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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与传播学院 0503新闻传播学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2023年修订）

一、专业学科、学制、学习方式

一级学科名称： 新闻传播学 （代码： 0503 ）

二级学科名称： 新闻学 （代码： 050301 ）

二级学科名称： 传播学 （代码： 050302 ）

学制： 三年 学习方式： 全日制

二、本学科情况介绍

（一）基本情况

本一级学科拥有教授 8名，副教授 12 名。专业方向分别为：粤港澳台新闻传播、新媒体与社会发展、

数字传播与社会治理、传播社会学。

（二）特色和优势

粤港澳台新闻传播

立足广州毗邻港澳的独特区位优势，因应国家今年所提出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战略，依托本学科点既

有的研究基础，设置本学科方向。粤港澳台新闻传播研究团队将媒体研究与区域发展紧密结合，围绕新闻

生产、媒介与社会建构等话题，打造粤港澳台区域传播研究共同体，着力建设富有全国影响的智库系统，

在粤港澳台传媒生态研究领域形成特色优势。

新媒体与社会发展

新媒体与社会发展学科团队关照新媒体对新闻业及其社会系统产生的影响，聚焦网络舆论的演变规

律，以媒介文化的视角反思网络舆论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出版《风险社会视阈下的媒介文化研究》等多部

专著，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 1项，“底层群体心理纾解与传媒引导研究”“底层青年群体心理极

化的传媒干预研究”等国家社科基金多项，在《新闻与传播研究》《现代传播》《国际新闻界》《新闻大学》

等刊物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将人文关注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研究成果在相关领域产生了广泛影响。

数字传播与社会治理

当前，互联网已成为多种意见的集散空间和多元价值观念的呈现场所, 互联网治理也由此成为国内外

研究的重点问题。本学科团队保持对互联网政策、互联网治理、数据治理等领域前沿问题的敏锐关注，在

国家、产业与公众利益等多重维度上，切入网络治理研究。出版《看得见的声音——解码网络舆论》《手

机舆情形成及其治理》等具有影响力的著作多部，在国内外权威期刊发表论文三十余篇，如《全球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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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的模式重构、中国机遇和参与路径》等，形成了具有领先优势的研究团队。

传播社会学

传播学自发轫之始就与社会学结缘，然而，随着传播学的逐渐建制化，社会学的洞见逐渐从传播学中

消失。本团队围绕当下媒介形态引发的社会关系和社会阶层、社会结构变化的理论与实践进行深入探析，

试图为变化中的传播实践提供新的理论基础。出版《陪伴与成长——返乡工伤者的发展之路》等多部专著，

主持“网络时代人际交往方式新变化的社会学研究” “珠三角工厂女工社交媒体中的疾痛叙事与传播赋

权研究”“移动互联网视角下的城市老年居民与社会支持研究”“陌生人的社会学研究”等多项国家级、教

育部课题，在《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现代传播》《开放时代》《New Media and Society》《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等国内外著名期刊发表多篇论文，持续举办了中国社会学会学术年会第一届、

第二届、第三届传播社会学论坛，初步搭建了该领域的国内领先团队。

近五年来，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在内的国家级课题 8 项、国家级创新试验区 1 个、教育部课题 4 项、

省部级课题 10 余项、市级课题 20 余项，横向课题到位资金近 200 万，出版学术专著 20 余部，发表论文

百余篇，获得省部级成果奖 3项。

三、培养目标

本学科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指导，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旨在培养具有现代新闻传播理念和国际

化视野，了解中国国情，熟练掌握新闻传播理论与方法的高层次创新人才。要求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

理论，具有良好的政治素养和政策水平，遵守法律法规；能够把握新闻传播领域基本知识，具有较为宽阔

的视野；掌握新闻传播实践基本规律，具有从事实践活动的能力；掌握新闻传播研究的基本方法，掌握现

代修辞知识和逻辑知识，形成科学研究能力和信息传播的实践能力；较熟练地掌握一门外语，能够阅读本

专业相关外文资料，并利用外文资料从事科学研究，具有参与国际学术交流和对话的能力。

四、培养方式

1．硕士研究生入学一个月内进行师生双向互选，确定导师，制定培养计划。研究生培养采取导师负

责与集体培养相结合的方式，导师是硕士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

2．注重培养研究生的研究能力。鼓励研究生积极参加各类学术活动，专业教学采用研讨班、专题报

告或启发式等多种教学方式，将课堂讲授、交流、研讨、案例分析和课外读书有机结合起来，加强对研究

生创新能力的培养。

3．根据专业和培养计划需要，聘请国内外专家来校授课，鼓励学生跨专业、跨院系或到国内外著名

高校学习部分课程，提倡与国内外著名高校和科研院所互相承认学分，联合培养研究生。

4．实行学分制。每名研究生需取得不低于 29学分的总学分方可毕业。



3

5．在完成课程学分和培养计划的前提下，研究生如果独立或以第一作者的身份、以广州大学为第一

单位发表 SSCI或 CSSCI期刊论文 1篇及以上，可以申请提前毕业，提前期最多为 1年。

五、专业内容介绍

专业名称 研究内容和特色简介 其他要求

粤港澳台新

闻传播

将媒体研究与区域发展紧密结合，围绕新闻生产、

媒介与社会建构等话题，打造粤港澳台区域传播研究共

同体。特色：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新媒体与社

会发展

关照新媒体对新闻业及其现实社会产生的影响，聚

焦网络舆论的演变规律，以媒介文化的视角反思网络舆

论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特色：服务社会的特点突出。

数字传播与

社会治理

保持对互联网政策、互联网管理等领域前沿问题的

敏锐关注，在国家、产业与公众利益等多重维度上，切

入网络治理研究。特色：有鲜明的指导性。

传播社会学

关照传播如何形塑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社会又如

何约束/使动于传播实践与传播过程。特色：围绕当下媒

介形态引发的社会关系和社会阶层、社会结构变化的理

论与实践进行深入探析，为变化中的传播实践提供新的

理论基础。

六、课程设置与要求

研究生须修读 29 学分以上，其中学位课 20.5 学分，实践 2 学分，学位论文开题与中期报告 1 学分，

学术活动 1 学分。16 学时计 1 学分。

未获学士学位（学历）考取的研究生及跨学科考取的研究生，或在招生考试时被认为在基础理论或专

业知识方面有缺陷、需要在入学后进行适当补课的研究生，应在导师的指导下补修本专业大学本科的主干

课程（不少于二门），并通过相应的考核，方能申请参加论文答辩。补修课程填入研究生个人培养计划，

登记成绩，不计学分。

具体填写广州大学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附后）

七、课程教学大纲

每门课程须编写“广州大学研究生课程教学大纲”

八、实践学习规划

本学科要求研究生通过以下几种形式开展实践学习，并获取毕业所需的实践学分：

1.各研究方向根据研究需要，安排研究生参加导师的课题研究或开发项目，参加有关学术会议或调研、

收集资料等。研究生应做好科研实践总结，经导师组评议、院研究生教学委员会审核合格后方可计 2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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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究生进入报刊社、电台、电视台、新闻网站等媒体单位进行实践，实践内容包括采访、编辑、撰

稿、主持、新媒体公众号运营等方面；也可去广告公司、企事业单位宣传部门实习，主要是参加指定媒体、

广告、网页等的制作等工作，实践内容主要应涉及宣传与广告策划、传播沟通、文字撰稿等工作。学生也

可选择开展自主创业实践，展开与新闻传播相关的创业活动。所有研究应协同或独立进行业务实践，最后

做好实践总结。实践总结经学院研究生教学委员会审核合格后方可计 2学分。

3.本学科研究生获得学院科研课题立项或校级以上科研创新计划的立项，或获得校级以上创新创业实

践大赛名次，或在 CSSCI 学术刊物（含 CSSCI期刊扩展版）上以第一作者（或导师为第一作者，学生为

第二作者）发表专业论文 1篇以上（含 1篇）的，可直接通过实践考核，获得 2学分。

九、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是研究生培养工作的重要环节。研究生在入学第三学期在导师指导下提出学位论文选题和撰

写计划。学位论文选题一方面要考虑到本学科研究的前沿性，切口要小，另一方面要力求和国家、省部级

基金项目接轨。

学位论文的开题在第三学期末完成。无故不参加开题的，半年内不得申请开题。开题不通过者，经过

准备后可重新开题一次。开题通过后，中期检查在论文开始半年后进行，由研究生向检查小组汇报论文进

展情况，并获得指导与帮助。学位论文开题与中期检查合格获得 1学分。

实行硕士学位论文预答辩制度。预答辩安排在第五学期末进行。无故不参加预答辩的，半年内不得申

请参加预答辩。预答辩一次不通过者，可申请进行第二次预答辩。硕士研究生通过预答辩后方能进行论文

送审。硕士学位论文盲审评阅通过后方能进行学位论文答辩。

十、答辩与学位授予

硕士学位论文至少由两位专家（含一位校外专家）写出评阅意见，评阅通过后方可组织答辩。硕士学

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由 3-5人组成。硕士学位论文须进行公开答辩，答辩不通过的，经答辩委员会同意，其

论文可进行修改，在半年后申请重新答辩。

申请硕士学位者在校学习期间须以第一作者身份（导师第一作者，学生第二作者也视同为第一作者身

份）至少在正式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 1 篇，方可进行答辩。

十一、必读、选读书目及重要学术期刊

必读书目：

1.《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迈克尔·舒德森著，常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

2.《对空言说：传播的观念史》，约翰·杜翰姆·彼得斯著，邓建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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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3.《作为文化的传播：“媒介与社会”论文集》，詹姆斯·凯瑞著，丁未译，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2019 年

4.《大众传播理论：范式与流派》，刘海龙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年

5.《消失的地域： 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美]约书亚·梅罗维茨著，肖志军译，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年

6.《马克思主义新闻学概论》，陈力丹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年

7.《哈贝马斯论交往》，陈学明、吴松、远东编，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 年

8.《人际影响》，[美]伊莱休·卡茨、保罗·F·拉扎斯菲尔德著，张宁、刘海龙译，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年。

9.《传播政治经济学》，文森特·莫斯可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

10.《传播纵横：历史脉络与全球视野》，李金銓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

选读书目

1.《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欧文·戈夫曼著，冯钢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年。

2.《新闻社会学》, [美]迈克尔·舒德森著，徐桂权译，，华夏出版社，2010 年。

3.《文本盗猎者：电视粉丝与参与式文化》,[美]亨利·詹金斯著，郑熙青译，北京大学

出版社，2016 年

4.《电视与日常生活》,[英]罗杰・西尔弗斯通著，陶庆梅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年。

5.《媒介融合：网络传播、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三重维度》,[丹]克劳斯·布鲁恩·延

森著，刘君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 年。

6.《理解媒介》，[加]马歇尔·麦克卢汉著，何道宽译，译林出版社，2011 年

7.《再度发言：论社会学芝加哥学派传播思想》，胡翼青著，中国大百科出版社，2007年

8.《传播统计学》，柯惠新、祝建华、孙江华著，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2003年

9.《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陈向明著，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6年

10.《交往在云端：数字时代的人际关系》，第 2版，南希.K.拜厄姆著，董晨宇、唐悦哲译，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 2版

11.《转型时期的媒介文化议题:现代性视角的反思》，陈龙著，上海三联书店，2019年 12月第 1版

12.《语言学的邀请》：塞缪尔·早川 Samuel Hayakawa / 艾伦·早川 Alan Hayakawa ，柳之元 ， 北

https://book.douban.com/search/%E7%BA%A6%E4%B9%A6%E4%BA%9A%C2%B7%E6%A2%85%E7%BD%97%E7%BB%B4%E8%8C%A8
https://book.douban.com/search/%E8%82%96%E5%BF%97%E5%86%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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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大学出版社 ，2015-7

13.《皮尔斯：论符号》 (美) 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 /詹姆斯·雅各布·李斯卡，赵星植译，四川

大学出版社，201410

14.《历史研究》（上、下），汤因比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

15.《社会研究方法》（第 13版），[美]艾尔.巴比著，邱泽奇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

16.《传播统计学》，柯惠新、祝建华、孙江华著，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年

17.《社会学家的窍门：当你做研究时你应该想些什么？》，霍华德·S.贝克尔著，重庆大学出版社，2017

年

18.《媒介与传播地理学》，保罗·亚当斯著，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20年

19.《控制论革命者：阿连德时代智利的技术与政治》，伊登·梅迪纳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

20.《奇云：媒介即存有》，彼得斯著，邓建国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年

学术期刊

《新闻与传播研究》

《新闻大学》

《国际新闻界》

《现代传播》

《新闻记者》

Communication Research

New Media & Society

Media Culture &Society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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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大学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文科使用）

专业名称 新闻传播学 所在学院 新闻与传播学院

课程类别
序

号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中、英文） 学分 学时

开课

学期
开课单位

考核

方式

备

注

必

修

课

公共学位

课

1 0000200049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与实践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2 32 1
马克思主义

学院
考试

2 0000200057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

法论

Marxism and Methodology

of Social Science

1 16 2
马克思主义

学院
考试

3 0000200050

学术英语读写

Academic English

Reading and Writing

2 32 1 外国语学院 考试

4 0000200051

英语视听说

English Audio-visual

Speaking

1 32 1 外国语学院 考试

一

级

学

科

学

位

课

核 心

类 课

程

1 0020200184

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法

Methods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2 32 2
新闻与传播

学院
考试

2 0020200185

新闻传播史

History of News and

Communication

2 32 1
新闻与传播

学院
考试

3 0020200186

新闻理论研究

The Research in

Journalism

2 32 1
新闻与传播

学院
考试

其 他

一 级

学 科

学 位

课

1 0020200187

传播、技术与社会变迁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nd Social

Change

2 32 2
新闻与传播

学院
考试

2 0020200009
媒介文化研究

Special Topics in Media and

Culture

2 32 2
新闻与传播

学院
考试

3 0020200174
论文写作指导

Thesis Writing Guidance
0.5 8 1

新闻与传播

学院
考试

4 0020200120

学科前沿讲座

Lectures on Frontier of

Research

2 32 2
新闻与传播

学院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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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0020200190

粤港澳传媒研究
Research on News Media in

Guangdong, Hongkong and

Macao

2 32 1
新闻与传播

学院
考试

专业

任选课

1 0020200008
媒介批评专题

Seminar in Media criticism
2 32 3

新闻与传播

学院
考试

2 0020200191

量化研究方法

Quant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2 32 3
新闻与传播

学院
考试

3 0020200192

计算传播研究

Computation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 32 3
新闻与传播

学院
考试

4 0020200145

新闻传播学经典文献导读

Classic Literature on

Communication Study

2 32 3
新闻与传播

学院
考试

5 0020200176

传播社会学研究

Research on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2 32 3
新闻与传播

学院
考试

6 0020200001
专业英语

Professional English
2 32 3

新闻与传播

学院
考试

7 0020200024 中外文化经典选读 2 32 3
新闻与传播

学院
考试

8 0020200022

跨文化传播研究
Special Topics i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2 32 3
新闻与传播

学院
考试

9 0020200193

传媒与社会变迁专题

Special Topics on Media

and Social Changes

2 32 3
新闻与传播

学院
考试

10 0020200111

史学理论与方法

Theories and Methods of

History Study

2 32 3
新闻与传播

学院
考试

11 0020200175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经典导

读

Classical Reading of

Marxist View on

Journalism

2 32 3
新闻与传播

学院
考试

12 0020200023

数字化传播技术与应用

Seminar in the Digital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2 32 3
新闻与传播

学院
考试

13 0020200146

广播电视理论与实务

Radio and television

theory and practice

2 32 3
新闻与传播

学院
考试

公共选修

课

1 0000200052

国际学术交流与写作

English Writing for

Academic Communication

1 16 2

外国语学院

考查

须

选

1

学

分
2 0000200053

跨文化交际

Cross-cultural
1 16 2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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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cation

3 0000200054

美国文学选读

Selected Readings in

American Literature

1 16 2 考查

4 0000200055

英语演讲艺术

English Reading for

Academic Purposes

1 16 2 考查

其他环节

教学（社会）实践

Teaching（Society）

Practice

2 32 3,4

新闻与传播

学院

考查

学术活动

Academic Activities
1 32

1,2,

3,4
考查

学位论文开题与中期报告

Research Project Report
1 32 3,4

考查

考查

业务实习

Professional Practice
0 32

2,3,

4
考查

补修本科主干课程

新闻学概论

Introduction to

journalism

0 32 1
新闻与传播

学院
考查

传播学概论

Introduction to

communication

0 32 1
新闻与传播

学院
考查

新闻采访与写作

News interview and

writing

0 32 1
新闻与传播

学院
考查

注：要求每门课程填写相应的英文名称,标*为实践课程。

二级学科负责人确认（签字）： 2023 年 5 月

一级学科负责人确认（签字）： 2023 年 5 月

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意见：

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讨论、审核通过该培养方案。

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主席签字： 2023 年 5 月

主管院长签字： 2023 年 5 月

（单位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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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大学研究生课程教学大纲

课 程

名 称

中文 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法 课程编号 0020200184
英文 Methods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开课单位 新闻与传播学院

考核方式 考查 学时 32 学分 2 课程类别 专业课

编 制 者 张灵敏 章玉萍 适用对象 学术型硕士

课程简介(中文)：
本课程是新闻与传播学研究方法系列课程中，具有导论性质的一门专业课。整个课程由质化研究方法与

量化研究方法两大部分构成，主要介绍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思想、两大研究方法体系的核心差异与适用范

围，以及具体每一种研究方法的研究设计、数据/资料收集和数据/资料分析等知识，旨在培养学生采用科学、

系统的方法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释问题的学术研究能力。本课程一共 32学时，质化与量化研究方法各

16学时。

课程简介(英文)：
This course is an introductory professional course in the series of research methods in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he whole course is composed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It mainly introduces the methodological thinking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the core differences and application
scope of the two research method systems, as well as the research design, data collection and data analysis of each
specific research method, which aims to cultivate students' academic research ability to use scientific and systematic
methods to identify problems, analyze problems, and explain problems. This course has a total of 32 class hours,
with 16 class hours each for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课程目标与基本要求：

本课程旨在培养和提高学生采用科学、系统、规范和适合的研究方法解决学术问题的学术研究能力。它

要求学生了解社会科学研究的一般思路，厘清两大研究方法体系的研究逻辑与适用的场景，并且需要掌握几

种主要的、常用的量化研究方法与质化研究方法的实操，比如问卷调查、内容分析、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

等，一方面要理解它的设计思路，另一方面要熟练掌握研究操作的过程，包括数据/资料的收集与数据/资料

的分析等。

课程内容及学时分配：

章节 主要内容 学时分配

第一章 研究方法绪论 2
第二章 研究前期准备工作 2
第三章 案例研究 2
第四章 观察法 4
第五章 访谈法 4
第六章 质化资料分析 2
第七章 量化研究设计 4
第八章 问卷设计与实施 4
第九章 抽样技术 2
第十章 数据清理、处理与分析 4
第十一章 内容分析法 2

教材及主要参考书目：

1. [美]艾尔·巴比：《社会研究方法》，邱泽奇译，华夏出版社，2009年。

2. 柯惠新、沈浩：《调查研究中的统计分析方法》，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

3. 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教育科学出版社，2006年。

4. 邱皓政：《量化研究与统计分析》，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年。

5. 柯惠新、王锡苓、王宁：《传播研究方法》，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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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修课程：《计算传播研究》《论文写作指导》

教师团队成员：张灵敏 章玉萍

编制者签名： 张灵敏 章玉萍

2023 年 5 月 15 日

学科点意见：

同意该课程大纲安排。

学科点负责人签名：

2023 年 5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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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大学研究生课程教学大纲

课 程

名 称

中文 新闻传播史 课程编号 0020200185
英文 History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开课单位 新闻与传播学院

考核方式 考查 学时 32 学分 2 课程类别 专业课

编 制 者 黎藜 适用对象 学术型硕士

课程简介(中文)：一级学科基础课程。分为中国新闻传播史和世界新闻传播史。中国新闻传播史讲授中国新

闻传播业发生、发展和变化的历史过程及相关研究，世界新闻传播史讲授世界新闻传播业的演变及相关研究

成果。

课程简介(英文)：As a First-level discipline basic course, it includes the history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in
China, and the history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in the world. The former will teach the historical process
and related research of the occurrence, development and change of the Chinese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industry, and the latter involves the evolution of them in the world and related research achievements.
课程目标与基本要求：

课程目标：旨在培养研究生建立人类社会传播发展的历史框架，掌握新闻传播史一般研究方法，以期在

马克思主义社会史观和新闻观指导下，辩证和历史地理解新闻传播业在不同制度、文化、经济背景下的发展

脉络，形成独立的判断思考能力和研究能力。

基本要求：(1)对中国新闻传播史和世界新闻传播史有深入了解；(2)对新闻传播史研究的不同范式有深

入了解；(3)能运用合适的研究方法开展新闻传播史研究。

课程内容及学时分配：

中国新闻传播溯源及早期形态（2学时）

近世中国与晚清的传播与社会（4学时）

辛亥革命到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新闻事业（8学时）

新中国新闻传播史（6学时）

前现代西方世界的信息传播（2学时）

印刷传播与通讯社的发展（2学时）

广播与电视（2学时）

互联网与当今新闻传播转型（2学时）

新闻传播史研究范式与方法（4学时）

教材及主要参考书目：

方汉奇：《中国新闻传播史（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

黄瑚：《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第三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年。

陈力丹：《世界新闻传播史（第三版）》，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年。

预修课程：无

教师团队成员：黎藜 田秋生

编制者签名：

黎藜 2023 年 5 月 15 日

学科点意见：

同意该课程大纲安排。

学科点负责人签名：

2023 年 5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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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大学研究生课程教学大纲

课 程

名 称

中文 新闻理论研究 课程编号 0020200186
英文 The Research in Journalism 开课单位 新闻与传播学院

考核方式 考查 学时 32 学分 2 课程类别 必修课

编 制 者 田秋生 适用对象 新闻学、传播学专业

课程简介(中文)：本课程主要探讨新闻传播活动的思想观念或原理体系，研究新闻活动产生、发展的规律、

新闻报道的本质和特点，并介绍相关研究成果。

课程简介(英文)：This course mainly discusses the ideological concept or the principle system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activities, studies the laws of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news activities, the natur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news reports, and introduces related research results.
课程目标与基本要求：

1.让学生了解世界上的主导新闻理论。

2.培养学生对于新闻理论学术著作和论文的阅读和分析能力。

3.要求学生能运用新闻理论分析现实新闻传播问题。

4.培养学生创新思考和论文写作的基础能力。

课程内容及学时分配：

1.新闻本体（8学时）

数字时代的新闻、新闻客观性、新媒体时代的记者（8学时）

2.新闻与社会（8学时）

媒体的社会功能、媒体与政府、媒体与经济、媒介与技术变迁、媒介全球化

3.中国特色新闻学（8学时）

中国的新闻实践、比较媒介制度、传统媒体创新

4.新闻学研究基础（8学时）

新闻学研究方法、论文写作与报告

教材及主要参考书目：

杨保军：《新闻理论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

陈力丹：《新闻理论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年。

丁和根：《新闻理论研究导引》，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预修课程：无

教师团队成员：田秋生 方晨

编制者签名： 田秋生

2023 年 5 月 15 日

学科点意见：

同意该课程大纲安排。

学科点负责人签名：

2023 年 5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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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大学研究生课程教学大纲

课 程

名 称

中文 传播、技术与社会变迁 课程编号 0020200187
英文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nd Social

Change
开课单位 新闻与传播学院

考核方式 考查 学时 32 学分 2 课程类别 必修课

编 制 者 张杰 适用对象 新闻学、传播学专业

课程简介(中文)：传播、媒介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究竟为何，一直以来都是传播学的核心问题。本课程通

过对传播学历史上重要学派哥伦比亚学派、芝加哥学派、法兰克福学派、多伦多学派、伯明翰学派的相关

经典论文与著作的细读与讨论，从批判、经验、社会、文化、媒介环境等不同理论视角去理解和把握三者

关系，从不同文本间关系去进一步深化传播学基本视角和理论的理解和把握，也对学派间的不同视角差异

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更为明晰。

课程简介(英文)：The relationship among communication, media technology and society has always been the key
issue of communication. Through the close reading and discussion of relevant classic papers and works of Columbia
School, Chicago school, Frankfurt school, Toronto School and Birmingham School, which are important schools in
the history of communication, this course understands and grasp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hree from different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such as criticism, experience, sociology , culture and media environment, so as to further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and grasp of the basic theories of communication, It also has a clearer understanding of
the importance and necessity of different perspectives among schools.
课程目标与基本要求：

1.理解和掌握不同学派关于三者关系的重要文献的观点。

2.对于不同学派观点的差异性和缘由进行学理剖析。

3.理解和剖析经典文本、次文本和潜文本三者之间的关联和差异，从而训练研究能力。

课程内容及学时分配：

1.课程介绍和概览（2学时）

2.哥伦比亚学派的相关经典理论和观点。（6学时）

3.法兰克福学派的相关经典理论和观点（6学时）

4.芝加哥学派的相关经典理论和观点（6学时）

5.多伦多学派的相关经典理论和观点（6学时）

6.伯明翰学派的相关经典理论和观点（6学时）

教材及主要参考书目：

卡茨、彼得斯等编：《媒介研究经典文本解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预修课程：新闻传播学理论、传播学史

教师团队成员：张杰 张灵敏

编制者签名： 张杰

2023 年 5 月 15 日

学科点意见：

同意该课程大纲安排。

学科点负责人签名：

2023 年 5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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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大学研究生课程教学大纲

课 程

名 称

中文 媒介文化研究 课程编号 0020200009

英文 Special Topics in Media and Culture 开课单位 新闻与传播学院

考核方式 考试 学时 32 学分 2 课程类别 专业课

编 制 者 李春雷 适用对象 学术型硕士

课程简介（中文）：

本课程主要介绍媒介文化的概念、理论和思潮，以及如何运用媒介文化的相关理论分析社会传播中的文

化现象。通过文献阅读，讨论媒介文化研究的方法与实践。

课程简介（英文）：

This course mainly introduces the concept, theory and trend of thought of media culture, and how to analyze
cultural phenomena in social communication by using relevant theories of media culture. Through literature
reading, discuss the methods and practice of media culture research.
课程目标与基本要求：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比较深入地掌握媒介文化的概念、理论和思潮，能够运用这些理论深刻地分

析大众传播的各种文化现象，为学生从事大众传播的实践和批评提供必要的方法和理论基础。

课程内容及学时分配：

第一章 文化、大众文化、媒介文化（3学时）

第二章 女性主义与媒介文化（4学时）

第三章 批判学派、英国文化学派、编码和解码理论（4学时）

第四章 消费主义与媒介文化（3学时）

第五章 媒介霸权理论、文化帝国主义（4学时）

第六章 心理学、精神分析与媒介文化（4学时）

第七章 布尔迪厄、收视率（阅听率）、低俗化（3学时）

第八章 网络与媒介文化（4学时）

第九章 结构主义叙事学与媒介文化（3学时）

教材及主要参考书目：

陈龙：《传媒文化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

尼克•史蒂文森：《认识媒介文化》，商务印书馆，2001年
《媒介文化研究》集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预修课程：

教师团队成员：李春雷 夏德勇 曾丽红

编制者签名： 李春雷

2023 年 5 月 15 日

学科点意见：

同意该课程大纲安排。

学科点负责人签名：

2023 年 5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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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大学研究生课程教学大纲

课 程

名 称

中文 论文写作指导 课程编号 0020200174

英文 Thesis Writing Guidance 开课单位 新闻与传播学院

考核方式 考查 学时 8 学分 0.5 课程类别 专业课

编 制 者 李春雷 适用对象 学术型硕士

课程简介（中文）：

本课程以学位论文写作、学术论文写作等为指导，以研究方法、数据搜集整理、综述写作、摘要写作、

正文写作、写作规范等方式展开课程，旨在培养学生科研学术论文写作的基本素养，初步培养学生论文写作

的基本素养和规范。

课程简介（英文）：

This course is guided by dissertation writing and academic thesis writing， carried out through research
methods, data collection and collation, summary writing, abstract writing, text writing, writing norms and so on,
aims to cultivate students' basic literac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academic paper writing, and preliminarily
cultivate students' basic literacy and norms of paper writing.

课程目标与基本要求：

本课程的教学任务是提升学生论文写作能力，对写作中的问题意识，数据发掘、学术方法、学术规范等

有全面的理解和掌握。本课程采用讲授与课堂讨论相结合的教学方法，并运用多媒体辅助教学。

课程内容及学时分配：

资料与文献收集 2学时

框架与结构确定 4学时

学术语言表达 2学时

教材及主要参考书目：

新闻传播学四大刊论文

预修课程：

新闻传播学本科课程

教师团队成员：

李春雷 邹军 张杰

编制者签名： 李春雷

2023 年 5 月 15 日

学科点意见：

同意该课程大纲安排

学科点负责人签名：

2023 年 5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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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大学研究生课程教学大纲

课 程

名 称

中文 学科前沿讲座 课程编号 0020200120

英文 Lectures on Frontier of Research 开课单位 新闻与传播学院

考核方式 考试 学时 32 学分 2 课程类别 专业课

编 制 者 田秋生 适用对象 学术型硕士

课程简介（中文）：该课程主要针对当前新闻传播学科领域的前沿热点、重点和难点研究问题，邀请该领域

的专家来授课。课程主要分为四个板块：新闻学研究前沿、传播学研究前沿、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前沿、传媒

发展趋势，共八个讲座，每个讲座 4学时。该课程的授课形式、授课内容将随着新闻传播学科的发展和传媒

业的变迁而不断调整。

课程简介（英文）：

This course mainly focuses on the hot, key and difficult research issues in the current field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inviting experts in this field to teach. The course is mainly divided into four sections: journalism
research frontier, communication research frontier,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frontier and media
development trend. There are eight lectures, each of which is 4 class hours. The teaching form and content of this
course will be adjust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and the change of media industry.
课程目标与基本要求：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对当代新闻传播学研究所涉及的理论与实践有更深的了解，

引导学生更加主动地关注当代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发展走向，更为切实地了解传媒业发展的最新动态，从而具

备开放的视野与前沿问题意识，能应用新的新闻传播学理论和研究方法来分析、研究、乃至解决中国新闻传

播领域的问题。

课程内容及学时分配：

第一部分 新闻学研究前沿

第一讲 新闻史论研究前沿（4 学时）

第二讲 新闻业务研究前沿（4 学时）

第二部分 传播学研究前沿

第三讲 传播学理论研究前沿（4 学时）

第四讲 传播学本土化（4学时）

第三部分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前沿

第五讲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问题意识（4学时）

第六讲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路径（4学时）

第四部分 传媒业发展趋势

第七讲 传媒业变迁（4学时）

第八讲 传媒业热点问题（4学时）

（说明：课程内容及学时分配将根据学界与业界的变化，进行动态调整）

教材及主要参考书目：

劳伦斯.纽曼著，郝大海译，《社会研究方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

主要期刊：

《新闻与传播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主办）

《新闻大学》（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主办）

《国际新闻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主办）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主办）

《新闻记者》（上海文新集团主办）

《新闻战线》（人民日报社主办）

预修课程：新闻学研究

教师团队成员：田秋生 邹军 张杰

编制者签名： 田秋生

2023 年 5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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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点意见：

同意该课程大纲安排。

学科点负责人签名：

2023 年 5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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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大学研究生课程教学大纲

课 程

名 称

中文 粤港澳传媒研究 课程编号 0020200190

英文 Research on Media in Guangdong, Hongkong
and Macao

开课单位 新闻与传播学院

考核方式 考查 学时 32 学分 2 课程类别 专业课

编 制 者 李鲤 适用对象 学术型硕士

课程简介(中文)：
本课程主要从比较研究的视角，介绍粤港澳传媒的观念差异、体制异同、发展现状以及媒介实践，重点

探讨媒体融合与区域融合、媒介与文化、媒介与社会的关系。注重以问题为导向的参与式学习，关注研究方

法的习得与训练。

课程简介(英文)：
This course mainly introduces the concept differences, system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development status

and media practice in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o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parative research, focusing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dia integration and regional integration, media and culture, media and society,
paying attention to problem-oriented participatory learning and the acquisition and training of research methods.
课程目标与基本要求：

课程目标：了解粤港澳传媒研究的相关理论、议题与方法，能够围绕这一问题域开展独立的研究。

基本要求：

1.了解粤港澳传媒研究相关的国内外经典研究成果。

2.了解粤港澳传媒研究的基本问题域与研究方法。

3.把握粤港澳传媒研究的前沿议题。

4.具备独立开展粤港澳传媒研究的能力。

课程内容及学时分配：

第一讲 问题与方法：比较视野下的粤港澳传媒研究 6学时

第二讲 粤港澳传媒研究的国内外经典文献 4学时

第三讲 粤港澳新闻实践研究 4学时

第四讲 作为实践的粤港澳城市传播研究 6学时

第五讲 粤港澳传媒与社会研究专题 6学时

第六讲 粤港澳媒体的融合发展与创新专题 6学时

教材及主要参考书目：

1.[美]丹尼尔·哈林、[意]保罗·曼奇尼 ：《比较媒介体制：媒介与政治的三种模式》，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2.童兵：《比较新闻传播学》，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3.黄旦：《城市传播：基于中国城市的历史与现实》，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

4.汪安民：《文化研究关键词》，江苏人民出版社，2020（修订版）.

