论。

2.师生互动。

3.确定阅读书目

1. 小组讨论。

2.师生互动。 2 天

小组讨论学习 课程目标 1、2、3

1. 开拓视野，增强学生对新闻学专业理论

发展以及专业经典著作的认知 2. 通过分组

讨论学习培养学生的协作沟通能力

1.小组讨论学习

2.撰写读书笔记

1. 小组讨论。

2.师生互动。

3.学生汇报。
7 天

确定读书报告论

题，完成读书报告
课程目标 2

培养学生对专业理论的理解和应用能力，

提高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与表达能力

1.确定读书报告论题

2.收集资料

3.完成读书报告

1. 小组讨论。

2.师生互动。

3.学生汇报。

5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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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目标达成的评价方式及评价标准

（一）评价方式及成绩比例   

课程成绩包括 3 个部分，分别为小组讨论、读书笔记、读书报告。具体见下表：

评价方式及比例（%）

课程目标

小组讨论 读书笔记 读书报告

成绩比例（%）

课程目标 1 6 18 10 34

课程目标 2 8 12 30 50

课程目标 3 6 10 16

合计 20 30 50 100

（二）评价标准

1.小组讨论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优（90-100 分） 良（75-89 分） 及格（60-74 分） 不及格（0-59 分）

权重

（%）

课程目标 1

通过小组讨论考

查提前查阅资料

的情况，对专业

理论的总体把握

状况。

积极参加小组

活动，准备充分，

资料查阅详实，

表达流畅，思路

清晰

能按时参加小组

活动，准备较充

分，资料查阅较

详实，表达较流

畅，思路较清晰

参加小组活动不够

积极，准备不够充

分，资料查阅不够

详实，表达不够流

畅，思路不够清晰

参加小组活动不

积极，有迟到早

退情况，准备不

充分，资料查阅

粗疏，表达不流

畅，思路不清晰

6

课程目标 2

通过小组讨论考

查学生的读书情

况以及对书本内

容的理解掌握程

度

积极参加小组

活动，读书认真

细致，对书本内

容理解充分，表

达流畅，思路清

晰

能按时参加小组

活动，读书比较

认真细致，对书

本内容理解比较

充分，表达较流

畅，思路较清晰

参加小组活动不够

积极，读书不够认

真细致，对书本内

容理解不够充分，

表达不够流畅，思

路不够清晰

参加小组活动不

积极，有迟到早

退情况，读书不

认真，对书本内

容理解不充分，

表达不流畅，思

路不清晰

8

课程目标 3

通过小组讨论考

查学生在读书过

程中发现问题、

分析问题及解决

问题的能力

积极参加小组

活动，善于思考，

能够在读书过

程中发现问题，

并且查找资料

分析问题，解决

问题，表达流畅，

思路清晰

能按时参加小组

活动，能够在读

书过程中发现问

题，并查找资料

分析问题，试图

解决问题，表达

较流畅，思路较

清晰

参加小组活动不够

积极，在读书过程

中不善于思考总结

问题，表达不够流

畅，思路不够清晰

参加小组活动不

积极，有迟到早

退情况，读书不

认真，读书过程

中不思考，不能

发现问题，表达

不流畅，思路不

清晰

6



279

2.读书笔记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优（90-100 分） 良（75-89 分） 及格（60-74 分） 不及格（0-59 分）

