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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科简介 

西南大学新闻教育始于 20世纪 80年代。1993年，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设立新闻学专

业方向。2001年，西南师范大学开办新闻学专业，先后获批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硕士授权

点（2011），新闻与传播专业学位授权点（2014）、重庆市十二五规划重点学科(2011)、

重庆市十三五规划重点学科(2017)，以及重庆市特色专业(新闻学，2012)、重庆市一流本

科专业(新闻学，2019)、国家一流本科专业（新闻学，2019）。现已开设传媒文化教育、

传媒文化产业、传媒史等博士培养方向。该学科建设了国家级精品课程《写作》、国家精

品在线课程《经典导读与欣赏》等，拥有高学历的师资力量、丰富的教育教学资源、先进

的教学理念，在人才培养、学生就业和科学研究等方面彰显了出较大的影响力。 

根据新闻传播的应用性特点和行业发展趋势，本学科形成了新闻采写、媒介形象、新

媒体文化、影像传播等方向特色，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已与美国密苏里州立大学、

英国罗伯特戈登大学以及国内十多所高等院校建立了实质性的交流合作关系。专业教师先

后主持国家重大科研课题 1项，国家社科基金、省部级科研课题以及各种横向课题 50余项。

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1项、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1项、重庆市哲学社

会科学一等奖 2项、重庆市教学成果一等奖 2项，以及省部级科研奖 10余项。出版专著及

国家级教材 3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 200余篇，部分研究成果产生了较为明显的学术影响和

社会效益。 

在师资方面，新闻传播学学科已拥有一支能力强、素质高、结构合理的师资队伍。拥

有专、兼职教师、外国专家 30余名，其中博士生导师 4名，硕士生导师 10名，教授 5人，

副教授 13人，专业教师 100%的具有博士学位。现有重庆市教学名师 1人，重庆市新闻传

播学学术技术带头人 2 人，重庆市新闻传播学学术技术带头人后备 1 人。其中，新闻采访

与写作教学团队（2011）、融媒体校企融合教学团队（2019）获批重庆市优秀教学团队。  

本专业将以人才培养为中心、学科建设为龙头、队伍建设为保障、学术创新为支撑，

朝着建设特色鲜明的、西南领先、全国知名的新闻传播学科迈进。 

二、适用范围 

一级或二级学科 研究方向 

新闻传播学 

融合媒体实务 

中外传媒史论 

新媒体传播 

传播与社会 

新媒体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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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培养目标   

新闻传播学专业紧跟社会发展和传媒前沿，围绕“开中外视野、立时代精神、办特色

教育、育传媒人才”的宗旨，以“厚基础，强能力，高素质，宽口径”为总目标，旨在培

养熟悉我国新闻传播、宣传政策与法规、人文素养深厚、社会责任感强、心理素质良好、

专业理论扎实、技术技能全面、全媒体实战能力突出，善于自主学习与探索、独立思考与

创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传媒专业人才。使学生能够在新闻媒体、企事业单

位等从事新闻采写与制作、文化创意与营销、新媒体策划与传播、教学与管理等方面的工

作，并实现以下具体目标： 

（一）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掌握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原理，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良好的思

想品德和社会公德。 

（二）热爱党的新闻传播事业，树立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熟悉党和国家新闻传

播宣传工作的方针、政策及法规，具备良好的新闻传播职业道德和修养，具有传播主流价

值、弘扬中华文化的自觉意识。 

（三）掌握新闻传播学专业的核心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了解国内外传媒理论

和前沿动态，具备在全媒体语境中开展新闻宣传、文化创意、组织管理等工作的能力。 

（四）具有跨学科的知识视野、坚实的专业理论基础、深厚的人文素养、严谨的科学

精神；具备自主学习能力和科学研究的能力。 

（五）具备全球视野、国际理解与交流合作能力，熟练掌握一门外国语，具备健康的

心理、健全的体魄，良好的审美素养和高雅的艺术情趣，形成健全的人格和良好品质。 

四、学习年限 

实行弹性学制，全日制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基本学制为 3年，学习年限为 3—5年。 

