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语言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自命题科目考试范围 

一、211 翻译硕士英语 

考查范围是高级词汇和语法、 完型填空、阅读理解和写作 

二、241 德语（二外） 

考查德语的基础知识和运用能力，重点考查语法、词汇、阅读理解、翻译（中译德、德

译中） 

三、242 俄语（二外） 

考查俄语的基础知识和运用能力，重点考查语法、词汇、阅读理解、翻译（中译俄、俄

译中） 

四、243 法语（二外） 

考查法语的基础知识和运用能力，重点考查语法、词汇、阅读理解、翻译（中译法、法

译中） 

五、244 日语（二外） 

考查日语的基础知识和运用能力，重点考查语法、词汇、阅读理解、翻译（中译日、日

译中） 

六、245 西班牙语（二外） 

考查西班牙语的基础知识和运用能力，重点考查语法、词汇、阅读理解、翻译（中译西、

西译中） 

七、334 新闻与传播专业综合能力 

1. 网络传播。要求掌握的内容：媒介技术发展的基本脉络，互联网的主要技术。网络

的技术平台属性、传播媒介属性、经营平台属性、社会形态属性。网络中的人际传播、群体

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微博、微信、App、移动视频直播。中国网络媒体的发展历程，

国外网络媒体的发展模式，网络新闻传播中的典型陷阱与困境，网络新闻传播中的把关人。

用户在网络中的生存特点，网络用户的需求，作为信息消费者和新闻生产者的用户，用户的

群体互动及其影响。各种信息形式在网络环境下的主要应用特点，网络信息的多媒体融合。

数据新闻、信息可视化、信息图表，数据新闻中的数据收集与处理，信息图表的应用方向，

信息图表在新闻报道中的主要作用。社会化媒体应用的基本思维，社会化媒体传播的一般策



略，专业媒体、政府机构、企业等的社会化媒体应用。网络传播效果的表现方式。网络舆论

的产生与发展规律，网络舆论与现实民意、网络暴力。网络文化内涵、特质、构成层面、发

展动因，网络中的典型文化现象。网络时代公众媒介素养的范畴。 

2. 媒介经营与管理。要求掌握的内容：媒介二元市场特征，媒介的范围经济与规模经

济，媒介经营与一般产品经营的异同点。中国媒介产业发展历史与现状，世界媒介产业发展

现状，媒介产业发展和受众的关系。受众的概念、分类与特点，受众在媒介产业中的作用，

分众化趋势。广告业在媒介经济中的作用。当前中国传媒政策及其在媒介经营中的作用。媒

介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及其变化。传媒资本、传媒品牌，如何经营资本与品牌，国际著

名的传媒品牌。媒介产业竞争与垄断的概念，中国传媒产业集中度，媒介产业有序并适当竞

争的意义。媒介人力资源管理的原则、内容，媒介人力资源的选拔与开发，媒介企业文化建

设的内容；。报刊业经营管理的特点，报业发展的现状及其转型的紧迫性。广播电视经营管

理的特点，广播电视业发展的现状及其数字化、分众化趋势。互联网、手机媒体、户外媒体、

移动媒体经营管理的特点，新媒体对媒介产业格局的改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传媒改革的脉