预修课程：《新闻理论研究》《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法》《媒介政策、法规与伦理研究》

教师团队成员：李鲤 田秋生 陶冶

编制者签名： 李鲤

2023 年 5 月 15 日

学科点意见：

同意该课程大纲安排。

学科点负责人签名：

2023 年 5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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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大学研究生课程教学大纲

课 程

名 称

中文 媒介批评专题 课程编号 0020200008

英文 Seminar in Media criticism 开课单位 新闻与传播学院

考核方式 考试 学时 32 学分 2 课程类别 任选课

编 制 者 李祥伟 适用对象 学术型硕士

课程简介（中文）：

本课程以媒介批评的各种理论的观点检视传播的相关现象与问题。新闻媒介方面，涵盖媒介政治经济现

象、新闻产制、媒介全球化等；重点在流行文化方面，以电影、电视、广告、流行音乐、网络游戏等性别与

消费文化作为探讨的文本，培养学生媒介的批判性识读能力。本课程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以讲授和讨论

相结合的方式教学。教师在讲授基本原则和方法之后，随机抽取最新的媒介现象与产品，进行案例分析，探

讨媒体生产过程中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课程简介（英文）：

This course examines the phenomena and problems related to communication from various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of media criticism. In terms of news media, this course covers media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henomena, news production system, media globalization etc., and it focuses on popular culture, gender and
consumption culture such as film, TV, advertisement, popular music and online game are used as the text to develop
students' critical literacy of media. This course emphasizes the combin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and is taught by
a combination of lecture and discussion. After teaching basic principles and methods, the teacher will randomly
select the latest media phenomena and products to conduct case analysis, and discuss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ssues
in the media production process.
课程目标与基本要求：

本课程的主要任务和目标是：学习媒介批评的一般理论，追溯媒介批评的发展历史，认识媒介批评的本

质特征，了解国内外媒介批评的现状，建立媒介批评的价值体系，切实掌握媒介批评的基本理论及研究方法，

使学生能够正确地解读和评判传媒及传媒信息，以便学生在未来的传播理论研究及传播实务工作中开展正确

的媒介批评，对媒介发展形成准确的把握和认识。

课程内容及学时分配：

第一章 媒介批评溯源(3学时)
第二章 媒介批评的理论基础(3学时)
第三章 媒介批评的标准(3学时)
第四章 媒介批评的方法(3学时)
第五章 媒介批评的理论之符号学 (4学时)
第六章 媒介批评的理论之文化研究(4学时)
第七章 媒介批评的理论之女性主义 ( (4学时)
第八章 媒介批评的实践之一 (4学时)
第九章 媒介批评的实践之二 4学时)

教材及主要参考书目：

1. 《媒介批评通论》 刘建明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2. 《媒介批评--起源、标准、方法》 王君超著 ，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

3. 《媒介批评--立场、范畴、命题、话语》 李岩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4. 《媒介分析技巧》：Arthur Asa Berger 著，李德刚、何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第三版），2011年版。

5.《媒介研究技巧》：Arthur Asa Berger主编，展江 喻国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二版），2009年版

6.《学会提问：批判性思维指南》：（美）布朗等著，赵玉芬等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6年版

预修课程：

教师团队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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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者签名： 李祥伟

2023 年 5 月 15 日

学科点意见：

同意该课程大纲安排。

学科点负责人签名：

2023 年 5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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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大学研究生课程教学大纲

课 程

名 称

中文 量化研究方法 课程编号 0020200191
英文 Quantitative Methods i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开课单位 新闻与传播学院

考核方式 考查 学时 32 学分 2 课程类别 专业课

编 制 者 徐晖明 适用对象 学术型硕士

课程简介(中文)：
介绍量化研究的基本原理与方法，包括常用的描述性统计分析与推断性统计分析，如常见概率分布、卡

方检验、t检验、方差分析、回归分析、因子分析等。并结合新闻传播领域的实际，选取相应研究文献进行

研讨，以培养学生在本专业领域应用量化研究方法的能力。

课程简介(英文)：
The main content of this course is to introduce the basic principles and methods of quantitative research,

including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and inferential statistical analysis, such as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s, Chi
square test, T test, analysis of variance, regression analysis, factor analysis, etc. Corresponding research literature in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will also be selected for students to read and discuss, so as to cultivate students'
ability of applying quant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in their field.

课程目标与基本要求：

1.了解和掌握基本的量化研究原理；

2.掌握 SPSS软件操作与应用；

3.无障碍阅读并较为专业地分析评价本领域的量化研究论文；

4.恰当地应用量化方法进行本领域的研究。

课程内容及学时分配：

量化研究方法概论，2课时

描述性统计分析及相应的 SPSS 操作，2课时

卡方分析及相应的 SPSS 操作，4课时

T检验及相应的 SPSS 操作，6课时

方差分析及相应的 SPSS 操作，4课时

回归分析及相应的 SPSS 操作，4课时

因子分析及相应的 SPSS 操作，4课时

量化研究文献研读与讨论，6课时

（共计 32课时）

教材及主要参考书目：

《传播统计学》，柯惠新、祝建华、孙江华编著，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2003年 1月
《统计分析与 SPSS 的应用》，薛薇编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年 6月

预修课程：新闻学概论，传播学概论

教师团队成员：徐晖明，张灵敏

编制者签名： 徐晖明

2023 年 5 月 15 日

学科点意见：

同意该课程大纲安排。

学科点负责人签名：

2023 年 5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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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大学研究生课程教学大纲

课 程

名 称

中文 计算传播研究 课程编号 0020200192
英文 Computation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开课单位 新闻与传播学院

考核方式 考查 学时 32 学分 2 课程类别 专业课

编 制 者 王童辰 适用对象 学术型硕士

课程简介(中文)：
课程主要介绍计算传播学的基础知识，包括文本分析、情感分析、语义建模、传播网络、社会网络分析

等内容。重点了解计算方法在新闻传播学如何运用，在已有的研究领域已经形成哪些优质的成果，未来的研

究动向。

课程简介(英文)：
This course mainly introduces the basic knowledge of computational communication, including text analysis,

sentiment analysis, semantic modeling, communication network,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etc. We focus on how to
use computing methods in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what high-quality papers have been achieved in the
existing research fields, and future research trends.
课程目标与基本要求：

1.充分了解计算传播学与传统传播学研究的区别，能够读懂计算传播研究的相关论文。

2.能够了解计算传播的基本方法，理清研究逻辑，能自行开展简单的计算传播研究。

3.增加学生的学习动机与能力，为深入进行相关领域奠定基础。

课程内容及学时分配：

计算传播研究的导论，2学时

计算传播研究与传统定量传播学研究的区别，2学时

文本分析简介，2学时

情感分析，4学时

语义建模，4学时

网络传播与传播网络，2学时

传播网络分析，2学时

机器学习基础，4学时

社会网络分析，8学时

计算传播学研究的未来，2学时

教材及主要参考书目：

教材：张伦，王成军，许小可：《计算传播导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

参考书：许小可，胡海波，张伦，王成军：《社交网络上的计算传播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

预修课程：《新闻传播研究方法》《新闻传播学理论》《定量研究基础》

教师团队成员：王童辰

编制者签名：

2023 年 5 月 15 日

学科点意见：

同意该课程大纲安排。

学科点负责人签名：

2023 年 5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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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大学研究生课程教学大纲

课 程

名 称

中文 新闻传播学经典文献导读 课程编号 0020200145

英文 Classical Reading of Research on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开课单位 新闻与传播学院

考核方式 考查 学时 32 学分 2 课程类别 专业课

编 制 者 邹军 适用对象 学术型硕士

课程简介（中文）：

本课程由学生阅读、课堂讨论、引导阅读等方式展开，通过新闻传播学经典文献和前沿文献选读，使学

生较系统地掌握新闻传播学学术地图，提高独立从事新闻传播学领域学术课题研究的能力，为论文的选题和

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础。

课程简介（英文）：

This course is carried out by students' reading, class discussion, guided reading, etc. By selected reading
classical and frontier literatures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tudents can systematically master the academic
map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improve the ability to independently engage in academic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and lay a good foundation for the topic selection and research of the paper.
课程目标与基本要求：

1.通过研读文献，强化新闻传播学理论、历史和方法基础。

2.通过评价经典作品，提升新闻传播学领域的思考能力。

3.通过关注应用性研究，强化问题意识，提升研究能力。

课程内容及学时分配：

传播理论与思想（20学时）

哥伦比亚学派（2学时）

芝加哥学派（4学时）

法兰克福学派（4学时）

英国文化研究（4学时）

多伦多学派（2学时）

国际传播（2学时）

公共领域（2学时）

新闻理论（12学时）

新闻体制（4学时）

新闻生产（4学时）

数字新闻学研究（4学时）

预修课程：新闻传播史研究

教师团队成员：邹军 李春雷 田秋生 张杰

编制者签名： 邹军

2023 年 5 月 15 日

学科点意见：

同意该课程大纲安排。

学科点负责人签名：

2023 年 5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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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大学研究生课程教学大纲

课 程

名 称

中文 传播社会学研究 课程编号 0020200176
英文 Research on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开课单位 新闻与传播学院

考核方式 考查 学时 32 学分 2 课程类别 专业课

编 制 者 张杰 适用对象 学术型硕士

课程简介(中文)：
本课程主要介绍传播社会学研究的兴起背景、国内外研究态势、主要研究议题、中国问题及未来趋势，

重点探讨媒介、传播与社会的关系，以及开展传播社会学研究的方法与路径。

课程简介(英文)：
This course mainly presents the following contents: the rising background of the research on Sociology of

communication, domestic and abroad study trends, main research topics, China issues and future trends.
Correspondingly, discussions focu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dia, communication and social changes, and the
methods and paths of Sociology of communication study.
课程目标与基本要求：

本课题目标：对传播社会学研究的国内外趋势有比较清晰的认识，能独立开展相关研究。

基本要求：1.了解传播与社会研究的国内外经典研究成果。

2.了解传播社会学研究的主要问题与研究方法。

3.把握传播社会学研究的未来趋势。

4.具有独立开展传播社会学研究的能力。

课程内容及学时分配：

第一讲 传播社会学的发展历史与概念澄清 4学时

第二讲 传播社会学研究的国内外现状 4学时

第三讲 传播社会学研究的主要议题 4学时

第四讲 传播社会学研究的中国问题 4学时

第五讲 传播社会学研究的经典案例解析 6学时

第六讲 传播社会学研究的方法 4学时

第七讲 传播社会学研究的趋势 4学时

教材及主要参考书目：

1.[美]大卫•克劳图等：《媒介•社会》，邱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2.[加]戴维·克劳利等：《传播的历史：技术、文化与社会》，董璐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3. [英]尼克•斯蒂文森：《认识媒介文化：社会理论与大众传播》，王文斌译，商务印书馆，2013.
4. Pamela J. Shoemaker, Stephen D. Reese.Mediating the Message in the 21st Century: A Media Sociology
Perspective，Routledge，2013.
预修课程：

教师团队成员：张杰 张灵敏 尹杭

编制者签名： 张杰

2023 年 5 月 15 日

学科点意见：

同意该课程大纲安排。

学科点负责人签名：

2023 年 5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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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大学研究生课程教学大纲

课 程

名 称

中文 专业英语 课程编号 0020200001
英文 Professional English 开课单位 新闻与传播学院

考核方式 考试 学时 32 学分 2 课程类别 专业课

编 制 者 徐晖明 适用对象 学术型硕士

课程简介（中文）：

本课程以培养学生在新闻传播专业领域的英语实际运用能力为出发点，选取难度适中的新闻传播学英文

材料，使学生在提高专业英文水平的同时，能够进一步理解和掌握一些重要的新闻传播学方法和理论，如批

判理论、文本分析与批评、文化分析、符号互动、社会建构、实证研究方法等，使学生能够熟悉本专业领域

的英文表达，并具备较好听、说、读、写能力，尤其是英文文献阅读和运用能力。

课程简介（英文）：

This course aims to cultivate students' practical ability to use English in the field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English materials of moderate difficulty are selected to enable students to further understand and
master some important methods and theories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while improving their professional
English level, such as critical theory, text analysis and criticism, cultural analysis, symbolic interaction, social
construction, empirical research methods, etc. To enable students to be familiar with the English expression of the
field, and have good listening, speaking, reading and writing skills, especially the ability to read and use English
literature.
课程目标与基本要求：

本课题与公共英语不同，不强调构词、语法、句法等纯粹语言学方面的问题，而是从学术型硕士的实际

需要出发，着眼于培养研究生在新闻传播学专业领域的英语运用能力，尤其是英文文献的阅读能力。课程通

过各种不同方式的阅读训练（如快速浏览、精读、观点提炼、内容概括、评价分析等），培养学生阅读英文

文献、概括分析英文文献的习惯和能力，为今后的科研和业务工作打下必要的基础。

课程内容及学时分配：

Science and human behavior, 2 classes
Defining theory, 2 classes
Mass communication and theory, 2 classes
Critical theory, 4 classes
Textual analysis and literary criticism, 4 classes
Cultural studies, 4 classes
Symbolic interaction, 4 classes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4 classes
Empirical research: a main stream i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6 classes

教材及主要参考书目：

教材：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 Foundations, Ferment and Future (Third Edition), Stanley J. Baran and
Dennis K. Davis,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3年 9月

主要参考书： Theories of Human Communication (Seventh Edition), Stephen W. Littlejohn，清华大学出版

社 2003年 9月

预修课程：公共英语、传播学概论

教师团队成员：徐晖明、尹杭

编制者签名： 徐晖明

2023 年 5 月 15 日

学科点意见：

同意该课程大纲安排。

学科点负责人签名：

2023 年 5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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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大学研究生课程教学大纲

课 程

名 称

中文 中外文化经典选读 课程编号 0020200024
英文 Classic Readings in Chinese

and foreign cultures

开课单位 新闻与传播学院

考核方式 考查 学时 32 学分 2 课程类别 专业选修课

编 制 者 李祥伟 适用对象 学术型研究生

课程简介(中文)：
本课程秉持知识即实践的精神，要求除必选著作外，精读所列六种类型的中外经典著作各一部，泛读所

列推荐书目的四分之一以上著作；课堂上以小组讨论、课堂辩论与情景模拟等方式，切磋琢磨，互启互发，

教师参与其中。课程进行系统的探究性思维和探究性学习训练，锻炼思考力（培养问题意识）、表达能力和

团队的协调组织力。

课程简介(英文)：
Adhering to the spirit that knowledge is practice, in addition to the required works, this course requires

intensive reading of the listed six types of Chinese and foreign classic works, one for each type, and extensive
reading of more than a quarter of the recommended books. We will discuss in groups, debate in class, simulate
situations and learn from each other. The course carries out systematic inquiry thinking and inquiry learning training
to train thinking ability (cultivate problem consciousness), expression ability and team coordination ability.
课程目标与基本要求：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让学生了解人类历史上具有永恒价值和历久弥新的原创性著作，深入中外文化的核

心，感受大家风范，培养大家气象，提高人文素养，培养人文精神。通过研读古今中外最高水平的著作，体

验创新性思维，不断地进行自我开发与发展，成为具有良好文化素养、宽广深厚的学科及专业理论基础、强

烈的进取心和较强学习能力和自我开发能力的自我完善的人。

课程内容及学时分配：

第一专题 哲学经典：必选《周易》、《理想国》等（10学时）

第二专题 宗教与历史经典：必选《圣经》、《坛经》等（10学时）

第三专题 艺术经典：自由选择（3学时）

第四专题 科学经典：自由选择（3学时）

第五专题 社会科学经典：自由选择（3学时）

第六专题 文学经典：自由选择（3学时）

阅读书目见教材《中外经典导读与欣赏：代表人类知识与文化的名著和名作精选》中六类 90种。

教材及主要参考书目：

1《中外经典导读与欣赏：代表人类知识与文化的名著和名作精选》浙江大学出版社; 第 1版 ，2009年
2《向古人借智慧：如何阅读中国文化经典》龚鹏程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5年

预修课程：

教师团队成员：

编制者签名： 李祥伟

2023 年 5 月 15 日

学科点意见：

同意该课程大纲安排。

学科点负责人签名：

2023 年 5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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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大学研究生课程教学大纲

课 程

名 称

中文 跨文化传播研究 课程编号 0020200022

英文 Research o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开课单位 新闻与传播学院

考核方式 考查 学时 32 学分 2 课程类别 专业课

编 制 者 邹军 适用对象 学术型硕士

课程简介（中文）：

本课程主要讨论跨文化传播的基本原理和理论，介绍国内外跨文化传播的最新研究成果。通过文献研读，

探讨跨文化传播的研究方法和路径，以及如何运用理论分析现实的跨文化传播问题。

课程简介（英文）：

This course mainly discusses the basic principles and theories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introduces
the latest research results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domestic and abroad. Through literature study, discussing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how to use theories to analyze practical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problems.
课程目标与基本要求：

1.了解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基本原理和基本理论。

2.掌握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方法和路径。

3.通过学习，提升在本研究领域的问题意识，能独立提出问题并开展研究。

课程内容及学时分配：

跨文化传播的基本原理：文化多样性、文化适应、文化冲击（6学时）

跨文化传播的基本理论（6学时）

跨文化传播的研究现状与趋势（8学时）

跨文化传播研究方法（6学时）

国际间沟通交流与跨文化传播（6学时）

教材及主要参考书目：

[美]朱迪丝·N.马丁 托马斯·K.那卡雅玛著， 陈一鸣、刘巍巍 译，《跨文化传播（第 5版）》 ，清华

大学出版社，2019年。

单波、石义彬：《跨文化传播新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年。

[美]史蒂夫·莫滕生（Mortenson·S.）选编，《跨文化传播——东方的视角》，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年。

预修课程：传播学概论

教师团队成员：邹军 徐晖明 李鲤

编制者签名： 邹军

2023 年 5 月 15 日

学科点意见：

同意该课程大纲安排。

学科点负责人签名：

2023 年 5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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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大学研究生课程教学大纲

课 程

名 称

中文 传媒与社会变迁专题 课程编号 0020200193
英文 Special Topics on Media and Social Changes 开课单位 新闻与传播学院

考核方式 考查 学时 32 学分 2 课程类别 专业课

编 制 者 邹军 适用对象 学术型硕士

课程简介(中文)：
本课程主要探讨媒介概念的基本脉络、媒介技术史、媒介驯化与日常生活、虚拟现实与传播实践、技术

与媒介考古、技术与媒介物质性、媒介技术伦理与批判等，讨论新传媒技术实践带来的理论冲击，思考传媒

与社会变迁提出的新研究问题。

课程简介(英文)：
This course mainly discusses the basic context of media concept, media technology history, media

domestication and daily life, virtual reality and communication practice, technology and media archaeology,
technology and media materiality, media technology ethics and criticism, discusses the theoretical impact brought
by the practice of new media technology, and pondered the new research issues raised by media and social change.
课程目标与基本要求：

1.为学生提供一个考察传媒与社会变迁的整体框架与理论脉络。

2.提升学生对本学科前沿问题的思考能力和创新能力。

3.学生应了解相应板块的基本问题和前沿研究。

4.学生应能独立开展研究本领域的新问题。

课程内容及学时分配：

媒介技术发展历史（4学时）

媒介与社会变迁的主导框架（4学时）

技术与日常生活：媒介驯化（4学时）

被形塑的媒介经验：媒介化与中介化（4学时）

大数据与算法平台（4学时）

人工智能时代的传播实践（4学时）

新媒体技术与身体（4学时）

媒介技术伦理与批判（4学时）

教材及主要参考书目：

(美)莱文森著，何道宽译，《软利器：信息革命的自然历史与未来》，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
唐海江：《媒介考古学：方法、路径和意涵》，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

预修课程：

教师团队成员：邹军 张杰 徐晖明

编制者签名： 邹军

2023 年 5 月 15 日

学科点意见：

同意该课程大纲安排。

学科点负责人签名：

2023 年 5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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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大学研究生课程教学大纲

课 程

名 称

中文 史学理论与方法 课程编号 0020200111
英文 Theories and Methods of History Study 开课单位 新闻与传播学院

考核方式 考查 学时 16 学分 1 课程类别 专业课

编 制 者 田秋生 适用对象 学术型硕士

课程简介（中文）：本课程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历史学的起源与目标，主要介绍历史学的学科体系、学

科地位、社会功能。第二部分历史认识的基本特征，主要介绍历史认识的结构与过程、历史思维的方式与范

围；第三部分历史研究的主要方法，主要介绍历史研究的问题意识、史料收集方法及资料分析的路径；第四

部分历史学家的基本素养与时代使命，主要介绍史学研究者的知识结构、研究能力及其养成路径。

课程简介（英文）：

This course is divided into six parts. The first part is the origin and goal of history, which mainly introduces the
disciplinary system, disciplinary status and social function of history. The second part is the basic features of
historical cognition, which mainly introduces the structure and process of historical cognition, the method and scope
of historical thinking. The third part is the main methods of historical research, which mainly introduces the
awareness of the problems in historical research, the methods of collecting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the paths of data
analysis. The fourth part is the basic accomplishment and mission of historians, which mainly introduces the
knowledge structure, research ability and cultivation path of historians.
课程目标与基本要求：通过学习本课程，掌握历史学研究的基本理论与研究方法，具备历史研究的问题意识、

史学思维方式、能将该领域的理论与方法用到新闻传播领域的研究中。基本要求如下：

1.阅读历史研究领域的经典文本，熟悉中外历史学理论；

2.了解与掌握中外史学研究的基本路径；

3.具备从事新闻学研究的历史意识，并掌握相应的研究方法。

课程内容及学时分配：

第一部分 历史的起源与目标

第一讲 历史学的起源（1学时）

第二讲 历史学的学科体系与学科群（1学时）

第二部分 历史认识的基本特征

第三讲 历史认识活动的结构与过程（2学时）

第四讲 历史思维的方式与范围（2学时）

第五讲 历史认识的真理性及其过程（2学时）

第三部分 历史研究的主要方法

第六讲 历史研究的问题意识（3学时）

第七讲 历史研究的路径（3学时）

第四部分 历史学家的基本素养与时代使命

第八讲 史学研究者的知识结构（1学时）

第九讲 史学研究者的时代使命（1学时）

教材及主要参考书目：

姜义华，瞿林东，赵吉惠：《史学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

张耕华：《历史哲学引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

预修课程：新闻学研究

教师团队成员：田秋生 李春雷 李祥伟

编制者签名： 田秋生

2023 年 5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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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点意见：

同意该课程大纲安排。

学科点负责人签名：

2023 年 5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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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大学研究生课程教学大纲

课 程

名 称

中文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经典导读 课程编号 0020200175

英文 Classical Reading of Marxist View on

Journalism

开课单位 新闻学院

考核方式 考查 学时 32 学分 2 课程类别 专业课

编 制 者 李春雷 适用对象 学术型硕士

课程简介（中文）：

本课程以马克思主义经典新闻传播学理论、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理论为指导，选取经典作家的经典作品，

以师生互动、学生阅读、教师导读等方式展开课程，旨在培养学生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基本素养，初步构建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理论体系。

课程简介（英文）：

This course is guided by Marxist classical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heory and Marxist classical literary
theory, selects classic works of classic writers, and carried out by means of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student
reading and teacher guidance, aims to cultivate students' basic literacy of Marxist views of journalism and
preliminarily construct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Marxist views of journalism.

课程目标与基本要求：

本课程的教学任务是提升学生对马克思主义作品的鉴赏能力，对作品中的理论构建，作品的思想意蕴、

学术特色、作家的创作风格以及作品的鉴赏方法等有全面的理解和掌握。本课程采用讲授与课堂讨论相结合

的教学方法，并运用多媒体辅助教学。

课程内容及学时分配：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中国化（4学时）

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研究（4学时）

新闻工作的真实性原则研究（4学时）

舆论导向研究（4学时）

舆论监督研究（4学时）

媒介融合时代的传播规律研究（4学时）

新型主流媒体建设研究（4学时）

国际传播力研究（4学时）

预修课程：

教师团队成员：

田秋生、邹军、孔令顺、陶冶、张爱凤、张静民、夏德勇、夏清泉、苏凡博

编制者签名： 李春雷

2023 年 5 月 15 日

学科点意见：

同意该课程大纲安排.

学科点负责人签名：

2023 年 5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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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大学研究生课程教学大纲

课 程

名 称

中文 数字化传播技术与应用 课程编号 0020200023

英文 Seminar in the Digital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开课单位 新闻与传播学院

考核方式 考查 学时 32 学分 2 课程类别 专业课

编 制 者 刘雪梅 适用对象 学术型硕士

课程简介（中文）：

本课程将介绍在媒介融合的趋势下新闻传播技术环境的变化，以及数字传播的特点，并以媒介融合时代

的新闻报道为目标，介绍各种形式的信息的数字化处理技术，以及将它们整合成多媒体报道的原则、技术与

方法。

课程简介（英文）：
This course will introduce the changing technological environment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gital communication under the trend of media convergence. Aiming at the news report in the
media convergence era, it introduces the digital processing technology of various forms of information, and the
principles, techniques and methods of integrating them into multimedia reports.
课程目标与基本要求：

让学生了解数字传播技术的变化及特点和要求，从而掌握数字化加工的技术基础，学会台式网络与移动

网络端口新闻信息的数字化整合传播技巧。

课程内容及学时分配：

数字传播技术的发展（4学时）

数字新闻传播的特点及要求（4学时）

图片新闻的数字化加工（8学时）

音频新闻的数字化加工（2课时）

视频新闻的数字化加工 （4学时）

多媒体新闻的数字化整合（10学时）

教材及主要参考书目：

彭兰：《数字化传播技术与应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

刘毓敏：《数字影音制作基础》，国防工业出版社，2006年。

预修课程：

《计算机基础》为其前面所修课程

教师团队成员：刘雪梅 徐晖明 李秀芳 高岩

编制者签名： 刘雪梅

2023 年 5 月 15 日

学科点意见：

同意该课程大纲安排。

学科点负责人签名：

2023 年 5 月 15 日

http://www.smarter.com.cn/book-1011/category/csnet-16-atr_0-449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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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大学研究生课程教学大纲

课 程

名 称

中文 广播电视理论与实务 课程编号 0020200146

英文 Radio and television theory and practice 开课单位 新闻与传播学院

考核方式 考查 学时 32 学分 2 课程类别 专业课

编 制 者 李鲤 适用对象 学术型硕士

课程简介(中文)：
本课程以广播电视节目案例解读为主结构，融合广播电视内容生产、创作和传播为一体，贯穿历史文化

潮流，分析其发展的基础理论与社会语境。重点探讨中国广播电视节目的历史语境、基础理论、创作方法、

传播手段和文化观照五个方面的内容，引导学生建构立体化的知识体系和多维度的实操能力。

课程简介(英文)：
This course is mainly structured by case interpretation of radio and TV programs, integrating the production,

cre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radio and television content, through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trend, analyzing the
basic theory and social context of its development. This course focuses on the historical context, basic theory,
creative methods, communication means and cultural reflection of Chinese Radio and television programs, and
guides students to construct three-dimensional knowledge system and multi-dimensional practical operation ability.