五、培养方式  

学科点强调导师负责与导师组培养、集中培养与因材施教、课堂学习与专题研讨相结

合；鼓励学生跨学科选修课程（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历史学）。 

（一）以课程学习为主，科学研究为辅。通过三年的学习，既围绕本专业建立系统的

基本知识体系，又力求在本专业某些研究方向上有较深的学术造诣。 

（二）专以课堂讨论为主，导师引导为辅。通过案例研讨、项目驱动、学术沙龙等教

学方式，提高研究生专业素质和综合能力，培养研究生理解和概括专业文献的能力，加强

研究生的创新能力、分析问题能力、解决问题能力和写作能力的培养。 

（三）在培养过程中，通过教师的认真授课使学生形成初步的专业知识，逐渐进入到

对专业问题的深层次思考；通过在导师指导下的阅读，收集和积累相关的知识和资料，使

学生由浅而深，逐渐进入对专业问题的研究，写出有一定学术水准的课程论文和毕业论文。 

（四）在导师的具体指导下，开展体现专业发展需求、符合时代发展需要、能充分发

挥主观能动性的研究生实践活动；实践结束后写出总结报告，并由导师或导师组据实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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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必修环节 

（一）课程学习 

类型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含中英文） 

开
课
学
期 

学
时 

学分 
考核 

方式 
备 注 

必

修

课 

公

共

课 

1111000001001 第一外国语 1 90 3 考试  

111100000200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

践研究 
1 36 2 考试  

 1111000002004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

论 
1 18 1 考试  

学

科

核

心

课 

1111050300001 

中外主文献研读（含研究生

学术道德与论文写作） 

Introducation to Classical 

Communication Theory 

1 36 2 考试 导师组 

1111050300002 
经典文本导读 

Introduction to Classic Texts 
1 54 3 考查  

专

业

课 

1111050300003 
新媒体技术 

New Media Technology  
3 48 2 考查 

理论 18 学

时+实践 30

学时 

1111050300004 
新闻史专题研究 

Topics in Journalism History 
2 48 2 考查 

理论 18 学

时+实践 30

学时 

1111050300005 
新媒体文化 

New Media Studies 
2 48 2 考查 

理论 18 学

时+实践 30

学时 

  1111050300006 
传播学研究方法 

Communication Research 

Methods 

2 48 2 考查 

理论 18 学

时+实践 30

学时 

  1111050300007 

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 

Marxist Thoughts of 

Journalism 

3 36 2 考查  

选 

 

修 

 

课 

1111050300010 
书报刊阅评 

Media Text Analysis 
2 36 2 考查  

1111050300011 
文化人类学 

Cultural Anthropology 
3 36 2 考查  

1111050300012 

传播伦理与法规 

Communication ethics and 

regulations 

3 36 2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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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050300013 
受众与用户研究 

Audience Studies 
3 36 2 考查  

1111050300014 
国际传播专题 

Topics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3 36 2 考查  

1111050300015 
应用文体写作与传播研究 

Study of Practical Writing and 

Communication 

3 36 2 考查  

1111050300016 
融合新闻研究 

Convergent Journalism 
3 36 2 考查  

1111050300017 
视觉文化传播 

Visual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3 36 2 考查  

1111050300018 
数据新闻 

Data News 
4 36 2 考查  

1111050300019 
新闻摄影 

Journalism Photography 
3 48 2 考查 

理论 18 学
时+实践 30

学时 

1111050300020 
媒介经济学理论与实务 

Theory and Practice of Media 

Economy 

3 36 2 考查  

1111050300021 
名编名记案例研究 

Case Studies of Famous 

Reporters and Editors 

3 36 2 考查  

1111050300022 
文化创意与营销 

Cultural Creativity and 

Marketing 

3 36 2 考查  

1111050300023 
新闻社会学 

Journalism Sociology 
4 36 2 考查  

1111050300024 
性别传播 

Gender communication 
4 36 2 考查  

至少选修一门跨学科课程和一门全校性创新创业在线课程。 

跨学

科或

同等

学力

考生

补修

课程 

1110050300001 

传播学概论 

Introduction to 

Communication 

  