络、重要事件、发展趋势。 

3. 新闻实务。要求掌握的内容：新闻采访的定义、特点、要求。新闻线索，确立新闻

选题的标准，新闻选题的方法。新闻采访的准备，采访提纲，现场介入方式。新闻采访的原

则与技巧，现场观察的方法，提问的方法。消息的定义、写作特点，消息的导语、主体、常

用结构、常见分类。通讯的定义、分类、主题、选材、结构要求、常用结构。解释性报道、

调查性报道。新闻编辑的特点与要求。新闻稿件的选择与修改，新闻报道的组织与策划。新

闻评论的特点，社会功能。新闻评论的要素，选题原则，基本类型。立论性评论、驳论性评

论、释论性评论的写作要点。 

4. 广告。要求掌握的内容：广告的含义和基本特征。公益广告。广告法和广告伦理。

广告产业的构成，广告交易制度。经典的广告创意观，新媒体环境下广告创意的新趋势。各

类广告媒体的特点，广告媒体的分析评价与选择。广告的经济效果，广告传播效果测定，广

告社会效果测定。 

5. 影视传播。要求掌握的内容：对当前热点电影、电视剧、节目的理解与把握。广播

电视的传播特点，传播符号。视听语言的要素与表达特点。后期剪辑的基本原理。广播电视

节目策划与创作的构思与艺术手法，经典广播电视节目模式，中国广播电视节目的现状与趋

势。 



八、357 英语翻译基础 

考查范围是术语翻译、英汉短文翻译、汉英短文翻译 

参考书目:《商务汉译英教程》，主编：司显柱、束光辉，东华大学出版社，2016 年 3

月。 

九、440 新闻与传播专业基础 

主要考察学生新闻传播史、新闻学、传播学、研究方法的专业基础知识以及利用专业知

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1. 新闻传播史，包括中国新闻事业史、外国新闻事业史、传播史。要求掌握的内容： 

（1）中国新闻事业史：第一批中文近代报刊，对外国人早期在华办报的分析与评价，

国人早期的办报主张和办报活动。维新派办报活动、办报思想及对近代新闻事业的贡献，戊

戌政变后的改良派报刊，革命派与保皇派报刊的论战，章太炎的报刊活动，资产阶级革命派

办报活动及其办报思想。癸丑报灾，民初著名记者。《新青年》及其对新文化运动的贡献，

《每周评论》，《共产党》月刊，五四时期报刊业务的改革。国共合作后的统一战线报刊，五

卅运动中新闻界的斗争，工农运动高潮中的工农报刊，北洋政府统治地区私营大报的发展。

中国境内第一批广播电台及国人自办广播电台的出现，国统区国民党新闻事业网的形成，民

营广播事业的发展，国民党对新闻事业的控制。红色中华通讯社和《红色中华》，抗日救亡

运动中的新闻界。《申报》的改革。邹韬奋的报刊活动，斯诺与《西行漫记》，范长江的新闻

活动。延安《解放日报》及其在整风运动中的改革，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新华日报》的创

办及其斗争。解放区反“客里空”运动，毛泽东、刘少奇关于新闻工作的重要讲话。新中国

新闻事业的建立，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新闻报道及新闻工作的改进，1956年新闻工作的改革，

《人民日报》的改版。六十年代初新闻工作的调整和改进，“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新闻事业，

改革开放初期的新闻工作。 

（2）外国新闻事业史：手抄新闻，古罗马《每日纪闻》，古腾堡印刷术及其影响，皇家

特许制度与“星法院”，约翰•弥尔顿与《论出版自由》。便士报与廉价报刊。近代西方大众

化报刊出现的历史条件，《泰晤士报》，《费加罗报》。通讯社出现的历史背景，路透社、哈瓦

斯社、沃尔夫社，“三社四边”协定。《新莱茵报》创办经过和内容特色，马克思、恩格斯的

主要报刊思想。《纽约时报》，普利策、赫斯特与“黄色新闻”，“扒粪”运动。《真理报》，日

本广播协会（NHK），美国三大广播公司。世界广播电视事业的体制类型，国际新闻传播新秩

序。 

（3）传播史：传播学诞生的主要背景，传播学的思想来源及早期的重要人物和理论，

传播学学术流派、范式及其观点，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历史。 



2. 新闻理论。要求掌握的内容：新闻的本质、基本特征。新闻与信息、宣传、舆论之

间的关系。新闻事业的双重属性，新闻事业在社会中的功能，新闻事业发展的规律。新闻传

播的过程与规律，新闻选择的双重标准。大众传媒与政治、经济、文化、国际关系等之间的

关系。新闻自由。新闻工作的原则、职业特点、素质要求。新闻工作者必备的技能与职业规

范，新闻选择。中国新闻改革的三次跨越，中国新闻业的结构调整与发展走向。 

3. 传播理论。要求掌握的内容：传播的定义，传播的基本过程，几种主要的传播过程

模式，社会传播的系统结构。人内传播的过程与结构，人际传播与自我表达。群体传播的类

型，集合行为及其传播机制，组织传播的过程与机制。大众传播的定义与社会功能。媒介技

术与社会发展，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媒介组织的性质和社会作用。传播制度与媒介控制，

