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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初试科目考试大纲 

科目代码：820      科目名称：新闻传播实务 

 

    Ⅰ.考查目标 

新闻传播实务综合考试范围包括：新闻采访、新闻写作、新闻编辑、新闻评论、广播电

视实务、新媒体与网络传播、公关与广告实务几个方面。要求考生系统掌握相关的基础知识

和基本方法，能够运用所学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方法分析、判断和解决实际问题。 

   

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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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卷内容结构 

（一）必答题为 100分，各部分内容所占分值为：新闻采访 15 分，新闻写作 15分，新

闻编辑 15分，新闻评论 35分，广播电视实务 20分。 

（二）必选题为 50分，其中，必选题Ⅰ和必选题Ⅱ各占 25分。 

必选题Ⅰ包含 2道题,均为 25分：第 1道为公关与广告实务的内容；第 2道为新媒体与

网络传播的内容。考生必须在 2道题中选取一道作答。考生若两题都回答，只按第 1道试题

的成绩计入总分。 

必选题Ⅱ包含 2道题，均为 25 分：第 1道为新媒体与网络传播的内容；第 2道为公关

与广告实务的内容。考生必须在 2道题中选取一道作答。考生若两题都回答，只按第 1道试

题的成绩计入总分。 

 

Ⅲ．考查范围 

 

第一部分：新闻实务 

 【考察目标】  

   1. 掌握新闻采访、写作、编辑、评论的涵义和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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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熟悉新闻采访、写作、编辑、评论的基本程序 

3. 独立完成新闻采访、写作、编辑、评论的能力 

 

    一、新闻采访 

   （一）新闻发现 

   （二）新闻发现力的培养 

   （三）采访准备 

   （四）现场访问 

  （五）现场观察 

  （六）体验式采访 

   （七）电话采访与网上采访 

   （八）采访方法 

   （九）采访的核实 

  

二、新闻写作 

  （一）新闻写作的基本原理  

   1．新闻报道要真实：新闻报道真实的基本内容；虚假报道出现的社会原因。  

   2．新闻报道要讲时效：增强新闻报道时效的环节；网络传播对新闻时效性的影响。  

   3．新闻写作要关注受众兴趣：受众兴趣的满足与引导。  

   4．新闻报道与记者的倾向性：用事实说话的内容，用事实说话的方式 

 （二）新闻写作的基本程式  

   1．新闻报道的基本构件：消息头的作用；导语的作用和类型；主体的类型和写作要求；

结尾的形式；背景材料的作用和类型。  

   2．新闻报道的基本结构形式：倒金字塔结构的意义、特点和不足；新闻报道其他结构

的特点。  

   3．新闻报道的基本种类：简讯的特点；动态新闻的特点和写作要求；综合新闻的特点

和写作要求；述评性新闻的特点和写作要求；现场新闻的特点和写作要求；人物新闻的特点

和写作要求；其他一些新闻种类的各自特点和写作要求；美国客观报道和精确报道产生的原

因。 

  （三）新闻写作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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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发现新闻：记者的发现力表现诸方面；记者发现力决定于记者具备多方面的素质；

记者发现力决定于记者具有科学的思维方式；记者选择新闻的两个标准；两个标准之间的关

系。  

   2．新闻主题：新闻报道主题的特征；新闻报道主题的选择和确立。  

   3．理解“感觉”在报道中的重要作用；记者的感觉与受众的感觉。 

（四）新闻报道形态演变  

   1．当代新闻报道形式发展变化：“新华体”的特点及变化；报道形态变化及动因。  

2．传播科技与新闻文体的关系：传播科技发展对新闻文体的影响；广播、电视、网络、

手机等对新闻文体的影响。  

 

三、新闻编辑  

（一） 新闻编辑的特点与要求   

  （二） 新闻稿件的选择  

（三） 新闻稿的修改 

（四） 新闻标题  

（五） 新闻稿的配置   

（六） 版面编辑  

（七）新闻报道的策划与组织 

（八） 图片编辑  

（九）专刊和副刊编辑     

（十）电视编辑 

 