课程目标与基本要求：

课程目标：对广播电视领域的业态前沿和理论热点有比较清晰的认识，能独立开展相关研究，具备一定

的广播电视节目综合鉴赏、创作实践和传播的能力。

基本要求：

1.了解广播电视节目生产领域的前沿问题。

2.了解广播电视学研究的基础理论和研究方法。

3.掌握广播电视节目鉴赏、创作和传播的基本方法。

4.具备独立开展广播电视领域相关问题研究的能力。

课程内容及学时分配：

第一讲 广播电视历史发展与概念澄清 4学时

第二讲 广播电视研究的国内外前沿问题 4学时

第三讲 广播电视节目形态专题 6学时

第四讲 广播电视节目的经典案例解析 4学时

第五讲 广播电视内容生产与创作 6学时

第六讲 融媒体环境下广播电视节目传播 4学时

第七讲 广播电视文化专题 4学时

教材及主要参考书目：

1.【英】麦克奎恩 著，苗棣、赵长军、李黎丹 译：《理解电视》，华夏出版社出版，2003
2. 孙保国：《中国电视节目形态研究》，新华出版社出版，2007
3. 魏南江：《优秀电视节目解析（第三版）》，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21
4. 刘昶、甘露、黄慰汕：《欧洲优秀电视节目模式解析》，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0
5. 宋晓阳：《日本经典电视节目模式》，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9
6.周建青：《当代视听节目编导与制作》，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4

预修课程：《新闻传播史》《新闻理论研究》《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法》

教师团队成员：

编制者签名： 李鲤

2023 年 5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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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点意见：

同意该课程大纲安排。

学科点负责人签名：

2023 年 5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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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与传播学院 1303戏剧与影视学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2023年修订）

一、专业学科、学制、学习方式

一级学科名称： 戏剧与影视学 （代码： 1303 ）

二级学科名称： 戏剧戏曲学 （代码： 130301 ）

二级学科名称： 电影学 （代码： 130302 ）

二级学科名称： 广播电视艺术学 （代码： 130303 ）

学制： 三年 学习方式： 全日制

二、本学科情况介绍

本学科一级硕士点为“戏剧与影视学”，下设 3个二级学科：戏剧戏曲学、电影学和广播电视艺术学。

本学科师资力量较强，学术积淀深厚，教研成果丰硕，注重理论和实践的密切结合，学科带头人皆为

国内有影响力的学者。本一级学科现拥有教授 9名，副教授 7名；拥有博士学位者 23名。

本学科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艺研究》《现代传播》《当代电影》《中国电视》等权威刊

物发表论文近百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重点及一般项目、教育部及省规划项目 50余项。成果先后获

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教育部、国家广电总局、省市政府奖 30余项。目前在研国家及省部级课题项目 10
余项。

戏剧戏曲学：本学科方向包括戏曲（剧）史、戏曲（剧）理论、戏剧创作与编导演等研究领域，注重

研究戏曲（剧）的理论体系与历史演进，兼及剧本创作与戏剧表演的思考。研究特色表现为：放眼中西古

今戏曲戏剧的演变，强调戏曲戏剧学科与其他学科的关联，尤其是理论精神与传统文化的关联，由此积极

推动当前戏曲戏剧的传承与发展。

电影学：本学科方向包括电影史、电影理论、电影创作实践等领域，注重研究电影艺术的理论体系和

传播规律，尤其是在媒介融合背景下的发展态势。研究特色表现为：放眼全球电影艺术，重点关注华语电

影尤其是粤港澳台电影发展创新，重视新媒体艺术及其对电影艺术的影响。

广播电视艺术学：本学科方向分为广播电视艺术研究、口语传播研究和网络新媒体艺术研究三大板块。

主要涉及广播电视与新媒体艺术、播音主持艺术、广播电视编导与新媒体广告艺术的历史、理论以及创作

规律等。研究特色表现为：立足广播电视与新媒体艺术，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影视产业发展需求，积极参与

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三、培养目标

1．思想素质要求：戏剧与影视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应系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

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崇尚公德，具有严谨的科学态度和优良的学风。

2．业务素质要求：在本学科范围内，硕士研究生应全面、系统地掌握戏剧与影视艺术学的基本知识、

基本理论与基本技能，不断追踪本学科发展的前沿，了解本领域的最新研究动态，在导师指导下开展与本

学科有关的研究与实践工作；具有合理的知识结构，宽阔的学术视野，良好的理论素养，对戏剧戏曲学、

电影学和广播电视艺术学的支持性学科，有广泛的了解和一定的研究；经培养后，具备在本学科独立进行

学术研究的能力和水平，学位论文应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和较高的学术性。此外，硕士研究生应具有较高的

外语水平和一定的自然科学素养，能参与国际对话和交流。

四、培养方式

1．硕士研究生入学一个月内进行师生双向互选，确定导师，制定培养计划。研究生培养采取导师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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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与集体培养相结合的方式，导师是硕士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

2．注重培养研究生的研究能力。鼓励研究生积极参加各类学术活动；专业教学采用研讨班、专题报

告或启发式等多种教学方式，将课堂讲授、交流、研讨、案例分析和课外读书有机结合起来，加强对研究

生创新能力的培养。

3．根据专业和培养计划需要，聘请国内外专家来校授课；鼓励学生跨专业、跨院系或到境内外著名

高校学习部分课程；提倡与境内外著名高校和科研院所互相承认学分，联合培养研究生。

4．实行学分制。每名研究生需取得不低于 30学分的总学分方可毕业。

5．在完成课程学分和培养计划的前提下，研究生如果独立或以第一作者的身份、以广州大学为第一

单位发表 SSCI或 CSSCI期刊论文 1篇及以上，可以申请提前毕业，提前期最多为 1年。

五、专业内容介绍

序

号
专业名称 研究内容和特色简介 其他要求

1 戏剧戏曲学

本学科方向包括戏曲（剧）史、戏曲（剧）理论、戏剧

创作与编导演等研究领域，注重研究戏曲（剧）的理论

体系与历史演进，兼及剧本创作与戏剧表演的思考。研

究特色表现为：放眼中西古今戏曲戏剧的演变，强调戏

曲戏剧学科与其他学科的关联，尤其是理论精神与传统

文化的关联，由此积极推动当前戏曲戏剧的传承与发展。

2 电影学

本学科方向包括电影史、电影理论、电影的创作实践、

影视剧本创作、影视编导、影视节目策划、影视艺术批

评、影视史等领域，注重研究电影艺术的理论体系和传

播规律，尤其是在媒介融合背景下的发展态势。研究特

色表现为：放眼全球电影艺术，重点关注华语电影尤其

是粤港澳台电影，重视新媒体视频艺术及其对电影艺术

的影响。

3
广播电视艺

术学

本学科方向分为广播电视艺术研究、口语传播研究和网

络新媒体艺术研究三大板块；主要涉及广播电视与新媒

体艺术、播音主持艺术、广播电视编导与新媒体广告艺

术的历史、理论以及创作规律等；研究特色表现为：立

足广播电视与新媒体艺术，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影视产业

发展需求，积极参与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六、课程设置与要求

研究生须修读 29学分以上，其中学位课 20.5学分，教学实践 2学分，学位论文开题与中期报告 1学
分，学术活动 1学分。16学时计 1学分。

未获学士学位（学历）考取的研究生及跨学科考取的研究生，或在招生考试时被认为在基础理论或专

业知识方面有缺陷、需要在入学后进行适当补课的研究生，应在导师的指导下补修本专业大学本科的主干

课程（不少于二门），并通过相应的考核，方能申请参加毕业论文答辩。补修课程填入研究生个人培养计

划，登记成绩，不计学分。

具体填写广州大学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附后）。

七、课程教学大纲

每门课程须编写“广州大学研究生课程教学大纲”。

八、实践学习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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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科要求研究生通过以下几种形式开展实践学习，并获取毕业所需的实践学分：

1.各研究方向根据教学与研究需要，安排研究生参加导师的课题研究或开发项目，参加有关学术会议

或调研、收集资料等。研究应做好科研实践总结，经导师组评议、院研究生教学委员会审核合格后方可计

2学分。

2.研究生进入戏剧、影视、传媒等机构进行实践，实践内容包括但不局限于：戏剧与影视剧本创作、

戏剧与影视导演、戏剧与影视宣传与推广、戏剧与影视表演、剧院与影视管理等；也可去企事业单位宣传

部门实习，实践内容主要应涉及戏剧与影视的相关宣传与推广策划、传播沟通、文字撰稿等工作。学生也

可选择开展自主创业实践，展开与戏剧及影视相关的创业活动。所有研究应协同或独立进行业务实践，最

后做好实践总结。实践总结经学院研究生教学委员会审核合格后方可计 2学分。

3.本学科研究生获得校级以上科研创新计划的立项，或获得校级以上创新创业实践大赛名次，或在

CSSCI 学术刊物上以第一作者（或导师为第一作者，学生为第二作者）发表专业论文 1篇以上（含一篇）

的，可直接通过实践考核，获得 2学分。

九、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是研究生培养工作的重要环节。研究生在入学第三学期在导师指导下提出学位论文选题和撰

写计划。学位论文选题一方面要考虑到本学科研究的前沿性，切口要小；另一方面要力求和国家、省部级

基金项目接轨。

学位论文的开题在第三学期末完成。无故不参加开题的，半年内不得申请开题。开题不通过者，经过

准备后可重新开题一次。开题不通过者，不能进入下一培养环节。开题通过后，中期检查在论文开始半年

后进行，由研究生向检查小组汇报论文进展情况，并获得指导与帮助。学位论文开题与中期报告合格获得

1学分。

实行硕士学位论文预答辩制度。预答辩安排在第五学期末进行。无故不参加预答辩的，半年内不得申

请参加预答辩。预答辩一次不通过者，可申请进行第二次预答辩。硕士研究生通过预答辩后，方能进行论

文送审。硕士学位论文盲审评阅通过后方能进行学位论文答辩。

十、答辩与学位授予

硕士学位论文至少由两位专家（含一位校外专家）写出评阅意见，评阅通过后方可组织答辩。硕士学

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由 3-5人组成。硕士学位论文须进行公开答辩，答辩不通过的，经答辩委员会同意，其

论文可进行修改，在半年后申请重新答辩。

申请硕士学位者在校学习期间须以第一作者身份（导师第一作者，学生第二作者也视同为第一作者身

份）至少在正式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 1篇，方可进行答辩。

十一、必读、选读书目及重要学术期刊

必读书目：

（一）戏剧戏曲学

1．《宋元戏曲考》，王国维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2．《吴梅词曲论著四种》，吴梅著，商务印书馆，2010年。

3．《中国戏曲发展史》，廖奔、刘彦君，山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4．《中国戏剧学史稿》，叶长海著，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年。

5．《中国古代音乐史学概论》，郑祖襄著，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8年。

6．《礼乐与明前中期演剧》，李舜华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7.《诗学》，亚里士多德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8．《当代西方文艺理论》，朱立元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9．《西方戏剧理论史》，周宁著，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年。

10．《剧作法》，阿契尔著，中国戏剧出版社，2004年。

11．《论剧场艺术》，（英）戈登·克雷著，文化艺术出版社，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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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现代戏剧理论与实践》，（英）斯泰恩著，中国戏剧出版社，2002年。

13．《中国现代戏剧史稿》，陈白尘、董健著，中国戏剧出版社，1989年。

（二）电影与广播电视艺术类

1.《从文学到影片》，（加）戈德罗著，商务印书馆，2010年。

2.《电影理论解读》，（美）施塔姆著，远流出版社，2008年。

3.《电影艺术——形式与风格》，（美）波德维尔、汤普森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年。

4.《故事》，（美）麦基威利斯、艾利恩佐著，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年。

5.《电影理论基础：北京电影学院电影学教程》，陈晓云编著，中国电影出版社，2009年。

6.《中国电影发展史》，程季华著，中国电影出版社，2003年。

7.《好莱坞类型电影》，（美）托马斯.莎茨著，后浪丨四川人民出版社，2020年。

8.《影评与剧论》，夏衍，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

9.《传播理论》，斯蒂文·小约翰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10.《美国电影分析》，胡克著，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年。

11.《纪录电影分析》，单万里著，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年。

12.《中国电影分析》，饶曙光著，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年。

13.《亚洲电影分析》，周涌著，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年。

14.《西方电影文化简史》，周文革，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

选读书目：

（一）戏剧戏曲学

1．《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中国戏曲研究院编，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

2．《历代乐志律志校释》 第 1，2分册， 丘琼荪校释，人民音乐出版社，1999 年。

3．《中国古代乐论选辑》，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研究所，1962年。

4．《中国戏剧史》，徐慕云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5．《中国戏曲通史》，张庚等，中国戏剧出版社，2006年。

6．《中国演剧史》，田仲一成著，东京大学出版会，1998年。布和、吴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7．《杂剧形成史》，刘晓明著，中华书局，2007年。

8．《中国古典戏剧理论史》，谭帆、陆炜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年。

9．《从礼乐到演剧：明代复古乐思潮的消长》，李舜华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

10．《中原音韵研究》，赵荫棠著，商务印书馆，1956年。

11．《西欧戏剧史》，廖可兑著，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5年。

12．《世界戏剧学》，余秋雨著，长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

13．《布莱希特与方法》，（美）詹姆逊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14.《文明戏考论》，王凤霞著，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 。

15.《日本明治大正年间的中国戏曲研究》，仝婉澄著，凤凰出版社，2016年 6月出版。

（二）电影与广播电视艺术类

1.《世界电影史》，（法）乔治·萨杜尔，中国电影出版社，1995年。

2.《电影语言》，（法）马尔丹著，中国电影出版社，2006年。

3.《布莱希特与方法》，（美）詹姆逊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4.《电影作为艺术》，（德）爱因汉姆著，中国电影出版社，2003年。

5.《电影理论与批评》，戴锦华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6.《当代电影艺术导论》，尹鸿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

7.《在书场与案头之间—民间说唱与古代通俗小说双向互动研究》，纪德君著，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年。

8.《世界百部经典电影导读》，戴剑平著，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9年。

9.《探赜与思辨：电影创作类型、风格与观念阐释》，姚睿著，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9年。

10.《现代电视节目主持人导论》，李辉著，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0年。

11.《电视节目创作与编导》，张静民著，暨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



40

12.《美国电影里的中国形象及其影响研究》，周文萍，世界图书出版社，2015。
13.《源与变：中国电视原创文化节目发展史论》，张爱凤著，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9年。

14.《责与利：中国电视的两难选择》，孔令顺著，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9年。

15.《电视即将被革命》，A.洛茨著，陶冶译，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2015年。

学术期刊：

1.《文艺研究》

2.《现代传播》

3.《文艺争鸣》

4.《民族艺术研究》

5.《戏剧》（中央戏剧学院学报）

6.《戏剧艺术》（上海戏剧学院学报）

7.《戏曲艺术》

8.《当代电影》

9.《电影艺术》

10.《北京电影学院学报》

11.《世界电影》

12.《电影新作》

13.《电影评介》

14.《电视研究》

15.《中国电视》

16.《当代电视》

17.《中国广播电视学刊》

18.《舞台艺术》（人大复印资料）

19.《影视艺术》（人大复印资料）

20.《中国文艺评论》

注：以上所列书目和期刊，仅供导师与研究生参考，具体可由研究生与导师共同商定。



41

广州大学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专业名称 戏剧与影视学
所在学院

(研究所) 新闻与传播学院

课程类别
序

号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中、英文） 学分 学时

开课

学期
开课单位

考核

方式
备注

必

修

课

公共

学位课

1 0000200049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与实践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2 32 1
马克思主义

学院
考试

2 0000200057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

法论

Marxism and Methodology
of Social Science

1 16 2
马克思主义

学院
考试

3 0000200050
学术英语读写

Academic English Reading
and Writing

2 32 1 外国语学院 考试

4 0000200051
英语视听说

English Audio-visual
Speaking

1 32 1 外国语学院 考试

一

级

学

科

学

位

课

核心

类课

程

1 0020200197
中国戏曲史

The History of Chinese
Traditional Opera

2 32 1 人文学院 考试

2 0020200205
戏剧学研究基础

Introduction to Theatre Art
Study

2 32 1 人文学院 考试

3 0020200198 戏剧作品研究
Study of Dramatic Works 2 32 1 人文学院 考试

4 0020200055
中外电影史

History of Film 2 32 2
新闻与传播

学院、人文

学院

考试

5 0020200207 电影与电视理论
Film and Television Theory 2 32 1 新闻与传播

学院
考试

6 0020200195

中国广播电视艺术史
History of Chinese
Broadcasting and
Television Arts

2 32 2 新闻与传播

学院
考试

其他

一级

学科

学位

课

1 0020200174 论文写作指导

Thesis Writing Guidance
0.5 8 1

新闻与传播

学院、人文

学院

考试

2 0020200120
学科前沿讲座

Lectures on Frontier of
Research

2 32 2
新闻与传播

学院、人文

学院

考试

选

修

课

二

级

学

科

指

戏剧

戏曲

学方

向

1 0020200128
艺术史和艺术理论

The History and Theory of
Arts

2 32 2 人文学院 考试

2 0020200196
曲学通论

Theor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Opera

2 32 1 人文学院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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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选

修

课

3 0020200199

戏曲作品与戏曲文献精读
The Intensive Reading of
the Masterpiece of Chinese

Opera

2 32 2 人文学院 考试

电影

学方

向

1 0020200180
影视创作与批评

Creation and criticism of
Film and Television

2 32 2 人文学院 考试

2 0020200151
影像美学研究

Film and Television
Aesthetic

2 32 1 新闻与传播

学院
考试

3 0020200053 视听语言
Visual language 2 32 1 新闻与传播

学院
考试

广播

电视

艺术

学方

向

1 0020200180
影视创作与批评

Creation and criticism of
Film and Television

2 32 2 人文学院 考试

2 0020200151
影像美学研究

Film and Television
Aesthetic

2 32 1 新闻与传播

学院
考试

3 0020200053 视听语言
Visual language 2 32 1 新闻与传播

学院
考试

专业

任选课

1 0020200200 外国戏剧史
History of Foreign Theatre 2 32 1 人文学院 考试

2 0020200201 外国戏剧理论
Theory of Foreign Theatre 2 32 2 人文学院 考试

3 0020200202
戏剧导表演流派

Schools of Theatre Director
and Acting

2 32 3 人文学院 考试 核心

4 0020200203
粤剧粤曲导赏
Cantonese Opera
Appreciation

2 32 2 人文学院 考试

5 0020200204
地方戏曲文化

Chinese Regional Opera
Culture

2 32 3 人文学院 考试

6 0020200059

二十世纪中国戏剧研究专

题
The Study of Chinese
Drama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2 32 1 人文学院 考试

7 0020200047 电影美学
Film Aesthetic 2 32 3 人文学院 考试

8 0020200154 纪录片研究
Documentary Study 2 32 3 新闻与传播

学院
考试

9 0020200173 节目主持人研究
Studies on Program Hosts 2 32 3 新闻与传播

学院
考试

公共选修

课

1 0000200052
国际学术交流与写作

English Writing for
Academic Communication

1 16 2

外国语学院

考查

须选

1学
分

2 0000200053
跨文化交际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1 16 2 考查

3 0000200054
美国文学选读

Selected Readings in
1 16 2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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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rican Literature

4 0000200055
英语演讲艺术

English Reading for
Academic Purposes

1 16 2 考查

其他环节

教学（社会）实践

Teaching（Society）
Practice

2 32 3,4
新闻与传播

学院、人文

学院

考查

学术活动

Academic Activities 1 32 1,2,3,
4

新闻与传播

学院、人文

学院

考查

学位论文开题与中期报告

Research Project Report
1 32 3,4

新闻与传播

学院、人文

学院

考查

业务实习
Professional Practice 0 32 2,3,4

新闻与传播

学院、人文

学院

考查

补修本科主干课程

艺术学概论

Introduction to Arts
0 32 1 新闻与传播

学院
考查

导演创作

Film Directing
0 64 1 新闻与传播

学院
考查

戏剧基础

Drama Foundation
0 32 1 人文学院 考查

影视基础

Film Foundation
0 32 1 人文学院 考查

注：要求每门课程填写相应的英文名称

二级学科负责人确认（签字）： 2023年 5月

一级学科负责人确认（签字）： 2023年 5月

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意见：

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讨论、审核通过该培养方案。

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主席签字： 2023年 5月

主管院长签字： 2023年 5月

（单位公章）



44

广州大学研究生课程教学大纲

课 程

名 称

中文 中国戏曲史 课程编号 0020200197
英文 History of Chinese opera 开课单位 人文学院

考核方式 论文 学时 32 学分 2 课程类别 专业课

编 制 者 仝婉澄 适用对象 学术型硕士

课程简介(中文)：
作为中国传统戏剧文化的戏曲，起源于上古乐舞与宗教仪式活动。在其发展历史上，曾出现汉代散乐、六朝

伎艺、隋唐歌舞戏、参军戏、宋杂剧、金院本等多种艺术形态。元明清三代是古代戏曲的全盛期，南戏、杂

剧、传奇是重要的三个类别。本课程即围绕上述中国戏曲发生、发展的历史展开。

课程简介(英文)：
As a traditional Chinese drama culture, opera originated from ancient music and dance and religious ritual activities.
In the history of its development, there have been various artistic forms such as Han Dynasty Sanyue, Six Dynasties
Performance, Gewuxi in Sui and Tang Dynasties, Canjunxi, Song Zaju, Jin Yuanben and so on. The Yua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were the heydays of ancient opera, and Nanxi, Zaju, and Chuanqi were the three important
categories. This course is based on the history of the 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above-mentioned Chinese
opera.

课程目标与基本要求：

本课程是关于中国戏曲发展历史的认知性学习课程。通过本课程学习，使学生对中国戏曲的起源、形成和发

展过程有系统的认识，对各阶段戏曲创作的总体状况和主要作家、作品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对重要的戏曲理

论家及著作有一定的了解，为进行中国戏曲史的相关研究奠定基础；另外，帮助学生掌握中国戏曲发展的基

本规律，理解戏曲艺术的本质，为学习其他后续课程提供一定的帮助。

课程内容及学时分配：

本课程以教师讲授与师生讨论相结合的模式展开。拟分八个单元，每个单元四个学时，共计三十二学时。

第一单元：戏曲的起源及早期阶段

围绕戏曲发生学展开，戏曲是什么，为什么会有戏曲，戏曲产生需要具备哪些条件。戏曲与祭祀的关系如何。

为什么说中国戏曲起源早而形成晚等。对秦汉百戏与角抵戏，魏晋南北朝的歌舞戏和优戏，隋唐五代的歌舞

戏和参军戏等进行梳理。

第二单元：宋金戏剧

讲解宋代杂剧以及特点，金代院本概况等。对照《官本杂剧段数》与《院本名目》，分析元杂剧之前的这两

种艺术形式的异同，以及它们各自的贡献。讲授南宋永嘉杂剧概况，并对“永嘉杂剧”的由来和涵义进行辨

析。

第三单元：元杂剧

讲解元杂剧产生的社会文化环境，元杂剧的体制特点、作家作品、舞台艺术等。引导学生从《元刊杂剧三十

种》的阅读和现留存的北曲片段中，感受元杂剧的文本和舞台艺术。用版本比较的方法，对重要的代表性作

品如《窦娥冤》《西厢记》等进行深入解读。要求学生熟悉《录鬼簿》《青楼集》等文献资料。

第四单元：南戏的发展

讲授元代南戏的发展，南戏的作家作品及舞台面貌等。为什么在中国的北方和南方分别产生不同面貌的戏曲

样式，它们之间有什么差别，到底是哪种艺术形式的出现代表了中国戏曲的成熟。对四大南戏及《琵琶记》

进行细致讨论。阅读并分析《南词叙录》。

第五单元：明前期戏文

讲授明前期戏文的分类、存目、作品及价值判断等。讨论为什么宋元南戏和明清传奇之间存在长达二百年的

“明前期戏文”或“明人改本戏文”的阶段。从对这一阶段戏曲史的学习中，引导学生加深对戏曲受众群体

的理解，以及提醒他们注意剧本之外多样化戏曲形态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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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单元：明清传奇与杂剧

探讨是什么样的力量促成了明前期戏文向明传奇的转化。戏曲与政治之间呈现出怎样的微妙关系。为什么选

择了继承南戏的传奇，而不是杂剧，作为明代戏曲文学的代表。明代传奇与杂剧在体制、内容等方面有何异

同。明代演剧与当时的礼乐制度之间有何关联。清代传奇与杂剧有何继承与新变。对《牡丹亭》《四声猿》

《长生殿》《桃花扇》等代表作品进行深入分析。要求学生了解王骥德《曲律》、李渔《闲情偶寄》等重要戏

曲理论著作，及潘之恒关于戏曲表演方面的论述。

第七单元：清代地方戏的崛起

讲授地方戏的勃兴、花雅之争、地方戏剧目概况、地方戏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等。引导学生关注声腔及其与剧

种的关系，并对何为“地方戏”进行辨析。讨论花雅之争出现的背景和原因。围绕《缀白裘》中的具体篇目，

讨论全本戏与折子戏的关系，以及折子戏出现的原因、价值等。

第八单元：京剧的形成

讲授京剧形成的历史背景和原因，介绍“老生三杰”、“新三鼎甲”，旦行的崛起及梅兰芳，京剧的影响和流

布等。结合戏曲表演视频，引导学生理解京剧艺术之所以成为代表性戏曲艺术的原因。通过京剧与楚剧等其

他剧种同题材剧本的具体分析比对，认识京剧诞生的复杂性以及中国戏曲发展过程中不同剧种之间的相互影

响。

教材及主要参考书目：

廖奔、刘彦君著《中国戏曲发展史》（共四册），山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

张庚、郭汉城主编《中国戏曲通史》（上中下），文化艺术出版社，2014年。

王国维著，《宋元戏曲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吴梅著，《吴梅词曲论著四种》，商务印书馆，2010年。

叶长海著，《中国戏剧学史稿》，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年。

郑祖襄著，《中国古代音乐史学概论》，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8年。

李舜华著，《礼乐与明前中期演剧》，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预修课程：暂无

教师团队成员：李舜华、吕珍珍、张蕾、陈燕芳、张诗洋

编制者签名：仝婉澄

2023 年 5月 15日
学科点意见：

同意该课程大纲安排

学科点负责人签名：

2023年 5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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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大学研究生课程教学大纲

课 程

名 称

中文 戏剧学研究基础 课程编号 0020200205
英文 Introduction to Theatre Art Study 开课单位 人文学院

考核方式 考查 学时 32 学分 2 课程类别 专业课

编 制 者 王凤霞 适用对象 学术型硕士

课程简介(中文)：
本课程在讲解戏剧基础知识、研读剧本、观看演出的同时，带领学生用各种方法研究古今

中外戏剧、戏曲和剧场。具体内容除了戏剧史、戏剧现象、戏剧与其他艺术及技术的关系，还

会涉及几种研究方法及少量戏剧实践。例如文献法、田野考察法、数据统计法、阐释批评、理

论探讨、哲学思辨等。本课程采用教师讲授和学生演讲相结合的方式开展。

课程简介(英文)：
This course introduces the basic knowledge of the theater, reading scripts and watching

performances. It also introduces the study of ancient and Modern Chinese and foreign drama,
traditional opera and theatre. In addi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ater, the phenomenon of drama,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rama and other arts and techniques, the specific content will also involve
several research methods. Such as literature, fieldwork, interpretation of criticism, theoretical
discussion, philosophical deduction, etc. This course is taught by a combination of teacher lectures
and student presentations.

课程目标与基本要求：

《戏剧学研究基础》是戏剧与影视学一级硕士学位核心必修课。旨在使学生了解戏剧艺术

的整体状况和基本规律，了解该领域最重要的学术文献，并学会用不同的方法研究戏剧。

课程内容及学时分配：

第一部分：戏剧知识及戏剧概论（16学时）

一、 什么是戏剧（2学时）

二、剧本与戏剧性（2学时）

三、戏剧与演员（2学时）

四、剧场、舞台与观众（2学时）

五、中外戏剧现象与简史（8学时）

第二部分：戏剧研究与方法（16学时）

一、重要的戏剧研究文献（2学时）

二、重要的戏剧类学术刊物（1学时）

三、重要的戏剧研究方法（1学时）

四、学术文献解读与分析（通过阅读、分析相关学术文献，掌握学术研究的方法）（10学时）

五、戏剧学术选题与论文写作（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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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及主要参考书目：

《戏剧学》吕效平，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

《戏剧概论》[日] 河竹登志夫，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 年。

《戏剧学导论》顾春芳，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 年。

《中国戏剧史研究入门》康保成，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年。

《世界戏剧学》，余秋雨著，长江文艺出版社，2013 年。

《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中国戏曲研究院编，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 年。

预修课程：

《戏剧概论》《戏剧史》

教师团队成员：

王凤霞、吕珍珍

编制者签名： 王凤霞

2023 年 5月 15日

学科点意见：

同意该课程大纲安排

学科点负责人签名：

2023 年 5月 15日

注：1、课程类别指公共课、专业课。2、适用对象指学术型硕士、专业型硕士、在职专业型硕士、博士

等。3、课程内容要强调理论性与应用性课程的有机结合，突出案例分析和实践研究；教学过程要

重视运用团队学习、案例分析、现场研究、模拟训练等方法；要注重培养学生研究实践问题的创新

意识和能力。4、编制者一般为该课程主讲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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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大学研究生课程教学大纲

课 程

名 称

中文 戏剧作品研究 课程编号 0020200198
英文 Study of dramatic works 开课单位 人文学院

考核方式 考察 学时 32 学分 2 课程类别 二级学科指定选修课

编 制 者 吕珍珍 适用对象 戏剧与影视学专业戏剧戏曲

学学术型硕士研究生

课程简介(中文)：
本课程以中外戏剧史上有代表性的作品为主要教学内容，以专题研讨的形式，指导学生在广泛阅读戏剧

作品和熟悉相关研究状况的基础上，提出新问题并进行探讨，通过撰写相关论文，提高学术研究的能力。

课程简介(英文)：
This course takes classical works on Chinese and foreign drama as teaching contents. In the form of

academic seminars, students are guided to raise new questions in order to promote themselves to the relevant
research on the basis of intensive reading dramatic works, and finally improve their academic research skills
through writing relevant papers.

课程目标与基本要求：

1. 全面、系统地掌握中外戏剧代表作品的基本面貌，具有合理的知识结构和开阔的学术视野。

2. 了解中外戏剧代表作品的研究史和最新研究动态，培养问题意识和发现问题的能力。

3. 通过学术研讨和论文撰写等活动，培养独立从事戏剧作品研究的能力。

课程内容及学时分配：

古希腊戏剧作品研究 3学时

莎士比亚戏剧作品研究 3学时

新古典主义戏剧作品研究 3学时

启蒙主义戏剧作品研究 3学时

易卜生戏剧作品研究 3学时

契诃夫戏剧作品研究 3学时

西方现代派戏剧研究 3学时

东方戏剧研究 3学时

中国现代话剧作品研究 3学时

中国当代话剧作品研究 2学时

教材及主要参考书目：

教材：自编

参考书目：

《古希腊悲剧喜剧全集》，埃斯库罗斯等著，译林出版社 2016年
《莎士比亚全集》， [英] 莎士比亚著， 朱生豪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4年
《莫里哀喜剧六种》， [法] 莫里哀著，李健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8年
《法国戏剧经典》， [法] 莫里哀等著，李玉民译，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1年
《易卜生戏剧集》， [丹麦] 易卜生著，萧乾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6
《契诃夫戏剧全集》， [俄] 契诃夫著，焦菊隐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7年
《西方现代戏剧精选》，果麦编，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
《莎士比亚研究》， [英] 威尔斯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现代戏剧理论与实践》，（英）斯泰恩著，中国戏剧出版社，2002年
《西方现代戏剧叙事转型研究》，冉东平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易卜生戏剧诗学研究》，汪余礼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0年

https://book.douban.com/author/4527459/
https://book.jd.com/publish/%E4%BA%BA%E6%B0%91%E6%96%87%E5%AD%A6%E5%87%BA%E7%89%88%E7%A4%BE_1.html
https://book.douban.com/author/4527459/
https://book.jd.com/publish/%E4%B8%8A%E6%B5%B7%E8%AF%91%E6%96%87%E5%87%BA%E7%89%88%E7%A4%BE_1.html
https://book.douban.com/author/4527459/
https://book.douban.com/author/4527459/
https://book.douban.com/author/4527459/
https://book.douban.com/author/4527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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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诃夫戏剧的喜剧本质论》，董晓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预修课程：

《中国戏剧史》《外国戏剧史》

教师团队成员：

吕珍珍、张蕾、蓝颖

编制者签名： 吕珍珍

2023 年 5月 15日
学科点意见：

同意该课程大纲安排

学科点负责人签名：

2023 年 5月 15日
注：1、课程类别指公共课、专业课。2、适用对象指学术型硕士、专业型硕士、在职专业型硕士、博士

等。3、课程内容要强调理论性与应用性课程的有机结合，突出案例分析和实践研究；教学过程要

重视运用团队学习、案例分析、现场研究、模拟训练等方法；要注重培养学生研究实践问题的创新

意识和能力。4、编制者一般为该课程主讲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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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大学研究生课程教学大纲

课 程

名 称

中文 中外电影史 课程编号 0020200055

英文 History of Film 开课单位 新闻与传播学院、人文学院

考核方式 考查 学时 32 学分 2 课程类别 专业必修课

编 制 者 易莲媛、朱洋洋、周文萍 适用对象 戏剧与影视学（学术性硕士）

课程简介：中外电影史是戏剧与影视学专业的方向必修课程，是关于电影的艺术、技术、产业制度、政府管

理和 在社会中的位置的历史发展的课程。其作用与人物是让学生了解电影的历史、现状与趋势，了解电影

史上的发展脉络，主要流派、重要导演和作品，不止掌握电影史研究的基本方法，更重要培养以历史的视角

了评判电影作品、进一步巩固电影理论基础，把握电影未来发展的能力。

课程目标与基本要求：

本课程旨在向学生介绍中外电影发生发展的基本阶段，主要的电影流派、风格、导演、理论等，同时介

绍了国别电影的大致情况，主要是中国电影的发展史。还要介绍电影史研究中的主要问题。课程目标是让学

生了解中外电影发展的基本轨迹，各种重要理论流派与风格形成与演变的历史，著名的导演与经典作品价值

研究，电影史学习方法研究。

基本要求是阅读经典的电影史著作，提炼重要的理论问题，学会研究电影史的基本方法。

1、知识要求；熟悉艺术、技术和经济等电影发展的各个方面，了解电影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2、能力要求：解释电影史现象的能力。

课程内容及学时分配：

一、电影的诞生

二、电影成为一门艺术

三、早期电影

四、有声电影

五、好莱坞的崛起

六、欧洲电影

七、日本电影

八、中国电影

教材及主要参考书目：

1、[法]乔治·萨杜尔《世界电影史》，徐昭、 胡承伟译，中国电影出版社，1982。

2、[美]大卫·波德维尔《世界电影史》，范倍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3、程季华《中国电影史》第一卷，中国电影出版社，1963。

预修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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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团队成员：易莲媛、朱洋洋、周文萍

编制者签名：易莲媛

2023 年 5月 15日
学科点意见：

同意该课程大纲安排

学科点负责人签名：

2023 年 5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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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大学研究生课程教学大纲

课 程

名 称

中文 电影与电视理论 课程编号 0020200207
英文 Film and Television Theory 开课单位 新闻与传播学院、人文学院

考核方式 考查 学时 32 学分 2 课程类别 专业必修理论课程

编 制 者 张爱凤、张颖 适用对象 研究生一年级

课程简介(中文)：
本课程是一门全面系统介绍影视理论的研究生基础课程。整个课程将参照电影与电视理论发展的历史，

对其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内容进行教授；同时，参照电影电视理论的分支学科（影视哲学、美学、艺术学、电