关于传播制度的几种规范理论，我国的传播制度。大众社会理论，几种主要的受众观，分众

理论，使用与满足理论。传播效果的产生过程与制约，议程设置理论、沉默的螺旋理论、新

闻框架理论。国际传播与全球传播的概念，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传播学的经验学派和批判

学派。 

4. 研究方法。要求掌握的内容：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概念，社会科学研究的一般步

骤。抽样和普查，随机抽样和非随机抽样。变量的类型及测量级别。问卷的基本类型、作用，

问卷调查的目标，问卷的一般结构，问卷设计的基本步骤。深层访谈的特点，深层访谈的技

术。 

十、 448 汉语写作与百科知识 

题型为选择题、名词解释、应用文写作和论述文写作， 全面考察考生的知识面，其中

包括：中外文学，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科技、地理等知识内容。 

十一、612 新闻传播学基础 

主要考察学生新闻传播史、新闻学、传播学、研究方法的专业基础知识以及利用专业知

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1. 新闻传播史，包括中国新闻事业史、外国新闻事业史、传播史。要求掌握的内容： 

（1）中国新闻事业史：第一批中文近代报刊，对外国人早期在华办报的分析与评价，

国人早期的办报主张和办报活动。维新派办报活动、办报思想及对近代新闻事业的贡献，戊

戌政变后的改良派报刊，革命派与保皇派报刊的论战，资产阶级革命派办报活动及其办报思

想。《新青年》及其对新文化运动的贡献，五四时期报刊业务的改革。国共合作后的统一战

线报刊，五卅运动中新闻界的斗争，工农运动高潮中的工农报刊，北洋政府统治地区私营大

报的发展。中国境内第一批广播电台及国人自办广播电台的出现，国统区国民党新闻事业网



的形成，民营广播事业的发展。红色中华通讯社和《红色中华》，抗日救亡运动中的新闻界。

《申报》的改革。延安《解放日报》及其在整风运动中的改革，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新华

日报》的创办及其斗争。毛泽东、刘少奇关于新闻工作的重要讲话。新中国新闻事业的建立，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新闻报道及新闻工作的改进，1956 年新闻工作的改革，《人民日报》的改

版。六十年代初新闻工作的调整和改进，“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新闻事业，改革开放初期的