权重

（%）

课程目标 1

通过手写的

读书笔记考

查学生的读

书进度安排

与认真程度， 

读书笔记框架清

晰，简明扼要，能

够体现读书过程

中的思考，有问题、

有点评、有感想

读书笔记框架较

清晰，简明扼要，

一定程度上能够

体现读书过程中

的思考，有问题、

有点评、有感想

读书笔记框架不

够清晰，不够简明

扼要，不能够体现

读书过程中的思

考，问题、点评、

感想较少

读书笔记框架不清

晰，潦草混乱，读

书过程没有思考，

几乎没有提出问题、

点评和感想

18

课程目标 2
读书笔记内

容应包括精

华摘录、感想、

点评等。

读书笔记框架清

晰，简明扼要，能

够体现读书过程

中的思考，有问题、

有点评、有感想

读书笔记框架较

清晰，简明扼要，

一定程度上能够

体现读书过程中

的思考，有问题、

有点评、有感想

读书笔记框架不

够清晰，不够简明

扼要，不能够体现

读书过程中的思

考，问题、点评、

感想较少

读书笔记框架不清

晰，潦草混乱，读

书过程没有思考，

几乎没有提出问题、

点评和感想

12

3.读书报告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优（90-100 分） 良（75-89 分） 及格（60-74 分） 不及格（0-59 分）

权重

（%）

课程目标 1

通过读书报告考

查学生自主学习、

查找资料，分析

问题解决问题的

能力。

资料查阅详实，

观点明确，论据

充分，论证符合

逻辑，语言表达

流畅，思路清晰

资料查阅较详实，

观点较明确，论

据较充分，论证

比较符合逻辑，

语言表达较流畅，

思路较清晰

资料查阅不够详实，

观点不够明确，论

据不够充分，论证

不够符合逻辑，语

言表达不够通顺，

思路不够清晰

资料查阅粗疏，

观点不明确，论

据不充分，论证

不符合逻辑，语

言表达不通顺，

思路不清晰

10

课程目标 2
通过读书报告考

查学生对专业理

论知识的理解能

力及综合应用能

力。

资料查阅详实，

观点明确，论据

充分，论证符合

逻辑，语言表达

流畅，思路清晰

资料查阅较详实，

观点较明确，论

据较充分，论证

比较符合逻辑，

语言表达较流畅，

思路较清晰

资料查阅不够详实，

观点不够明确，论

据不够充分，论证

不够符合逻辑，语

言表达不够通顺，

思路不够清晰

资料查阅粗疏，

观点不明确，论

据不充分，论证

不符合逻辑，语

言表达不通顺，

思路不清晰

30

课程目标 3
通过读书报告考

查学生对学术问

题的研究与表达

能力。

资料查阅详实，

观点明确，论据

充分，论证符合

逻辑，语言表达

流畅，思路清晰

资料查阅较详实，

观点较明确，论

据较充分，论证

比较符合逻辑，

语言表达较流畅，

思路较清晰

资料查阅不够详实，

观点不够明确，论

据不够充分，论证

不够符合逻辑，语

言表达不够通顺，

思路不够清晰

资料查阅粗疏，

观点不明确，论

据不充分，论证

不符合逻辑，语

言表达不通顺，

思路不清晰

10

五、推荐实习/实训教材和资源

（一）建议实习/实训教材

隋岩、哈艳秋主编.新闻传播学前沿:2020.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21年 02月 

（二）主要参考书及学习资源

1. (加)戴维·克劳利、保罗·海尔（Paul Heyer），《传播的历史：技术、文化和社会（第

六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2. 【美】兰斯·班尼特 著，《新闻：幻象的政治(第 9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CB%E5%D1%D2%B9%FE%D1%DE%C7%EF&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3=%D6%D0%B9%FA%B9%FA%BC%CA%B9%E3%B2%A5%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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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3. [美]帕维卡·谢尔顿 著；张振维 译，《社交媒体: 原理与应用》。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

年版

4. [美]约翰·杜翰姆·彼得斯（John，Durham，Peters）著；邓建国译，《对空言说：传播

的观念史》，上海三联书店，2017年版

5. [英]戴维·莫利、凯文·罗宾斯：司艳译，《认同的空间——全球媒介、电子世界景观与

文化边界》，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6. (德)西皮尔·克莱默尔编著，《传媒、计算机、实在性 真实性表象和新传媒》，北京：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大纲修订人签字：毛颖辉                                  修订日期：2022 年 0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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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论文》课程教学大纲