备注： 

至少三门 

1110050300002 
新闻学概论 

Introduction to Journalism 
  

1110050300003 
中 外 新 闻 史 History of 

Chinese and Foreign News 
  

应修

学分

要求 

应修最低学分：   37  学分（具体由各学科自定） 

其中必修课程最低学分：  25 学分（含学术活动+实践训练 4 学分） 

备注 

1．“跨学科”指按照跨一级学科认定，如有特殊情况，在备注中予以说明。 

2．课程免修按学校相关规定执行。 

3．全校各培养单位开设的所有研究生课程均可作为选修课。 
4．本表格可加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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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术活动 

硕士生应积极参加各种学术活动，如学术讲座、学术沙龙、学术会议、研究生工作坊

等。在学习期间（一般在中期考核前）参加学术活动不得少于 15次，并填写“研究生参

加学术活动记录册”，提交导师审查通过。 

（三）实践训练  

实践训练包括教学实践、社会实践和科研实践，硕士研究生可任选其中一项实践。 

科研实践包括参加导师、导师组或本人主持的科研项目的研究、科技扶贫、科技咨询

和社会调查等活动, 由导师或导师组据实考核。 

教学实践可以通过担任助教、试讲课程、指导实验与实习等形式进行。教学实践担任

助教应经历一个完整的课程教学周期，试讲课程不少于 6学时，指导实验与实习不少于

12 学时。入学前有 2年以上大学专科及以上高校教学实践经历者，可免去教学实践考核，

但须提供有关证明。教学实践由课程主讲教师进行考核。 

社会实践包括深入工厂、农村等基层单位进行社会实践调查、业务实习、科技推广等

实际工作，撰写社会实践（调查）报告，具体按照学校研究生社会实践管理办法执行。社

会实践由社会实践单位或导师、导师组进行考核。 

实践训练考核合格后，记 2学分。 

（四）学位论文  

1.开题条件 

原则上，在开展学位论文研究工作之前，硕士研究生须通过中期考核。 

2.选题要求  

学位论文的选题应在本学科研究范围之内，有一定的系统性，对所研究的课题有新见

解或新成果，对本学科发展或经济建设、社会实践有一定启示，具有学术和社会意义。 

3.开展形式要求 

学位论文应是基于作者原创研究成果的经验性或者理论性研究论文，应能反映出作者

掌握了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业知识，对相关的前沿研究动态有深入了解；研究主题

明确、问题集中、论证严密可靠、有明显的专业特色、有新见解；原则上不允许文献综述

类、译作类的论文。学位论文应由研究生在导师或者导师组指导下独立完成。 

4.工作量要求 

根据本学科特点，研究生完成学位论文的科研工作时间应至少为 3-6个月，论文数据

必须有一定的原创性，如果使用他人的数据，引用的数据比例应在 20%以下，论文字数一

般不少于 3万字。应在导师指导下由硕士研究生本人独立完成。 

5.学术规范要求 

学位论文应按照学校学位委员会有关规定执行。 

研究成果须无侵犯他人著作权行为，且没有发表有严重科学性错误的文章、著作和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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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歪曲原作的译作。 