影心理学、电影符号学（含叙事学）和影视批评研究），突出其中重要的理论问题，在详细剖析的基础上，

使学生掌握较扎实的影视理论知识，获得基本的理论思维与观念。

课程目标与基本要求：

课程目标：修完本课程后，研究生应该全面掌握影视理论的基础知识，对影视与其他艺术门类之间的共

同问题与普遍规律形成基本认识，同时对哲学、历史学、语言学、社会学、人类学和政治学等相关学科参与

影视研究的路径及特点有所了解，并由此拓展理论思维，能初步运用影视理论去思考与分析具体影视作品、

现象与问题。

基本要求：

1、了解电影理论的发展简史及重要理论问题。

2、深刻理解中国电影理论的特色及与世界主要电影理论的联系。

3、熟练运用电影理论进行电影评论、研究创作中出现的新问题与新现象。

课程内容及学时分配：

第一章 导论：电影的结伴属性

第二章 经典影视理论

第三章 爱森斯坦与蒙太奇理论

第四章 德国表现主义与法国先锋派

第五章 克拉考尔与巴赞

第六章 结构主义与电影

第七章 电影语言学与叙事学

第八章 精神粉丝

第九章 影视中的意识形态理论

第十章 电影与文化研究（后殖民、消费主义、空间理论、媒介地理学等）

第十一章 视觉文化中的电影（凝视问题、风景理论、媒介考古等）

第十二章 当代电影理论前沿发展

第十三章 中国传统文化与电影审美

第十四章 影戏理论

第十五章 中国电影中的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

第十六章 新媒体时代的中国影视

教材及主要参考书目：

1、陈晓云《电影理论基础》，中国电影出版社，2009。
2、《外国电影理论文选》，李恒基、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3、[英]吉尔.内尔姆斯，《电影研究导论》，李小刚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
预修课程：视听语言、中外电影史、艺术概论等。

教师团队成员：张爱凤、张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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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者签名： 张爱凤

2023 年 5月 15日
学科点意见：

同意该课程大纲安排

学科点负责人签名：

2023 年 5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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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大学研究生课程教学大纲

课 程

名 称

中文 中国广播电视艺术史 课程编号 0020200195
英文 History of Chinese Broadcasting and

Television Arts
开课单位 新闻与传播学院

考核方式 考查 学时 32 学分 2 课程类别 专业必修课

编 制 者 谢明香 适用对象 戏剧与影视学（学术性硕士）

课程简介(中文)：
本课程以中国广播电视艺术发展的规律和轨迹为主要讲述对象，旨在培养学生的“学术史”思维。

课程目标与基本要求：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对中国广播电视艺术发展的规律和轨迹有一个全景式的了解和把握；同时，也

能学习史学研究的方法和理论；能从史的发展中探寻广播电视艺术发展的规律和本质问题，掌握广播电视和

融合媒体学科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更好地为当前的学术研究和专业创作提供借鉴。

课程内容及学时分配：

第一讲 绪论（2课时）

第二讲 “宣传品”为主导阶段的广播电视艺术（4课时）

第三讲 “作品”为主导阶段的广播电视艺术（8课时）

第四讲 “产品”为主导阶段的广播电视艺术（8课时）

第五讲 十八大以来的广播电视艺术（8课时）

第六讲 国外广播电视艺术发展概况（2课时）

教材及主要参考书目：

1.盛伯骥，《中国电视文艺通论》，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2018。
2.张爱凤，《源与变：中国电视原创文化节目发展史论》，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9。

预修课程：中外文学史，中外哲学史，中外电影史，艺术概论等。

教师团队成员：谢明香

编制者签名： 谢明香

2023 年 5月 15日
学科点意见：

同意该课程大纲安排

学科点负责人签名：

2023 年 5月 15日
注：1、课程类别指公共课、专业课。2、适用对象指学术型硕士、专业型硕士、在职专业型硕士、博士

等。3、课程内容要强调理论性与应用性课程的有机结合，突出案例分析和实践研究；教学过程要

重视运用团队学习、案例分析、现场研究、模拟训练等方法；要注重培养学生研究实践问题的创新

意识和能力。4、编制者一般为该课程主讲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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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大学研究生课程教学大纲

课 程

名 称

中文 论文写作指导 课程编号 0020200174

英文 Thesis Writing Guidance 开课单位 新闻与传播学院

考核方式 考查 学时 8 学分 0.5 课程类别 专业必修课

编 制 者 方晨 适用对象 研究生一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以学位论文写作、学术论文写作等为指导，以研究方法、数据搜集整理、综述写作、摘要写作、

正文写作、写作规范等方式展开课程，旨在培养学生科研学术论文写作的基本素养，初步培养学生论文写作

的基本素养和规范。

课程目标与基本要求：

本课程的教学任务是提升学生论文写作能力，对写作中的问题意识，数据发掘、学术方法、学术规范等

有全面的理解和掌握。本课程采用讲授与课堂讨论相结合的教学方法，并运用多媒体辅助教学。

课程内容及学时分配：

本课程以方晨老师为领导、由学生阅读、课堂讨论、引导阅读等方式展开。

预修课程：

新闻传播学本科课程或者戏剧影视类本科课程

教师团队成员：方晨

编制者签名： 方晨

2023 年 5月 15日

学科点意见：

同意该课程大纲安排

学科点负责人签名：

2023 年 5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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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大学研究生课程教学大纲

课 程

名 称

中文 学科前沿讲座 课程编号 0020200120

英文 Lectures on Frontier of Research 开课单位 新闻与传播学院

考核方式 考查 学时 32 学分 2 课程类别 专业必修课

编 制 者 陶冶 适用对象 戏剧与影视学（学术性硕士）

课程简介：

性质、内容与形式：本课程为戏剧与影视学影视艺术方向专业研究生的专业课；主要授课内容为：本学

科当下发展主要科研方向的学术性问题、相关学科重大学术问题、热点问题的介绍与研讨；传统学科经典理

论的再审视以及本学科的发展趋势等。以多次学术讲座的方式进行授课。

课程目标与基本要求：

课程目标：使学生了解本学科及相关学科最新发展动态和未来发展趋势，提高学生学术研究的意识和水

平。

基本要求：以学界、业界专家学术讲座为主，采用学生参与讨论的形式进行教学，学生参加讲座的总次

数为 8次，其中专题讨论 2次，要求有书面作业。

课程内容及学时分配：

本课程为前沿讲座，讲授内容及重点、难点依据本学科各研究方向发展予以动态管理，总时数控制在

32学时之内（4学时 × 8次）。

教材及主要参考书目：

本课程无固定教材，参考资料以本学科国内外重要期刊为准，附以专家授课时提供的著作目录。

预修课程：

设置戏剧与影视学影视艺术方向一年级所有专业课程为预修课程。

教师团队成员：陶冶

编制者签名： 陶冶

2023 年 5月 15日

学科点意见：

同意该课程大纲安排

学科点负责人签名：

2023 年 5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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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大学研究生课程教学大纲

课 程

名 称

中文 学科前沿讲座 课程编号 0020200120

英文 Lectures on Frontiers 开课单位 人文学院

考核方式 考查 学时 32 学分 2 课程类别 专业课

编 制 者 刘晓明 适用对象 学术型硕士

课程简介：

前沿讲座的目的、范围和形式：主要研讨本学科或相关学科的重大学术课题、前沿兴课题和可供深度探

讨的热点课题，使硕士生对本专业的学术动态或未来发展趋势有清晰的了解，提高硕士生参与学术活动的兴

趣和学术对话的能力。

课程目标与基本要求：

课程目标：是学生了解学术动态或未来发展趋，提高学生学术研究水平。

基本要求：前沿讲座方式及次数：以听专家讲座为主，学生讨论为辅。要求学生参加讲座次数不少于

10次，主持专题讨论或主讲不得少于 2次。

课程内容及学时分配：

本课程为前沿讲座，讲授内容及重点、难点随着本学科各研究方向的发展动态而不断调整，这里暂不列

出。

教材及主要参考书目：

本课程为前沿讲座，讲授内容随着本学科各研究方向的发展动态而不断调整，无固定教材，参考书主要

为本学科国内外核心期刊。

预修课程：

汉语言文学本科课程或者戏剧影视类本科课程

教师团队成员：

刘晓明、王凤霞、康建兵、吕珍珍、仝婉澄

编制者签名：刘晓明

2023 年 5月 15日

学科点意见：

同意该课程大纲安排

学科点负责人签名：

2023 年 5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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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大学研究生课程教学大纲

课 程

名 称

中文 艺术史与艺术理论 课程编号 0020200128

英文 The History and Theory of Arts 开课单位 人文学院

考核方式 考试 学时 32 学分 2 课程类别 专业课

编 制 者 刘晓明 适用对象 学术型硕士

课程简介：

《艺术史和艺术理论》是戏剧与影视学专业学生必修的基础理论课程之一，是艺术发展历史和艺术理论

“二合一”的课程。它探讨了艺术科学的目的、艺术科学如何建立、以及艺术史与艺术哲学这两种学科的内

在缺陷及其对于建立术科学的弊端等问题；同时概况、简明地讲述了艺术基础理论，阐述艺术实践和艺术理

论之间的基本问题。

课程目标与基本要求：

艺术理论是人类广泛的艺术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为戏剧与影视学专业，为艺术

创作者从理论上认识艺术的本质，特性及有关规律，从宏观上把握美的特点和规律，树立健康向上的审美理

想，培养学生运用科学的美学观分析和解决艺术实践当中所遇到的问题，激发对艺术学习的历史责任感，使

学生的创作更有自觉性、更有思想性、更有艺术的创新性，为戏剧与影视学的学生们奠定扎实的理论基础。

课程内容及学时分配：

一、绪 论 （4学时）

二、艺术发展史（一） （4学时）

三、艺术发展史（二） （4学时）

四、艺术本质论 （4学时）

五、艺术门类论 （4学时）

六、艺术创作论 （4学时）

七、艺术作品论 （4学时）

八、艺术接受论 （4学时）

教材及主要参考书目：

1.教材

王宏建《艺术概论》文化艺术出版社，2000 年。

[英]贡布里希《艺术发展史》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1 年。

2.参考书目

杨志明《艺术的起源》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 年。

[法]H·丹纳《艺术哲学》当代世界出版社，2009 年。

彭吉象《艺术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

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

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年。

预修课程：

汉语言文学本科课程或者戏剧影视类本科课程

教师团队成员：

刘晓明、王凤霞、罗宏、吴学平、王晓通、康建兵、吕珍珍、仝婉澄

编制者签名： 刘晓明

2023 年 5月 15日
学科点意见：

同意该课程大纲安排

学科点负责人签名：

2023 年 5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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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大学研究生课程教学大纲

课 程

名 称

中文 曲学通论 课程编号 0020200196
英文 Theor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Opera 开课单位 人文学院

考核方式 考查 学时 32 学分 2 课程类别 选修课

编 制 者 李舜华 适用对象 戏剧与影视学学生

课程简介(中文)：

主要讲述曲学的确立及相关研究径路、研究方法等。

在讲述曲学的确立时，重点讲述元明清以来曲学的变迁，并与词学的发展相互发明。具体涉及三个方

面：其一，自曲家与曲作入手，勾勒元明以来曲学的发展，及彼此之关系。其二，自词曲批评入手，勾勒元

明以来曲学的确立与发展，及明末清初词学的复兴,与词曲学的分立。其三，将曲学的发展与元明以来学术

（尤其是乐学）的整体变迁相互发明。

课程简介(英文)：

To introduce the history of Qu-Xue. Taking the whole academic history as the

background, reconstructing its emergence, establishment,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 from Yuan-Ming to Qing dynasty. At the same time, talk about the new

research approaches and specific research methods, etc.

课程目标与基本要求：

为深入浅出，首先结合学术史的发展，介绍基本概念的新拓展；在此基础上，分期分段，每一时期以

代表曲家曲作或曲学文献为纲，勾勒其发展的历史轨变。所涉有曲家（流派）、曲目、曲体、曲韵、曲律（曲

谱）等。简言之，即以文献为据，以文体辨析为要，勾勒基本的曲学史发展轨迹，为学生曲学入门打好基

础。

课程内容及学时分配：

1，绪论 何谓曲学——何谓近世——曲学的发生——百年研究与新乐（曲）学的提出 2
布置《西厢记》与《琵琶记》的阅读

2，曲目：从王圻《续文献通考》到四库馆臣，了解戏曲史的发展与曲学在学术史的地位演变（同时介

绍重要的曲学典籍与文献） 4
2． 1从北西厢与南琵琶说起 2
2．2 曲史概说与曲学文献的著录 2

附：读书法与笔记法的绍介——同时，布置一学期阅读与笔记工作，如何形成课程所要求的作业，详细

讲解作业的内容、要求和作法） 2

3，曲体：一般仅从文体上辨析曲体的形式特征，本课堂重在自元明清三代各冢文学史观切入 ，谈曲

学的兴起，即辨析曲体是如何从乐学与诗（词）学脱离 出来，而独立的。 8
3．1 曲体概论 2
3．2 文体嬗变：南北曲的嬗变

从王国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及王世贞《曲藻》说起 2
3．2 北曲的兴起——《中原音韵》诸序 2
3．3 王世贞《曲藻》、王 骥德《曲律》论曲源 4
3．4 何良俊《草堂诗余》序，论词源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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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曲律： 6
4．1 曲谱的兴起：从叙录曲谱简概曲谱的发展轨迹。词无谱，北曲谱，南曲谱，北曲谱与词谱确

立

4．2 南曲谱的兴起：南北之争

4．3 北曲谱、词谱的确立：诗、词、北曲、南曲的文体独立

5，曲韵：谈南北曲用韵问题及其学术史意义 8
5．1 中原音韵——近世音韵的兴起 2
5．2 魏良辅、沈璟、王骥德——南曲用韵 2
5．3 从中西交流背景下曲韵的变迁 2
5．4 清代官方于诗、词、曲的定韵及其意义 2

6．结语 2
教材及主要参考书目：

1．《礼乐与明前中期演剧》，李舜华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2．《从礼乐到演剧：明代复古乐思潮的消长》，李舜华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

3．《宋元戏曲考》，王国维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4．《吴梅词曲论著四种》，吴梅著，商务印书馆，2010年。

5．《中国古代音乐史学概论》，郑祖襄著，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8年。

6．《词曲史》，王易著，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 年。

7．《中国戏剧史》，徐慕云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8．《中国演剧史》，田仲一成著，东京大学出版会，1998年。布和、吴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8．《中国古典戏剧理论史》，谭帆、陆炜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年。

9．《中国音韵学史》，张世禄，

10．《中原音韵研究》，赵荫棠著，商务印书馆，1956年。

预修课程：

中国戏曲史

教师团队成员：

李舜华 仝婉澄 陈燕芳、张诗洋

编制者签名：

2023 年 5月 15日

学科点意见：

同意该课程大纲安排

学科点负责人签名：

2023 年 5月 15日



61

广州大学研究生课程教学大纲

课 程

名 称

中文 戏曲作品与文献精读 课程编号 0020200199

英文 Intensive reading of Chinese opera
Literature

开课单位 人文学院

考核方式 考查 学时 32 学分 2 课程类别 专业课

编 制 者 李舜华 适用对象 学术型硕士

课程简介(中文)：

精读曲学史上重要的作品与理论文献，随文辨析曲学史的重要曲家与流派，阐释其核心理论与观点，

与诗学、词学、乐学、音韵学相互参证，由此重构中国古代曲学史的发展。

课程简介(英文)：

Through intensive reading of the important works and theoretical documents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 opera, to analyze the important musicians and schools, explain their core theories and

viewpoints, and make mutual reference with Chinese traditional poetry and music theory, so as

to reconstruct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opera theory history.

课程目标与基本要求：

1，精选出中国曲学史上重要曲学文献（包括作品）；2，精读文献，对重要的人物、概念、观点作训诂

与疏证；3，重新理解现有戏曲史、戏曲理论，暨文学史、文学思想史的叙述。

课程内容及学时分配：

1．绪论 在重新定义曲学概念的基础上，为戏曲史、戏曲理论史分期，界定所读文献的范围。

2
1．1王国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提出与溯源——焦循曲源说——王世贞曲源说

1．2 界定曲学文献的阅读范围

2．南宋：诗乐说的提出与词曲的兴起： 2
2．1郑樵《通志·乐志总序》

2．2朱熹乐论选

3．金元与南宋末：曲唱大兴与词唱的衰微：4
3．1从董西厢到王西厢

3．2张炎《词源》

4．元：蒙元一统后的南北之争：6
3．1 元曲四大家

3．2周德清《中原音韵》节文

3．3虞集《中原音韵序》

5．明前期：三代以下无文与南北词（曲）的兴变：6
5．1宋濂《文原》（附《送东阳马生序》）

5．2 刘基词

5．3 朱权《太和正音谱》节选

6．明中期：北曲与南曲（词）的先后复兴 6
6．1 李东阳诗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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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李梦阳《弘德集自序》

6．3 康海王九思的北曲创作

7．明后期：南北曲谱的兴起 6
7．1 从魏良辅、沈璟到王骥德：对南曲唱的探讨

7．2 南词的兴起：元明《草堂诗余》的刊刻与何良俊《草堂诗余序》

7．3 北曲谱的修撰：沈宠绥《弦索正讹》

教材及主要参考书目：

1．李舜华著《礼乐与明前中期演剧》，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

2．李舜华著《从礼乐到演剧：明代复古乐思潮的消长》，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 年。

3．王小盾《中国音乐文献学初阶》 ，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年。

4. 朱谦之《中国音乐文学史》 ， 上海：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年。

5．饶宗颐《中国史学上的正统论》，

6．阎步克《乐师与史官》， 北京： 三联书店， 2001 年。吉联抗译注《乐记译注》 ， 上海： 音乐出版

社， 1958 年。

7.丘琼荪校释《历代乐志律志校释》 第 1，2分册， 北京： 人民音乐出版社， 1999 年。

8.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研究所民族音乐研究班《中国古代乐论选辑》 ， 北京： 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

研究所,1962 年。

9.吉联抗《宋明音乐史料》 ，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 年。

10.洛秦主编《中国历代乐论· 元明卷》 ， 上海： 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9 年。

预修课程：

曲学通论

教师团队成员：

李舜华 仝婉澄 陈燕芳 张诗洋

编制者签名：

2023 年 5月 15日

学科点意见：

同意该课程大纲安排

学科点负责人签名：

2023 年 5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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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大学研究生课程教学大纲

课 程

名 称

中文 影视创作与批评 课程编号 0020200180
英文 Creation and criticism of Film and

Television

开课单位 人文学院

考核方式 考查 学时 32 学分 2 课程类别 专业课

编 制 者 周文萍 适用对象 戏剧影视学（学术型）

课程简介(中文)：
本课程将影视创作实践与批评理论有机结合，通过理论讲授、案例分析、课堂讨论、创作与批评实践等

多种方式培养学生从事影视创作和批评的能力，让学生能以批评的眼光引导创作、以创作的思维进行批评，

理论联系实际，提升影视创作和批评的水平。

课程简介(英文)：
This course combines film creation practice and critical theory, and cultivates students' ability to engage in film

creation and criticism through theoretical teaching, case analysis, class discussion, creation and criticism practice,
so that students can guide creation with critical eyes. Criticize with creative thinking, connect theory with practice,
and improve the level of film creation and criticism.
课程目标与基本要求：

通过课程学习使学生能够融会贯通，学会以批评的眼光进行创作，以创作的思维进行批评，在理论联系

实际的过程中加深对相关知识的理解和掌握，使其在创作与批评的过程中都有自觉的意识，提升其从事影视

创作和批评的质量。

课程内容及学时分配：

教学内容 课时数 教学方式

概述 2
第一章 影视创作基础 3 讲授为主

第二章 影视批评的方法概述 3 讲授与讨论相结合

第三章 主题的表达与批评 3 讲授与讨论相结合

第四章 人物的塑造与批评 3 讲授与讨论相结合

第五章 影视创作与批评实践（一） 3 学生实践与教师点评相结合

第六章 情节的设计与批评 3 讲授与讨论相结合

第七章 场景的设计与批评 3 讲授与讨论相结合

第八章 影视创作与批评实践（二） 3 学生实践与教师点评相结合

第八章 镜头的表现与批评 3 讲授与讨论相结合

第九章 影视创作与批评实践（三） 3 学生实践与教师点评相结合

教材及主要参考书目：

戴锦华《电影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悉德·菲尔德《剧本写作基础》，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
罗伯特·麦基《故事》，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

预修课程：无

教师团队成员：周文萍/王晓通/朱洋洋

编制者签名： 周文萍

2023 年 5月 15日
学科点意见：

同意该课程大纲安排

学科点负责人签名：

2023 年 5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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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大学研究生课程教学大纲

课 程

名 称

中文 影像美学研究 课程编号 0020200151
英文 Film and Television Aesthetic 开课单位 新闻与传播学院

考核方式 考查 学时 32 学分 2 课程类别 专业选修课

编 制 者 孔令顺 适用对象 戏剧与影视学（学术性硕士）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戏剧与影视学学术型硕士的专业基础课程。本课程的主要学习内容是从事电影、电视和视频等

节目创作、研究和管理人才的必备知识。对于学术型硕士的学生运用中西方美学理论分析影视艺术的视觉心

理、深层心理和接受心理分析电影与电视作品，指导学生进行实践拍摄、科学研究和继续深造具有重要的实

际意义。

课程目标与基本要求：

课程目标：

1.启发学生进行影像美学研究的思路；

2.了解影像艺术生产、传播和接受的各种观念；

3.掌握影像美学研究的技巧和方法，提高综合研究能力。

基本要求：

1.在系统研究影像美学历史的基础上，从社会功能、美学思潮、技术进步及内在美学品性等方面去分析

影像在不同时期呈现不同特征的成因；

2.在大量观摩各种风格影像的基础上，建立一种新型的开放式的思维和接受观念；

3.根据自身的素质构成和知识构成确立影像美学研究的基本思路和个性风格；

4.认识到哲学、传播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等相关学科对影像的积极影响，养成一种创新的精神。

课程内容及学时分配：

第一讲 影像是什么 （2学时）

第二讲 为艺术还是为社会 （2学时）

第三讲 影视是软的还是硬的（2学时）

第四讲 电影是什么（2学时）

第五讲 电视还有未来吗（2学时）

第六讲 娱乐致死吗（2学时）

第七讲 短视频是一种返祖吗（2学时）

第八讲 真人秀是真还是秀（2学时）

第九讲 纪录片的边界在哪里（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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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讲 影视是戏剧吗（2学时）

第十一讲 艺术与商业矛盾吗（2学时）

第十二讲 流量（收视率）是万恶之源吗（2学时）

第十三讲 中国电影学派存在吗（2学时）

第十四讲 艺术片：听起来很美，看起来很累（2学时）

第十五讲 民族的还是世界的（2学时）

第十六讲 影像的责与利（2学时）

教材及主要参考书目：

教材：

彭吉象，《影视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参考书目：

黑格尔，《美学》，商务印书馆，2002。

李泽厚，《美学四讲》，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版社，2002。

罗伯特•弗拉哈迪等，《影像中的历史》，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5。

预修课程：

影视艺术理论、影视发展史、视听语言研究等

教师团队成员：张爱凤、陶冶、姚睿

编制者签名：

2023 年 5月 15日

学科点意见：

同意该课程大纲安排

学科点负责人签名：

2023 年 5月 15日

http://www.bookschina.com/publish/5657/


66

广州大学研究生课程教学大纲

课 程

名 称

中文 视听语言 课程编号 0020200053

英文 Visual language 开课单位 新闻与传播学院

考核方式 考查 学时 32 学分 2 课程类别 选修课

编 制 者 姚睿 适用对象 戏剧与影视学（学术性硕士）、

广播电视（专业性硕士）

课程简介：

本课程讲授讲解视听语言在影视中的主要特点与常用的表现手法，内容涵盖影像构成、语法和修辞等三

方面。影像构成，包括构图、运动、运动等等影像的声画造型手段；语法包括影视叙事的基本剪辑规则；修

辞重点介绍 影视常用的闪回、转场、蒙太奇等表现手段。本课程理论背景比较广阔，涉及到美学、心理学、

哲学、电影符号学、电影叙事学等方面，以案例研究讨论作为基本教学模式，但最终落脚点还是视听语言手

段的实践应用上。

课程目标与基本要求：

本课程内容涉及视听语言的重要概念、理论基础，力图理出一个清晰完整的脉络，帮学生建立起一个视

听分析和创作的全貌。学习本课程，学生应该达到以下目标：

1. 掌握视听语言的基本概念和理论架构。

2. 了解视听语言发展的脉络。

3. 掌握视听语言的重要规律。

4. 能在节目制作中应用视听语言的技巧。

5. 能分析批评影视作品的视听语言构成。

课程内容及学时分配：

第一章 影视视听语言概述（2 学时）

第二章 影视画面造型语言（6 学时）

第三章 镜头的运动（4学时）

第四章 轴线（2 学时）

第五章 场面调度（2 学时）

第六章 声音（4 学时）

第七章 影视剪辑理论基础（6 学时）

第八章 影片视听语言分析（6 学时）

教材及主要参考书目：

1、袁金戈，劳光辉，《影视视听语言》，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2、[美]波德维尔，《好莱坞的叙事方法》，白可 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

3、[英]怀亚特 ，《电影电视声音后期制作》（第 3 版），欧阳玥 等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10。

4、[法]巴赞 著，《电影是什么？》，崔君衍 译，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

5、[美]赫伯特•泽特尔，《图像声音运动：实用媒体美学》，赵淼淼 译，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

6、[英]马克·卡曾斯 著，杨松锋 译，《电影的故事》新星出版社，2006。

7、[法]麦茨 著，王志敏 译，《想象的能指—精神分析与电影》 ，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2006。

8 、[法]麦茨 著，刘森尧 译，《电影语言—电影符号学导论》，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6。

9、[法]麦茨 等著，李幼蒸 译，《电影与方法符号学文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10、[美] 达德利·安德鲁，《经典电影理论导论》，李伟峰 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

预修课程：影视艺术理论，影视制作技术，电视节目制作

教师团队成员：姚睿

编制者签名： 姚睿

2023 年 5月 15日
学科点意见：

同意该课程大纲安排

学科点负责人签名：

2023 年 5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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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大学研究生课程教学大纲

课 程

名 称

中文 外国戏剧史 课程编号 0020200200
英文 History of Foreign Drama 开课单位 人文学院

考核方式 考察 学时 32 学分 2 课程类别 专业课

编 制 者 张蕾 适用对象 学术型硕士

课程简介(中文)：
本课程是为戏剧戏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开设的专业选修课，课程任务在于使学生系统掌握外国戏剧的发

展历史和重要作品，提高分析、批评外国戏剧的能力。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可系统了解从古希腊到 20
世纪初外国戏剧的发展脉络和规律，掌握外国戏剧经典作品的艺术特色、思想内涵与历史意义，完善其作为

戏剧戏曲学专业学生的知识体系，提高其专业综合素养。

课程简介(英文)：
This course is an elective course designed for graduate students of Western Drama and Xiqu. The main

objectives are to help students master the history and significant works of western drama, and to improve skills of
analysis and criticism of western drama. By studying this course, students are expected to understand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rules of western drama from ancient Greece to the early 20th century in a systematic way, and
grasp the artistic features, ideological connotations, and historic significance of classical works of western drama.
And students finally are able to improve their theatrical knowledge system as experts specializing in Western Drama
and Xiqu and make scholarly attainments.
课程目标与基本要求：

课程目标一：理解、掌握外国戏剧从古希腊到 20世纪初主要发展脉络和发展规律，熟悉、理解外国戏

剧代表性作家、作品的艺术特色、思想内涵及历史意义，掌握分析、批评外国戏剧的能力。

课程目标二：贯通、整合有关外国戏剧史的知识体系，掌握查阅文献、分析文献的基本方法，了解外

国戏剧的研究历史和前沿动态。

课程目标三：通过对经典外国戏剧作品的研读，提高自身的理论素养，提高对外国戏剧的审美感悟力

和分析鉴赏力，强化自学能力、独立思考能力以及终身学习的能力。

课程内容及学时分配：

一、 古希腊戏剧 4学时

二、 欧洲中世纪戏剧 2学时

三、 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戏剧 4学时

四、 十七世纪古典主义戏剧 2学时

五、 十八世纪启蒙主义戏剧 2学时

六、 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戏剧 2学时

七、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的现实主义戏剧 8学时

八、 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欧美现代派戏剧 8学时

教材及主要参考书目：

1、 J.L.斯泰恩编，刘国彬等译，《现代戏剧理论与实践》，中国戏剧出版社，2002年。

2、 廖可兑著：《西欧戏剧史》，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年。

3、 汪义群主编：《西方现代戏剧流派作品选》，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年。

4、 郑传寅、黄蓓著：《欧洲戏剧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5、 陈世雄著：《现代欧美戏剧史》，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

预修课程： 《戏剧学研究基础》

教师团队成员：张蕾 吕珍珍 蓝颖

编制者签名： 张蕾

2023 年 5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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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点意见：

同意该课程大纲安排

学科点负责人签名：

2023 年 5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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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大学研究生课程教学大纲

课 程

名 称

中文 外国戏剧理论 课程编号 0020200201
英文 Theory of Foreign Theater 开课单位 人文学院

考核方式 考查 学时 32 学分 2 课程类别 专业任选

编 制 者 蓝颖 适用对象 戏剧与影视学专业戏剧戏曲

学学术型硕士研究生

课程简介(中文)：
《外国戏剧理论》这门课程，帮助学生掌握外国当代前沿戏剧理论，提高学生分析鉴赏戏剧的能力，让学生通过系统地

学习外国戏剧理论，吸收外来的优秀文化，促进我们戏剧走向世界；同时，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也让学生了解世界培养青年

一代的国际学术视野的一个重要途径。

课程简介(英文)：
This course helps students to access to foreign drama theories, improving their ability to analyse and appreciate

Western drama, in order to promote Chinese drama up to the world,through the systematic study of theories of
foreign theater. Meanwhile, students will also learn about the world as an important way to cultivate an international
academic horizon through the course,.

