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徽师范大学皖江学院 2022年普通专升本招生考试 

网络与新媒体专业考试大纲 

 

网络与新媒体（专升本）专业招生考试是根据安徽省教育厅要求 

制定的大专起点本科教育的选拔性考试。考试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则， 

挑选具备一定网络与新媒体素质的专科毕业生，进一步接受网络与新 

媒体本科阶段的专业知识、素质和技能教育。 

 

1.考试形式为闭卷考试，实行 “2 门公共课 （各 150 分）+2 门专 

业课 （各 150 分）”的入学测试方式； 

2.考试科目:公共课考试科目:  《大学语文》《大学英语》；专业课
 

考试科目:《新闻学概论》《新闻采访与写作》； 

3.专业课考试题型:  《新闻学概论》主要包括单选题、名词解释、 

简答题、论述题；《新闻采访与写作》主要包 括名词解释、问答题、

材料分析题、实践操作题。 

 

  

《新闻学概论》科目主要是测试考生所掌握管理学基本理论、 

基本方法和基本技能是否具有本科学习的能力。本课程考核要求  

由低到高共分为“了解”、“熟悉”、“掌握”三个层次。“了解” 



是指学生对要求了解的内容， 能解释有关的概念、知识的含义， 

并能正确认识和表述。“熟悉”是在了解的基础上，能全面理解 

把握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方法。“掌握”是在熟悉的基础 

上，能运用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方法分析和解决有关的理 

论问题和实际问题。 

2.参考书目 

《新闻学概论》（第五版），李良荣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 

年； 

3.考试内容 

 

熟悉：新闻学的研究对象、重点、中心议题 

掌握：新闻学的定义 

  

了解 ：新闻活动的起源、渠道 

  

掌握：1.新闻的定义； 
2.新闻的基本特点； 

3.新闻的本源； 

4.新闻要素 

  

了解：1.新闻是一种特殊的信息； 
2.舆论的基本要素； 

3.决定宣传效益的因素 

熟悉：1.信息的特点； 
2.信息量； 

3.信息与新闻工作； 

掌握：1.舆论的定义； 



2.舆论的特点； 
3.舆论的社会功能； 

4.宣传的定义 ; 

5.宣传的基本特点； 

6.新闻与宣传的区别 

7.新闻媒介与舆论导向 

  

了解：1.中国古代社会新闻传播工具； 
2.报纸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产物； 

3.报纸、广播、电视的产生； 

4.近代中文报纸产生的特殊性 

5.中国传媒业概况 

熟悉：西方国家著名的通讯社、报纸、电视台和媒体集团 

掌握：当代中国著名的报纸、电视台、通讯社 

  

了解：1.互联网与新媒体的兴起 
2.互联网与新媒体造就传媒新业态 

熟悉：互联网与新媒体引发的新问题 

  

了解 ： 新闻体制 

熟悉：1.政治、经济体制决定新闻体制； 
2.生产力水平决定新闻传媒业的水平； 

3.报纸、广播、电视的传播特点； 

  

掌握：1.新闻媒体的双重性； 
2.新闻媒介产品的商品性； 

3.新闻事业的阶级性 

4.中国新闻传媒业的基本性质和特点； 

  

了解：1.新闻事业的一般功能； 



2.新闻媒介的正效应与负效应； 
掌握：1.新闻媒介的传播效果； 

2.我国新闻媒介的具体任务 

  

了解：1.媒介生态环境； 
2.现代政治对大众传媒的影响； 

3.大众文化的特点； 

熟悉：1.当代社会媒介生态环境的特征； 
2.大众传媒的政治功能； 

3.大众传媒中的文化现象； 

掌握：大众传媒对文化的消极影响。 

  

了解： 1.新闻自由是伟大的口号 

2.新闻自由属于人民 
掌握：新闻自由的含义 

   

了解：世界各国新闻法规的形式； 

熟悉：媒体的三种所有制和三种管理方式 

 

了解：1.传媒业经营的基本原则 
2.传媒业经营的基本目标 

3.传媒业经营的基本路径 

  

了解：1.受众的定义； 
2.受众的细分； 

熟悉：受众对媒介的作用； 
掌握：受众的特点； 

  

熟悉：中国新闻工作的五项基本原则 



  

了解：新闻学关注于新闻选择； 
熟悉：新闻选择的标准； 

掌握：1.新闻选择的具体运用； 
2.新闻与新闻价值； 

3.决定新闻生产的因素 

  

熟悉：中国新闻传媒业对新闻工作者的基本要求； 

掌握：理解新闻工作者应遵守的职业道德准则； 

  

了解：中国新闻媒介的走势 

掌握：新闻改革的基本特点 
 

 

1.考试要求 

《新闻采访与写作》科目主要是测试考生所掌握新闻采访与新闻 

写作的基本理论、方法和技巧， 考核考生是否能够了解采访、消息、 

通讯等基本概念，了解新闻价值判断标准、新闻写作原理等基本理论， 

懂得如何写作消息、通讯与专题报道、深度报道等各类新闻作品，熟 

练掌握新闻采访写作的基本技巧，具备一定的独立采写水平，考核考 

生是否具有本科学习的能力。 

本课程考核要求由低到高共分为 “了解”、“熟悉”、“掌握”三个 

层次。“了解”是指学生对要求了解的内容，能解释有关的概念、知 

识的含义，并能正确认识和表述。“熟悉”是在了解的基础上，能全 

面理解把握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方法。“掌握”是在熟悉的基 

础上，能运用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方法分析和解决有关的理论 



问题和实际问题。 
 
 
 

