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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全日制新闻与传播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 

（新闻与传播 055200） 

 

一、培养目标  

（一）基本目标 

本专业培养具备国际化视野与现代传播理念，掌握新闻传播学基础理论知识和各类

媒体内容生产及传播技能，熟悉城市文化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满足各类媒体、企事业

单位宣传部门、公关广告公司等机构的人才需求。 

（二）具体要求 

1.掌握新闻与传播专业的理论与方法，具有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和广泛的国际视野，

具备胜任新闻与传播职业的专业技能。 

2.熟悉本土地域文化，掌握城市文化传播规律方法，能以各种媒介形式讲好城市故

事。 

3.具有独立的思考能力、理性的思维能力和较强逻辑分析能力以及严谨的治学态度，

善于全面、系统的思考问题、解决问题。 

4.具备一定的人文精神和科学素养，具有现代意识；具备较强的职业敏感性，能够

运用新闻传播学知识对新发生的事件、问题、现象作出合理且有说服力的解释。 

5.具备团队协作的素养，能够驾驭复杂局面，具备应对处于各种突发危机事件的综

合能力。 

二、学习方式及学制 

采用非全日制学习方式，学制为 3-4 年。 

三、培养方式与方法 

（一）采取课程学习、实践训练、论文研究相结合的培养方式 

1.采取课程学习和校内外实践训练相结合的学习方式。课程学习采用学分制，教学

密切联系国内国外新闻传播业的实际问题，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注重在实践中培养

研究生解决实际问题的意识和能力。 

2.在培养过程中充分发挥研究生自主学习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加强研究生的自学能

力、实践能力及应用创新能力的训练和培养。 

3.研究生在导师组指导下完成实践环节，实践项目来源于应用课题或现实问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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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的职业背景与行业应用价值。 

（二）实行“双导师制” 

实行校内导师与校外导师组成“双导师制”共同培养研究生。聘请新闻传播单位的

专家和相关部门管理者参与研究生培养，校内导师是硕士生培养第一责任人，校外导师

全程参与培养。培养过程要求密切结合产业，强调实践能力培养和过程管理。   

四、课程设置及学分 

学生在校期间必须完成必修课、选修课和实践环节的学习，总学分不少于 32 学分，

其中课程学习不少于 24 学分，实践训练 8学分。 

（一）课程设置 

类别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授课 

学期 

考核 

方式 

学分

要求 

学位

课 

必 

修 

课 

全校公共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36 2 1 考试 
4 

英语 32 2 1 考试 

专业公共课 

新闻传播学理论基础 32 2 1 考试 

6 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法 32 2 1 考试 

新媒体研究 32 2 1 考试 

选 

修 

课 

公共限选课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8 1 2 考查 1 

非学

位课 

专业限选课 

媒介经营与管理 32 2 2 考试 

6 新闻传播政策、法规与伦理 32 2 1 考试 

跨媒体项目 32 2 2 考查 

专业选修课 

新闻与传播行业发展前沿 16 1 1-2 考查 

≥5 

深度报道 16 1 1 考查 

天府文化专题 32 2 1 考查 

城市文化传播 32 2 2 考查 

新媒体内容策划与生产 32 2 2 考查 

文化名城形象建构与传播 32 2 2 考查 

跨文化传播 32 2 2 考查 

公共关系理论与实务 32 2 2 考查 

数据新闻可视化 32 2 2 考查 

危机传播管理 16 1 2 考查 

文献检索与学术规范 16 1 2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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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选修课 学校统一开设   1-2 考查 2 

实践环节 

专业实践 
≥12 个

月 

6 3-5 考查 

8 

社会实践 2 3-5 考查 

（二）毕业学分要求 

学位课程（11 学分） 非学位课程（≥21 学分） 

全校公共课 专业公共课 公共限选课 专业限选课 专业选修课 公共选修课 实践环节 

4 学分 6 学分 1 学分 6 学分 ≥5学分 2 学分 8 学分 

（三）其他 

非新闻传播学的学生入学后，应补修 2 门新闻传播学本科阶段的主干课程，不计学

分。 

《新闻与传播行业发展前沿》为讲座课程，在 1-2 学期内完成 4场专题讲座，撰写

听讲报告，交指定教师评定成绩。 

五、专业实践及社会实践  

（一）专业实践 

专业实践可以包括新闻媒体工作实务训练、企事业单位宣传部门实践训练、媒介创

意与设计实务训练、媒介传播与推广实务训练和媒介经营管理等实践训练，原则上不少

于 12 个月。实践结束后提交实践报告和成果记录，通过者获得相应学分。 

（二）社会实践 

结合所学专业知识到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等进行社会调查，参加生产、设计、科

研、助教、管理以及参加全国研究生创新实践系列活动等。实践结束后提交实践报告，

通过者获得相应学分。 

六、学位论文  

（一）论文选题 

选题应着眼于行业、专业范围的前沿、热点、难点、重点问题，应具有较强的理论

与现实意义、应用价值。选题范围应尽量聚焦，本着“小题大作”的原则，就较为具体

的问题开展深入研究。可将研究报告、规划设计、产品开发、案例分析、管理方案、发

明专利、文学艺术作品等作为主要内容，以论文的形式表示。 

（二）开题报告 

 开题报告一般于第三学期完成，重点考查研究生的文献收集、整理、综述能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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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设计能力。 

（三）中期检查 

 学位论文中期检查与专业实践中期报告同期进行。    

（四）论文评审与答辩 

学位论文一般不少于 1.5 万字，具体格式参照学校硕士学位论文相关格式规范。论

文须有导师认可，并经专家评阅认定合格后方可进行答辩。 

学位论文评审与答辩应从论文选题与综述、研究设计、论文的逻辑性和规范性、工

作量、应用价值等方面重点考查论文是否使研究生受到了完整、系统的研究和实践训练。 

七、学位授予 

完成课程学习及实践环节，通过所有考核、取得规定学分，并通过论文答辩者，经

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授予新闻与传播硕士专业学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