毕业论文
课程名称

Graduation Thesis

课程代码 40418205 课程性质 实践教学环节

课程类别 专业综合实践 先修课程 无

学分/周数 7/14

适用专业 新闻学 开课单位 文学艺术学院

课程负责人 刘艳 审定日期 2022 年 09 月

一、课程简介
《毕业论文》是为新闻学专业四年级学生开设的专业综合实践必修课，是对学生专业学习成

果的一种全面考查与检验，要求学生运用本专业理论知识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并尝试解决问题，

并完成一篇不少于 8000字的学术论文。

二、课程目标
本课程有 3个课程目标，具体如下： 

目标 1：全面检验学生掌握本专业理论知识的情况，使学生具备运用专业理论分析和解决具

体问题的能力，提高自身对社会问题的判断能力和思考水平。

目标 2：掌握文献检索、资料查询和梳理的基本方法，掌握基本的学术规范和论文写作的基

本要求，有一定的研究意识和科学精神。

目标 3：具有社会科学研究的思维方式和实践能力，能够完成符合学术规范的学术研究和学

术论文写作。

各课程目标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关系见下表：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
毕业要求 3：专业理论。掌握新闻传播学相

关理论知识，了解学科动态和发展趋势。

3.1 基础知识：系统掌握新闻学专业相关

知识和理论，具备在专业领域发现问题、分析

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课程目标 2
毕业要求 3：专业理论。掌握新闻传播学相

关理论知识，了解学科动态和发展趋势。

3.2 前沿知识：了解本专业的发展趋势，

了解国内外新闻专业和行业的发展动态和理

论前沿。

课程目标 3
毕业要求 7：终身学习能力。持续提升

学科专业素养和实践能力，不断优化知识

结构。

7.1 学习能力。适应新媒体的发展趋势，

不断更新专业知识和实践技能。



282

三、毕业论文（设计）内容
毕业（论文）设

计环节
对应课程目标 学习成果 毕业论文（设计）内容 课程目标达成方式 时间安排

论文选题征集、审

查及任务书下达
课程目标 1

指导教师指导学生完成毕业论文

的选题
指导教师指导学生完成毕业论文的选题

系论文指导小组 2周

开题报告撰写及

答辩
课程目标 2

指导教师指导学生完成毕业论文

的开题
指导教师指导学生完成毕业论文的开题

指导教师小组答辩 4周

论文初稿写作 课程目标 1、2、3

指导教师指导学生完成毕业论文

的初稿
指导教师指导学生完成毕业论文的初稿

指导教师单独指导 4周

论文修改 课程目标 1、2、3

指导教师指导学生完成毕业论文

的修改及定稿
指导教师指导学生完成毕业论文的修改及定稿

指导教师单独指导 2周

论文答辩及定稿

修改
课程目标 1、2、3 论文答辩及定稿修改 论文答辩及定稿修改

系答辩小组答辩，指导教师

督促及负责修改质量
2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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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目标达成的评价方式及评价标准

（一）评价方式及成绩比例   

课程成绩包括 3 个部分，分别为毕业论文综合指导成绩、评阅专家成绩及论文答辩成绩。具体见下表：

评价方式及比例（%）
课程目标

毕业论文综合指导成绩 评阅专家成绩 论文答辩成绩

成绩比例（%）

课程目标 1 16 8 16 40

课程目标 2 12 6 12 30

课程目标 3 12 6 12 30

合计 40 20 40 100

（二）评价标准

1. 毕业论文综合指导成绩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优（90-100 分） 良（75-89 分） 及格（60-74 分）
不及格（0-59

