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学基础理论》课程考核大纲

一、课程编号：

二、课程类别：新闻学专业专升本课程

三、编写说明：

1.本考核大纲参考《新闻学概论》编写组所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

设工程重点教材《新闻学概论》（第二版）与杨保军所著的《新闻理论教程》（第

四版）等教材。

2.大纲中带★的内容是马工教材《新闻学概论》（第二版）的重点学习内容。

3.本大纲适用于新闻学专业专升本考试。

四、课程考核的要求与知识点

第一章 新闻本源

1.识记：（1）前新闻传播业时代；（2）新闻传播业时代；（3）后新闻传播业

时代。

2.理解：（1）新闻的定义；（★）（2）新闻定义的基本类型；（3）新闻的功

能；（4）新闻的基本特征；（★）（4）后新闻传播业时代的可能特征。

3.运用：新闻传播活动三大历史时期划分的依据及具体结果。

第二章 新闻原则

1.识记：（1）新闻真实；（★）（2）客观报道；（3）新闻正义。

2.理解：（1）新闻报道实现具体真实的三个要求；（2）新闻传播的客观理念与

方法。

3.运用：（1）虚假新闻的成因及防治办法；（2）新闻报道的客观理念与客观方

法；（3）在新闻工作中如何坚持真实性原则？（★）（4）为什么说新闻真实是

新闻媒体公信力的前提？（★）

第三章 新闻价值与新闻选择

1.识记：（1）新闻价值的内涵；（★）（2）新闻选择。

2.理解：（1）新闻价值实现的过程；（★）（2）新闻价值取向；（★）（3）

新闻选择的规律性标准；（4）新闻选择的媒介形态标准；（5）新闻选择的其他

标准；（6）受众新闻选择的基本标准。



3.运用：新闻价值理论与新闻敏感。（★）

第四章 新闻媒体

1.识记：（1）新闻媒体；（★）（2）大众传媒；（3）媒介融合。（★）

2.理解：（1）新闻媒体的发展；（★）（2）新闻媒体的类型；（★）（3）社

交媒体的功能。

3.运用：（1）媒介融合的途径等。（★）

第五章 新闻事业与新闻事业管理

1.识记：（1）新闻事业；（★）（2）新闻体制（媒介制度，新闻制度）；（3）

新闻事业管理。（★）

2.理解：（1）新闻事业的产生与发展；（★）（2）新闻事业的性质；（★）（3）

新闻事业的功能；（★）（4）我国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性质；（★）（5）我国

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任务。（★）

3.运用：我国新闻事业管理的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

第六章 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和基本方针

1.识记：（1）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2)新闻工作的人民性（群众性）原

则；（3）新闻工作的指导性原则；（4）新闻工作的批评监督原则；（5）正面

报道。（★）

2.理解：（1）当代中国新闻传播业的宗旨和基本方针；（★）（2）“三贴近”

的内涵；（★）（3）新闻工作坚持“三贴近”的意义；（★）（4）新闻工作贯

彻“三贴近”的要求；（★）（5）坚持以正面宣传为主的基本要求。（★）

3.运用：（1）党性原则与人民性（群众性）原则的关系；（★）（2）坚持以正

面宣传为主的的重要意义。（★）

第七章 新闻宣传

1.识记：（1）宣传；（2）新闻宣传；（★）（3）对外宣传。（★）

2.理解：（1）新闻与宣传的区别；（2）我国新闻宣传的基本理念；（★）（3）

新闻宣传的方式；（★）（4）我国对外宣传的基本要求。（★）

3.运用：如何加强我国的对外宣传与提升我国的对外传播力。（★）

第八章 新闻舆论

1.识记：（1）舆论；（2）新闻舆论的内涵和特征；（★）（3）新闻舆论引导

与新闻舆论监督的含义、功能与作用等。（★）

2.理解：（1）新闻媒介与舆论导向的关系；（2）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意义；（★）



（3）新闻舆论监督的主体与客体；（★） （4）新闻舆论监督的原则与方法；

（★）

3.运用：（1）如何提升我国新闻舆论的引导能力。（★）（2）党和政府既重视

新闻舆论引导又重视新闻舆论监督的原因。（★）

第九章 新闻出版自由

1.识记：(1)新闻出版自由；（★）（2）哈钦斯委员会（新闻自由委员会）；（3）

社会责任理论。

2.理解：(1)约翰·密尔顿的新闻自由观；（2）新闻出版自由的发展过程；（★）

（3）新闻自由的内容；（4）新闻自由的实现条件及标志；（5）新闻出版自由

的具体性和相对性。（★）

3.运用：不同社会制度关于新闻出版自由的观念与实践差异。（★）

第十章 新闻法治

1.识记：(1)新闻法治的含义；（★）（2）新闻法治的法律依据。（★）

2.理解：(1)新闻传播活动主体的权利与义务；（★）（2）依法规范新闻传播行

为。（★）（3）新闻敲诈；（4）隐私权。

3.运用：如何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法制建设。（★）

第十一章 新闻道德

1.识记：(1)新闻道德的内涵；（★）（2）新闻道德的特征；（★）（3）新闻

道德的作用。（★）

2.理解：(1)新闻职业道德的结构；（2）新闻道德的核心德目；（3）新闻道德

的发展；（★）（4）新闻道德与媒体社会责任的关系。（★）

3.运用：如何加强新闻人才与新闻队伍的职业道德素质建设。（★）

第十二章 新闻人才与队伍

1.识记：(1)新闻人才的内涵；（★）（2）新闻人才的价值。（★）

2.理解：(1)新闻人才的培养；（★）（2）新闻队伍的建设。（★）

3.运用：新时代我国新闻媒体如何培养全媒型人才。（★）

第十三章 新闻关系

1.识记：(1)新闻关系；（2）媒介文化；（3）新闻文化。

2.理解：(1)政治与新闻的关系；（2）经济与新闻的关系；（3）文化与新闻的

关系；（4）技术与新闻的关系；（5）技术对新闻的建构。



3.运用：（1）结合案例分析新闻与政治的关系；（2）结合案例分析新闻与经济

的关系；(3)结合案例分析新闻与文化的关系。

五、课程考核实施要求

1、考核方式

本考核大纲为新闻学专业专升本学生所用，考核方式为闭卷考试。

2、考试命题

（1）本考核大纲命题内容覆盖了教材的主要内容。

（2）试题对不同能力层次要求的比例为：识记占 40％，理解占 40％，运用占

20％。

（3）试卷中不同难易度试题的比例为：较易占 25％，中等占 55％，较难占 20％。

（4）本课程考试试题有填空题、选择题或判断题、名词解释题、简答题和论述

题等五种类型。

3、课程考核成绩评定

考试卷面成绩即为本课程成绩。

六、教材和参考书

1.教材：

[1]《新闻学概论》编写组.新闻学概论（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2020.

[2]杨保军.新闻理论教程（第四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

2.参考书目：

[1]李良荣.新闻学概论（第六版）[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

[2]陈力丹.马克思主义新闻实现概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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