论文应对所研究的课题有新见解或新成果，对本学科发展或经济建设、社会进步有一

定意义。论文必须是一篇系统完整的、有创造性的学术论文。个人的研究结果不与他人的

观点、材料、数据等混淆。引用他人的观点、材料、数据等必须注明来源。研究生在准备

和撰写过程中对接受导师指导、采纳专家建议、获得他人帮助等应实事求是地表示感谢，

但不能把未对论文提供帮助的名人等列入致谢之列；涉及到的背景知识、引用的资料和数

据须准确无误，所用概念、术语、符号、公式、译文等符合学术规范；对问题的论述完整、

系统，逻辑严密，关键词得当；语言精练，语句符合现代汉语规范，错别字、标点符号错

误、外文拼写错误、笔误和校对错误等总计不超过论文的千分之三（按排版篇幅计）。 

按学校要求，学生需在《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和《学位论文版权协议书》上签名，

并附在学位论文首页。 

6.格式要求 

按照《西南大学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撰写及打印要求》执行。 

七、质量控制环节与要求 

（一）培养计划制定 

培养计划由学生和导师或导师组共同制定，并由导师或导师组进行审核，应于入学 1

个月内完成。 

（二）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的方式可以是口试、笔试或课程论文等形式，由任课教师负责。硕士生公共

课采用考试方式；学科核心课程闭卷考试成绩占比不得低于 30%。专业核心课程成绩及格

线为 75分，其他课程及格线为 60分。各课程的考核方式须在教学大纲中予以明确并严格

执行。 

（三）学术活动考核 

学术活动结束后三个工作日之内通过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提交报告，导师或导师组据

实考核。 

（四）实践训练考核 

实践活动结束后一周内通过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提交活动报告或总结，由导师或导师

组据实考核。 

（五）中期考核 

按照学校研究生中期考核实施办法统筹组织工作，成立考核领导小组，提出考核具体

时间和办法，中期考核安排在第三学期第 6至 8周之间进行。 

1.考核在学院统一组织领导下，组成包括学院（学科）负责人、导师代表、辅导员等

在内的若干考核小组（每组成员 3-5人），同时广泛听取其他教师的意见。 

2.主要考核内容包括：研究生入学以来思想政治表现、课程学习、科研能力、学术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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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和身心健康状况等。 

3.考核小组填写“西南大学研究生中期考核自我评估表”，对被考核研究生做出结论

性意见。经过中期考核的硕士研究生，按考核结果分 3种流向： 

1.硕-博连读：具体要求见学校相关文件规定。 

2.进入硕士论文写作阶段：学习成绩良好，具有一定研究工作能力（以论文为主要参

照），可进入硕士论文撰写阶段，继续完成硕士学业。 

3.中止学业：个别成绩较差，明显表现出缺乏科研能力，或因其他原因不宜继续攻读

学位者，要求限期改正，限期未改正者中止其学业，按学校学籍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六）学位论文 