分）

权重

（%）

课程目标 1

毕业论文综合指导

成绩是论文指导教

师根据学生完成的

开题报告、文献综

述以及毕业论文的

总体完成质量给出

的成绩。

论文选题有新意，有

实际应用价值，论文

有自己独到的观点，

能够反映出学生的创

造性劳动。结构安排

合理，论证充分、透

彻，有足够的理论和

实例支撑，语言表达

流畅，论文格式符合

规范要求。

论文选题适当，

有一定的独立见

解，论证较充分，

但理论和实例支

撑不够，结构安

排比较合理，语

言表达较流畅，

论文格式符合规

范要求

论文选题缺乏

新意，论证不够

充分，老生常谈

的内容偏多，结

构不够清晰，引

用他人观点的

比例偏大。语言

表达基本达意。

论文格式基本

符合要求。

选题不适当；

观点不正确；

语言表述错

误多；有抄袭

现象；论文格

式不符合规

范要求；没有

按时间要求

完成论文。

16

课程目标 2

毕业论文综合指导

成绩是论文指导教

师根据学生完成的

开题报告、文献综

述以及毕业论文的

总体完成质量给出

的成绩。

论文选题有新意，有

实际应用价值，论文

有自己独到的观点，

能够反映出学生的创

造性劳动。结构安排

合理，论证充分、透

彻，有足够的理论和

实例支撑，语言表达

流畅，论文格式符合

规范要求。

论文选题适当，

有一定的独立见

解，论证较充分，

但理论和实例支

撑不够，结构安

排比较合理，语

言表达较流畅，

论文格式符合规

范要求

论文选题缺乏

新意，论证不够

充分，老生常谈

的内容偏多，结

构不够清晰，引

用他人观点的

比例偏大。语言

表达基本达意。

论文格式基本

符合要求。

选题不适当；

观点不正确；

语言表述错

误多；有抄袭

现象；论文格

式不符合规

范要求；没有

按时间要求

完成论文。

12

课程目标 3

毕业论文综合指导

成绩是论文指导教

师根据学生完成的

开题报告、文献综

述以及毕业论文的

总体完成质量给出

的成绩。

论文选题有新意，有

实际应用价值，论文

有自己独到的观点，

能够反映出学生的创

造性劳动。结构安排

合理，论证充分、透

彻，有足够的理论和

实例支撑，语言表达

流畅，论文格式符合

规范要求。

论文选题适当，

有一定的独立见

解，论证较充分，

但理论和实例支

撑不够，结构安

排比较合理，语

言表达较流畅，

论文格式符合规

范要求

论文选题缺乏

新意，论证不够

充分，老生常谈

的内容偏多，结

构不够清晰，引

用他人观点的

比例偏大。语言

表达基本达意。

论文格式基本

符合要求。

选题不适当；

观点不正确；

语言表述错

误多；有抄袭

现象；论文格

式不符合规

范要求；没有

按时间要求

完成论文。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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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评阅专家成绩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优（90-100 分） 良（75-89 分） 及格（60-74 分）
不及格（0-59

