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传媒大学海南国际学院 

2024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工作方案 

 

 
一、工作原则 

1.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注重对考生政治态度、思想表现、

道德品质、科学精神等的全面考查。 

2.加强对考生既往学业、一贯表现以及对专业素养、实践能

力、创新精神等的考查，做到德智体美劳全面衡量，综合评价，择

优选拔。 

3.加强组织领导，严格监督管理，做到程序透明，操作规范，

结果公开。 

二、组织管理 

1、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制定本学院硕士研究生

招生复试工作方案，对相关人员进行政策、业务、纪律、程序等方

面的培训，组织实施学院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选拔工作。 

2、联合专业依托学院成立复试笔试命题小组，负责笔试试题

的命制及评卷工作。命题小组由政治素质好、责任心强、教学经

验丰富、学术水平较高并且近期承担教学工作的人员组成。 

3、按学科、专业或研究方向成立复试面试考核小组，开展复

试具体工作。复试小组人数不少于 5 人，其中复试专家不少于 4

人，原则上由本学科具有副教授职称（含）或相当专业技术职务

的专家担任。复试小组组长全面负责该小组的复试工作，小组成

员协助组长完成每名考生综合素质和外语听说能力的面试考查，

并给出面试成绩和意见。每个复试小组另设秘书 1 人，负责证件

检查、复试记录、考场录音录像、小组复试材料整理等工作。 

 

三、复试考核内容 

复试主要考核专业能力、综合素质、外国语听说能力等方

面。 

1. 专业能力考核（笔试方式，满分为 100 分）：重点考查

本专业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等。 



（1）专业能力考核方式： 

新媒体（新媒体产业）、设计学（传播设计）：笔试 

（2）专业能力考核内容： 

新媒体（新媒体产业）：《新媒体专业基础理论》 

设计学（传播设计）：《设计学专业基础理论》 

（3）笔试科目大纲：见附件 1 

 

2. 综合素质考核（面试，不少于 15 分钟/人，满分为 100

分）：结合考生提交的材料，根据考生的教育背景、科研或实践

经历、个人陈述等，以随机抽题或交流问答方式，对考生的思想

品德、专业素养、科研能力、心理素质、人文素养、沟通表达能

力等进行考查。（报考设计学专业的考生须携带作品集） 

 

3. 外语听说能力考核（面试，不少于 5 分钟/人，满分为

100 分）：以随机抽题或交流问答方式，考查考生的外语听力、

口语能力。 

 

四、复试成绩构成  

复试成绩=专业实践能力40%+综合素质50%+外语听说能力

10% 

  



附件 1： 

中国传媒大学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 

复试科目《新媒体专业基础理论》考试大纲 

 

一、考试目的及要求 

本科目主要考查考生在新媒体理论、实务等方面的基础知识和素养。 

 

二、考试内容 

第一部分 新媒体的发展、概念及相关理论 

1. 新媒体的界定 

2. 新媒体的内涵 

3. 新媒体与大众媒体 

4. 新媒体与社会文化环境 

5. 媒体融合 

6. 媒体平台 

 

第二部分 新媒体的产业构成及运营特征 

1. 新媒体网络及运营 

2. 新媒体终端及运营 

3. 新媒体产品及运营 

4. 新媒体内容及运营 

5. 新媒体用户及运营 

6. 新媒体广告及运营 

7. 广播电视新媒体、互联网新媒体 

 

第三部分 新媒体的发展趋势及技术应用 

1. 传播技术的分类与演进 

2. 智能媒体的概念与发展 

3. 人工智能技术对新媒体的影响 

4. 平台治理、数据治理、算法治理 

 

三、试题类型 

简答题、论述题等 

 



四、考试形式及时长 

笔试，考试时长为 2 小时。 

 

五、参考书目 

1. 周艳，吴殿义，吴凤颖：《新媒体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 

2. 刘珊，《大数据与新媒体运营》，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7. 

3. 龙思薇，赵新利，陈苏城：《海外媒体融合运营》，人民日报出版社，2022. 

4. 王薇，刘珊：《中国媒体经营四十年（1979-201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中国传媒大学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 

复试科目《设计学专业基础理论》考试大纲 

 

一、考试目的及要求 

本科目主要考查指导设计实践和研究的一系列基本概念、原则和方法。考生

应了解设计史的总体脉络与发展趋势；了解设计的人文精神；善于运用设计理论

分析设计问题、把握设计活动的本质、运行规律以及当代价值。 

 

二、考试内容 

第一部分 设计基础理论 

1. 设计本质、类别与特征 

2. 设计的程序与法则 

3. 设计思维与创意 

4．设计批评与设计文化 

5. 设计师与设计产业 

6. 设计的创新与可持续发展 

 

第二部分 设计创作 

根据考题将创意方案以视觉创作的方式呈现，包括设计理念阐释。 

 

三、试题类型 

论述题、创作题等。 

 

四、考试形式及时长 

笔试，考试时长为 2 小时。 

创作用纸 8 开，由学校提供。 

不限创作工具，由考生自备。 

 

五、参考书目 

1. 芦影. 视觉思维与设计创意[M].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2. 

2. 段鹏. 传播学基础历史、框架与外延[M].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23. 

3. 李泽厚. 美的历程[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1. 

4. 潘云鹤. 中国创新设计发展路径研究[M].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9. 



5. [英]彭妮.斯帕克. 设计与文化导论[M]. 译林出版社, 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