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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院

新闻与传播硕士（MJC）攻读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适用专业

新闻与传播硕士（专业代码：0552）

二、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德才兼备，具有现代传播理念与国际化视野及其较高的法律素养，了解中国

国情，熟练掌握媒介融合时代新闻传播技能与方法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

（一）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热爱新闻传播事业，具有

良好的道德品质，遵纪守法，能够把握社会主义新闻观念和现代传播职业理念，恪守新闻职

业精神与职业道德。积极引导社会舆论，壮大主流声音，传递正能量，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

（二）具有扎实的学识修养和专业基础，了解新闻传播学科前沿和发展趋势，把握新闻

传播的基本规律、基本理念。具备较为宽广的专业和职业发展可能性，富于创新精神，掌握

从事新闻传播工作的职业技能。能够理论结合实践，发挥自身优势，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与专

业工作。

（三）具有较强的新闻传播实践能力，适应媒体融合时代所需要的创意能力和创新思维。

能够熟练运用各种媒介手段和方法，胜任新闻传播业务工作。既具有坚实的新闻传播学理论

基础和素养，又具备跨媒体操作能力。

（四）具有独立综合地分析各类传播现象，发现和解决各种问题的能力，能比较熟练地

运用一种外语阅读本专业的外文文献资料，有较高的文字写作、口语表达水平和良好的沟通

协作和表达能力、团队合作精神。

三、招生对象及入学考试方法

（一）招生对象

招生对象一般为从事新闻传播工作及相关专业或具有一定媒体工作实践经验的其它专

业的学士学位获得者，以及具有国民教育序列大学本科学历（或本科同等学力）人员。

（二）入学考试方法

统一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考试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招生考试。

四、学习方式及年限

（一）学习方式

全日制学习。

（二）学习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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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制两年。因特殊原因，经导师与新闻与传播硕士教育中心同意，研究生院批准，学习

年限可延长 1至 2年。

五、课程设置

实行学分制，总学分为 34学分（其中课程学分 30学分，实践学分 4学分）。

（一）必修课（16 学分）

1.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2学分）

2.外语（3学分）

3.新闻传播学理论基础（2学分）

4.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法（2学分）

5.新媒体研究与应用（2学分）

6.媒介经营与管理（2学分）

7.新闻传播政策、法规与伦理（3学分）

（二）选修课（14 学分，限选 7 门）

1.法制宣传教育实务专题（2学分）

2.法制影视策划与制作专题（2学分）

3.新闻策划与深度报道专题（2学分）

4.网络舆情分析实务（2学分）

5.广告策划实务（2学分）

6.新闻报道侵权专题（2学分）

7.创意写作（2学分）

8.纪录片专题（2学分）

9.数据新闻与数据可视化（2学分）

10.新媒体运营实务（2学分）

（三）实践教学（4 学分）

六、培养方式

（一）以课程教学为主，兼有案例分析、专题讲座、模拟演练、现场实习等多种形式的

教学方式。教学内容重视基本理论及实际应用，注重对学生新闻与传播实务能力的培养。同

时，根据培养单位的学科优势，在全面提升学生新闻传播能力的同时，对学生进行特色培养，

培养学生的职业竞争力。

（二）加强校与新闻传播实务单位及管理部门的联系和交流，聘请新闻与传播实践单位

的专家和相关部门的管理者参与研究生教学及培养。实行双指导教师和导师组集体培养相结

合的方式。双指导教师以师生互选方式确定，负责研究生培养全过程，帮助学生选择并确定

研究课题，制定学习计划；导师组以双指导教师为主，由 3-8人组成，发挥集体培养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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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学生知识面和研究视野。

七、质量标准

（一）应掌握的基本知识

1.基础知识

新闻与传播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应具有较为全面和扎实的新闻传播学理论基础知识、广

泛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以及其它相关的科学知识，掌握马克思主义基

本理论，熟悉当代信息技术的运用，熟练掌握人文科学的研究方法。同时，要有比较丰富的

专业领域的实践经验，能够掌握一门以上外语，阅读本专业所需的外文资料。

2.专业知识

新闻与传播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应具有较为宽广的专业视野，熟悉国内外大众传播与新