分）

权重

（%）

课程目标 1

评阅专家成绩是论

文评阅教师根据学

生毕业论文的总体

完成质量给出的成

绩。

论文选题有新意，有

实际应用价值，论文

有自己独到的观点，

能够反映出学生的创

造性劳动。结构安排

合理，论证充分、透

彻，有足够的理论和

实例支撑，语言表达

流畅，论文格式符合

规范要求。

论文选题适当，

有一定的独立见

解，论证较充分，

但理论和实例支

撑不够，结构安

排比较合理，语

言表达较流畅，

论文格式符合规

范要求

论文选题缺乏

新意，论证不够

充分，老生常谈

的内容偏多，结

构不够清晰，引

用他人观点的

比例偏大。语言

表达基本达意。

论文格式基本

符合要求。

选题不适当；

观点不正确；

语言表述错

误多；有抄袭

现象；论文格

式不符合规

范要求；没有

按时间要求

完成论文。

8

课程目标 2

评阅专家成绩是论

文评阅教师根据学

生毕业论文的总体

完成质量给出的成

绩。

论文选题有新意，有

实际应用价值，论文

有自己独到的观点，

能够反映出学生的创

造性劳动。结构安排

合理，论证充分、透

彻，有足够的理论和

实例支撑，语言表达

流畅，论文格式符合

规范要求。

论文选题适当，

有一定的独立见

解，论证较充分，

但理论和实例支

撑不够，结构安

排比较合理，语

言表达较流畅，

论文格式符合规

范要求

论文选题缺乏

新意，论证不够

充分，老生常谈

的内容偏多，结

构不够清晰，引

用他人观点的

比例偏大。语言

表达基本达意。

论文格式基本

符合要求。

选题不适当；

观点不正确；

语言表述错

误多；有抄袭

现象；论文格

式不符合规

范要求；没有

按时间要求

完成论文。

6

课程目标 3

评阅专家成绩是论

文评阅教师根据学

生毕业论文的总体

完成质量给出的成

绩。

论文选题有新意，有

实际应用价值，论文

有自己独到的观点，

能够反映出学生的创

造性劳动。结构安排

合理，论证充分、透

彻，有足够的理论和

实例支撑，语言表达

流畅，论文格式符合

规范要求。

论文选题适当，

有一定的独立见

解，论证较充分，

但理论和实例支

撑不够，结构安

排比较合理，语

言表达较流畅，

论文格式符合规

范要求

论文选题缺乏

新意，论证不够

充分，老生常谈

的内容偏多，结

构不够清晰，引

用他人观点的

比例偏大。语言

表达基本达意。

论文格式基本

符合要求。

选题不适当；

观点不正确；

语言表述错

误多；有抄袭

现象；论文格

式不符合规

范要求；没有

按时间要求

完成论文。

6

3.论文答辩成绩

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优（90-100 分） 良（75-89 分） 及格（60-74 分） 不及格（0-59 分）

权重

（%）

课程目标 1

论文答辩成绩

是论文答辩小

组根据学生在

论文答辩现场

的总体表现给

出的成绩。

陈述内容紧扣论文

主要内容，思路清

晰，逻辑严密。回

答问题思维敏捷，

有理有据，观点具

有新意，语言表达

流畅。

陈述内容紧扣论

文主要内容，结

构较清晰，逻辑

较严密。回答问

题比较正确，观

点较明确，，语言

表达较流畅。

陈述内容与论文

主要内容相关，

但结构不够清晰。

回答问题不够正

确，观点不够明

确，语言表达不

够流畅。

陈述内容与论文

主要内容不太相

关，结构不清晰。

回答问题不正确，

观点不明确，语

言表达不流畅。

16

课程目标 2

论文答辩成绩

是论文答辩小

组根据学生在

论文答辩现场

的总体表现给

出的成绩。

陈述内容紧扣论文

主要观点，思路清

晰，逻辑严密。回

答问题思维敏捷，

有理有据，观点具

有新意，语言表达

陈述内容紧扣论

文主要内容，结

构较清晰，逻辑

较严密。回答问

题比较正确，观

点较明确，，语言

陈述内容与论文

主要内容相关，

但结构不够清晰。

回答问题不够正

确，观点不够明

确，，语言表达不

陈述内容与论文

主要内容不太相

关，结构不清晰。

回答问题不正确，

观点不明确，语

言表达不流畅。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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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畅 表达较流畅。 够流畅。

课程目标 3

论文答辩成绩

是论文答辩小

组根据学生在

论文答辩现场

的总体表现给

出的成绩。

陈述内容紧扣论文

主要观点，思路清

晰，逻辑严密。回

答问题思维敏捷，

有理有据，观点具

有新意，语言表达

流畅。

陈述内容紧扣论

文主要内容，结

构较清晰，逻辑

较严密。回答问

题比较正确，观

点较明确，，语言

表达较流畅。

陈述内容与论文

主要内容相关，

但结构不够清晰。

回答问题不够正

确，观点不够明

确，，语言表达不

够流畅。

陈述内容与论文

主要内容不太相

关，结构不清晰。

回答问题不正确，

观点不明确，语

言表达不流畅。

12

五、推荐毕业设计资源

1.《石河子大学毕业论文（设计）操作手册》

2.《国际新闻界》期刊

3.《新闻与传播研究》期刊

4.《新闻大学》期刊

5.《新闻界》期刊

6.《编辑之友》期刊

7.《中国记者》期刊

8. 中国知网等

大纲修订人签字：刘艳                                 修订日期：2022 年 07 月

大纲审定人签字：杜瑶 马晓亮                          审定日期：2022 年 0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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