新闻工作。 

（2）外国新闻事业史：古腾堡印刷术及其影响，皇家特许制度与“星法院”，约翰•弥

尔顿与《论出版自由》。便士报与廉价报刊。近代西方大众化报刊出现的历史条件。通讯社

出现的历史背景，路透社、哈瓦斯社、沃尔夫社，“三社四边”协定。《新莱茵报》创办经过

和内容特色，马克思、恩格斯的主要报刊思想。《纽约时报》，普利策、赫斯特与“黄色新闻”，

“扒粪”运动。日本广播协会（NHK），美国三大广播公司。世界广播电视事业的体制类型，

国际新闻传播新秩序。 

（3）传播史：传播学诞生的主要背景，传播学的思想来源及早期的重要人物和理论，

传播学学术流派、范式及其观点。马克思的传播观、列宁的传播观。巴赫金的符号学诗学与

对话理论，范·戴克的新闻符号学，鲍德里亚的符号消费论，福柯的话语理论。中国传播学

发展三十年，中国传播学的先天基因，中国传播学的困境与突破途径。 

2. 新闻理论。要求掌握的内容：新闻的本质、基本特征。新闻与信息、宣传、舆论之

间的关系。新闻事业的双重属性，新闻事业在社会中的功能，新闻事业发展的规律。新闻传

播的过程与规律，新闻选择的双重标准。大众传媒与政治、经济、文化、国际关系等之间的

关系。新闻自由。新闻工作的原则、职业特点、素质要求。新闻工作者必备的技能与职业规

范，新闻选择。中国新闻改革的三次跨越，中国新闻业的结构调整与发展走向。 

3. 传播理论。要求掌握的内容：传播的定义，传播的基本过程，几种主要的传播过程

模式，社会传播的系统结构。人内传播的过程与结构，人际传播与自我表达。群体传播的类

型，集合行为及其传播机制，组织传播的过程与机制。大众传播的定义与社会功能。媒介技

术与社会发展，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媒介组织的性质和社会作用。传播制度与媒介控制，

关于传播制度的几种规范理论，我国的传播制度。大众社会理论，几种主要的受众观，分众

理论，使用与满足理论。传播效果的产生过程与制约，议程设置理论、沉默的螺旋理论、新

闻框架理论。国际传播与全球传播的概念，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传播学的经验学派和批判

学派。 

4. 研究方法。要求掌握的内容：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概念，社会科学研究的一般步



骤。抽样和普查，随机抽样和非随机抽样。测量，变量的类型及测量级别，概念和构造的操

作性定义。问卷的基本类型、作用，问卷调查的目标，问卷的一般结构，问卷设计的基本步

骤。内容分析法的定义。观察法的类型、实施步骤、重点难点。深层访谈的特点，深层访谈

的技术。焦点小组法的特点，焦点小组对主持人的要求，焦点小组的优缺点。 

5. 传播研究的专题领域。要求了解的内容：新媒介研究，全球传播，国家形象与大众

媒介，媒介事件，媒介素养，危机传播。对热点新闻事件的理解与把握。对当前热点电影、

电视剧、节目的理解与把握。当前传播研究的前沿、热点课题。 

十二、621 语言学及英美文学 

1. 语言学  

        （1）语言的特征、语言功能、语言学的定义和重要分支。 

        （2）语音学、音系学、形态学、句法学、语义学、语用学包括几个层次方相关研 

究的重要概念、基本理论和学派。重点了解布拉格学派、伦敦学派、美国结

构主义、转换生成语法、生成语义学的发展历史及主要特点。 

        （3）心理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认知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的相关的基本概念、理 

论和主要研究论题。 

        （4）了解语言、文化与社会的相互关系，文化在语言研究中的地位、萨丕尔—沃 

尔夫假说。 

2. 英国文学  

        （1）中古英语与莎士比亚时期文学。 

        （2）17世纪革命与复辟时期文化思潮、文学特点及主要作家作品。 

        （3）18世纪启蒙时期文化思潮，文学特点与主要作家作品。 

        （4）19世纪浪漫主义和维多利亚时期文化思潮、文学流派和主要作家作品。 

        （5）20世纪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流派、作家作品及相关理论。 

3. 美国文学  

        （1）17、18世纪殖民及革命时期文学。 

        （2）19世纪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及自然主义文学的主要特点、重要流派、重要术 

语、主要作家作品。  

        （3）20世纪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流派、主要作家作品及相关理论。 

十三、852 传播实务 



1. 网络传播。要求掌握的内容：媒介技术发展的基本脉络，互联网的主要技术。网络

的技术平台属性、传播媒介属性、经营平台属性、社会形态属性。网络中的人际传播、群体

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网络传播的具体形式，包括微博、微信、App、移动视频直播。