课程目标与基本要求：

 从阅读当代国外经典艺术理论和戏剧研究理论入手，掌握当代国外尤其是西方戏剧理论的重要面向，从

而帮助研究生开拓戏剧艺术研究的视野，同时初步掌握研究、阅读、阐述理论的方法。

课程内容及学时分配：

（每节课原典讲解 2课时，学生讨论 2课时）

第一课：古希腊、古罗马时期戏剧理论 （4学时）

（一）《诗学》概述

《诗学》在西方的继承与发展

（二） 分组讨论

第二课：新古典主义时期戏剧理论 （4学时）

（一）《诗的艺术》概述

《诗的艺术》在西方的继承和发展

（二） 分组讨论

第三课：浪漫主义时期戏剧理论（上）（4学时）

（一）《精神现象学》中的戏剧理论

黑格尔的戏剧审美

（二）分组讨论

第四课：浪漫主义时期戏剧理论 （下）（4 学时）

（一）瓦格纳

狄德罗与莱辛

（二）分组讨论

第五课：现实主义时期戏剧理论 （上）（4学时）

（一）易卜生到萧伯纳

俄罗斯现实主义理论

（二） 分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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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课：现实主义时期戏剧理论（下）（4学时）

（一）自然主义：反叛浪漫主义与佳构剧

自然主义戏剧理论和现实主义戏剧理论的关系

（二）分组讨论

第七课：现代主义时期戏剧理论（上）（4学时）

（一）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与布莱希特

大众戏剧：梅耶荷德

（二） 分组讨论

第八课：现代主义时期戏剧理论 （下）（4 学时）

（一）荒诞派戏剧——贝克特

阿契尔与剧作法理论

（二）分组讨论

教材及主要参考书目：

1.[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著），陈中梅（译）《诗学》，北京：商务印刷馆，1996 年。

2.[法] 布瓦洛, 《诗的艺术》，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年

3.[德] 黑格尔（著），贺麟、王玖兴（译）《精神现象学》，北京：商务印刷馆，1979 年

4.[英]阿·尼柯尔，《西欧戏剧理论》（外国戏剧理论丛书），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5 年。

5.[日]河竹登志夫，《戏剧概论》，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3 年。

6.[美]奥斯卡·G.布罗凯特、弗兰克林·J.希尔蒂（著）,周靖波（译）《世界戏剧史》（上、下），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2015 年。

7.周宁，《西方戏剧理论史》（全二册），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8 年。

预修课程：

无

教师团队成员：

吕珍珍、张蕾、蓝颖

编制者签名： 吕珍珍

2023 年 5月 15日

学科点意见：

同意该课程大纲安排

学科点负责人签名：

2023 年 5月 15日

https://book.douban.com/author/11966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8%83%E7%93%A6%E6%B4%9B/1544273
https://book.douban.com/search/%E5%A5%A5%E6%96%AF%E5%8D%A1%C2%B7G.%E5%B8%83%E7%BD%97%E5%87%AF%E7%89%B9%E3%80%81%E5%BC%97%E5%85%B0%E5%85%8B%E6%9E%97%C2%B7J.%E5%B8%8C%E5%B0%94%E8%9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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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大学研究生课程教学大纲

课 程

名 称

中文 戏剧导表演流派 课程编号 0020200202
英文 Schools of Theatre Director and Acting 开课单位 人文学院

考核方式 考察 学时 32 学分 2 课程类别 专业课

编 制 者 张蕾 适用对象 学术型硕士

课程简介(中文)：
本课程是为戏剧戏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开设的专业选修课，课程任务在于使学生系统掌握戏剧导表演主

要流派的思想、方法与历史脉络，培养学生从导表演技艺层面分析、批评戏剧作品的能力。通过本课程的学

习，学生可了解戏剧导表演艺术的一般规律和创作方法，掌握代表性戏剧导表演流派的核心思想、创作方法、

艺术特色与历史意义，完善其作为戏剧戏曲学专业学生的知识体系，提高其专业综合素养。

课程简介(英文)：
This course is an elective course designed for graduate students of Western Drama and Xiqu. The main

objectives are to: 1) guide students to master the ideas, methods and history of mainstream schools of theatrical
directing and acting; 2) foster students’ ability to analyze and criticize theatrical work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recting and acting skills and techniques. By studying this course, students are expected to understand the general
rules/conventions and approaches of creation of the arts of acting and directing, and to grasp the core ideas, ways of
creation,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and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representative schools of theatrical directing and
acting. And students finally are able to improve their knowledge of theatre as experts specializing in Western Drama
and Xiqu and to make scholarly attainments.
课程目标与基本要求：

课程目标一：熟悉戏剧导表演主要流派的代表作品和排演实践案例，掌握其主要戏剧思想和创作方法，

从历史发展进程和艺术本体规律的角度认识其思想价值、艺术特色和历史意义。

课程目标二：整合有关戏剧导表演流派的基础知识，理解戏剧导表演的一般规律和基本方法，掌握从导

表演技艺层面分析、批评戏剧作品的基本能力，了解有关戏剧导表演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历史和前沿动态。

课程目标三：通过对戏剧导表演经典文本的深入分析，提高自身的理论素养，培养一定的导表演实践意

识，提高对戏剧舞台实践的审美感悟力和分析鉴赏力，强化自学能力、独立思考能力以及终身学习的能力。

课程内容及学时分配：

一、 导论：对戏剧“导演中心制”与“表演本位制”的思考 3 学时

二、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 9 学时

三、 布莱希特与“史诗剧” 9 学时

四、 以梅兰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戏曲表演艺术 9 学时

五、 总结：“流派”的限制 2 学时

教材及主要参考书目：

1、 陈世雄著，《导演者：从梅宁根到巴尔巴》，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年。

2、 [苏]K.C.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著，杨衍春等译，《演员的自我修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

3、 [英]贝拉·梅林著，林海春译，《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工具箱》，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2020年。

4、 [德]贝托尔特·布莱希特著，张黎、丁扬忠译，《戏剧小工具篇》，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

5、 [英] 斯蒂芬·恩威，朱利安·琼斯著，张铮译，《布莱希特表演工具箱》，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

2020年。

6、 梅兰芳述，许姬传著，《舞台生活四十年》，新星出版社，2017年。

7、 邹元江著，《梅兰芳表演美学体系研究》，人民出版社，2018年。

预修课程：《戏剧学通论》《中外戏剧作品研究》

教师团队成员：张蕾 吕珍珍 蓝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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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者签名： 张蕾

2023 年 5月 15日
学科点意见：

同意该课程大纲安排

学科点负责人签名：

2023 年 5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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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大学研究生课程教学大纲

课 程

名 称

中文 粤剧粤曲文化导赏 课程编号 0020200203
英文 Cantonese Opera Culture Guide 开课单位 人文学院

考核方式 考查 学时 32 学分 2 课程类别 专业任选课

编 制 者 邓海涛 适用对象 学术型硕士

课程简介(中文)：《粤剧粤曲文化导赏》是关于地方戏曲文化鉴赏的课程，旨在普及岭南戏曲知识，提高学

生审美素养，拓宽戏曲研究视野，增强文化认同与自信。

课程简介(英文)：Cantonese Opera Culture Guide is a course on appreciation of local opera culture. It aims at
popularizing the knowledge of Lingnan Opera, improving students'aesthetic quality, broadening the horizon of
Opera Research, and strengthening their cultural identity and self-confidence.

课程目标与基本要求：认识了解粤剧粤曲形成历史、艺术特征和发展现状。初步鉴赏粤剧粤曲作品内涵与表

演艺术。提高文化修养、审美能力和创造能力，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评价相关文化现象。

课程内容及学时分配：

第一章 绪论（粤剧粤曲历史、联系区别、组织机构）2

第二章 粤曲粤曲本地化（与外来剧种、本地说唱的关系、粤剧志士班及戏曲改良）4

第三章 粤剧粤曲民俗性观察（天光戏、神功系、戏行禁忌等）4

第四章 粤剧粤曲作家和剧目（文人戏曲、市井趣味、现代题材）6

第五章 表演流派及代表人物（薛马争雄、红腔芳腔）4

第六章 粤剧粤曲传播（唱片、报刊、海外）4

第七章 粤剧的城市化、古典化（“仙凤鸣剧团”现象分析）2

第八章 粤剧电影 4

教材及主要参考书目：

教材：赖伯疆 黄镜明 著《粤剧史》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8年 1月版

教学参考书：陈守仁编《实地考查与戏曲研究》 香港中文大学粤剧研究计划 1997年版

容世诚著《寻觅粤剧声影——从红船到水银灯》牛津大学出版社 2012年版

李静著《粤曲：一种文化的生成与记忆》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4年 7月版

预修课程：中国戏曲史 岭南文化

教师团队成员：邓海涛

编制者签名：邓海涛

2023 年 5月 15日
学科点意见：

同意该课程大纲安排

学科点负责人签名：

2023 年 5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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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大学研究生课程教学大纲

课 程

名 称

中文 地方戏曲文化 课程编号 0020200204
英文 Chinese Regional Opera Culture 开课单位 人文学院

考核方式 考察 学时 32 学分 2 课程类别 专业课

编 制 者 陈燕芳 适用对象 学术型硕士

课程简介(中文)：
本课程是为戏剧戏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开设的专业选修课，课程开设目的是使学生掌握地方戏曲的主要

历史脉络和研究方法，培养学生以地方戏曲为切入点，探究其与地方史地、地方社会、地方记忆及地方文化

传统的关系。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可了解地方戏曲的演变机制，掌握地方戏曲研究的文献学、民俗学和

历史学方法，提高搜集、整理地方文献的能力，完善其作为戏剧戏曲学专业学生的知识体系和综合素养。

课程简介(英文)：
This course is an elective course designed for graduate students of Western Drama and Xiqu. The main

objectives are to: 1) guide students to master the history and main research methods of Chinese regional opera; 2)
foster students’ ability to explore its relationship with local history and geography, local society, local memory and
local cultural tradition. By studying this course, students are expected to understand the evolution mechanisms of
regional opera, and to master the methods of philology, folklore and history of regional opera research. And students
finally are able to improve their ability to collect and sort out local documents, and their knowledg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operas as experts specializing in Western Drama and Xiqu and to make scholarly attainments.
课程目标与基本要求：

课程目标一：了解地方戏曲的分类方法和历史脉络，掌握其主要演变机制，认识其艺术特色、社会功能

及文化意义。

课程目标二：围绕地方戏曲史研究议题，了解有关民俗研究、文化研究及地方戏曲文献整理的学术史和

前沿动态，掌握地方文献研究的一般工具和基本方法。

课程目标三：通过对地方戏曲史个案的深入分析，理解地方戏曲与地方史地、地方社会、地方记忆及地

方文化传统的历史关系，提高对地方戏曲文本、地方戏曲文化的鉴赏力和批判力，强化自学能力、独立思考

能力以及终身学习的能力。

课程内容及学时分配：

六、 导论：“地方戏曲”研究何为 3 学时

七、 地方戏曲研究的前沿热点 3 学时

八、 地方戏曲文献研究 3 学时

九、 戏曲与方言 3 学时

十、 地方戏曲社会功能 6 学时

十一、 戏曲与地方社会历史 6 学时

十二、 戏曲与地方文化记忆 6 学时

十三、 总结：“地方戏”与“中国剧” 2 学时

教材及主要参考书目：

8、 傅谨著，《20世纪中国戏剧史（上、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

9、 王学锋、田黎明、刘祯编，《二十世纪戏曲学研究论丛·戏曲剧种研究卷》，安徽文艺出版社，2015
年。

10、 容世诚著，《戏曲人类学初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11、[美] 郭安瑞著，郭安瑞、朱星威译，《文化中的政治 : 戏曲表演与清都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2018年。

12、 王安祈著，《海内外中国戏剧史家自选集》，大象出版社，2017年。

13、 陈守仁主编，《实地考察与戏曲研究》，香港中文大学粤剧研究计划，1997年。

预修课程：《戏剧学通论》《中外戏剧作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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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团队成员：陈燕芳 张蕾

编制者签名： 陈燕芳

2023 年 5月 15日
学科点意见：

同意该课程大纲安排

学科点负责人签名：

2023 年 5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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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大学研究生课程教学大纲

课 程

名 称

中文 二十世纪中国戏剧研究专题 课程编号 0020200059
英文 20th Century Chinese Theater Studies 开课单位 人文、新闻学院

考核方式 考查 学时 32 学分 2 课程类别 专业课

编 制 者 王凤霞 适用对象 学术型硕士

课程简介：

本课程回顾中国近现代百年戏剧历史，是关于中国戏剧史的整体性研究；并且对剧坛精英进行解析，主

要研究了戏剧家的思想观念、剧作家及其作品；同时，引起对当代戏剧思考，主要探讨新时期以来中国戏剧

的现状与走向。

课程目标与基本要求：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更加深入了解二十世纪中国戏剧在戏剧发展史上的地位和意义，让学生学会

运用理论知识分析二十世纪中国戏剧，并且把所学知识与实践相结合，进行戏剧研究创作。

课程内容及学时分配：

一、百年历史回顾

1、20世纪中国戏剧整体观 （2学时）

2、论我国早期话剧的形成（2学时）

3、“西潮东渡”和中国话剧运动（2学时）

4、中国话剧文体的嬗变及其文化意味（2学时）

5、从四部经典剧作看中国话剧（2学时）

6、梅兰芳、周信芳与 20世纪中国戏剧（2学时）

7、民族歌剧的艰难历程（2学时）

二、剧坛精英解析

8、熊佛西戏剧思想简论（2学时）

9、论田汉对话剧民族化的贡献（2学时）

10独树一帜的丁西林喜剧（2学时）

11、冲破“家”的樊笼——论曹禺剧作的母题（2学时）

12、论陈白尘喜剧的艺术风格（2学时）

13、构建中国式话剧的新格局——黄佐临写意戏剧观的形成及其民族特色（2学时）

14、“城市上空的丹顶鹤”——读解赵耀民（2学时）

三、当代戏剧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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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在反思和探索中前进——试论新时期话剧十年（2学时）

16、论新时期话剧文学的历史地位（2学时）

17、“后新时期”和小剧场戏剧（2学时）

18、重提“戏剧观”（2学时）

教材及主要参考书目：

1、教材

丁罗男《二十世纪中国戏剧整体观》，上海百家出版社，2009 年。

田本相《中国近现代戏剧史》，江苏教育出版社，2010 年。

2、参考书目

王凤霞《文明戏考论》，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年。

胡星亮《中国现代戏剧论集》，中国戏剧出版社，2010 年。

陈白尘、董健《中国现代戏剧史稿》，中国戏剧出版社，1996 年。

葛一虹《中国话剧通史》，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 年。

郭富民《插图中国话剧时》，济南出版社，2003 年。

卢敏《20 世纪中国话剧精品赏析》，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 年。

预修课程：

汉语言文学本科课程或者戏剧影视类本科课程

教师团队成员：

王凤霞、刘晓明、康建兵、吕珍珍、仝婉澄

编制者签名： 王凤霞

2023 年 5月 15日

学科点意见：

同意该课程大纲安排

学科点负责人签名：

2023 年 5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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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大学研究生课程教学大纲

课 程

名 称

中文 电影美学 课程编号 0020200047
英文 Film Aesthetic 开课单位 人文学院

考核方式 考查 学时 32 学分 2 课程类别 专业课

编 制 者 周文萍 适用对象 学术型硕士

课程简介：

课程采取理论修养与鉴赏能力双重并进、相辅相成的教学方法和教学体系。通过电影艺术特性和基本创

作规律的介绍，结合电影作品的分析，加深对电影声画语言、结构蒙太奇等艺术手段的理解，掌握影视艺术

的流派、语言、类型、结构、导演、表演、文化等内涵，初步学会从多重角度去赏析具体的电影作品，使学

生了解影视如何传播，使用怎样复杂的语言系统，怎么塑造我们的价值观，从而提高自身的审美能力和文化

艺术修养。

课程目标与基本要求：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一方面使学生对电影美学的基本知识有所了解，从而提高对电影艺术的知识性把握

和对电影作品鉴赏水平；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通过本课程的教学，在增加知识和提高鉴赏能力的基础

上，使学生通过课外生活中喜闻乐见的观影活动，在潜移默化中逐步打开视野，提高素养，进而增强其独立

思考的理性反思能力，陶冶人文精神和公民涵养，使其综合素质得到更为全面的发展。

课程内容及学时分配：（共计 32学时）

一、引论·作为文艺美学分支的电影美学 1、电影美学的起源、范畴和研究对象 2、网络时代的影视整合

新趋势 （4学时）

二、电影的基本特征和形态 1、电影审美元素与特征 2、电影艺术样式与类型 （4学时）

三、电影美学的主要流派 1、英国勃列顿学派 2、格式塔心理学派 3、蒙太奇学派 4、纪实派 5、电影符

号学 6、现代电影美学流派 7、后现代派 （4学时）

四、蒙太奇电影理论综述 1、蒙太奇的氤氲期、成熟期与发展期 2、蒙太奇语言的种类及其审美效用（4

学时）

五、 崛起的纪实电影美学 1、巴赞的影象本体论 2、“新浪潮”的审美特征、成就与弊端 3、长镜头理论

与新时期中国电影 （4学时）

六、音声、色彩的特殊审美功能 1、影象符号的哲学新解 2、用音声触摸现代文明 3、光影、色彩构

筑的意象世界 （4学时）

七、东、西方美学交融下的当代电影转型 1、“好莱坞”之滥觞及其启示 2、当代欧洲电影概况 3、中、日

电影美学观比较 4、伊朗、韩国电影的民族性 （4学时）

八、电影艺术的审美鉴赏与批评 1、电影批评价值论 2、电影批评的基本要求 3、电影审美批评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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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学时）

教材及主要参考书目：

1、教材

彭吉象《影视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2、参考书目

朱小丰《电影美学》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

[匈]贝拉．巴拉兹《电影美学》中国电影出版社，1986年。

[法]安德烈·巴赞《电影是什么》，中国电影出版社，1987年。

[英] 欧纳斯特·林格伦《论电影艺术》，中国电影出版社，1994年。

李恒基、杨远婴：《外国电影理论文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

王志敏：《电影美学分析原理》，中国电影出版社，1997年。

张振华：《文艺美学电影学论稿》，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

袁玉琴等：《电影文化新学》，中国电影出版社，2002年。

[美]斯坦利·梭罗门《电影的观念》中国电影出版社，1983年。

[法]安德烈·巴赞《电影是什么》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年。

王志敏《现代电影美学基础》中国电影出版社，2001年。

陈西禾《电影的画面与声音》中国电影出版社，1982年。

[德]爱因汉姆《电影作为艺术》中国电影出版社，1980年。

[美]马尔丹《电影语言》中国电影出版社，1980年。

预修课程：

汉语言文学本科课程或者戏剧影视类本科课程

教师团队成员：

周文萍、王晓通、王凤霞、刘晓明、康建兵、吕珍珍、仝婉澄

编制者签名： 周文萍

2023 年 5月 15日

学科点意见：

同意该课程大纲安排

学科点负责人签名：

2023 年 5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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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大学研究生课程教学大纲

课 程

名 称

中文 纪录片创作 课程编号 0020200154

英文 Documentary Product 开课单位 新闻与传播学院

考核方式 考试 学时 32 学分 2 课程类别 专业任选课

编 制 者 夏清泉 适用对象 研究生一年级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广播电视领域艺术硕士的专业创作课程。本课程以纪录片创作训练和深度研究的方式，让学生

把握当前纪录片创作发展的主要趋向，掌握纪录片在选题策划、主题提炼、类型特征、表达方式、市场推广

方面的基本规律，最终能熟练运用纪录片创作的方法，制作有一定思想深度和市场价值的纪录片作品。

课程目标与基本要求：

课程目标：

1. 启发学生纪录片创作的思路；

2. 了解纪录片创作的各种观念；

3. 掌握纪录片创作的技巧和方法；

4. 提高纪录片创作的能力。

基本要求：

1. 在系统研究纪录片的历史的基础上，从社会功能、美学思潮、技术进步及内在美学品性等方面去分

析纪录片不同时期不同特征的成因；

2. 在大量观摩各种风格的纪录片的基础上，建立一种新型的开放式的思维和接受观念；

3. 根据自身的素质构成和知识构成确立创作的个性风格；

4. 认识到哲学、传播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等相关学科对纪录片创作的积极影响，养成一种创

新的精神。

课程内容及学时分配：

第一章 纪录片类型研究

第一节 人文类纪录片

第二节 历史类纪录片

第三节 自然与科技类纪录片

第四节 报道类纪录片

第二章 纪录片主题提炼

第一节 纪录片与生活

第二节 纪录片与知识

第三节 普遍的兴趣点

第三章 纪实风格和表现方式

第一节 纪实风格的发展

第二节 摄影机和对象的关系

第三节 跟踪拍摄

第四节 重构、特效与真实

第四章 事件、细节与质感

第一节 纪录片对事件的表现

第二节 细节的表现力

第三节 生活的质感

第五章 纪录片前期拍摄与采访

第一节 纪录片视觉构思

第二节 捕捉与发现

第三节 纪录片中的采访

第六章 纪录片叙事研究

第一节 纪录片叙事结构

第二节 纪录片叙事方式

第三节 纪录片中的人物形象构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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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剪辑与节奏控制

第一节 纪录片剪辑流程

第二节 素材整理与剪辑思路

第三节 镜头剪辑策略

第四节 纪录片的节奏控制

第八章 纪录片市场研究

第一节 纪录片频道与栏目

第二节 纪录片节和纪录片展览

第三节 纪录片基金

教材及主要参考书目：

教材：

谭天 陈强编，《纪录片制作教程》，暨南大学出版社，2011。
参考书目：

朱景和，《纪录片创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石屹，《纪录片创作论》，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朱靖江、梅冰著，《中国独立纪录片档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高鑫，《电视纪实作品创作》，学苑出版社，2002。
钟大年，《纪录片创作论纲》，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
石屹，《电视纪录片--艺术、手法和中外观照》，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0。
吕新雨，《纪录中国——当代中国的新纪录运动》，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
任远，《影像中的历史》，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5。

预修课程：

视听语言研究、影视制作技术、影视导演

教师团队成员：夏清泉

编制者签名： 夏清泉

2023 年 5月 15日
学科点意见：

同意该课程大纲安排

学科点负责人签名：

2023 年 5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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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大学研究生课程教学大纲

课 程

名 称

中文 节目主持人研究 课程编号 0020200173
英文 Studies on Program Hosts 开课单位 新闻与传播学院

考核方式 考查 学时 32 学分 2 课程类别 专业任选课

编 制 者 苏凡博、刘玉萍 适用对象 戏剧与影视学（学术性硕士）

课程简介：

《节目主持人研究》是戏剧与影视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属于戏剧与影视学专业学生拓展视野、

掌握前沿，并进行比较性学习的课程。 该课程通过着重介绍国内、外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成长的过程，

介绍他们获得成功的经验，以及给学生观看一些具有代表性意义的节目，使学生不方面可以感受和感知

到中、外电视节目主持差异，一方面又可以从典型案例中获得一些启发性的意见和建议，对其走向电视

主持人岗位有一定实际指导作用。

课程目标与基本要求：

使学生基本了解世界其他一些传媒业相对发达的国家电视节目主持人的基本情况，理解这些差异产生

的文化背景、媒体运行机制、政治背景等方明的原因，进人对各国的主持人情况有个宏观认识，并能从

一些优秀主持人身上获得一些自我提升的养分和启发。

课程内容及学时分配：

第一章 前言——电视节目主持人概说

第二章 我国电视节目名主持人研究

1、 中国电视新闻节目名主持人研究

2、 中国电视社教服务类节目名主持人研究

3、 中国电视综艺娱乐类节目名主持人研究

第三章 美国电视节目名主持人研究

1、 历史上美国节目电视节目主持人研究

2、 现阶段美国节目电视节目主持人研究

第四章 世界其他地区电视节目名主持人研究

教材及主要参考书目：

《中外名主持人系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预修课程：广播电视语言艺术

教师团队成员：刘玉萍、苏凡博等

编制者签名： 刘玉萍

2023 年 5月 15日
学科点意见：

同意该课程大纲安排

学科点负责人签名：

2023 年 5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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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与传播 学院 新闻与传播全日制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2023年制定）

一、专业学位类别、学制、学习方式

专业学位类别名称： 新闻与传播硕士 （代码： 0552 ）

专业领域名称： （代码： ）

专业领域名称： （代码： ）

学制：2年 学习方式：全日制

二、专业介绍：

新闻与传播硕士专业学位（Master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简称 MJC）是研究新闻与信

息传播活动规律、特征，运用相应的策略与方法，解决媒介与传播现实问题的专业领域。新闻与传播硕士

专业学位是为适应我国新闻与传播事业发展对新闻与传播人才的迫切需求，完善新闻与传播人才培养体

系、创新新闻与传播人才培养模式，提高新闻与传播人才培养质量而设置的。其目的是培养具有扎实理论

基础，并适应特定行业或职业实际工作需要的应用型高层次专门人才。

本专业学位点所在的广州大学新闻传播学科始建于 1994 年，2006 年获新闻学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

权，2010 年获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共有专任教师 56 人，其中教授 17 人，副教授 11 人，

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占专任教师中的比例超过 60%。近 5年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9 项，省部级以上科研

项目 32 项，发表论文 220 篇；聘有行业教师 11 人。本专业类别目前聚焦于四个主要研究领域：全媒体传

播、舆情与数据治理、大湾区传播与社会、国际传播。

（一）全媒体传播。立足广州毗邻港澳的独特区位优势，因应国家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战略，依托本学

科点既有的研究基础，设置本学科方向。将大湾区传播的历史经验与当下实践有机结合，形成理论视角并

指导湾区全媒体传播实践，打造全媒体传播研究共同体，着力建设富有全国影响的智库系统，在大湾区传

媒生态研究领域形成特色优势。

（二）舆情与数据治理。重点关注互联网治理问题。保持对互联网政策、互联网和数据治理领域前沿

问题的敏锐关注，在国家、产业与公众利益等多重维度上，切入网络治理研究，通过跨学科团队合作，聚

集一带一路舆情与数据治理，为区域发展和国家对外传播提供智力支持。

（三）大湾区传播与社会。将媒体研究与区域发展紧密结合，围绕粤港澳大湾区的媒介与社会建构、

传播与社会发展等议题，关照媒介系统对区域社会产生的影响。本方向聚焦媒介系统如何嵌入、中介化粤

港澳大湾区社会，形塑粤港澳大湾区民众的身份认同与社会交往，进而媒介化粤港澳大湾区的政治、经济

和社会生活，从而为湾区区域社会协同发展提供理论和智力支持。

（四）国际传播。以服务国家战略为目标，立足于粤港澳大湾区，依托本学科点既有的研究基础，在

媒介边界日益模糊、信息在全球范围内快速流动及智能化技术深刻影响传播格局的背景下，国际传播研究

团队围绕粤语对外话语创新体系的构建、“海丝文化”的全球传播、区域国别国际传播、网络空间安全等

领域，既着重于国际传播与区域治理的理论研究，又服务国家战略的政策咨询，学术型与智库型相结合，

形成国际传播与治理相结合的、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融合的交叉特色研究。

三、培养目标

新闻与传播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旨在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为新闻传播机构、媒介组织、广告公司、

企事业单位、政府机构等培养具备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和职业道德素养，具有现代新闻传播理念与国际化

视野，熟练掌握新闻传播技能与方法的高层次、创新性、应用型的新闻与传播专门人才。具体要求为：

（一）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热爱新闻传播事业，具有良好的道德品

质，遵纪守法，具备现代传播职业理念，恪守新闻职业精神与职业道德。积极引导社会舆论，壮大主流声

音，传递正能量，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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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具有扎实的学识修养和专业基础，了解新闻传播学科前沿和发展趋势，把握新闻传播的基本规

律、基本理念。具备较为宽广的专业和职业发展可能性，富于创新精神，掌握从事新闻传播工作的职业技

能。能够理论结合实践，发挥自身优势，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与专业工作。

（三）具有较强的新闻传播实践能力，适应媒体融合时代所需要的创意能力和创新思维。能够熟练运

用各种媒介手段和方法，胜任新闻传播业务工作。既具有坚实的新闻传播学理论基础和素养，又具备跨媒

体操作能力。

（四）具有独立分析各类传播现象，发现和解决各种问题的能力。能比较熟练地运用一种外语阅读本

专业的外文文献资料，有较高的文字写作、口语表达水平和良好的沟通协作和表达能力、团队合作精神。

四、培养方式

本专业类别采用全日制培养方式。

（一）采用课程学习、实践教学和学位论文相结合的培养方式。本学位点将重点开设“专业方向工作

坊”系列课程，在专业实践中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

（二）实行双导师制，校内导师和校外导师联合指导和培养。校内导师负责培养学生的专业理论、专

业技能、研究方法，指导学生选择毕业设计的选题，完成毕业设计并通过答辩；校外导师侧重培养学生的

传播实务能力，培养学生形成良好的职业道德，指导学生体验并初步形成新闻传播职业的判断能力与新闻

传播的操作能力。

（三）提倡研讨为主的教学方式，将集体研讨、案例分析与课堂讲授有机结合起来，促进研究生的自

主性学习和研究性学习，增强对创新能力的培养。为充分发挥课程学习在强化硕士生研究训练方面的作用，

提倡以要求学生撰写读书报告、实践报告、调查报告等形式加强过程考核，以课程论文等形式进行期末考

核。聘请国内外专家及新闻与传播业界精英授课。

（四）课程设置体现厚基础理论、重实际应用、博前沿知识，着重突出专业实践类课程。实践教学是

培养中的重要环节，鼓励学生到新闻媒体和企事业等单位实习，采用集中实践与分段实践相结合的方式。

培养学生“创新创业”意识，激发研究生成长活力，展现研究生双创效能的重要价值。

五、课程设置与要求

新闻与传播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由必修课程、选修课程、专业实践三部分组成。总学分不少于 38.5

学分，其中必修课程不少于 18.5 学分，包括公共学位课 6 学分、专业基础学位课 12.5 学分；选修课不少

于 14 学分；专业实践 4 学分。课程设置详情附后。另外，须完成其他环节:学位论文开题与中期报告（1

学分）、学术活动（研究生参加讲座 8 次以上并撰写学习报告）（1 学分）。

总学分上限不超过 40.5 个学分。

未获学士学位（学历）考取的研究生及跨学科考取的研究生，或在招生考试时被认为在基础理论或专

业知识方面有缺陷、需要在入学后进行适当补课的研究生，应在导师的指导下补修本专业大学本科的主干

课程（不少于二门），并通过相应的考核，方能申请参加论文（设计）答辩。补修课程填入研究生个人培

养计划，登记成绩，不计学分。

六、课程教学大纲

详见后附每门课程的教学大纲。

七、实践学习规划

（一）本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采用集中实践与分段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到新闻传播或企事业单位从事

不少于半年的新闻传播专业实践。学生应有明确的专业实践实施计划，导师给予指导，确保专业实践质量。

（二）学生可采用集中实践和分段实践相结合的方式，通过在实践基地的采、写、编、评以及创意策

划等与专业相关的多种方式开展实践，主要内容有：1.对各类新闻与传播现象能自觉运用专业理论知识来

分析和解决问题；2.熟练运用新闻与传播理论知识完成传播过程中的各项实务运作；3.对新闻与传播实务

方面的相关问题具有独立分析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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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为培养高素质创新创业人才，学生应积极参加各类实践创新计划、创新创业实践大赛、社会实

践活动以及发表与学业相关的论文、获得专利授权等实践活动。学生在校期间至少取得以下任一成果，方

可获得创新实践相关学分。

1.学生为第一作者（或导师为第一作者，学生为第二作者）在国内外正式出版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或

调查报告。

2.学生参加国家级和省级等经过学校认定的各类竞赛，包括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大学生计算

机设计大赛、大学生外语竞赛、计算机程序设计竞赛、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

技作品竞赛等并获奖。

3.学生为第一作者（或导师为第一作者，学生为第二作者）公开发表小说、报告文学、美术作品、艺

术设计作品、影视作品等；或经省级以上专业机构表彰的各类独创性艺术作品及其表演。

4.学生主持校级以上学术项目；或为科研成果完成人之一，获得各级政府主管部门颁发的科研成果奖、

通过项目主管部门鉴定的项目成果、通过各级主管部门结题评审的科研项目；或学生参加导师主持的市厅

级以上科研项目。

5.学生作为第一完成人，取得各类发明、实用新型专利及软件作品，专利以专利证书为准，软件作品

以著作登记权为准。

6.学生及其创办的企业成为国内各级政府主办的各类创业奖的获得者；或经工商部门批准创办一年以

上且正常开展经营活动的学生企业创办人。

7.学生获国家或省级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与专业相关的专业技能资格证书。

（四）专业实践结束后，学生应向指导教师提供以下材料：1.实践成果（根据媒体特性和研究方面做出

不同要求，如在报刊、广播电视台或网站发表的新闻传播作品，或者其他传播机构从事的作品创作、创意

策划书等）；2.在实践基地的专业实践总结报告 1份；3.在校期间创新实践成果证明材料（论文、获奖证书、

立项通知书等）。所有材料需经导师签字，并由学位点评定综合成绩。专业实践按“优秀”“良好”“合格”和“不
合格”四个等级评定成绩。考核成绩为“合格”以上者获得培养方案规定的相应学分。未参加专业实践或未按

专业实践计划开展专业实践活动的研究生，专业实践考核为不合格，不能获得培养方案规定的相应学分，

不得申请学位论文（设计）答辩。

八、学位论文

（一）选题要求

论文（设计）选题应具有一定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符合本学科的研究对象，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

则，应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和前沿性。选题方向应符合法律法规要求，不得违背基本的社会伦理道德和价值

