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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财经大学华商学院 2020 年本科插班生招生考试

《新闻学概论》考试大纲

新闻学专业注重新闻学的知识、基本概念、基本观点，为今后进一步探索新闻理论、研究新闻史、掌

握新闻业务打下基础。专插本考试的重点让考生掌握新闻学的基本概念，理清新闻学的主要范畴，建立正

确的新闻价值观念。使考生能站在新闻学的高度，运用新闻学相关知识分析新闻现象。

一、参考用书：

《新闻学概论》（第六版），复旦大学出版社，ISBN：9787309135886，李良荣著，2018 年 11 月。

二、考试内容纲要：

绪论（了解）

第一节新闻学

第二节新闻学和新闻工作

第三节世界各国新闻学主导性理论

第四节学习新闻理论的意义

第一章新闻活动（了解）

第一节新闻活动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

第二节新闻活动是人类求生存图发展的需要

第三节变动产生新闻关系决定需要

第四节新闻活动的渠道

第二章新闻（重要）

第一节新闻的基本特点

第二节两种新闻定义

第三节新闻本源

第四节新闻要素

第五节新闻类别

第三章真实性是新闻的本质规定（重要）

第一节新闻真实性的含义和要求（重要）

第二节真实性是新闻的生命

第三节新闻失实的主要表现

第四节维护新闻真实性永远在路上

第四章新闻与信息、宣传、舆论（重要）

第一节新闻与信息

第二节新闻与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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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新闻与舆论

第五章新闻事业的产生（了解）

第一节中国古代社会的新闻传播工具

第二节西方报纸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产物

第三节报纸、广播、电视、新媒体的产生

第四节近代汉字报纸产生的特殊性

第六章互联网与新媒体（了解）

第一节互联网与新媒体

第二节互联网——一场新的传播革命

第三节新老媒体互动构建舆论新格局

第四节争夺传播主导权——新传播革命的新课题

第七章互联网造就传媒业新业态（重要）

第一节新媒体持续冲击大众传媒

第二节新闻生产：从专业化到社会化

第三节新闻接收：从受众到用户

第四节新闻机构：从单一媒体到融合媒体

第五节新闻体制：从单一国企体制到混合体制

第八章新闻事业的发展及其基本规律（了解）

第一节政治、经济制度决定新闻体制

第二节生产力水平决定新闻事业的发展水平

第三节传播工具的物理性能决定传播工具的特点

第四节受众的多元需要促使媒体多样化

第五节反映现实生活的需要决定新闻体裁的多样化

第六节新闻教育适应新闻事业而产生、发展

第九章新闻媒介的性质（重要）

第一节新闻媒介的共性、特性、个性

第二节新闻媒体的双重属性

第三节新闻媒体产品的商品性

第四节中国新闻事业的基本性质和特点

第十章新闻事业的功能与效果（了解）

第一节新闻事业的一般功能

第二节新闻媒介的正效应与负效应

第三节新闻媒介的功能定位（重要）

第四节新闻媒介的传播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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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我国新闻媒体的作用和任务

第十一章党性原则是中国新闻事业的基本制度（了解）

第一节党性原则——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精髓

第二节党性原则是中国新闻事业的一项基本制度（重要）

第三节坚持党性原则的极端重要性

第十二章舆论引导与舆论监督（重要）

第一节舆论监督与舆情引导相辅相成

第二节舆论引导

第三节舆论监督

第四节舆论新格局

第十三章大众传媒与社会（了解）

第一节大众传媒与社会系统

第二节大众传媒与政治

第三节大众传媒与经济

第四节大众传媒与文化

第五节大众传媒与国际关系

第十四章新闻自由和社会控制（重要）

第一节新闻自由的涵义

第二节新闻自由是伟大的口号

第三节新闻自由属于人民

第四节新闻法规

第十五章新闻媒介的运行体系与管理模式（了解）

第一节世界新闻媒介的三大运行体系

第二节国家对媒介的管理

第三节新闻媒介的内部管理和运行

第四节中央厨房的新闻生产模式

第十六章传媒业经营（了解）

第一节传媒业经营的基本原则

第二节传媒业经营的基本目标

第三节传媒业经营的基本路径

第四节互联网宣告精准营销的来临

第十七章新闻媒介的受众（重要）

第一节受众是谁

第二节受众是新闻媒介的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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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受众的特点