1.论文开题 

开题报告会是为阐述、审核、确定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及内容而举行的报告会，

旨在监督和保证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学院根据研究生选题情况，成立开题报告审查

小组。每年分别于上、下半年各组织一次论文开题报告会，由 5-7位副高以上职称的教师

组成专家小组投票决定开题是否通过，需有 2/3 以上的成员同意通过，方可进入论文撰写

阶段。 

硕士研究生中期考评合格后方可进入学位论文开题报告阶段。开题报告会原则上安排

在第三学期的第 16至 18 周之间进行。硕士研究生应于开题报告会举行 2周前完成《学位

论文开题报告书》，并送交开题报告委员会备案。未按时提交《学位论文开题报告书》者，

不得参加本学期学位论文开题。学位论文开题报告按考评成绩，分为通过、修改后通过和

不通过三档。开题报告“通过者”，可进入学位论文研究写作阶段；开题报告“修改后通

过者”，须根据专家委员会意见进行修改补充，审定通过后，可进入学位论文研究写作阶

段；开题报告“不通过者”须重新准备开题报告。在第四学期末完成论文开题工作。 

2.进度检查 

在第三学期中期完成论文开题工作；第三学期末完成论文大纲、资料文献收集工作，

由指导教师对学生论文大纲、资料文献收集工作进行评议指导；第四学期中期完成论文初

稿，由指导教师对学生论文初稿进行评议指导；第五学期初完成论文修改与定稿任务，由

指导教师对学生论文进行审定；第六学期初提交论文，中期进行答辩工作。 

3.查重 

教学秘书在第五学期的第 8周收集硕士学位论文并进行查重，要求文字重合百分比不

超过 20%，毕业论文查重率超过 20%的学生应在两周之内修改至要求范围。 

4.预答辩与预审 

硕士研究生一般应在正式提交硕士学位论文答辩申请一个月前完成论文预答辩/预

审。预答辩/预审原则上安排在第五学期中期进行。 

申请硕士学位论文预答辩/预审应同时具备两个基本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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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已完成硕士研究生个人培养计划规定的全部内容，并经审查合格的； 

（2）硕士学位论文已修改定稿，并被导师推荐参加预答辩/预审的。导师没有对论文

签署意见，硕士生指导委员会不接受论文预答辩/预审。 

预答辩结果分为三种：“通过”、“通过但要进行修改”、“不通过”。 

预审结果由硕士生指导委员会以书面形式返回硕士生。已通过学位论文预答辩/预审

的硕士研究生，应依据学校规定的程序申请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学位论文未通过预答辩/

预审的硕士研究生，6个月后可再次提出预答辩/预审申请。所有申请人应根据硕士生指

导委员会在预答辩/预审中提出的论文修改意见，对论文做相应修改，并提交与修改意见

对应的修改说明。 

5.盲审 

实行导师负责制，导师审核同意送外审，以及预答辩专家委员会一致同意通过预答辩，

方能外送评审。按照西南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外审要求，提交研究生院统一安排送审。 

6.答辩 

盲审通过后，方可组织答辩。硕士研究生论文答辩委员会应由 3-5 位具有高级专业技

术职务或研究生导师资格的专家组成，其中至少 1位是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外单位专

家。答辩委员会委员要认真审阅论文全文，坚持学术标准，严格把关，做好提问的准备。

答辩秘书应在答辩前 1～2周将论文送交每位答辩委员。论文答辩会由答辩委员会主席主

持。答辩通过后，研究生应根据评阅专家和答辩专家的意见对论文进行修改，经指导教师

审阅后方可作为归档论文提交有关部门归档。论文答辩不合格者，经答辩委员会同意，可

在一年内修改完成，重新答辩一次。 

（七）学术成果要求 

硕士研究生必须在导师指导下开展一定的科研工作，完成基本的科研训练，培养基本

的科研能力。在申请学位前应作为第一作者，在公开出版的学术刊物至少发表与学位论文

有关的学术论文 1篇（第一署名单位为“西南大学”）；没有侵犯他人著作权行为；没有

发表有严重科学性错误的文章、著作和严重歪曲原作的译作。 

未能完成在学期间科研成果基本要求者，可申请延期答辩，也可先行申请论文答辩，

答辩通过后可按期毕业。毕业一年内完成科研成果基本要求者，可受理其学位申请。毕业

一年后完成科研成果基本要求并申请学位者，应重新修改学位论文，参照同等学历人员申

请学位的要求重新进行学位论文答辩，答辩通过后可提交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讨论其学位授

予问题。 

八、关于港澳台研究生 

来自香港、澳门和台湾的研究生按照本培养方案执行。 

九、关于来华留学生 

来华留学硕士研究生免除“思想政治理论”和“第一外国语”课程的学习和考核，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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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中国概况”和“汉语”为必修课。全英文专业的来华留学生可以安排相关英文课程进

行置换，学分要求一致。其它来华留学生按本全日制研究生培养方案执行。有来华留学生

的培养学科需提供对应英文版培养方案。 

 



11 

十、培养方案审核意见 

所在培养单位学术分委员会意见：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学部学术委员会意见：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学校审核意见：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