标准。

（二）形式和规范要求

1.研究生修满学分并均获得“合格”以上成绩后，方可进入学位论文（设计）写作阶段。论文（设计）

内容应面向新闻传播业的实际问题，体现学生运用所学新闻传播理论及相关专业知识，综合解决实践问题

的能力。学位论文（设计）可以是调查报告、案例研究、实践创作等多种形式，由硕士研究生本人在导师

指导下在规定时间内独立完成。

2.学位论文（设计）撰写需遵守学校规定的格式和规范。新闻与传播硕士专业学位论文正文字数一般

不少于 2万字（实践创作类为 1万字）。

3.学位论文（设计）的写作要遵循学术规范，遵守著作权法，治学严谨。

（三）水平要求

学位论文应体现出扎实而深厚的专业理论知识和宽广的学术视野。文章中要有作者自主研究成果和一

定的创新性观点，文章结构和论述过程应逻辑严谨，文字表达规范而流畅。

毕业设计方案合理，方法科学，选题角度新颖，逻辑严密，富于创新性，能用专业知识和方法、技术

解决工作中的重点难点，分析、总结报告具有较强的学术性和实践性。



86

九、答辩与学位授予

学位论文（设计）至少请两位专家（含一位校外专家）写出评阅意见，评阅通过后方可组织答辩。硕

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由 3-5 人组成，邀请校外专家担任答辩委员会主席。

研究生在规定年限内，按照培养方案的要求，完成课程学习，成绩合格并通过论文答辩，方达到毕业

和学位授予要求，由学校颁发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

十、校外实践基地情况

本专业建有相应的校外实践基地，研究生的指导实行“双导师”制。

校外实践基地名称：广东广播电视台；广州日报；佛山电视台；中山电视台；广州珠江移动多媒体信

息有限公司。

十一、校外导师情况

校外导师情况表：

序号 校外导师姓名 所在学科领域 职称 工作单位、职务 备注

1 冯镜明 新闻与传播 主任记者

广州日报编委，读

懂广州工作室负

责人

2 邱瑞贤 新闻与传播 主任记者
广州日报集团办

负责人

3 何有贵 新闻与传播 主任编辑
广州日报全媒体

区街部副职

4 王晓云 新闻与传播 主任编辑
广州日报全媒体

编辑中心编辑

5 练洪洋 新闻与传播 主任记者
广州日报理论评

论部评论员

6 肖桂来 新闻与传播 主任记者
广州日报全媒体

区街部记者

7 黄健源 新闻与传播 主任记者
广州日报全媒体

湾区部记者

8 庄森 新闻与传播 研究员

广东韶能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总经

理

9 彭染红 新闻与传播 主任记者

惠州广电融媒体

电视中心主任（惠

州电视台台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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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必读、选读书目及重要学术期刊（仅要求本学科领域的参考书目，不少于 20 本）

（一）必读书目

1.《社会学的想象力》，米尔斯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
2.《传播纵横：历史脉络与全球视野》，李金铨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
3.《对空言说：传播的观念史》，彼得斯著，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年
4.《人类之网：鸟瞰世界历史》，麦克尼尔父子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5.《现实的社会建构:知识社会学论纲》，伯格、卢克曼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
6.《文化的解释》，格尔茨著，译林出版社，2017年
7.《新媒体事件研究》，邱林川、陈韬文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
8.《宣传：观念、话语及其正当化》，刘海龙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3年
9.《记忆的纹理：媒介、创伤与南京大屠杀》，李红涛、黄顺铭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
10.《效果研究：人类传受观念与行为的变迁》，周葆华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
11.《马克思主义新闻学概论》，陈力丹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
（二）选读书目

1. 传播与中国译丛·媒介道说系列·全六册：《基特勒论媒介》《海德格尔论媒介》《本雅明论媒介》《卡

斯特论媒介》《维利里奥论媒介》《齐泽克论媒介》，黄旦、孙玮主编，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9年
2.《连线力：中国网民在行动》，杨国斌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
3.《思维：批判性和创造性思维的跨学科研究》，加里·R·卡比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
4.《独自打保龄》，帕特南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8年
5.《边界、权威与合法性：中国语境下的新闻职业话语研究》，白红义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年
6.《传播政治经济学经典文献选读》，姚建华编著，商务印书馆，2019年
7.The SAGE Handbook Of Current Developments In Grounded Theory, Antony Bryant、Kathy Charmaz著，

SAGE出版社，2019年
8.《软利器》，莱文森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
9.《新中国新闻与传播研究 70年》，唐绪军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
10.《新闻传播法教程（第六版）》，魏永征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
11.《人与故事》，高小康著，东方出版社，1993年
12.《传播学质性研究方法》，托马斯·R. 林德洛夫、布莱恩·C. 泰勒著，重庆大学出版社，2020年
13.《现代社会心理学》，周晓虹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
14.《在场：流动电影与当代中国社会建构》，郭建斌著，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9年
15.《逻辑学》，宋文坚主编，人民出版社，1998年
16.《风险社会视阈下的媒介文化研究》，李春雷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
17.《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迈克尔·舒德森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
18.《公共议题的媒介图景》，田秋生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
19. 《进城——传播学视野下的新生代农民工》，郑欣等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年

20.《看得见的“声音”——解码网络舆论》，邹军著，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1年
21.《移动通信与社会变迁：全球视角下的传播变革》，卡斯特等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
（三）重要学术期刊

《新闻与传播研究》

《国际新闻界》

《新闻大学》

《现代传播》

《新闻记者》

《传播与社会学刊》（香港）

《新闻学研究》（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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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大学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设置（新闻与传播硕士）

专业类别 新闻与传播硕士 专业领域
所在学院

(研究所)

新闻与传播

学院

序

号

课程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中、英文）

学分 学时 开课

学期

开课单位 考核

方式 备

注

1

学位

基础

课

0000200049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2 32 1
马克思主

义学院
考试

公

共

必

修

课

0000200057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Marxism and Methodology of Social
Science

1 16 2
马克思主

义学院
考试

0000200050
学术英语读写

Academic English Reading and Writing
2 32 1

外国语学

院
考试

0000200051
英语视听说

English Audio-visual Speaking
1 32 1 外国语学

院
考试

2

专业

必修

课

0020200212
新闻传播学理论与历史前沿

Theories and Historical Frontiers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2 32 1
新闻与传

播学院
考试

核

心

课

程

0020200213
媒介政策、法规与伦理

Communication policy, regulation and
ethics

2 32 1
新闻与传

播学院
考试

0020200214
新媒体研究与应用

New Media Studies
2 32 1

新闻与传

播学院
考试

0020200215
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法

Methods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 32 2
新闻与传

播学院
考试

0020200216

媒介经营与管理研究

Media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research

2 32 1
新闻与传

播学院
考试

0020200217
传播与社会研究

Seminar in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2 32 1
新闻与传

播学院
考试

0020200174
论文写作指导

Thesis Writing Guidance
0.5 8 1

新闻与传

播学院
考试

3

专业

选修

课

0020200218
全媒体报道工作坊

All-media practice
2 32 2

新闻与传

播学院
考试

0020200219
数据新闻与信息可视化工作坊

Data journalism and 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 workshop

2 32 2
新闻与传

播学院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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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0200220
纪录片工作坊

Documentary workshop
2 32 2

新闻与传

播学院
考试

0020200221
专业外语

English for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2 32 2
新闻与传

播学院
考试

0020200222

网络舆情研究方法与工具

Methods and tools of internet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2 32 2

新闻与传

播学院
考试

0020200223
新闻采访写作研究

Research of News interview and
writing

2 32 2
新闻与传

播学院
考试

0020200224
广播电视节目研究

Study on radio and Television programs
2 32 2

新闻与传

播学院
考试

0020200225
广告创意与策划专题

Special topics on advertising creativity
and planning

2 32 2
新闻与传

播学院
考试

0020200226
国际传播研究专题

Monographic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

2 32 2
新闻与传

播学院
考试

0020200227
视觉传播研究

Research on visual communication
2 32 2

新闻与传

播学院
考试

4
实践

教学
0020210007

专业实习（含创新实践）

Professional Practice
4 64 3

新闻与传

播学院
考查

5 其 他

环节

0020210003 学位论文开题与中期报告

Research Project Report
1 32 2

新闻与传

播学院
考查

0020210002
学术活动

Academic Activities
1 32 1-2

新闻与传

播学院
考查

补修大学本科主干课程

新闻采访与写作

Journalism interview and writing
0 32 1

新闻与传
播学院

考查

传播学概论

Introduction to communication studies
0 32 1

新闻与传

播学院
考查

注：1、要求每门课程填写相应的英文名称；

2、“核心类课程”请在备注中注明。

专业领域负责人确认（签字）： 2023 年 5 月

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意见：

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讨论、审核通过该培养方案。

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主席签字： 2023 年 5 月

主管院长签字： 2023 年 5 月

（单位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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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大学研究生课程教学大纲

课 程

名 称

中文 新闻传播学理论与历史前沿 课程编号 0020200212
英文 Theories and Historical Frontiers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开课单位 新闻与传播学院

考核方式 考查 学时 32 学分 2 课程类别 专业课

编 制 者 方晨 李彦 章玉萍 张灵敏 适用对象 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生

课程简介(中文)：
本课程是新闻与传播学专业硕士必修课程，一共 32学时。整个课程包括历史前沿和理论前沿两大部分，

主要介绍了新闻史研究的困境、发展与创新，媒介体制研究与新世界信息秩序，数字劳动研究与人际传播理

论，和健康传播理论等内容。本课旨在夯实新闻传播学专业硕士的历史意识与理论视野，对学科发展脉络和

前沿理论框架有基本的了解和掌握。

课程简介(英文)：
This course is a mandatory master's program in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with a total of 32 class hours.

The whole course includes two parts: historical frontier and theoretical frontier. It mainly introduces the dilemma,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of journalism history research, media system research and the new world information
order, digital labor research and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theory, and health communication theory. This course
aims to strengthen the historical awareness and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f the Master's degree in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and to have a basic understanding and mastery of the disciplinary development context and
cutting-edge theoretical framework.

课程目标与基本要求：（请注明课程思政元素和方式）

本课程旨在深化和拓宽新闻传播学专业硕士的学科历史意识和前沿理论视野，要求学生厘清新闻与传播

研究的历史脉络，了解新闻学与传播学当下热门的研究领域与概念框架，能够运用批判性思维，有意识地选

择合适的理论视角，历史化和语境化地分析和解释当代中国的媒介体制和人们日常的媒介实践行为。

课程内容及学时分配：

章节 课程内容 学时分配 授课教师

第一章 新闻传播史研究的当代困境 4学时 方晨

第二章 当代新闻史研究的发展与创新 4学时

第三章 数字劳动研究 4学时 章玉萍

第四章 人际传播理论 4学时

第五章 健康传播理论 4学时 张灵敏

第六章 疾痛叙事研究 4学时

第七章 媒介体制研究 4学时 李彦

第八章 新世界信息秩序 4学时

教材及主要参考书目：

Carey, J. W. (1974). The problem of journalism history. Journalism History, 1(1), spring, 3-5, 27.
Nord, D. P. (1988). A plea for journalism history. Journalism History, 15(1), spring, 8-15.
Nord, D. P. (2006). James Carey and journalism history: a remembrance. Journalism History, 32(3),122-127.
Nerone, J. (1993). Communication, theory, and history: theory and history. Communication Theory, 3(2), 148-157.
Marzolf, M. (1975). Operationalizing Carey--an approach to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journalism. Journalism History,
2(2), 42-43.
俞金尧：《书写人民大众的历史：社会史学的研究传统及其范式转换》，《中国社会科学》，2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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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19+224。
黄顺星：《旧闻新史：对台湾新闻史研究的思考》，《传播研究与实践》（台北），2011，1（02），179-209。
黄旦：《历史学的想象力：在事与叙之间》，《史学月刊》，2011（02），15-19。
李金铨、张宁：《社会科学对中国新闻史学研究的启示与借鉴》，《新闻记者》，2014（09），28-32。
舒德森：《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陈昌凤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李金铨编：《文人论政：知识分子与报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Nord, D. P. (2001). Communities of journalism: a history of American newspapers and their readers. Urbana,
Chicago, and Springfield,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Nerone, J. "Representing Public Opinion: US Newspapers and the News System in the Long Nineteenth Century."
History Compass 9.9 (2011b):743-759.
姚建华：《数字劳动：理论前沿与在地经验》，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年。

伊莱休·卡茨：《人际影响：个人在大众传播中的作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

约翰·斯图尔特：《沟通之桥：人际传播经典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

《传媒的四种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

《比较媒介体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

《传媒规范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2年。

《多种声音，一个世界：交流与社会·现状和展望》

[美]丹·席勒：《信息资本主义的兴起与扩张》，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

丹·席勒：《数字化衰退:信息技术与经济危机》，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7年。

Renata Schiavo. (2014). Health communication : From theory to practice (2nd. ed.). Jossey-Bass.
[美] 阿瑟·克莱曼：《疾痛的故事》，方筱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

预修课程：

教师团队成员：方晨 李彦 章玉萍 张灵敏

编制者签名：

2023年 5月 15日
学科点意见：

同意该课程大纲安排

学科点负责人签名：

2023年 5月 15日
注：1、课程类别指公共课、专业课。2、适用对象指学术学位硕士生、专业学位硕士生、非全日制专业

学位硕士生、学术学位博士生、专业学位博士生等。3、编制者一般为该课程主讲教师，多位教师

共同讲授一门课程的需集体研究编写。

https://book.douban.com/search/%E6%96%B9%E7%AD%B1%E4%B8%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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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大学研究生课程教学大纲

课 程

名 称

中文 媒介政策、法规与伦理 课程编号 0020200213
英文 Media policy, regulation and ethics 开课单位 新闻与传播学院

考核方式 考查 学时 32 学分 2 课程类别 专业课

编 制 者 邹军、李彦 适用对象 新闻与传播专业学位硕士生、

新闻传播学学术学位硕士生

课程简介(中文)：

本课程旨在使学生全面了解媒介政策、法规与伦理在中国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脉络，掌握媒介政策、法规

的相关规定和传媒伦理的操作规程，从而在思想上更能明晰加强媒介政策、法规和职业道德建设的重要性，

为学生在今后从事传媒工作打下坚实的职业道德与法律基础。

课程简介(英文)：

The purpose of this course is to make students get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media policy, regulations
and ethics of the history of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China, grasp the media policies, regulations, rules and
procedure of media ethics, which could be more clear to strengthen ideological media policies, regulations, and the
importanc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professional ethics, for students to work in the media in the future to lay a solid
professional moral and legal basis.

课程目标与基本要求：

目标：使学生掌握媒介政策、法规与伦理的知识与技能，引导学生树立崇尚法治追求新闻理想的情感态

度和价值观。

基本要求：阅读课程文献、参加课程讨论、进行分组展示。

课程内容及学时分配：

导言（2课时）

专题 1 传媒侵权（2课时）

专题 2 名誉问题及治理（2课时）

专题 3 隐私、个人信息问题及治理（2课时）

专题 4 肖像问题及治理（2课时）

专题 5 著作权问题与治理（2课时）

专题 6 虚假信息问题及治理（2课时）

专题 7 淫秽、色情信息问题与治理（2课时）

专题 8 危害社会安定信息问题及治理（2课时）

专题 9 虚假、违法广告问题及治理（2课时）

专题 10 传媒与司法（2课时）

专题 11 政府信息公开（2课时）

专题 12 泄密问题与治理（2课时）

专题 13 网络与新媒体治理（2课时）

专题 14 全球互联网治理（2课时）

专题 15 香澳台地区网络传播法规与伦理概述（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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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及主要参考书目：

1.黄瑚：《网络传播法规与伦理教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
2.魏永征、周丽娜：《新闻传播法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

预修课程：

教师团队成员：

邹军、李彦

编制者签名：

邹军、李彦

2023 年 5月 15日
学科点意见：

同意该课程大纲安排

学科点负责人签名：

2023 年 5月 15日
注：注：1、课程类别指公共课、专业课。2、适用对象指学术学位硕士生、专业学位硕士生、非全日制

专业学位硕士生、学术学位博士生、专业学位博士生等。3、编制者一般为该课程主讲教师，多位

教师共同讲授一门课程的需集体研究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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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大学研究生课程教学大纲

课 程

名 称

中文 新媒体研究与运用 课程编号 0020200214
英文 New Media Studies 开课单位 新闻与传播学院

考核方式 考查 学时 32 学分 2 课程类别 专业课

编 制 者 曾丽红 适用对象 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生

课程简介(中文)：“新媒体研究”是新闻传播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必修的一门专业课，课程致力于系统研究日

新月异的新媒体技术的最新发展状况、对新闻学、传播学产生的影响及其重要的社会文化意义。学生通过本

课程的学习，能比较系统地掌握新媒体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掌握网络新媒体的研究方法，为

提高新闻传播学的理论水平、进一步学习和深入研究奠定必要的理论基础。

课程简介(英文)："New Media Research" is a compulsory professional course for postgraduate students majoring in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he course is committed to systematically studying the latest development of new
media technology, its impact on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and its important social and cultural significance.
Through the study of this course, students can systematically master the basic concepts, theories and basic
knowledge of new media, and master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network new media, which lays a necessary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improving the theoretical level, further study and in-depth research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课程目标与基本要求：（请注明课程思政元素和方式）

《新媒体研究》是新闻传播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必修的一门专业基础课，课程致力于系统研究日新月异的

新媒体技术的最新发展状况、对新闻学、传播学产生的影响及其重要的社会文化意义。学生通过本课程的学

习，能比较系统地掌握新媒体技术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掌握网络新媒体的研究方法，为提高

传播学的理论水平、进一步学习和深入研究奠定必要的理论基础。本课程教学与时事政治热点紧密结合，教

学内容专注新媒体创新领域，提倡跨媒体融合理念，贴近习近平主席提出的要运用信息革命成果，推动媒体

融合向纵深发展，做大做强主流舆论，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
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力量和舆论支持。从而体现了课程思政。

课程内容及学时分配：

本课程共 32学时，分为以下四章:
第一章：本课程研究的对象和方法（6学时）

1、本章教学内容

（1）本课程的研究对象和新媒体的概念（2学时）（了解）

（2）新媒体研究的基本方法（4学时）（掌握）

2、本章教学要求

通过本章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理解新媒体的基本内涵，掌握新媒体研究的基本方法。

3、本章教学重点

（1）使学生了解本课程的研究对象；

（2）了解开展网络新媒体研究的基本步骤、方法以及论文写作的基本程式。

（3）理解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理论逻辑、理论渊源，建立新媒体研究的基本概念框架。

（4）掌握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的具体研究方法的差异:
阅读：

Chapler One, in Martin Lister, Jon Dovey, Seh Giddings, lain Grant and Kieran Kllyy New
Media,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Second Edition, Routledge,2009.
Chapler One, in Jan Van Dijk, The Network Sociely, Second Edition, Sage PubliatiosLondon, 2001.
《新媒体概论》，匡文波编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艾尔.巴比(Earl Babbie)著， 邱泽奇译社会研究方法（第十一版），华夏出版社。

琼恩.基顿等：《传播研究方法》，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9年版。

柯惠新、祝建华等：《传播统计学》，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 年版。

第二章：新媒体概念脉络与发展历史（6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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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章教学内容

（1）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历史（2学时）（了解）

（2）新媒体的基本特征（2 学时） (掌握)
（3）早期新媒体的研究历史：基于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传播学、传播政治经济学、文化研究的学科视角

（2学时）（掌握）

2、本章教学要求

通过本章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理解融合、交互、超文本、赛博空间、WEB2.0等新媒体研究的关键概念，

掌握新媒体的数字化、互动性、网络化、超文本、虚拟、模拟等基本特征，了解新媒体的研究历史。

3、本章教学重点

掌握新媒体的数字化、互动性、网络化、超文本、虚拟、模拟等基本特征，以及不同学科视角的研究重点和

关注重心。

4、本章教学难点

对早期新媒体研究的学科视角的理解，尤其是对来自传播学、传播政治经济学、文化研究视角的基本立场、

观点和方法的理解。

阅读：

Leah A. Lievrouw, Sonia Livingstone, The Social Shaping and Consequences of ICTs,Patrice Flichy, New Media
History, Jennifer Daryl Slack and J. Macgregor Wise, Cultural Studiesand Technology, in Leah A Lievrouw，Sonia
Livingstone (eds), Handbook of New Media: SocialShaping and Consequences of Iects Sage Publications,I
ondon,2002.
Chapter Two, in Jan Van Dijk, The Network Society, Second Edition, Sage Publications,London, 2001.
ListerM，DoveyJ, Giddings S，et al. New media: a critical introduction[M]. 2009.

第三章：新媒体形态研究（6学时）

1、本章教学内容

（1）新媒体研究中的主要关注问题（1学时）（了解）

（2）新媒体研究的基本理论（2学时）（掌握）

（3）新媒体形态研究（3学时）

博客研究（1学时）（了解）

微博研究（1学时）（掌握）

微信研究（1学时）（掌握）

2、本章教学要求

通过本章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掌握网络新媒体的主要关注问题、基本理论、具体形态传播特征及目前的主

要研究方向。

3、本章教学重点

掌握新媒体的最新发展动态、传播特征及目前的主要研究领域，尤其是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的新发展。

4、本章教学难点

对网络新媒体不断融合、更新趋势的掌握和对于目前国外相关研究动态的把握。

5、作业

要求学生针对自己感兴趣的新媒体形态，选择一个自己感兴趣的研究方向，开展研究设计并进行课堂讲述，

教师组织讨论。

阅读:
Journal of Computer Mediated Communication, Wiley online Library,htp:/:/onlinelibrary .wiley
com/journal10.1111/(ISSN)1083-6101Chapter Three, in Jan Van Dijk, The Network Society, Second Edition, Sage
Publications,
《新媒体概论》，匡文波编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网络传播概论》（第四版），彭兰编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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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网络新媒体的社会、政治与文化影响研究（6 学时）

1、本章教学内容

（1）新媒体的社会影响（2学时）（掌握）

（2）新媒体的政治影响（2学时）（掌握）

（3）新媒体的文化影响（2学时）（掌握）

2、本章教学要求：通过本章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理解网络新媒体对社会、政治与文化所带来重大影响以

及掌握新媒体技术的未来发展走向热点研究议题。

3、本章教学难点

（1）媒介行动主义与赛博行动主义、赛博公共领域的概念及其发展脉络

（2）赛博文化与粉丝文化

阅读：

Timothy W. Luke, Power and Political Culture, Don Slater, Social Relationships and IdentityOnline and
fline,Douglas Kellner, New Media and New Literacies, and Nancy K. Baym,Interpersonal Life Online, in Leah A
Lievrouw, Sonia Livingstone (eds), Handbook of New Media:Social Shaping and Consequences of Icts Sage
Publications,London,2002
第 7、8、9章，《网络传播概论》(第四版) ，彭兰编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年版。

教材及主要参考书目：

教材：

（1）新媒体概论（第三版）（21 世纪新媒体专业系列教材） ,匡文波编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9年版。

（2）《网络传播概论》（第四版），彭兰编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年版。

参考书：

（1）《游戏与元宇宙》，喻国明，杨雅等，中国出版集团中译出版社，2022年。

（2）《网络新媒体导论》，喻国明，曲慧等，中国工信出版集团，人民邮电出版社，2021年。

（3）《新媒体概论》（第八版），宫承波，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2020年。

（4）《媒介形态变化》，Roger Fidler编著，明安香译，华夏出版社 2000年。

（5）《数字化生存》，尼葛洛庞帝编著，胡泳、范海燕译，海南出版社，1997年。

预修课程：《新闻传播学理论》

教师团队成员：曾丽红 张杰

编制者签名：

2023 年 5月 15日
学科点意见：

同意该课程大纲安排

学科点负责人签名：

2023 年 5月 15日
注：1、课程类别指公共课、专业课。2、适用对象指学术学位硕士生、专业学位硕士生、非全日制专业

学位硕士生、学术学位博士生、专业学位博士生等。3、编制者一般为该课程主讲教师，多位教师

共同讲授一门课程的需集体研究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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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大学研究生课程教学大纲

课 程

名 称

中文 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法 课程编号 0020200215
英文 Methods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开课单位 新闻与传播学院

考核方式 考查 学时 32 学分 2 课程类别 专业课

编 制 者 章玉萍 徐晖明 适用对象 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

课程简介(中文)：
本课程是新闻与传播学研究方法系列课程中，具有导论性质的一门专业课。整个课程由质化研究方法与

量化研究方法两大部分构成，主要介绍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思想、两大研究方法体系的核心差异与适用范

围，以及具体每一种研究方法的研究设计、数据/资料收集和数据/资料分析等知识，旨在培养学生采用科学、

系统的方法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释问题的学术研究能力。本课程一共 32学时，质化与量化研究方法各

16学时。

课程简介(英文)：
This course is an introductory professional course in the series of research methods in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he whole course is composed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It mainly introduces the methodological thinking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the core differences and application
scope of the two research method systems, as well as the research design, data collection and data analysis of each
specific research method, which aims to cultivate students' academic research ability to use scientific and systematic
methods to identify problems, analyze problems, and explain problems.This course has a total of 32 class hours,
with 16 class hours each for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课程目标与基本要求：（请注明课程思政元素和方式）

本课程旨在培养和提高学生采用科学、系统、规范和适合的研究方法解决学术问题的学术研究能力。它

要求学生了解社会科学研究的一般思路，厘清两大研究方法体系的研究逻辑与适用的场景，并且需要掌握几

种主要的、常用的量化研究方法与质化研究方法的实操，比如问卷调查、内容分析、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

等，一方面要理解它的设计思路，另一方面要熟练掌握研究操作的过程，包括数据/资料的收集与数据/资料

的分析等。

课程内容及学时分配：

章节 主要内容 学时分配 授课教师

第一章 研究方法绪论 2 章玉萍

第二章 研究前期准备工作 2 章玉萍

第三章 案例研究 2 章玉萍

第四章 观察法 4 章玉萍

第五章 访谈法 4 章玉萍

第六章 质化资料分析 2 章玉萍

第七章 量化研究设计 2 徐晖明

第八章 问卷设计与实施 4 徐晖明

第九章 抽样技术 2 徐晖明

第十章 数据清理、处理与分析 4 徐晖明

第十一章 内容分析法 4 徐晖明

教材及主要参考书目：

6. [美]艾尔·巴比：《社会研究方法》，邱泽奇译，华夏出版社，2009年。

7. 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教育科学出版社，2006年。

8. 陈阳：《大众传播学研究方法导论》（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2015年。

9. 祝建华、孙江华编著：《传播统计学》，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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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修课程：《论文写作指导》

教师团队成员：章玉萍 徐晖明

编制者签名：

2023 年 5月 15日
学科点意见：

同意该课程大纲安排

学科点负责人签名：

2023 年 5月 15日
注：1、课程类别指公共课、专业课。2、适用对象指学术学位硕士生、专业学位硕士生、非全日制专业

学位硕士生、学术学位博士生、专业学位博士生等。3、编制者一般为该课程主讲教师，多位教师

共同讲授一门课程的需集体研究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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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大学研究生课程教学大纲

课 程

名 称

中文 媒介经营与管理研究 课程编号 0020200216
英文 Media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research 开课单位 新闻与传播学院

考核方式 考查 学时 32 学分 2 课程类别 专业课

编 制 者 董开栋 适用对象 新闻与传播专业学位硕士生

课程简介(中文)：
本课程是本专业的一门必修课程。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使学生对媒介经营与管理领域，尤其是对新时期

传媒经济与管理研究的前沿热点问题及其最新成果，有一个基本的理解和把握，形成科学的思维方式，并能

以此为指导分析解读现实问题，提高理论认识水平。

课程简介(英文)：
This course is an elective course in this major. Through the teaching of this course, students will have a basic

understanding and grasp of the cutting-edge hot topics and latest achievements in the field of media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especially in the new era of media economy and management research, forming a scientific way of
thinking, and can use this as a guide to analyze and understand practical problems, improving their theoretical
understanding level.
课程目标与基本要求：（请注明课程思政元素和方式）

媒介经营与管理是媒介产业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媒介经营与管理能力成为媒介组织在激烈竞争环境中生

存与发展的必要条件。本课程旨在使学生能够掌握媒介的经营与管理活动，深入理解影响媒介组织经营与管

理能力的关键因素与作用机制，帮助提升媒介经营与管理能力。

课程思政元素：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提升舆论引导能力；方式：课堂讲授、实地调研

课程内容及学时分配：

1. 媒介经营与管理的基本概念与理论，4学时；

2. 媒介经营与管理的历史，2学时；

3. 媒介经营绩效与竞争力研究，4学时；

4. 媒介品牌经营研究，4学时；

5. 媒介生产管理研究，4学时；

6. 媒介人力资源管理研究，4学时；

7. 媒介营销管理研究，4学时；

8. 媒介经营与管理创新研究，4学时；

9. 媒介经营与管理研究前沿，2学时

教材及主要参考书目：

教材：《媒介经营与管理》，楚明钦著，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20年版；

主要参考书目：《传媒经济学教程》（第二版），喻国明等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9年版。

预修课程：无

教师团队成员：无

编制者签名：

2023 年 5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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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点意见：

同意该课程大纲安排

学科点负责人签名：

2023 年 5月 15日
注：1、课程类别指公共课、专业课。2、适用对象指学术学位硕士生、专业学位硕士生、非全日制专业

学位硕士生、学术学位博士生、专业学位博士生等。3、编制者一般为该课程主讲教师，多位教师

共同讲授一门课程的需集体研究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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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大学研究生课程教学大纲

课 程

名 称

中文 传播与社会研究 课程编号 0020200217
英文 Seminar in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开课单位 新闻与传播学院

考核方式 考查 学时 32 学分 2 课程类别 专业课

编 制 者 张杰 适用对象 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生、学术

学位硕士生

课程简介(中文)：
传播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究竟为何，一直都是传播学的核心问题。本课程作为专业必修课程，通过对传播

学历史上相关经典论文与著作的细读与讨论，从批判、经验、社会、文化、媒介环境等不同理论视角去理解

和把握两者关系，通过若干经验性研究论文的研讨来进一步深化和内化学生对这一核心问题的理解和上手，

从而能够指导具体的业务实践。

课程简介(英文)：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has always been the key issue of communication.

Through the close reading and discussion of relevant classic papers and works of Columbia School, Chicago
school, Frankfurt school, Toronto School and Birmingham School, which are important schools in the history
of communication, this course understands and grasp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hree from different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such as criticism, experience, sociology , culture and media environment, so as to
further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and grasp of the basic theories of communication, It also has a clearer
understanding of the importance and necessity of different perspectives among schools.

课程目标与基本要求：（请注明课程思政元素和方式）

1.理解和掌握不同学派关于两者关系的重要文献的观点。

2.对于不同学派观点的差异性和缘由进行学理剖析。

3.理解和剖析经典文本、次文本和潜文本三者之间的关联和差异，从而训练研究能力。思政元素：理解

文本背后的立场预设，从而对于西方学术的局限性和意识形态性形成辩证思维。

4.通过对相关经验性论文的研讨，进一步明确传播与社会之间的互构关系并形成较为具体的研究概念，

形成指导业务的理论运用能力。

课程内容及学时分配：

1.课程介绍和概览（2学时）

2.哥伦比亚学派的相关经典理论和观点。（4学时）

3.法兰克福学派的相关经典理论和观点（4学时）

4.芝加哥学派的相关经典理论和观点（6 学时）

5.多伦多学派的相关经典理论和观点（4学时）

6.伯明翰学派的相关经典理论和观点（4学时）

7.代表性经验研究论文研讨（8学时）

教材及主要参考书目：

10. [美]卡茨、彼得斯等编：《媒介研究经典文本解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11. [美]大卫•克劳图等：《媒介•社会》，邱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
12. [加]戴维·克劳利等：《传播的历史：技术、文化与社会》，董璐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13. [英]尼克•斯蒂文森：《认识媒介文化：社会理论与大众传播》，王文斌译，商务印书馆，2013.
14. [法]麦格雷：《传播理论史 : 一种社会学的视角》，刘芳译，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
预修课程：新闻传播学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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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团队成员：章玉萍

编制者签名：

2023年 5月 15日
学科点意见：

同意该课程大纲安排

学科点负责人签名：

2023年 5月 15日
注：1、课程类别指公共课、专业课。2、适用对象指学术学位硕士生、专业学位硕士生、非全日制专业

学位硕士生、学术学位博士生、专业学位博士生等。3、编制者一般为该课程主讲教师，多位教师

共同讲授一门课程的需集体研究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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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大学研究生课程教学大纲

课 程

名 称

中文 论文写作指导 课程编号 0020200174

英文 Thesis Writing Guidance 开课单位 新闻与传播学院

考核方式 考查 学时 8 学分 0.5 课程类别 专业课

编 制 者 李春雷 适用对象 学术型硕士

课程简介（中文）：

本课程以学位论文写作、学术论文写作等为指导，以研究方法、数据搜集整理、综述写作、摘要写作、

正文写作、写作规范等方式展开课程，旨在培养学生科研学术论文写作的基本素养，初步培养学生论文写作

的基本素养和规范。

课程简介（英文）：

This course is guided by dissertation writing and academic thesis writing， carried out through research
methods, data collection and collation, summary writing, abstract writing, text writing, writing norms and so on,
aims to cultivate students' basic literac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academic paper writing, and preliminarily
cultivate students' basic literacy and norms of paper writing.