第四节受众的细分

第五节新闻媒介的受众定位

第六节受众的权利

第七节受众和媒体认知

第八节受众地位的新变化

第十八章新闻生产和新闻选择（重要）

第一节决定新闻生产的因素

第二节新闻生产的场域

第三节新闻选择和新闻选择的标准

第四节新闻选择的具体运用

第十九章新闻工作者修养（了解）

第一节新闻专业理念

第二节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

第三节中国新闻工作者的基本素养

第二十章中国的新闻改革（了解）

第一节 40 年四次跨越

第二节新闻改革的基本特点

第三节学科建设：从“小新闻”走向“大传播”

第四节中国新闻传媒业的新生态、新业态

温馨提示：

考试题型三大类：

识记类题型，约占 50%，主要是单选题简答题。

理解分析类题型，约占 30%，主要是论述题。

综合应用类题型约占 20%，主要是材料分析题，考查学生用所学新闻原理分析新闻现象的能力，所以考

生也要多关心发生在生活中有代表性的新闻事件，学会思考，不人云亦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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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财经大学华商学院 2020 年本科插班生招生考试

《基础写作》考试大纲

一、考试要求

写作是华商学院各个专业必须具有的一种母语运用能力，强化大学基础写作主要目的是要求学生掌握

各类文体具体写作方法。培养学生阅读、分析和鉴赏能力，以便适应社会写作的需要。考查插班生学生的

文字运用能力、逻辑思维能力、清晰表达能力。每一位学子必须了解各类文体的特点、写作要求和方法，

有着良好的动手写作经验，提高汉语综合运用，正确使用母语的必备素质。古人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

有神。只要多练习写作，勤钻研，博览群书，就一定能够提高自己的写作能力。本次写作考试，既强调素

质教育，又注重专业能力，因此，对考生进行写作知识积累运用程度的摸底考查，检验平时写作能力状况，

是《基础写作》专业课考试的重要标准。

二、教材及主要参考书目

《大学写作教程》作者:胡伟，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18 年 12 月，国际标准书号 ISBN：

9787302502340。

三、考试内容纲要：

第一章概论

第一节写作与写作学（重要）

第二节写作四体（重要）

第三节主题、结构、材料和语言（重要）

第四节表达方式（重要）

第二章论文、申论与评论

第一节论文（了解）

第二节申论（了解）

第三节评论（重要）

第三章党政机关公文

第一节党政机关公文概述（了解）

第二节决议（了解）

第三节决定（了解）

第四节命令（令）（了解）

第五节公报（了解）

第六节公告（重要）

第七节通告（了解）

第八节意见（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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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议案（重要）

第十节通知（重要）

第十一节通报（了解）

第十二节报告（了解）

第十三节请示（重要）

第十四节批复（了解）

第十五节函（了解）

第十六节纪要（了解）

第四章规章文书

第一节规章文书概述（了解）

第二节条例（了解）

第三节规定（了解）

第四节办法（了解）

第五节细则（了解）

第六节章程（了解）

第七节规则与守则（重要）

第八节制度（重要）

第九节公约与承诺书（重要）

第五章事务文书

第一节计划与总结（重要）

第二节个人简历与求职信（重要）

第三节述职报告与简报（了解）

第四节会议记录与条据（重要）

第五节慰问信与感谢信（了解）

第六节请柬与邀请书（重要）

第七节申请书与聘书（重要）

第八节建议书与倡议书（了解）

第九节启事与海报（重要）

第六章传播讲演文书

第一节消息（重要）

第二节通讯（重要）

第三节新闻发布稿（了解）

第四节广告（重要）

第五节演讲稿（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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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领导讲话稿（了解）

第七章经济文书（了解）

第一节商业计划书、策划书与市场策划书（了解）

第二节调查报告与市场调查报告（重要）

第三节经济活动分析报告、市场预测报告与可行性报告（了解）

第四节招标书、投标书（了解）

第五节合同、协议书与意向书（重要）

第六节业务洽谈纪要与备忘录（了解）

第七节商务函电、商务书信、商务传真和商务电子邮件（重要）

第八章司法文书（了解）

第一节司法文书概述（了解）

第二节起诉状（了解）

第三节上诉状（了解）

第四节答辩状（了解）

第五节判决书（了解）

第六节公证书（了解）

第九章文学写作

第一节诗歌写作（重要）

第二节散文写作（重要）

第三节小说写作（了解）

第四节戏剧写作（了解）

温馨提示：

考试形式主要有：

客观题（约占 50%）：单项选择题、填空题、问答题。

写作题（约占 50%）：规章文书写作、事务文书写作、传播讲演文书、写作、文学写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