2.参考书目 

《新闻采访学》（第 3 版），蓝鸿文著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年； 

《新闻写作教程》，刘明华 、徐泓 、 张征著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2002 年。 

 
 

3.考试内容 

  

  

了解 ：1 ． 新闻采访学研究的历史概述
 

2 ． 学习新闻采访学的目的和方法 

熟悉 ：1 ． 新闻传播所面临的危机 

2 ． 新闻传播的责任
 

掌握 ：新闻采访学研究的对象 

   

了解 ：记者的历史
 

熟悉 ：记者的类型 

掌握 ：1 ．记者的职责 

2 ．记者职业应该具备的素养和能力 

   



1.了解 

采访的历史起源 

2.熟悉 

（1） 五种采访意识在新闻采写中的具体运用和体现 

（2） 采访原则
 

（3） 采访路线 

（4） 采访作风 

3.掌握 

（1） 采访的性质
 

（2） 采访意识 

  

1.了解 

（1） 最基本的采访方式 

（2） 采访方法
 

2.熟悉 

（1） 电话采访 

（2） 网络采访 

（3） 蹲点调查与建立采访基点 

（4） 交叉采访与跨行业采访 

（5） 异地采访
 

（6） 抽样调查 

3.掌握 



（1） 直面采访
 

（2） 视觉采访 

（3） 体验式采访 

（4）上下结合 

（5） 点面结合 

（6） 精确新闻 

  

1.了解 

怎样培养新闻敏感（2）怎样开好座谈会
 

（3）对观察的基本要求 

2.熟悉 

（1） 采访重点 

（2） 正确认识新闻策划 

（3） 访问规程
 

（4） 座谈会 

（5） 追踪采访 

3.掌握 

（1） 新闻线索 

（2） 新闻敏感 

（3） 新闻价值 

（4） 如何设计采访方案 

（5） 访问的概念 



 （6）开放型问题和闭合型问题
 

 （7） 提问方式有哪些？ 

 （8） 现场观察 

  

1.了解 

（1）记者招待会和新闻发布会简史 

（2）对突发事件采访的要求
 

（3）旅行采访与旅行通讯 

（4）积累资料 

2.熟悉 

（1）记者招待会或新闻发布会采访的要求 

（2）突发事件的种类和特点
 

3.掌握 

（1）记者招待会或新闻发布会的特点 

（2）突发事件的报道 

（3）隐性采访 

 
 

  

1.了解 

新闻写作的发展趋势
 

2.熟悉 

怎样学习新闻写作 



3.掌握 

新闻写作的概念 

   

1.了解 

新闻写作对新闻真实性的要求
 

2.熟悉 

新闻报道失实的原因
 

3.掌握 

新闻写作如何避免失实
 

故意失实 

业务性失实 

    

1.了解 

用事实说话的原因
 

2.熟悉 

对用事实说话的理解
 

3.掌握 

（1） 用事实说话的具体方法 

（2） 背景材料 

（3） 直接引语 

    

1.了解 



新闻写作是一种受限制的写作
 

2.熟悉 

（1） 新闻文体特征 

（2） 新闻作品可读性的重要性
 

3.掌握 

（1） 新闻为什么要写短，新闻怎么写短 

（2） 如何加强报道的针对性 

（3） 如何提高新闻写作的时效性 

   

1.了解 

（1） 选择最佳新闻角度 

（2） 新闻跳笔的含义 

（3） 新闻写作的基本结构模式
 

2.熟悉 

（1） 新闻角度的重要性 

（2） 跳笔的优点 

（3） 新闻写作的基本结构模式的特点 

3．掌握 

（1） 新闻角度的概念 

（2） 选择最佳新闻角度的方法 

（3） 新闻跳笔的运用 

（4） 倒金字塔式写作模式 



    

1.了解 

新闻写作对新闻语言的要求
 

2.熟悉 

新闻语言的要求
 

3.掌握 

（1） 新闻语言的定义
 

（2） 白描语言的运用 

   

1.了解 

（1） 消息体裁的优势
 

（2） 主体写作 

（3） 消息分类
 

2.熟悉 

（1） 消息体裁的特点 

（2） 导语的类型 

（3） 简讯 

（4） 主体和导语的关系
 

3.掌握 

（1） 消息的概念 

（2） 导语的写作 

（3） 消息写作的新闻背景 



（4） 动态消息
 

（5） 综合消息 

  

1.了解 

（1） 通讯概念的演变
 

（2） 通讯文体的演变 

2.熟悉 

（1） 通讯的主题 

（2） 通讯的选材 

（3） 通讯的结构 

（4） 通讯类型 

3．掌握 

（1） 通讯的概念与特点 

（2） 通讯与消息的关系 

（3） 人物通讯 

（4） 事件通讯 

（5） 工作通讯 

（6） 风貌通讯 

（7） 社会观察通讯 

   

1.了解 

专访的产生与发展 



2.熟悉 

专访的文体特征
 

3.掌握 

（1） 专访的写作
 

（2） 专访的类型 

     

1.熟悉 

（1） 特写的文体特征
 

（2） 特写的分类 

2.掌握 

（1） 特写的含义
 

（2） 特写的写作要求 

  

1.了解 

（1） 网络新闻写作
 

（2） 电视新闻写作 

（3） 广播新闻写作 

（4） 目前写作的现状 

2.熟悉 

（1） 电视新闻写作方法 

（2） 广播新闻写作方法 

（3） 网络新闻类型与写作技巧 



3.掌握 

（1） 网络新闻的概念 

（2） 传统媒体与新闻媒体写作中的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