课程目标与基本要求：

本课程的教学任务是提升学生论文写作能力，对写作中的问题意识，数据发掘、学术方法、学术规范等

有全面的理解和掌握。本课程采用讲授与课堂讨论相结合的教学方法，并运用多媒体辅助教学。

课程内容及学时分配：

资料与文献收集 2学时

框架与结构确定 4学时

学术语言表达 2学时

教材及主要参考书目：

新闻传播学四大刊论文

预修课程：

新闻传播学本科课程

教师团队成员：

李春雷 邹军 张杰

编制者签名： 李春雷

2023年 5月 15日

学科点意见：

同意该课程大纲安排

学科点负责人签名：

2023年 5月 15日



104

广州大学研究生实践教学大纲

实 践

名 称

中文 全媒体报道工作坊 课程编号 0020200218
英文 All-media practice 开课单位 新闻与传播学院

考核方式 考查 学时 32 学分 2 课程类别 专业实践

编 制 者 李鲤 适用对象 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生

实践目标与基本要求：（请注明课程思政元素和方式）

实践目标：培养学生面向全媒体环境的采写、拍摄、编辑、评论、数据分析、账号运营等多接口的实务能力，

系统提升数字内容生产、制作、营销的实操技能。培养学生理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文艺观在媒体内容生产、

运用管理中的全面指导作用，学以致用。

基本要求：（1）素质要求：掌握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2）知识要求：系统掌握新闻传播学领域的基础知识，熟悉

全媒体内容编辑与制作、新闻采访与写作、新媒体视听内容生产与传播、融媒体运营与管理等专业方向知识。

（3）能力要求：信息获取能力；交流与表达能力；研究与管理能力；创新与终身学习能力。

实践内容及时间安排：

第1周 介绍全媒体实践课程的要求与考查方式

教学要求：了解本课程工作坊的实践性质、任务要求、分组安排及考查方式

教学内容：介绍全媒体实践课程的要求与考查方式

（思政融入点：国家网络媒体行业需要有家国情怀的传播者）

第2周 与媒体实践对接、按照工作室分组、明确各组分工职责

教学要求：让学生理解综合作品的完成是团队和小组的合作协作，掌握如何选题

教学内容：综合作品的小组组员配备、选题标准、作品形式确定

第3-5周 全媒体实践（短视频、H5、数据新闻、新媒体采访、全案策划、新媒体运营）

教学要求：让学生掌握好综合作品的素材、数据的准备工作

教学内容：如何寻找各类资源

第6周 全媒体项目或作品（短视频、H5、数据新闻、新媒体采访、全案策划、新媒体运营），观摩、讨论

教学要求：让学生掌握全媒体实践与以往课程单个作品的区别

教学内容：全媒体实践作品的中央厨房生产

第7-8周 实践与评议（短视频、H5、数据新闻、新媒体采访、全案策划、新媒体运营），提交作品、评议

教学要求：让学生理解作品的问题是什么，怎么解决

教学内容：观看作品，指出缺点不足，修改（思政融入点：工匠精神在综合作品中的体现）

前期准备：《摄影基础》《电视摄像与编辑》《微视频制作工作坊》《数据新闻》《概率与统计》《SPSS 应用与

数据处理》等课程。

预修课程：《新闻学概论》、《传播学概论》

教师指导团队成员：李鲤、朱雅婧

编制者签名：

2023 年 5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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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点意见：

同意该课程大纲安排

学科点负责人签名：

2023年 5月 15日
注：1、适用对象指学术学位硕士生、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生、非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生、学术学位博

士生、专业学位博士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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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大学研究生实践教学大纲

实 践

名 称

中文 数据新闻与信息可视化工作坊 课程编号 0020200219
英文 Data journalism and 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 开课单位 新闻与传播学院

考核方式 考查 学时 32 学分 2 课程类别 专业课

编 制 者 张灵敏 适用对象 新闻与传播专业学位硕士生

实践目标与基本要求：（请注明课程思政元素和方式）

目标 1：理解数据新闻与传统新闻的区别，了解数据新闻制作的常规操作环节。

目标 2：掌握获取一手与二手数据的方法，以及使用工具完成数据清理、预处理、分析与数据可视化的操作

技巧。思政元素：重点培养学生的数据伦理道德，采用科学的、系统的方法收集数据，尊重研究对象与数据

本身，实事求是，不弄虚作假。

目标 3：通过小组合作，设计与完成数据新闻作品，培养学生的项目管理与合作能力以及公共演讲能力。思

政元素：关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议题，具有人文关怀视角，创作优秀的融媒体作品，发挥传播者的影响力。

实践内容及时间安排：

章节 名称 主要内容 学时

第一章 数据新闻的本质特征
厘清数据新闻与传统新闻的区

别
4

第二章 Python与二手数据的爬取
利用 python进行简单的数据爬

取
4

第三章 数据清理
使用 Excel对给定的数据库进

行清理
2

第四章 数据预处理
使用Excel和 SPSS对数据库进

行预处理
4

第五章 基础的数据分析

使用Excel和 SPSS对数据进行

基础的分析，按照求完成分析

任务

4

第六章 数据可视化工具的应用
使用镝数与花火完成常用图表

的制作
4

第七章 数据可视化工具的应用
使用 Tableau完成图表的制作

与数据叙事
4

第八章 数据新闻制作
使用H5或Readymag完成数据

新闻作品的制作
4

第九章 小组演示：选题及思路
小组为单位进行数据新闻选题

及制作思路的演示
2

前期准备：

数据新闻与信息可视化是一门实操性很强的课程，它需要学生前期具备基本的新闻采编能力，对社

会科学研究方法与数据处理、可视化技巧有一定认识，同时对于新媒体制作工具的使用具有一定基础。

预修课程：

《全媒体新闻采访与写作》《新闻传播学理论》《新媒体概论》《新闻传播研究方法》

教师指导团队成员：张灵敏

编制者签名：

2023年 5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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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点意见：

同意该课程大纲安排

学科点负责人签名：

2023年 5月 15日
注：1、适用对象指学术学位硕士生、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生、非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生、学术学位博

士生、专业学位博士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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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大学研究生实践教学大纲

实 践

名 称

中文 纪录片工作坊 课程编号 0020200220
英文 Documentary workshop 开课单位 新闻与传播学院

考核方式 考查 学时 32 学分 2 课程类别 专业实践

编 制 者 夏清泉 适用对象 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生

实践目标与基本要求：（请注明课程思政元素和方式）

实践目标：

1. 了解纪录片创作的各种观念；

2. 掌握纪录片创作的技巧和方法；

3. 启发学生纪录片创作的思路；

4. 提高纪录片创作的能力；

5. 具备纪录片研究的基础能力

基本要求：

1. 在系统研究纪录片的历史的基础上，从社会功能、美学思潮、技术进步及内在美学品性等方面去分

析纪录片不同时期不同特征的成因；

2. 在大量观摩各种风格的纪录片的基础上，建立一种新型的开放式的思维和接受观念；

3. 根据自身的素质构成和知识构成确立创作的个性风格；

4. 认识到哲学、传播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等相关学科对纪录片创作的积极影响，养成一种创

新的精神。

课程思政元素和方式：

1.深入理解纪录片选题与党的宣传方针之间的密切关系。课程思政方式：在选题过程中，解读党的宣传

方针特别是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想宣传和文艺工作中的重要讲话，引导学生将讲话精神作为纪录

片创作的思想指引；

2.重大题材纪录片创作中的政治原则。课程思政方式：通过对重大题材纪录片创作的研究，理解政论片、

重大历史题材纪录片如何围绕国家和地方的重要方针政策开展宣传，并如何形象化的诠释、书写好新的发展

篇章；

3.对外传播纪录片如何讲好中国故事。课程思政方式：通过案例分析和创作研究的方式，熟悉纪录片国

际传播特点，深刻领会重大历史变革时期国际局势的变化，了解国际传播中面临的问题，运用好国际传播的

手段工具，革新话语方式，利用纪录片讲好中国故事、湾区故事。

实践内容及时间安排：

第一章 纪录片主题与前期调研（4学时）

第一节 纪录片与生活

第二节 纪录片与知识

第三节 普遍的兴趣点

第二章 纪录片提案（4学时）

第一节 纪录片提案要点

第二节 提案的阐述

第三节 提案中的介绍短片

第四节 预算与团队

第三章 纪实风格和表现方式研究（4学时）

第一节 纪实风格的发展

第二节 摄影机和对象的关系

第三节 跟踪拍摄

第四节 重构、特效与真实

第四章 事件、细节与质感研究（4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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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纪录片对事件的表现

第二节 细节的表现力

第三节 生活的质感

第五章 纪录片前期拍摄与采访研究（4学时）

第一节 纪录片视觉构思

第二节 捕捉与发现

第三节 纪录片中的采访

第六章 纪录片叙事研究（4学时）

第一节 纪录片叙事结构

第二节 纪录片叙事方式

第三节 纪录片中的人物形象构筑

第七章 剪辑与节奏研究（4学时）

第一节 素材整理与剪辑思路

第二节 镜头剪辑策略

第三节 纪录片解说的话语方式研究

第四节 纪录片的节奏控制

第八章 作品展演与点评（4学时）

前期准备：

1.熟练运用前期拍摄基本设备，掌握基础的纪实拍摄手法；

2.了解影视后期制作的工具和手段，能较熟练运用视听语言讲好故事；

3.掌握纪实采访的基本方法，和被摄对象能进行深入的有目的的交流；

4.在对生活观察的基础上，有纪录片创作的动力，逐步形成大致的创作方向。

预修课程：

新闻采写类课程、高阶影视技术类课程等

教师指导团队成员：

蔡杰、熊琦

编制者签名：

2023 年 5月 15 日

学科点意见：

同意该课程大纲安排

学科点负责人签名：

2023 年 5月 15 日

注：1、适用对象指学术学位硕士生、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生、非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生、学术学位博

士生、专业学位博士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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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大学研究生课程教学大纲

课 程

名 称

中文 专业外语 课程编号 0020200221
英文 English for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开课单位 新闻与传播学院

考核方式 考查 学时 32 学分 2 课程类别 专业课

编 制 者 尹杭 适用对象 专业学位硕士生

课程简介(中文)：
本课程是新闻与传播领域专业硕士学位研究生的专业选修课。课程以培养学生在新闻与传播专业领域的

英语实际应用能力为目标，选取具备专业性、前沿性、难度适中的新闻与传播学英文材料，通过听、说、读、

写等多方面的语言训练让学生具备较好的英文文献和相关实证材料的阅读与应用能力。

课程简介(英文)：
This course is a subject elective for master's degree students in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he course

aims to cultivate students' practical English application ability in the field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using
professional, cutting-edge and moderately difficult English materials for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he course
enhances students’ capabilities in reading and application of English literature and related empirical materials
through language training in listening, speaking, reading and writing.

课程目标与基本要求：（请注明课程思政元素和方式）

本课程从专业型硕士的实际需要出发，着眼于培养研究生在新闻与传播领域的英语运用能力，特别是英

文文献的阅读能力。课程通过各种不同方式的阅读训练（如快速浏览、精读、观点提炼、内容概括、评价分

析等），培养学生阅读英文文献、分析英文文献的习惯和能力，为今后的研究与实践工作打下必要的基础。

课程教学目标 基本要求

培养学生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以及符合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新闻与传播价值观。课程思政元素：坚

持立德树人和正确的价值观导向，把新闻与传播研

究与从业的职业伦理、社会责任意识、爱国情怀贯

穿到专业教学中。

素质要求：即要求学生从中培养宽广的媒介视野、

良好的专业素养、先进的、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发展的研究与实践理念。

课程思政要求：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严格遵守

职业操守和工作责任感。

培养学生通过阅读英文文献把握当前最新的新闻

与传播理论以及实践手段。

知识要求：通过了解国际上新闻传播领域的研究与

实际前沿，掌握国际传播的一般规律。要求学生从

中掌握英文新闻与传播的相关知识、原则、技巧。

培养学生媒介融合生态下媒介内容创作能力，具体

包括新闻生产、融媒体传播的能力，以及根据新媒

介发展态势提出解决方案。

能力要求：具备英文文献与材料的梳理与分析能力；

具备媒介内容生产能力，通过各种媒介平台策划内

容、实现有效国际传播的能力。



111

课程内容及学时分配：

课程内容 学时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 an introduction 2学时

Defining Theories 2学时

Methodology and Methods 4学时

Mass Communication and Theory 4学时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6学时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4学时

New Media and Media Convergence 4学时

Empirical Research 6学时

TOTAL 32学时

教材及主要参考书目：

本课程无统一出版教材，使用自编讲义

主要参考书目：

Baran, S. J., & Davis, D. K. (2011). 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 Foundations, ferment, and future. Cengage
Learning.

McQuail, D. (2010).McQuail's 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 Sage publications.
Berger, A. A. (2015).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methods: An introduction to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pproaches. Sage Publications.
Deacon, D. (2007). Researching communications: A practical guide to methods in media and cultural analysis.

Hodder Arnold.
Jenkins, H. (2006). Convergence culture: Where old and new media collide. NYU press.
预修课程：公共英语、传播学概论

教师团队成员：尹杭、张灵敏、杨健

编制者签名：

2023 年 5月 15 日

学科点意见：

同意该课程大纲安排

学科点负责人签名：

2023 年 5月 15 日

注：1、课程类别指公共课、专业课。2、适用对象指学术学位硕士生、专业学位硕士生、非全日制专业

学位硕士生、学术学位博士生、专业学位博士生等。3、编制者一般为该课程主讲教师，多位教师

共同讲授一门课程的需集体研究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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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大学研究生课程教学大纲

课 程

名 称

中文 网络舆情研究方法与工具 课程编号 0020200222
英文 Methods and tools of internet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开课单位 新闻与传播学院

考核方式 考查 学时 32 学分 2 课程类别 专业课

编 制 者 邹军 适用对象 新闻与传播专业学位硕士生

课程简介(中文)：
本课程旨在教授网络舆情研究的方法与具体工具使用，让学生掌握开展网络舆情研究的主要方法和舆情

采集、分析的软件工具，包括数据挖掘、数据清洗的方法与应用，以及常用舆情监测、分析软件的选择和使

用。

课程简介(英文)：
The purpose of this course is to teach the methods and specific tools of internet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so that students can master the main methods of online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and the

software tools of public opinion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including the methods and applications

of data mining and data cleaning, as well as the selection and use of commonly used public opinion

monitoring and analysis software.

课程目标与基本要求：（请注明课程思政元素和方式）

1.掌握舆情研究的主要方法。

2.能熟练使用常用的舆情监测与分析的工具。

3.掌握社交媒体数据抓取和清洗的常用方法和工具。

4.通过案例教学将课程思政元素融入课程教学当中。

课程内容及学时分配：

第一部分 网络舆情研究的基本方法 6学时

第二部分 网络舆情监测 6学时

第三部分 网络舆情分析 6学时

第四部分 数据挖掘的原理与工具 6学时

第五部分 数据清洗的原理与应用 6学时

第六部分 网络舆情干预与引导 2学时

教材及主要参考书目：

谷琼、王贤明：《网络舆情分析：理论、技术与应用》，清华大学出版社 2020年版

田宇：《网络舆情监测与研判》，清华大学出版社 2022年版

曹蓉：《网络舆情监测基础与应用》，时事出版社 2018年版

预修课程：

无

教师团队成员：邹军 朱宏淼 李锦颉

编制者签名：

2023 年 5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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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点意见：

同意该课程大纲安排

学科点负责人签名：

2023 年 5月 15 日

注：1、课程类别指公共课、专业课。2、适用对象指学术学位硕士生、专业学位硕士生、非全日制专业

学位硕士生、学术学位博士生、专业学位博士生等。3、编制者一般为该课程主讲教师，多位教师

共同讲授一门课程的需集体研究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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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大学研究生课程教学大纲

课 程

名 称

中文 新闻采访写作研究 课程编号 0020200223
英文 Research on News Interviewing and Writing 开课单位 新闻与传播学院

考核方式 考查 学时 32 学分 2 课程类别 专业课

编 制 者 黎藜 适用对象 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生

课程简介(中文)：
新闻采访写作研究是新闻学专业硕士的专业课，课程旨在培养学生新闻判断、新闻思辨、新闻生产等综

合能力。课程通过新闻理论讲述与新闻实践相结合的方式，使学生不仅能够胜任新闻报道采写编播的日常采

编工作，还能够适应新媒体环境下的新闻生产与新闻传播要求，同时能够将新闻实务与新闻理论结合，用理

论去指导实践。

课程简介(英文)：
Research on News Interview and Writing is a professional course for master of journalism, which aims to

cultivate students' comprehensive abilities of news judgment, news speculation, news production, etc. The course
combines news theory narration with news practice, enabling students not only to be competent in daily news
reporting, writing, editing, and broadcasting work, but also to adapt to the requirements of news production and
dissemination in the new media environment. At the same time, they can combine news practice with news theory .

课程目标与基本要求：（请注明课程思政元素和方式）

本课程旨在让学生掌握新闻采访和新闻编辑的基本理论、基本技能，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意识和新闻道德观

念，使学生胜任全媒体新闻报道组织策划、采访、选稿、修改、拟标题、设计版式等日常采编工作。课程思

政元素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党的新闻宣传政策在新闻实践中应用，采用理论讲述与案例分析两种方式，让

学生掌握如何将党的新闻宣传政策应用到实践中。

课程内容及学时分配：

课程主要内容为：

1.新闻采访写作概述（2学时）

2.新闻发现与辨别（2学时）

3.新闻报道策划与组织（2学时）

4.新闻采访（6学时）

5.采访的伦理道德问题（2学时）

6.新闻写作（8学时）

7.新闻编辑（4学时）

8.新闻媒介定位与新闻产品设计（4学时）

9.新闻报道策划（2学时）

10.网络时代的标题的制作（2学时）

教材及主要参考书目：

1.章玉兴.人物新闻采访与写作[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4.
2.［美］杰里•施瓦工茨，曹俊、王蕊译.美联社新闻报道手册[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
3.［美］肯·梅茨勒.创造性采访[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4.［美］盖伊·塔奇曼.做新闻[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
5.［美］迈克尔•舒德森.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6.［美］威廉·E.布隆代尔.华尔街是如何讲故事[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

https://book.douban.com/author/1076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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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修课程：新闻传播学理论基础，新闻学概论

教师团队成员：田秋生、李鲤

编制者签名：

2023 年 5月 15 日

学科点意见：

同意该课程大纲安排

学科点负责人签名：

2023 年 5月 15 日

注：1、课程类别指公共课、专业课。2、适用对象指学术学位硕士生、专业学位硕士生、非全日制专业

学位硕士生、学术学位博士生、专业学位博士生等。3、编制者一般为该课程主讲教师，多位教师

共同讲授一门课程的需集体研究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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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大学研究生课程教学大纲

课 程

名 称

中文 广播电视节目研究 课程编号 0020200224
英文 Study on radio and Television programs 开课单位 新闻与传播学院

考核方式 考查 学时 32 学分 2 课程类别 专业课

编 制 者 陶冶 适用对象 专业学位硕士生

课程简介(中文)：该课程系新闻传播专业硕士的任选课程。课程主要分为四个板块：电视节目体裁、电视节

目模式、国内外节目模式比较研究、中国电视的转型升级研究共八次课，每次课程 4学时。该课程的授课形

式、授课内容将随着广播电视学科的发展和传媒业的变迁而不断调整。

课程简介(英文)：This course is an optional course for a Master's degree in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he
course is mainly divided into four sections: TV program genres, Television Format, Comparative research on
domestic and foreign TV Format, and Research on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Chinese television. There
are eight courses, each lasting 4 hours. The teaching format and content of this course will be continuously adjust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broadcasting and television disciplines and the changes in the media industry.
课程目标与基本要求：（请注明课程思政元素和方式）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对世界各国的广播电视发展水平有更深的了解，引导学生更加主动地关注电视节

目内容生产的研究，进一步提升文化自信，并与相应的创作课程相衔接，从而具备开放的视野与前沿问题意

识，能应用比较研究的视野来分析、研究、乃至解决相关创作与实践领域的问题。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

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将其内化于课程讲授和学生实践过程。

课程内容及学时分配：

课程模块一（4学时）：第一章、电视文学节目编导 1.电视文学节目类型 2.电视散文与.电视诗歌创作理论

课程模块一（4学时）：3.作品示例 4.电视小说与电视报告文学

课程模块二（4学时）：第三章、电视专题节目编导 1.美食类节目 2.生活服务类节目

课程模块二（4学时）：3.揭秘类节目 4.旅游类节目

课程模块三（4学时）：第五章、电视真人秀节目编导 1.模式引进与消化吸收 2.盎格鲁-美利坚节目模式体系；

课程模块三（4学时）：3.才艺选秀类真人秀节目 4.相亲类真人秀节目；

课程模块四（4学时）：5.野外生存类真人秀节目 6.互动表演类真人秀节目；

课程模块四（4学时）：7.答题类真人秀节目

教材及主要参考书目：

1．郭镇之著：《中外广播电视史(第三版)》，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6年版。

2．加里•R•埃杰顿著：《美国电视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年版。

3．常江著：《中国电视史:1958-2008》，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年版。

4. 阿曼达·洛茨著，陶冶译：《电视即将被革命》，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 2015年版。

预修课程：

电视节目编导、电视研究通论

教师团队成员：

陶冶、孔令顺

编制者签名：

2023 年 5月 15 日

学科点意见：

同意该课程大纲安排

学科点负责人签名：

2023 年 5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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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课程类别指公共课、专业课。2、适用对象指学术学位硕士生、专业学位硕士生、非全日制专业

学位硕士生、学术学位博士生、专业学位博士生等。3、编制者一般为该课程主讲教师，多位教师

共同讲授一门课程的需集体研究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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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大学研究生课程教学大纲

课 程

名 称

中文 广告创意与策划专题 课程编号 0020200225
英文 Special topics on advertising creativity and

planning
开课单位 新闻与传播学院

考核方式 考查 学时 32 学分 2 课程类别 专业课

编 制 者 王艺 适用对象 专业学位硕士生

课程简介(中文)：本课程是新闻传播专业硕士的一门重要的专业选修课，其主要任务是使学生在学习广告学、

传播学、社会学等的理论基础上，深入了解和熟练掌握广告创意和广告策划的基本理论,帮助学生提高广告创

意和策划水平,培养具有深刻理论基础、较高标准的广告创意能力和独特的创新思维、较强团队协作和全方

位策划执行以及分析能力的新闻传播人才。

课程简介(英文)：This course is an important elective course for Master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Major, whose main task is to make students learn advertising, communication, sociology, etc. , in-depth

understanding and proficiency in the basic theory of advertising creativity and advertising planning,

to help students improve the level of advertising creativity and planning, to train the media talents

with profound theoretical basis, high standard of advertising creativity and unique innovative

thinking, strong teamwork and all-round planning and execution, as well as analytical ability.

课程目标与基本要求：（请注明课程思政元素和方式）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研究生了解广告策划的市场调查与分析、广告策划中的目标策略与表现策略、广 告

创意表现与策略、广告媒体策略、广告预算的决策、广告策划效果评估、广告策划书的内容，掌握广告 创意

策略以及广告策划书的撰写，培养具有广告创意策划技能、具备产品洞察力、市场洞察力的新闻传播人才。

课程思政方面，将结合中国民族品牌案例欣赏、乡村品牌策划等内容，以课堂讨论、课堂作业等形式，加

强学生对民族品牌的热爱，培养其家国情怀。

课程内容及学时分配：

第一章：广告创意理论 4课时

内容包括广告创意原理 、广告创意原则、广告创意类型、广告创意手法

第二章：广告创意 6课时

4A 广告公司的广告创意流程、广告创意训练、广告创意脚本写作、赛事选题训练

第三章：广告策划概论 3课时

广告策划的概念与作用、广告策划的类型与方法

第四章：广告策划的市场调查与分析 4课时

广告市场调查 、营销环境分析、竞争对手分析、消费者分析 、产品分析

第五章：广告策划中的目标策略与表现策略 6 课时

广告目标策略、广告定位策略、广告主题策略、广告表现策略概述、广告主题的决策

第六章：广告媒介策略 3课时

广告媒介的选择与组合、广告发布时机和媒介排期策略

第七章：广告策划书的内容与撰写 6 课时

广告策划书的主要内容、广告策划书的编写技巧、赛事选题训练

教材及主要参考书目：

1. 邓诗元主编，《广告创意与策划》，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22 年 11 月。

2. 佘世红主编，《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广告策划与创意》，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19 年 8 月。

预修课程：传播学

教师团队成员：王艺、魏永秀、刘涛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B5%CB%CA%AB%D4%AA&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3=%D6%D0%B9%FA%C7%E1%B9%A4%D2%B5%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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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者签名：

2023 年 5月 15 日

学科点意见：

同意该课程大纲安排

学科点负责人签名：

2023 年 5月 15 日

注：1、课程类别指公共课、专业课。2、适用对象指学术学位硕士生、专业学位硕士生、非全日制专业

学位硕士生、学术学位博士生、专业学位博士生等。3、编制者一般为该课程主讲教师，多位教师

共同讲授一门课程的需集体研究编写。

注：1、适用对象指学术学位硕士生、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生、非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生、学术学位博

士生、专业学位博士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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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大学研究生课程教学大纲

课 程

名 称

中文 国际传播研究专题 课程编号 0020200226
英文 Monographic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
开课单位 新闻与传播学院

考核方式 考查 学时 32 学分 2 课程类别 专业课

编 制 者 王玲宁 适用对象 学术学位硕士生、专业学位硕

士生、非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

生

课程简介(中文)：

本课程以国际传播的概念、理论和方法的研究为基础，通过教师讲解、经典文本阅读和案例剖析，旨在

媒介边界日益模糊、文化在全球范围内快速流动及信息传播发生深刻变革的背景下，围绕国际新闻传播、国

际传播与国家形象、国际媒介的平台化、国际新秩序下的国际舆论、国际传播与网络安全治理以及跨文化视

野下的影视传播等展开专题研究，培养学生在国际传播领域的理论素养、学术能力和实践技能。

课程简介(英文)：
Currently, media boundaries are increasingly blurred, cultural flows are rapid on a global scale, and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is undergoing profound changes. In this context, therefore, and based on the study
of concepts, theories and methods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this course focuses on several
monographic studies, including international news communicatio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national image, platform of international media, international public opinion in the new internat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cyber security governance, and film and television communication in a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Through lectures, reading of classic texts and case studies, the course aims to
develop students’ theoretical, academic and practical skills i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课程目标与基本要求：（请注明课程思政元素和方式）

本课程旨在培养学生国际传播的基本理论和素养技能。从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要求学生掌握基础的国

际传播的概念、理论和方法，使将来从事国际组织工作的学生具备在全球传播时代的跨沟通能力、传播能力

和交流能力。

坚定“文化自信”，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的课程思政目标贯彻教学全过程。围绕国际传播的理论与实践

开展针对性的教学，以习近平总书记 2020年 5月 31日关于国际传播的重要讲话为指导，坚定学习者的文化

自信，并身体力行地在新时代向全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课程内容及学时分配：

一 国际传播的概念（2学时）

二 国际传播研究的历史溯源和理论基础（4学时）

三 经典媒体的全球性危机与国际新闻传播研究（4学时）

四 媒介平台化视角下的国际舆论与数字宣传（4）
五 跨文化视角下的国际传播研究（4学时）

六 国际传播与国家形象（2学时）

七 区域国别视角下的国际传播研究（2学时）

八 国际传播与健康传播研究（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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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国际影视传播（2学时）

十 战略传播研究（2学时）

十一 国际传播与网络空间信息安全治理（2学时）

十二 选题与考察（2学时）

教材及主要参考书目：

程曼丽：《国际传播学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

沈国麟等：《互联网与全球传播》，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
徐培喜：网络空间全球治理：国际规则的起源、分歧及走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
聂伟：华语电影的全球传播与形象建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
乔治·里茨尔：虚无的全球化，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
帕梅拉·休梅克、阿基巴·科恩，全球新闻传播---理论建构、从业者及公众传播，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
安吉拉·克拉克：全球传播与跨国公共空间，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
斯皮瓦克. 从解构到全球化批判.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译林出版社，2011年
预修课程：《传播学概论》

教师团队成员：王玲宁

编制者签名： 王玲宁

2023 年 5月 15 日

学科点意见：

同意该课程大纲安排

学科点负责人签名：

2023 年 5月 15 日

注：1、课程类别指公共课、专业课。2、适用对象指学术学位硕士生、专业学位硕士生、非全日制专业

学位硕士生、学术学位博士生、专业学位博士生等。3、编制者一般为该课程主讲教师，多位教师

共同讲授一门课程的需集体研究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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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大学研究生课程教学大纲

课 程

名 称

中文 视觉传播研究 课程编号 0020200227

英文 Research on visual communication 开课单位 新闻与传播学院

考核方式 考查 学时 32 学分 2 课程类别 专业课

编 制 者 孔令顺 适用对象 专业学位硕士生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新闻与传播专业型硕士的专业选修课，主要学习从事新闻、电影、电视和视频等

节目创作、传播、研究和管理等工作的基本理论、知识与方法。对于专业型硕士运用中西方视

觉传播理论和方法分析新闻传播、影视艺术的视觉传播、美学意蕴和接受心理，指导学生进行

实践创作、科学研究和继续深造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课程目标与基本要求：

课程目标：

1.了解视觉艺术生产、传播和接受的各种理论与观念；

2.开拓学生进行视觉传播实践和研究的思路；

3.掌握视觉传播与研究的技巧和方法，提高综合创作和研究能力。

基本要求：

1.在系统研究视觉传播历史的基础上，从社会功能、美学思潮、技术进步及内在品性等方

面去分析视觉传播在不同时期呈现不同特征的成因；

2.在大量观摩各种风格类型视觉传播的基础上，建立一种新型开放式的思维和接受观念；

3.认识到哲学、美学、文学、传播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等相关学科对视觉传播的

积极影响，培养创新意识。

课程内容及学时分配：

第一讲 什么是视觉传播 （2学时）

第二讲 视觉美学（2学时）

第三讲 影像是软的还是硬的（2学时）

第四讲 电影是什么（2学时）

第五讲 电视还有未来吗（2学时）

第六讲 短视频是一种返祖吗（2学时）

第七讲 中国电影学派存在吗（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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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讲 真人秀是真还是秀（2学时）

第九讲 纪录片的边界在哪里（2学时）

第十讲 为艺术还是为社会（2学时）

第十一讲 艺术与商业矛盾吗（2学时）

第十二讲 流量（收视率）是万恶之源吗（2学时）

第十三讲 娱乐致死吗（2学时）

第十四讲 民族的还是世界的（2学时）

第十五讲 视觉文化的转向（2学时）

第十六讲 视觉传播的责与利（2学时）

教材及主要参考书目：

教材：

《视觉传播概论》，任悦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年版

参考书目：

《视觉传播：从理论到实践》，乔纳森·鲍德温等著，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 年版

《美学四讲》， 李泽厚著，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 年版

《影像中的历史》，罗伯特•弗拉哈迪等著，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5 年版

预修课程：

传播学概论、影视艺术理论、视听语言研究等

教师团队成员：

张爱凤、陶冶、姚睿等

编制者签名：

2023 年 5月 15 日

学科点意见：

同意该课程大纲安排

学科点负责人签名：

2023 年 5月 15 日

注：1、课程类别指公共课、专业课。2、适用对象指学术学位硕士生、专业学位硕士生、非全日制专业

学位硕士生、学术学位博士生、专业学位博士生等。3、编制者一般为该课程主讲教师，多位教师

共同讲授一门课程的需集体研究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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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与传播学院 艺术 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