    四、新闻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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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新闻评论面临的形势  

网络媒体的特征及挑战，中国社会转型对新闻评论的影响、认识及对策  

  （二）中国新闻评论的现状与特征  

    评论份量、评论时效、评论论题、评论指向、评论监督、评论形式、评论队伍  

  （三）新闻评论的基本概念  

    新闻评论的定义、新闻评论的性质和作用。  

（四）新闻评论的基本要素  

 论点、论据、论证  

  （五）新闻评论的选题  

    选题的概念、选题的价值、选题的来源、选题的原则、选题的标准  

  （六）新闻评论的立意  

    立意的要求、立意的过程  

  （七）新闻评论的论证  

    论证中存在的问题、事实论证的作用、理论论证的作用、立论和驳论  

  （八）新闻评论的素质要求  

    新闻人的特质、新闻评论者素质要求  

（九）用新闻评论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评点新闻事实和社会现象 

 

  第二部分：广播电视实务 

【考察目标】 

1. 熟悉各类广播电视专题和栏目的基本特征 

2. 掌握各类广播电视专题和栏目的编排、创作原则、方式 

3. 熟练掌握各类广播电视专题和栏目的评价方式 

 

   一、电视专题与栏目分类  

  （一）电视专题分类：电视专题的内容分类；电视专题的形式分类  

（二）电视栏目分类：栏目表现对象；栏目表现内容；栏目表现形式  

 

   二、叙述型电视专题（专题片）  

  （一）专题片的类型：新闻性专题；社教性专题片；散文性专题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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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专题片的叙事：叙述者；叙述视角；叙事结构  

（三）专题片的写作：专题片写作过程：专题片写作特性；专题片写作风格  

 

   三、纪实型电视专题（纪录片）  

  （一）纪录片的发展历程：纪录片的开端；纪录片的本质；纪录片的轨迹  

  （二）纪录片的创作模式：格里尔逊式；真实电影；访问式；反射式  

  （三）纪录片的摄制技巧：电视纪录片的选题、拍摄、结构  

（四）纪录片的发展走向：纪录片选题的多元化；纪录片创作的多样化；纪录片经营的

市场化；纪录片播出的栏目化  

 

   四、政论型电视专题（政论片）  

  （一）历史政论片  

  （二）事件政论片  

（三）政治理论片  

 

    五、调查型电视专题（调查报道）  

  （一）电视调查报道的界说：调查报道的界定；调查报道的发展  

  （二）电视调查报道的分类：调查内容分类；调查目的分类；调查模式分类  

（三）电视调查报道的方式：调查方式；结构方式；调查技巧  

 

   六、新闻型电视栏目创作  

  （一）电视新闻栏目化：电视新闻栏目化的意义；电视新闻栏目的形态  

  （二）集纳型新闻栏目：集纳性新闻栏目的编排；集纳型新闻栏目的个性化 

  （三）杂志型新闻栏目：事件组合式；栏目组合式  

（四）专题型新闻栏目：题材的选择；叙事的技巧；专题型新闻栏目的发展趋势  

 

   七、社教型电视栏目创作  

  （一）社教节目的地位  

  （二）社教栏目的类别：节目题材分类；受众对象分类；节目样式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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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公共型社教栏目的创作：社政类节目创作；经济类节目创作；文化类节目创作；  

科技类节目创作；  

  （四）对象型社教栏目的创作：年龄层次的栏目分析；性别层次的栏目分析；职业层次

的栏目分析  

（五）服务型社教栏目的创作：生活服务栏目的发展；生活服务栏目的制作  

 