媒体事业发展的现状与趋势，熟悉媒体运营规律，掌握媒体专业技能，具有坚实的新闻传播

理论知识，熟读重要的理论著作，充分掌握相关研究文献，熟悉新闻传播领域的方针政策与

法规。

（二）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1.专业素养

具有良好的文化素质和广阔的学科视野，有较强的观察能力、分析能力、创新能力和写

作能力，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并重，能理论联系实际，善于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

2.职业道德与职业精神

主动自觉学习党的基本路线、方针和政策，站在正确的政治和道德立场上开展工作，养

成良好的新闻职业精神。在实际工作中践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牢固树立崇高的理想、坚定

的信念、昂扬的精神、良好的作风，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更好地服务于社

会主义建设，服务于人民群众。

（三）应具备的基本能力

具有较强的新闻敏感性和社会观察能力；具有良好的沟通协作和表达能力；具有良好的

口头与文字表达能力；具有较强的社会调查和社会参与能力，掌握媒体专业技能，具备内容

生产、网络编辑、数据挖掘与分析、舆情研判及媒体运营与管理等综合能力。

八、专业实践

（一）认真进行社会实践或教学实习，设实践学分 4学分。在新闻媒体或政府及企事业

单位的新闻宣传工作岗位实习不少于 3个月，应届本科生实习实践时间不少于 6个月。实习

期间，要完成一个专业作品（含深度报道、广告作品、策划方案、影视作品、网络作品、手

机作品等）。实践结束后写出小结，指导教师写出评语和评定成绩。

（二）硕士研究生在校期间应至少参加 15场校内讲座，设讲座学分为 3学分。课堂外，

自主选择听取本学科和与本学科相关的专家讲座，扩展知识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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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学位论文

（一）考核方式

课程考核分为考试和考查两种形式，重在考察学生运用所学专业知识发现、分析和解决

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中期考核

研究生通过一年学习后，导师组依据《华东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中期考核办法》对研究

生进行中期考核。研究生经中期考核，思想品德、学习成绩、科研能力等方面合格者，可继

续进入硕士论文写作阶段。

（三）形式和规范要求

新闻与传播硕士（MJC）专业学位研究生必须撰写学位论文，学位论文的写作要遵循学

术规范，遵守著作权法，治学严谨。论文选题应与新闻与传播实践紧密结合。学位论文选题

应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论文内容应面向新闻传播业的实际问题，体现学生运用所学新

闻传播理论及相关专业知识，综合解决实践问题的能力。

学位论文形式可以是案例分析、调研报告、项目（实践）研究等多种形式，由硕士研究

生本人在导师指导下在规定时间内独立完成。学位论文撰写参考《华东政法大学新闻与传播

专业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写作规范与编排体例》和学校相关规定，论文字数不少于３万字。

在规定年限之内修满培养方案所规定的所有学分、完成专业实习并通过论文答辩，经校

学位委员会审核批准后，授予新闻与传播硕士（MJC）专业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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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与传播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学计划总表

类别 序号 课程名称

学

时

数

学

分

各学期周课时数 考核

方式

学分

要求
备注

一 二 三 四

必修课

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与实践
36 2 2 考试

16
学

分

2 外语 54 3 3 考试 刘

3 新闻传播学理论基础 36 2 2 考试 王

4 新媒体研究与应用 36 2 2 考试 郑

5 媒介经营与管理 36 2 2 考试 彭

6 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法 36 2 2 考试 王

7 新闻传播政策、法规

与伦理
54 3 3 考试 范

选修课

8 法制宣传教育实务专题 36 2 2 考查

不

低

于
14
学

分

孔

9 法制影视策划制作专题 36 2 2 考查 巢

10 网络舆情分析实务 36 2 2 考查 孙

11 纪录片专题 36 2 2 考查 陈

12 创意写作 36 2 2 考查 高

13 新闻报道侵权专题 36 2 2 考查 袁

14 数据新闻与数据可视化 36 2 2 考查

15 广告策划实务 36 2 2 考查 冯

16 新闻策划深度报道专题 36 2 2 考查 刘

17 新媒体运营实务 36 2 2 考查 张

实践教学

社会实践 4 √
须于中

期考核

前完成
学术讲座 3 √ √ √

科学研究 √ √ √

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开题报告与论文调查 √ √

学位论文撰写、论文答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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