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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工商大学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

《新闻与传播专业基础》（440）考试大纲

一、考试性质

《新闻与传播专业基础》是北京工商大学新闻传播学科专业型硕士研究生入

学考试的科目之一。考试力求反映新闻与传播专业型硕士研究生的人才培养特

点，选拔具有发展潜力的优秀人才入学，培养具有良好职业道德、具有较强分析

与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经济信息传播和品牌传播领域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

二、考查目标

《新闻与传播专业基础》考试是为招收新闻与传播专业学位研究生而设置的

具有选拔性质的考试科目。其目的是科学、公平、有效地测试考生是否具备攻读

新闻与传播专业学位研究生所必须具备的基本概念、基础理论的掌握和运用能

力。考查目标要求考生：

第一，全面掌握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基本概念、主要理论及其发展规律；

第二，具有一定的运用新闻学与传播学理论分析评判新闻传播现状的能力。

三、考试形式和试卷结构

（一）试卷满分及考试时间

本试卷满分为 150分，考试时间为 180分钟。

（二）答题方式

答题方式为闭卷、笔试。

（三）试卷内容与题型结构

1.名词解释 5题，每小题 4 分，共计 20分

2.简答题 4题，每小题 15 分，共计 60分

3.论述题 2题，每小题 35 分，共计 70分

四、考查内容

（一）传播学的研究对象与基本问题

1．传播与信息

2．传播的定义与特点

3．社会传播的系统性

4．社会信息系统的特点

5．社会信息系统的运行与社会发展

6．精神交往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传播观

（二）人类传播活动的历史与发展

1．人类传播的发展进程

2．信息社会与信息传播

（三）人类传播的符号与意义

1．符号在人类传播中的作用

2．人类传播中的意义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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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象征性社会互动

（四）人类传播的过程与系统结构

1．传播的基本过程

2．社会传播的系统结构

（五）人内传播与人际传播的过程和特点

1．人内传播

2．人际传播

（六）群体传播、集合行为与组织传播的过程及传播机制

1．群体传播

2．集合行为及其传播机制

3．组织传播

（七）大众传播的定义及特点与社会功能、产生与发展过程、社会影响

1．大众传播的定义、特点与社会功能

2．大众传播的产生与发展过程

3．大众传播的社会影响

（八）媒介技术与媒介组织

1．媒介技术与社会发展

2．媒介组织的性质和社会作用

（九）传播制度与媒介规范理论

1．传播制度与媒介控制

2．关于传播制度的几种规范理论

（十）社会转型与受众变迁

1．“大众”与大众社会理论

2．几种主要的受众观

3．分众理论及其研究

4．“使用与满足”理论

（十一）传播效果的研究领域、历史发展与制约因素

1．传播效果研究的领域与课题

2．传播效果研究的历史与发展

3．传播效果的产生过程与制约因素

（十二）几种主要的大众传播效果理论

1．“议程设置功能”理论

2．“沉默的螺旋”理论

3．“培养”理论

4．新闻框架与框架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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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知沟”理论

6．第三人效果

（十三）国际传播与全球传播

1．从国际传播到全球传播

2．关于世界信息传播秩序的争论

3．国际传播与全球传播研究的若干重要课题

（十四）传播学研究史和主要学派

1．传播学的起源、形成与发展

2．传播学的主要学派

（十五）传播学研究方法

1．抽样调查法

2．内容分析法

3．控制实验法

（十六）新闻价值

1.新闻的特性

2.新闻价值的十个要素

（十七）新闻真实

1.新闻真实——事实的真实

2.新闻真实受到的各种自然制约

3.造成新闻不真实的诸多具体原因

（十八）新闻客观性原则

1.客观性理念产生的背景及发展过程

2.客观性首先是一种新闻职业理念

3.客观性作为一种报道方式

（十九）新闻出版自由

1.新闻出版自由理念的提出

2.20世纪以来共产党人关于新闻出版自由的文献

3. 关于表达自由的理论讨论

（二十）新闻法治

1. 新闻传播法的渊源

2. 中国新闻传播立法的历史

3. 新闻传播法的基本理念和应有内容

4. 我国新闻实践中的“新闻官司”

（二十一）新闻职业道德

1. 新闻职业道德应有的内涵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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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造成职业道德缺失的原因

3. 新闻职责忠诚的两个金字塔模式

（二十二）宣传学

1. “宣传”的概念和定义

2. 宣传的五要素

3. 毛泽东论宣传

4. 宣传伦理

（二十三）舆论学

1. 舆论概念的历史和定义

2. 马克思恩格斯论舆论

3. 舆论的八要素

4. 舆论的形成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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