中国网络媒体的发展历程，国外网络媒体的发展模式，网络新闻传播中的典型陷阱与困境，

网络新闻传播中的把关人。用户在网络中的生存特点，网络用户的需求，作为信息消费者和

新闻生产者的用户，用户的群体互动及其影响。各种信息形式在网络环境下的主要应用特点，

网络信息的多媒体融合。数据新闻、信息可视化、信息图表，数据新闻中的数据收集与处理，

信息图表的应用方向，信息图表在新闻报道中的主要作用。社会化媒体应用的基本思维，专

业媒体、政府机构、企业等的社会化媒体应用。网络传播效果的表现方式。网络舆论的产生

与发展规律，网络舆论与现实民意、网络暴力。网络文化内涵、特质、构成层面、发展动因，

网络中的典型文化现象。网络时代公众媒介素养的范畴。 

2. 媒介经营与管理。要求掌握的内容：媒介二元市场特征，媒介的范围经济与规模经

济，媒介经营与一般产品经营的异同点。中国媒介产业发展历史与现状，世界媒介产业发展

现状，媒介产业发展和受众的关系。受众的概念、分类与特点，受众在媒介产业中的作用，

分众化趋势。广告业在媒介经济中的作用。当前中国传媒政策及其在媒介经营中的作用。媒

介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及其变化。传媒资本、传媒品牌，如何经营资本与品牌，国际著

名的传媒品牌。媒介产业竞争与垄断的概念，中国传媒产业集中度，媒介产业有序并适当竞

争的意义。媒介人力资源管理的原则、内容，媒介人力资源的选拔与开发，媒介企业文化建

设的内容；。报刊业经营管理的特点，报业发展的现状及其转型的紧迫性。广播电视经营管

理的特点，广播电视业发展的现状及其数字化、分众化趋势。互联网、手机媒体、户外媒体、

移动媒体经营管理的特点，新媒体对媒介产业格局的改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传媒改革的脉

络、重要事件、发展趋势。 

3. 广告。要求掌握的内容：广告的含义和基本特征，广告的分类。公益广告。广告法

和广告伦理。广告产业的构成，广告交易制度。经典的广告创意观，新媒体环境下广告创意

的新趋势。广告媒体，各类广告媒体的特点，广告媒体的分析评价与选择。广告效果，广告

的经济效果，广告传播效果测定，广告社会效果测定。 

十四、855 基础英语 

 英语专业基础知识和专业能力  



        （1）英语词汇 

        （2）英语语法 

        （3）英语阅读 

        （4）英汉互译 

        （5）英语写作 

    认知词汇达 12,000-15,000，能对 6,000-7,000常用词汇流利运用；能以实用速度阅读

英文报刊杂志上各种题材的文章及一般英文书籍，能欣赏英语文学原著；能写各类体裁的文

章，语言通顺，用词恰当，语法正确，表达得体；能熟练地运用英语进行口译和笔译，语言

表达准确、流畅。 

 

十五、12100 外国语言文学专业笔试  

1. 专业基础知识 

        （1）英语词汇与语法知识 

        （2）英语阅读与英汉短文翻译 

        （3）英语写作 

        2. 专业知识（根据所报研究方向，选做相关题目） 

         （1）语言学及相关理论 

         （2）英美文学及相关理论 

       （3）翻译学及相关理论 

专业基础知识考查形式主要以客观题和主观题为主，难度相当于英语专业 8 级水平要求

所要达到的综合语言技能和交际能力。专业知识考试题型主要以填空、简答和段落翻译形式

出现。 

十六、12103 传播学专业笔试 

考察考生学习本专业的综合素质，参考初试笔试考察的相关考试范围。 

复试包括专业笔试、综合面试和外语听力考试，综合面试考察考生学习本专业的综合素

质，现场应辨能力以及自身对于研究规划的把握能力；含英语口语测试：主要考察学生的口



头表达能力。 

 

十七、12104 英语笔译专业笔试 

实用题材英汉互译。复试包括专业笔试、综合面试和外语听力考试，综合面试主要考察

翻译基础知识、英语口语和口译等。 

 

十八、12105 新闻与传播专硕笔试 

考察考生学习本专业的综合素质，参考初试笔试考察的相关考试范围。 

复试包括专业笔试、综合面试和外语听力考试，综合面试考察考生学习本专业的综合素

质，现场应辨能力以及自身对于业界实践和学习规划的把握能力；含英语口语测试：主要考

察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