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研究生申请-审核制 

传播学专业《传播史论与实务》科目考试大纲 

一、考试目的及要求 

 本科目主要考查考生的传播学专业知识掌握情况。具体而言，一方面考查考

生对人类传播发展历史、现状和未来趋势的了解，对传播的各要素、各类型、各

功能的理解，对传播学的基础概念、理论体系、研究方法和应用方式的掌握，以

及对传播学学科状况及其本土化发展的认识；另一方面考查考生能否基于与传播

实务相关的人文和社会科学知识，把握大众传播社会向信息化社会的历史转型，

新兴媒体与制度创新的政策制订，对外开放的传播理念与技术策略，受众形态与

社会心理的文化变迁，本土传播实践对现有理论的修正和冲击等等，从而不断探

索媒体的载体属性和功能性质的变化，理解并把握信息传播的界面创新与国家和

社会发展战略的互动逻辑与供需关系。 

 

二、考试内容 

 

第一部分 

 

第一章 当代中国的传播思想与传播实践 

       主要内容： 

1.习近平治国理政新理念中的传播思想 

2.媒体融合与现代传播体系建设 

3.舆情规律与舆情应对 

4.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国际传播 

 

第二章  理解传播及传播学 

       主要内容： 

1.传播学及其研究对象 

2.传播的过程 

3.传播的类型 

 

第三章  传播学的起源、发展与流派 

       主要内容： 

1.早期传播研究的贡献 

2.近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影响与促进 



3.传播学的兴起 

4.传播学的不同流派 

 

第四章  传播学的新门类 

       主要内容： 

1.跨文化传播学 

2.国际传播学 

3.发展传播学 

4.健康传播学 

5.新媒体传播学 

 

  第五章  传播学研究方法 

       主要内容： 

1.定性研究方法 

2.定量研究方法 

 

第六章  传播的控制研究 

       主要内容： 

1.社会制度与媒介控制 

2.把关人研究 

3.控制的不同形态 

 

第七章  信息与符号 

       主要内容： 

1.信息 

2.符号 

 

第八章   传播媒介 

       主要内容： 

1.媒介的界定 

2.媒介理论 

3.传播媒介的特征与媒介选择 

4.西方媒介产业 

 

第九章   受众 

       主要内容： 



1.受众 

2.受众主体 

3.受众研究 

 

第十章  传播效果 

       主要内容： 

1.传播效果的认知历程 

2.传播效果理论 

3.传播效果的普遍取向 

 

第十一章  传播研究前沿 

       主要内容： 

1.移动传播 

2.社交媒体 

3.数据新闻 

4.未来影像 

5.智能媒体 

6.新技术、新媒介、新传播 

 

第二部分 

 

第一章  传播历史与技术 

1.媒介技术的历史演变 

2.媒介演化的社会功能 

3.媒介装置的发展潜力 

 

第二章  传播与社会治理 

1.传媒发展与社会建构 

2.信息技术与社会心理 

3.传媒生态与社会舆情 

 

第三章   传播与制度创新 

1.电子政务与公共传播 

2.数据管理与政策制订 

3.信息技术与产业创新 

 



第四章  传播与国家战略 

1.信息传播与国际竞争 

2.信息战略与国家安全 

3.全球传播与全球治理 

 

第五章   传播与文化变迁 

1.媒介文本与文化创新 

2.媒介文化的数字转型 

3.媒介文化的全球互动 

 

三、试题类型 

主要题型可能有：论述题、材料分析题、应用写作题等。 

 

四、考试形式及时间 

    笔试，不需要任何辅助工具。考试时间为三小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