   八、娱乐型电视栏目创作  

  （一）电视娱乐节目的基本类型：电视娱乐节目的基本样式；电视娱乐节目的特征  

  （二） 电视娱乐节目的消费语境：消费文化的滥觞；电视娱乐节目热；娱乐节目的接

受心理  

  （三）电视娱乐节目的文化批评  

（四）电视娱乐节目的发展策略：电视娱乐节目的市场化细分；电视娱乐节目的规则化

控制；电视娱乐节目的个性化经营  

 

     九、谈话型电视栏目创作： 

（一） 电视谈话节目的发展历程：电视谈话节目的发展背景、发展历程  

  （二）电视谈话节目的基本类型：节目内容分类；结构形式分类  

  （三）电视谈话节目的创作要素：话题；谈话人；谈话方式  

（四）电视谈话节目的拓展空间：谈话节目的交流特质；谈话节目的时空跨越；谈话节

目的改进策略  

 

十、常规型电视栏目编排  

  （一）编排的基本原则：编排基本要素；编排时段划分；编排基本原则  

（二）编排的竞争策略：栏目编排的策略；节目编排的策略；成功编排的经验 

 

 第三部分：新媒体与网络传播 

【考察目标】 

     1. 熟悉新闻传播技术发展的历史 

     2. 熟悉互联网传播技术的主要特点 

     3. 理解数字新媒体传播的主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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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理解网络新闻传播的主要特点 

 

   一、互联网之前的新闻传播技术  

  （一）新闻传媒技术概述：概念、特征、发展阶段  

  （二）报业新闻综合业务处理系统：概念、组成、功能应用以及网络环境  

  （三）广播电视技术及其数字化  

  （四）新闻通信技术及应用：电报、电话、通信网，通信新业务、通信新网络 

  

   二、互联网（因特网）传播技术与第四媒体  

  （一）多媒体电脑与多媒体电脑网络：概念、特征、发展、应用、影响  

  （二）第四媒体（因特网）：因特网传播（网络传播）、多感觉、信息冗余、超媒体、

超文本，第四媒体（因特网）的传播类型及其特点 

  

   三、网络传播的媒介分析  

  （一）网络媒介与传统媒介的比较：媒介性质、媒介特征、传播特征、媒介功能  

  （二）网络媒介对传统媒介的影响：网络媒介对传统媒介的挑战；网络媒介与传统媒介

的共存、双赢战略 

  （三）网络媒介的文化分析：媒介与文化、网络文化空间、网络空间文化的特征 

  

    四、网络传播的受众分析  

  （一）网民：概念、特征、结构  

（二）网民行为：行为方式、行为特征、网民语言  

 

   五、网络传播的效果分析  

  （一）网络传播效果分析的特殊意义  

  （二）网络传播过程效果分析  

  （三）网络传播社会效果分析  

  （四）网络传播对传统效果理论的更新 

  

   六、网络新闻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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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网络新闻传播的概念及特点  

  （二）传统新闻媒体的网上新闻传播  

（三）商业性 ICP网站的网络新闻传播  

 

   七、网络传播伦理与法制  

  （一）因特网背景下的伦理问题与犯罪问题  

  （二）网络传播道德规范及法制建设 

  

 第四部分：公关与广告实务 

     【考察目标】 

    1. 掌握广告与公共关系的基本概念。 

2. 掌握广告策划与创意的基本理论、思维方法和一般技巧。 

 

 一、公共关系 

（一）公共关系基础原理 

公共关系基本原理；危机公关处理原则与处理程序；公共关系策划书的撰写 

（二）整合营销传播的基本原理 

（三）新媒体环境下的广告与公关 

 

二、广告实务 

（一）广告调查与市场分析 

广告调查的内容和方法；市场分析的内容和分析方法 

（二）广告战略、策略制定 

广告战略与策略的关系。广告策略的不同类型 

（三）广告创意与文案写作 

广告创意与文案写作的策略思考、基本要求、方法与技巧 

（四）广告媒介与广告媒介策划 

广告媒介基础知识；广告媒介策划的步骤与内容 

（五）广告策划书的撰写 

广告策划书的基本内容和结构框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