（2023年修订）

一、专业学位类别、学制、学习方式

专业学位类别名称： 艺术硕士 （代码： 1351 ）

专业领域名称： 广播电视 （代码： 135105 ）

学制：3年 学习方式：全日制

二、专业领域介绍

广播电视领域艺术硕士下设广播电视编导与策划、播音与主持艺术、网络视听传播艺术 3个专业

方向；现有教授 9人，副教授 13 人，拥有博士学位 11人；外聘导师 20 余人。导师组多名导师具有

丰富的影视创作经验，作为导演、策划、主持人、摄像、剪辑参与过电影、电视剧、晚会、纪录片、

广告片的创作。近 5年，本专业领域承担国家级课题 10项，省、部级课题 15 项，市级课题 20余项；

横向课题到位资金超过 200 万；出版学术专著 20余部；发表论文 150 余篇，一批研究成果在国内居

于领先地位。

本领域艺术硕士专业建设起步早，办学特色鲜明，在广东省内最早开设广播电视学、播音与主持

艺术和广播电视编导等本科专业，并最早获得戏剧与影视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现有广播电视

艺术学省级重点学科，广播电视编导、播音与主持艺术等国家级一流专业建设点；教育部立项建设的

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

本专业领域致力于融媒时代广播电视与新媒体艺术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积极探索与主流媒体合作

培养传媒艺术人才的新模式。2005 年，本专业领域与南方广电集团（现广东广播电视台）签署合作协

议，共建南方影视传媒学院，推行研究生培养“双导师制”。在实践教学上，学院拥有电视演播室、

虚拟演播室、电视节目制作室等 12大功能室，内部设施均按省级电视台等媒体单位标准配备。实践

基地覆盖了包括广东广播电视台、广州广播电视台等在内的广东省内主流广播电视媒体。本专业领域

对外学术交流频繁，与美国南卡大学、英国格林姆斯比大学、香港浸会大学、台湾世新大学、铭传大

学、澳门科技大学等建立了研究生交流平台。

三、培养目标

广播电视领域艺术硕士是根据广播电视事业发展对高层次应用型艺术人才的需要，培养具备优良

的政治素养、专业理论基础与实践创新能力，具有国际视野、能创造性地从事广播电视和跨媒体艺术

工作的高级应用型人才。与学术型戏剧与影视学硕士研究生教育相比，本专业学位硕士教育更强调理

论学习与专业实践的结合，重在培养学生运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1）思想素质要求：

学生应系统学习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

深入了解国情，熟悉广播电视与新媒体业的相关政策与法规，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

（2）业务素质要求：

系统掌握广播电视艺术领域的专业知识、理论与技能，能不断追踪本学科发展的前沿，了解本领

域的最新发展动态，具有较高的外语水平和一定的自然科学素养，能独立开展与本学科有关的研究与

实践工作。

四、培养方式

1．硕士生入学一个月内进行师生双向互选，确定导师，制定培养计划。

2．硕士研究生培养采取导师负责与集体培养相结合的方式，导师是硕士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

各专业根据实际情况成立硕士研究生指导小组，在配合导师的前提下充分发挥集体培养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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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共选修课、专业必修课、各方向选修课及任选课，以专题讲座、课堂研讨、媒体实践、学生自

学拓展等多元化方式进行。

4．培养过程中突出专业特点，以实践为主兼顾理论及内在素质的培养。采用课堂讲授、技能技巧训

练及创作实践等相结合的培养方式，建立多种形式的实践基地，加大实践环节的学分比例。

5．研究生个人培养计划主要由导师和研究生本人共同制定，目的是推进研究生的个性化培养。

6．根据专业和培养计划需要，有计划地聘请国内外专家来校授课，在必要情况下，鼓励学生跨专业、

跨院系或到国内著名高校学习部分课程，提倡与境内外著名高校和科研院所互相承认学分，联合培养研究

生。

7．要求研究生积极参加各类学术活动、阅读有关专业文献并完成一定数量的读书报告和论文。

8．硕士研究生培养实行学分制，每一名学生的总学分不少于 50学分。

五、课程设置与要求

艺术硕士专业学位课程总学分不少于 50 学分，必修课中公共课不少于 8 学分，专业必修课程不少

于 34 学分。其中，实践类课程不少于 30 学分，含开放性实践课程 6-10 学分 ；选修课程一般不少于 8
学分。一般 16学时计 1学分。

未获学士学位（学历）考取的研究生及跨学科考取的研究生，或在招生考试时被认为在基础理论或专

业知识方面有缺陷、需要在入学后进行适当补课的研究生，应在导师的指导下补修本专业大学本科的主干

课程（不少于二门），并通过相应的考核，方能申请参加论文答辩（或参加毕业创作）。补修课程填入研究

生个人培养计划，登记成绩，不计学分。

具体参见广州大学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设置。

六、课程教学大纲

广州大学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教学大纲

七、实践学习规划

广播电视领域艺术硕士必须参加社会实践。全日制专业学位艺术硕士生实践环节要求参见《关于全日

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专业实践环节的管理暂行规定》，并按照规定要求填写《广州大学专业学位研究生

实践手册》，《实践手册》将于学生毕业时放入学生人事及学位档案。

八、学位论文

1．广播电视领域艺术硕士研究生申请学位包含创作与论文两项，必须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毕业

创作与毕业论文要有机结合，答辩时将涉及作品和论文两部分内容。

学位论文是研究生培养工作的重要环节。研究生在入学第三学期在导师指导下提出学位论文选题和撰

写计划。学位论文选题一方面要考虑到本学科研究的前沿性，切口要小，另一方面要力求和国家、省部级

基金项目接轨。

学位论文的开题在第三学期末完成。无故不参加开题的，半年内不得申请开题。开题不通过者，经过

准备后可重新开题一次。开题通过后，中期检查在论文开始半年后进行，由研究生向检查小组汇报论文进

展情况，并获得指导与帮助。学位论文开题与中期检查合格获得 1 学分。

实行硕士学位论文预答辩制度。预答辩安排在第五学期末进行。无故不参加预答辩的，半年内不得申

请参加预答辩。预答辩一次不通过者，可申请进行第二次预答辩。硕士研究生通过预答辩后方能进行论文

送审。硕士学位论文盲审评阅通过后方能进行学位论文答辩。

2．毕业创作的要求

（1）实拍类影视作品，如专题片、纪录片、谈话节目、晚会、实验片、剧情片、广播剧等广播电视、

网络节目作品的长度一般为 30 分钟以上；动画类视听作品的长度一般在 15 分钟以上；播音主持艺术方向

的作品一般在 30 分钟以上，语言表达部分应为作品的主干或主线（不包括同期声及其他参加节目人员的

有声语言）。其他形式的作品创作工作量应与上述作品等同，认定方式由学院学位委员会讨论决定。

在电台、电视台（相应媒体部门）播出或达到播出标准（先经导师认可，最终由毕业作品审查委员会

认定毕业作品的形式、内容及质量是否合格）；作品最终须进行公开展映。

（2）作者必须是主创人员，独立创作。



126

（3）作品必须是专业硕士研究生在读期间创作，在开题之后完成。

3．毕业论文的要求

（1）毕业论文要求和毕业创作连贯并重，通过自己的作品创作及理论阐释来回应实践创作问题。

（2）要求理论联系实际，立论正确，论证严谨，论据有说服力。

（3）不低于 15000 字，行文规范。

九、答辩与学位授予

参照《广州大学学位授予细则》执行。

毕业创作和硕士学位论文至少请 2位专家（含 1位校外专家）写出评阅意见。评阅通过后方可组织答

辩，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由 3-5 人组成。学位论文答辩后，校学位委员会根据答辩委员会的意见及院

系学位分会的意见，并按照有关规定作出是否授予学位的决定。

十、校外实践基地情况

本学位点和省内包括广播电视、报纸、网络等在内的主流媒体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其中，广州大

学-广东南方广播影视传媒集团实践教学基地为广东省校外大学生实践教学基地。本学位点建立的主要实践

基地具体情况见下表：

序号 实习实践基地名称 建立时间 可接收学生量（人/月） 可为学生实习实践提供的支持

1 广东广播电视台 2005年 100 提供办公环境、实习设备、指导教师

2 广东电台 2001年 30 提供办公环境、实习设备、指导教师

3 广州电视台 2002年 30 提供办公环境、实习设备、指导教师

4 广州电台 2004年 30 提供办公环境、实习设备、指导教师

5 佛山电视台 2008年 20 提供办公环境、实习设备、指导教师

6 东莞电视台 2008年 20 提供办公环境、实习设备、指导教师

7 中山电视台 2008年 20 提供办公环境、实习设备、指导教师

8 广州电视台珠江在线 2014年 20 提供办公环境、实习设备、指导教师

9 广州中擂广告公司 2012年 10 提供办公环境、实习设备、指导教师

10 广州传石广告公司 2012年 10 提供办公环境、实习设备、指导教师

11 广东省天意广告公司 2006年 20 提供办公环境、实习设备、指导教师

十一、校外导师情况

研究生课程学习结束后，由经过学校认定的具有丰富教学实践经验和较高理论水平的校内导师与来自

实践单位的业务水平高、责任心强、具有高级技术职称的校外导师共同担任研究生的指导教师，指导研究

生校外实践学习、毕业创作和学位论文。

校外导师情况表

序号 校外导师姓名 所在学科领域 职称 职务 单位

1 魏冬青 广播电视
播音指导（正

高）

播音员主持人

管理中心主任
广东广播电视台

2 秦海菲 广播电视
播音指导（正

高）

南方卫视

副总监
广东广播电视台

3 何伟 广播电视 二级导演
广东卫视

副总监
广东广播电视台

4 黄天文 广播电视
高级编辑（正

高）

广东卫视

总监
广东广播电视台

5 黄慰汕 广播电视
高级编辑（正

高）
副会长

广东省广播电视

协会

6 蔡照波 广播电视
高级编辑（正

高）
副会长

广东省广播电视

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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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王世军 广播电视 主任记者 总经理
广东卫视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

8 李林 广播电视 高级编辑 首席编导 广州广播电视台

9 黄宏 广播电视 高级记者 体育频道总监 广东广播电视台

10 钟兴贤 广播电视 主任记者 数字频道总监 广东广播电视台

11 谭颖 广播电视 一级导演
大型节目部

主任
广东广播电视台

十二、必读、选读书目及重要学术期刊（仅要求本学科领域的参考书目，不少于 20 本）

必读书目：

1.《从文学到影片》，（加）戈德罗著，商务印书馆，2010年。

2.《电影理论解读》，（美）施塔姆著，远流出版社，2008年。

3.《电影艺术——形式与风格》，（美）波德维尔、汤普森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年。

4.《故事》，（美）麦基威利斯、艾利恩佐著，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年。

5.《电影理论基础：北京电影学院电影学教程》，陈晓云编著，中国电影出版社，2009年。

6.《中国电影发展史》，程季华著，中国电影出版社，2003年。

7.《好莱坞类型电影》，（美）托马斯.莎茨著，后浪丨四川人民出版社，2020年。

8.《影评与剧论》，夏衍，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

9.《传播理论》，斯蒂文·小约翰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10.《美国电影分析》，胡克著，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年。

11.《纪录电影分析》，单万里著，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年。

12.《中国电影分析》，饶曙光著，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年。

13.《亚洲电影分析》，周涌著，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年。

14.《西方电影文化简史》，周文革，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

选读书目：

1.《世界电影史》，（法）乔治·萨杜尔，中国电影出版社，1995年。

2.《电影语言》，（法）马尔丹著，中国电影出版社，2006年。

3.《布莱希特与方法》，（美）詹姆逊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4.《电影作为艺术》，（德）爱因汉姆著，中国电影出版社，2003年。

5.《电影理论与批评》，戴锦华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6.《当代电影艺术导论》，尹鸿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

7.《在书场与案头之间—民间说唱与古代通俗小说双向互动研究》，纪德君著，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
年。

8.《世界百部经典电影导读》，戴剑平著，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9年。

9.《探赜与思辨：电影创作类型、风格与观念阐释》，姚睿著，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9年。

10.《现代电视节目主持人导论》，李辉著，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0年。

11.《电视节目创作与编导》，张静民著，暨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

12.《美国电影里的中国形象及其影响研究》，周文萍，世界图书出版社，2015。
13.《源与变：中国电视原创文化节目发展史论》，张爱凤著，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9年。

14.《责与利：中国电视的两难选择》，孔令顺著，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9年。

15.《电视即将被革命》，A.洛茨著，陶冶译，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2015年。

学术期刊：

1.《文艺研究》

2.《现代传播》

3.《文艺争鸣》

4.《民族艺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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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当代电影》

6.《电影艺术》

7.《北京电影学院学报》

8.《世界电影》

9.《电影新作》

10.《电影评介》

11.《电视研究》

12.《中国电视》

13.《当代电视》

14.《中国广播电视学刊》

15.《影视艺术》（人大复印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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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大学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设置（艺术硕士广播电视领域）

专业类别 艺术硕士 专业领域 广播电视
所在学院

(研究所)

新闻与传播

学院

序

号

课程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中、英文）

学分 学时 开课

学期

开课单位 考核

方式 备

注

1

学位

基础

课

0000200049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2 32 1
马克思主

义学院
考试

公

共

必

修

课

0000200057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Marxism and Methodology of Social

Science

1 16 2
马克思主

义学院
考试

0000200050
学术英语读写

Academic English Reading and Writing
2 32 1

外国语学

院
考试

0000200051
英语视听说

English Audio-visual Speaking
1 32 1

外国语学

院
考试

0020200183
艺术美学

Aesthetics of and Art
2 32 2 新闻学院 考试

2

学位

必修

课

0020200207
电影与电视理论

Film and Television Theory
2 32 1 新闻学院 考试

实

践

类

课

程

0020200002

传播理论与方法研究

Communication Theory and Research

Methods

2 32 1

新闻学院

考试

0020200174
论文写作指导

Thesis Writing Guidance
0.5 8 1 新闻学院 考试

0020200053
视听语言

Visual language
2 32 1 新闻学院 考试

核

心

类

课

程

理

论

类

课

程

0020200182

广播电视前沿

The Frontier of Broadcast

Television

2 32 2 新闻学院 考试

3

专业

必修

课

0020200077

广播电视史论

History and Theories of

Broadcasting and Television

2 32 1 新闻学院 考试

理

论

类

课

程

0020200121
传媒管理研究

Seminar in Media Mangement
2 32 2 新闻学院 考试

实

践

类

课

程

0020200177

影视文稿写作工作坊

Film and television writing

workshop

2 32 1 新闻学院 考试

0020200073
网络与新媒体研究

Internet and New Media Theory
2 32 2 新闻学院 考试

4

专业

选修

课

广播电视编导与策划方向 实

践

类

课

0020200080

影视作品分析

The analysis of film and

television

2 32 3 新闻学院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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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0020200209

纪录片创作

Documentary Product
2 32 3 新闻学院 考试

播音与主持艺术方向

0020200083
广播电视语言艺术

Radio and television art language
2 32 3 新闻学院 考试

0020200211
名主持人研究

Presenters Research
2 32 3 新闻学院 考试

网络视听传播艺术方向

0020200080

影视作品分析

The analysis of film and

television

2 32 3 新闻学院 考试

0020200210
广告创意

Creative Ideas of Ads
2 32 3 新闻学院 考试

5
实践

教学

0020210007
专业实习

Professional Practice
6 96 4、5 新闻学院 考查

实

践

类

课

程

0020210002
学术活动

Academic Activities
1 32

1、2、

3、4
新闻学院 考查

6 其他

环节

0020210003
学位论文开题与中期报告

Research Project Report
1 32 3 新闻学院 考查 开

放

性

实

践

课

程

0020210008

学期作品展示

Professional Works Performance in

Term

10 160

1、2、

3、4、

5

新闻学院 考查

0020210009

毕业作品展示

Professional Works Performance in

Degree

4 64 6 新闻学院 考查

补修大学本科主干课程

传播学概论

Introduction to Communication
0 32 1 新闻学院 考查

导演创作

Film Directing
0 64 1 新闻学院 考查

新媒体传播

New Media Communication
0 32 1 新闻学院 考查

注：1、要求每门课程填写相应的英文名称；

2、“核心类课程”请在备注中注明。

专业领域负责人确认（签字）： 2023 年 5 月

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意见：

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讨论、审核通过该培养方案。

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主席签字： 2023 年 5 月

主管院长签字： 2023 年 5 月

（单位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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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大学研究生课程教学大纲

课 程

名 称

中文 电影与电视理论 课程编号 0020200207
英文 Film and Television Theory 开课单位 新闻与传播学院，人文学院

考核方式 考核 学时 32 学分 2 课程类别 理论课程

编 制 者 姚睿 适用对象 研究生一年级

课程简介(中文)：
本课程是一门全面系统介绍影视理论的研究生基础课程。整个课程将参照电影与电视理论发展的历史，

对其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内容进行教授；同时，参照电影电视理论的分支学科（影视哲学、美学、艺术学、电

影心理学、电影符号学（含叙事学）和影视批评研究），突出其中重要的理论问题，在详细剖析的基础上，

使学生掌握较扎实的影视理论知识，获得基本的理论思维与观念。

课程简介(英文)：
This course is a basic course for postgraduates with a comprehensive and systematic introduction to film and

television theory. The entire course will refer to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film and television theory, and
teach its representative theoretical content; at the same time, refer to the sub-disciplines of film and television
theory (film and television philosophy, aesthetics, art, film psychology, film semiotics (including

Narratology) and film and television criticism research), highlighting the important theoretical issues among
them, and on the basis of detailed analysis, enable students to master relatively solid film and television theory
knowledge, and obtain basic theoretical thinking and concepts.
课程目标与基本要求：

修完本课程后，研究生应该全面掌握影视理论的基础知识，对影视与其他艺术门类之间的共同问题与

普遍规律形成基本认识，同时对哲学、历史学、语言学、社会学、人类学和政治学等相关学科参与影视研

究的路径及特点有所了解，并由此拓展理论思维，能初步运用影视理论去思考与分析具体影视作品、现象

与问题。

课程内容及学时分配：

第一章 导论：电影的结伴属性

第二章 经典影视理论

第三章 爱森斯坦与蒙太奇理论

第四章 德国表现主义与法国先锋派

第五章 克拉考尔与巴赞

第六章 结构主义与电影

第七章 电影语言学与叙事学

第八章 精神粉丝

第九章 影视中的意识形态理论

第十章 电影与文化研究（后殖民、消费主义、空间理论、媒介地理学等）

第十一章 视觉文化中的电影（凝视问题、风景理论、媒介考古等）

第十二章 当代电影理论前沿发展

第十三章 中国传统文化与电影审美

第十四章 影戏理论

第十五章 中国电影中的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

第十六章 新媒体时代的中国影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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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及主要参考书目：

1.《电影理论基础》，陈晓云主编，中国电影出版社，2009。
2.《外国电影理论文选》，李恒基、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3.《电影研究导论》，[英]吉尔.内尔姆斯主编，李小刚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

预修课程：视听语言、中外电影史、艺术概论等。

教师团队成员：张爱凤、陶冶、姚睿、周文萍、张颖、盖琪等

编制者签名： 姚睿

2023 年 5月 15日
学科点意见：

同意该课程大纲安排

学科点负责人签名：

2023 年 5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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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大学研究生课程教学大纲

课 程

名 称

中文 传播理论与方法研究 课程编号 0020200002
英文 Communication Theory and Research Methods 开课单位 新闻与传播学院

考核方式 考试 学时 32 学分 2 课程类别 专业课

编 制 者 李秀芳 适用对象 学术型硕士

课程简介：

本课程旨在（1）使学生了解与掌握经典的传播学理论，以及这些传播学理论在实践中的运用；（2）使

学生了解与掌握传播学研究方法，以及具备运用这些研究方法分析传播实践，解决实践问题的能力。

课程目标与基本要求：

课程目标：让学生具备运用理论建立理论框架的能力，具备进行严谨、科学的研究方案设计的能力，最

终实现在实践中能够相对独立开展实证研究的能力。

本课程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采用案例教学法。采用以项目为主的课程考核方式。要求学生运用所学

知识，采用实证研究法，完成所规定项目的研究要求与任务。

课程内容及学时分配

第一章 大众传播学理论与方法课程简介 学时 2
第二章 社会科学研究 学时 2
第三章 使用与满足理论 2
第四章 议程设置理论 2

实践练习 2
第五章 培养理论 2
第六章 知沟理论 2
第七章 框架理论 2
第八章 媒介形象理论 2
第九章 内容分析法 2

实践练习 2
第十章 深度访谈法 2

实践练习 2
第十一章 问卷调查法 2
第十二章 符号学研究方法 2
第十三章 文本批判法 2
教材及主要参考书目：

《网络与新媒体研究》李秀芳 北京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

《大众传播理论》(美）巴兰（RaranS.J.）清华大学出版社

预修课程：

教师团队成员：戴剑平 李秀芳

编制者签名： 李秀芳

2023 年 5月 15日
学科点意见：

同意该课程大纲安排

学科点负责人签名：

2023 年 5月 15日

http://baike.baidu.com/view/42805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964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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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大学研究生课程教学大纲

课 程

名 称

中文 论文写作指导 课程编号 0020200174

英文 Thesis Writing Guidance 开课单位 新闻学院

考核方式 考查 学时 32 学分 2 课程类别 专业课

编 制 者 李春雷 适用对象 学术型硕士

课程简介：

本课程以学位论文写作、学术论文写作等为指导，以研究方法、数据搜集整理、综述写作、摘要写作、

正文写作、写作规范等方式展开课程，旨在培养学生科研学术论文写作的基本素养，初步培养学生论文写作

的基本素养和规范。

课程目标与基本要求：

本课程的教学任务是提升学生论文写作能力，对写作中的问题意识，数据发掘、学术方法、学术规范等

有全面的理解和掌握。本课程采用讲授与课堂讨论相结合的教学方法，并运用多媒体辅助教学。

本课程以李春雷教授、田秋生教授、孔令顺教授、陶冶教授、由学生阅读、课堂讨论、引导阅读等方式

展开。

预修课程：

新闻传播学本科课程或者戏剧影视类本科课程

教师团队成员：

李春雷、田秋生、孔令顺、陶冶

编制者签名：

李春雷 2023年 5月 15日

学科点意见：

同意该课程大纲安排

学科点负责人签名：

2023 年 5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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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大学研究生课程教学大纲

课 程

名 称

中文 视听语言 课程编号 0020200053

英文 Visual and Audio Language 开课单位 新闻与传播学院

考核方式 考试 学时 32 学分 2 课程类别 专业课

编 制 者 林渊渊 适用对象 专业型硕士

课程简介：

本课程讲授讲解视听语言在影视中的主要特点与常用的表现手法，内容涵盖影像构成、语法和修辞等三

方面。影像构成，包括构图、运动、运动等等影像的声画造型手段；语法包括影视叙事的基本剪辑规则；修

辞重点介绍 影视常用的闪回、转场、蒙太奇等表现手段。本课程理论背景比较广阔，涉及到美学、心理学、

哲学、电影符号学、电影叙事学等方面，以案例研究讨论作为基本教学模式，但最终落脚点还是视听语言手

段的实践应用上。

课程目标与基本要求：

本课程内容涉及视听语言的重要概念、理论基础，力图理出一个清晰完整的脉络，帮学生建立起一个视

听分析和创作的全貌。学习本课程，学生应该达到以下目标：

1. 掌握视听语言的基本概念和理论架构。

2. 了解视听语言发展的脉络。

3. 掌握视听语言的重要规律。

4. 能在节目制作中应用视听语言的技巧。

5. 能分析批评影视作品的视听语言构成。

课程内容及学时分配：

第一章 影视视听语言概述（2 学时）

第二章 影视画面造型语言（6 学时）

第三章 镜头的运动（4学时）

第四章 轴线（2 学时）

第五章 场面调度（2 学时）

第六章 声音（4 学时）

第七章 影视剪辑理论基础（6 学时）

第八章 影片视听语言分析（6 学时）

教材及主要参考书目：

1 袁金戈，劳光辉 主编《影视视听语言》，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年。

2 （美）波德维尔 著，白可 译《好莱坞的叙事方法》，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

3 （英）怀亚特 等著，欧阳玥 等译，《电影电视声音后期制作》（第 3 版），人民邮电出版社，2010

年

4 （法）巴赞 著，崔君衍 译《电影是什么？》，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 年。

5 （美）赫伯特•泽特尔 著，《图像声音运动：实用媒体美学》，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 年

6 （英）马克·卡曾斯 著，杨松锋 译，《电影的故事》新星出版社，2006 年。

7 （法）麦茨 著，王志敏 译，《想象的能指—精神分析与电影》 ，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2006 年

8 （法）麦茨 著，刘森尧 译，《电影语言—电影符号学导论》，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6 年 12 月版

9 （法）麦茨 等著，李幼蒸 译，《电影与方法符号学文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年

10 [美] 达德利·安德鲁（J. Dudley Andrew） 著，李伟峰 译，《经典电影理论导论》，世界图书出

版公司，2013 年

预修课程：影视艺术理论，影视制作技术，电视节目制作

教师团队成员：杨世真，林渊渊，夏清泉

编制者签名： 林渊渊

2023 年 5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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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点意见：

同意该课程大纲安排

学科点负责人签名：

2023 年 5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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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大学研究生课程教学大纲

课 程

名 称

中文 广播电视前沿 课程编号 0020200182
英文 The Frontier of Broadcast Television 开课单位 新闻与传播学院

考核方式 考查 学时 32 学分 2 课程类别 专业课

编 制 者 陶冶 适用对象 专业型硕士

课程简介(中文)：
本课程为综合性把握融媒体时代广播电视发展的前沿课程。课程聚焦于媒介技术背景下，广播电视传播

形态、传播者、受众、产品创新等方面的演变与规律。

课程简介(英文)：
This course is an advanced course to comprehensively grasp the development of radio and television in

the convergence media era, and focuses on the evolution and law of the radio and television communication
forms, communicators and audience product innov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media technology.
课程目标与基本要求：

本课题目标：修完本门课程后，学生应具备以下知识与能力

基本要求：1.掌握融媒体背景下广播电视媒介生产、运营管理的相关规律。

2.理解广播电视作为一种媒介的介质发展规律、艺术表现形态、传播技术基础、内容生产等相关理论。

3.具备运用理论只是分析广播电视传播过程中的媒介现象。

4.具备对广播电视产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以及运用理论解决相关问题的能力。

课程内容及学时分配：

第一讲 21世纪的广播电视技术变革（上） 4学时

第二讲 21世纪的广播电视技术变革（下）4学时

第三讲 广播电视内容生产的新趋势 4学时

第四讲 网络视听内容生产的新趋势 4学时

第五讲 广播电视传播的新态势 4学时

第六讲 人工智能与内容数据分发 4学时

第七讲 广播电视经营创新 4学时

第八讲 广播电视产业的良性生态 4课时

教材及主要参考书目：

1.常江：《广播电视学导论》，背景大学出版社，2016
2.陆晔：《当代广播电视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
3.黄匡宇：《广播电视学概论》，暨南大学出版社，2017.

预修课程：在学习本门课程之前，学生应具备一定的影视艺术理论知识，新闻传播基础理论知识，尤其是大

众传播方面的基础知识。

教师团队成员：

编制者签名：

陶冶

2023年 5月 15日
学科点意见：

同意该课程大纲安排

学科点负责人签名：

2023年 5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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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大学研究生课程教学大纲

课 程

名 称

中文 广播电视史论 课程编号 0020200077

英文 History and Theories of Broadcasting and
Television

开课单位 新闻与传播学院

考核方式 考试 学时 32 学分 2 课程类别 专业课

编 制 者 徐晖明 适用对象 专业型硕士

课程简介：

《广播电视史论》主要内容为中外广播电视事业发展的历史，尤其是西方英美发达国家、以及中国大陆

的广播电视事业发展情况；在梳理历史脉络的同时，兼顾理论评析，以揭示广播电视发展的内在规律。本课

程是主要的专业基础课之一，与广播电视务实共同构成广播电视学科的整体框架。

主要任务是：研究和探讨广播电视事业如何产生、发展的历史进程并从中寻求其发展规律，总结历史经

验，为办好广播电视服务。

课程目标与基本要求：

本课程目标：帮助学生了解世界广播电视事业（尤其是英美发达国家和中国）发展的历史，认识广播电

视事业发展的内在规律，提高理论分析能力。具体来说，学生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应当了解和掌握广播电视

事业历史进程中重要事件、重要媒体、重要人物，并能对其作出恰当的分析评判；在此基础上，结合广播电

视实践课程，更好地掌握业务技能。

基本要求：《广播电视史论》是一门史论结合的课程，既有较强的知识性，又有较强的理论性；学习本课

程应注意理论联系实际，运用辩证法的原理，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在此基础上，认识广播电视事业在新时

期面临的挑战和机遇，树立正确的广播电视传播观念。

课程内容及学时分配：

专题 1：广播电视事业发展与科技进步的关系，2 课时

专题 2：主要西方国家的广播电视体制类型及其形成、演变（包括美国商营广播体制，三

大广播网；英国广播电视体制，英国广播公司；等等），4 课时

专题 3：广播电视节目的发展变化及其趋势（包括广播电视节目的主要类型及其演变，现

代社会的分群化及广播电视“窄播化”趋势，新媒体时代广播电视节目的新形态，等等），6
课时

专题 4：广播电视的社会功能和社会影响，4 课时

专题 5：新时期我国的广播电视改革（包括改革开放以来广播电视体制改革、新闻改革、

管理改革的情况，产业转型和媒介集中，广播电视节目演变，等等），6 课时

专题 6：广东广播电视（包括广东广播电视事业发展的历史、特色、发展趋势，等等），

6 课时

专题 7：新媒体时代的广播电视（包括传播手段的高科技化、传播媒介的全球化、传播服

务的市场化，等等）4 课时

教材及主要参考书目：

《中外广播电视史》（第 2 版），郭镇之著，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 年 8 月

《中国广播电视通史》（第 2 版），赵玉明主编，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6 年 3 月

《当代广播电视概论》，陆晔、赵民著，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6 年 3 月

预修课程：无

教师团队成员：徐晖明、李鲤

编制者签名：徐晖明

2023年 5月 15日

http://book.jd.com/writer/陆晔_1.html
http://book.jd.com/writer/赵民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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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点意见：

同意该课程大纲安排

学科点负责人签名：

2023年 5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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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大学研究生课程教学大纲

课 程

名 称

中文 传媒管理研究 课程编号 0020200121

英文 Seminar in Media Management 开课单位 新闻与传播学院

考核方式 考试 学时 32 学分 2 课程类别 专业课

编 制 者 刘涛 适用对象 专业型硕士

课程简介：

媒介经营管理是指媒介经营的管理者借助传播手段、传媒的功能价值和公众的认知度以及社会影响力将

传播职能与经营管理有机结合起来，实现传媒组织的社会效应及经济效应。

《媒介经营管理研究》是广播电视艺术硕士培养中的一门专业必修课程。本课程的研究对象是传媒组织，

主要研究两块内容，一是经营业务——传媒组织向外直接谋求经济效益的业务，比如电视传媒的广告业务，

以及所有传媒的资本运作、多种经营等；一是管理活动，所有组织的活动都可分作业活动——直接实现组织

目标的活动与管理活动——使作业活动更为有效的活动。管理活动也包括对经营活动的管理。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可以了解传媒尤其是广播电视的经营业务以及对传媒所有业务的管理；除了在

理论知识上有所建树，还需要掌握操作技巧，增强自己在业界的实践能力。

课程目标与基本要求：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和基本要求包括：

第一，使学生理解传媒经营管理的宏观制度环境与市场环境；

第二，使学生认识传媒的经营管理原理和生产流程；

第三，使学生了解传媒的经营管理现状和实战经验；

第四，培养学生不同于一般“编辑”、“记者”的思维方式，即“媒介经营管理者”的思维方式。

第五，在学生采、写、编、评、播、管等基础技能中的“管”领域，力求使学生掌握媒介经营、市场分

析、媒介定位、媒介发行与营销、媒介品牌建构等方面的知识和技能。

课程内容及学时分配：

课程中将运用到团队学习、案例分析、现场研究、模拟训练

1、媒介经营与管理概论（2学时）

1.1媒介经营与管理的基本问题

1.2媒介经营与管理的特殊之处

1.3媒介经营与管理的发展历程

1.4媒介经营与管理的学科发展

2、媒介经营与管理的环境（2学时）

2.1媒介经营与管理的政策环境

2.2媒介经营与管理的经济环境

2.3媒介经营与管理的文化环境

2.4媒介经营与管理的技术环境

2.5媒介经营与管理的内部环境

3、媒介产业市场竞争与媒介定位（4学时）

3.1媒介产业市场的基本分析（含产业分析、市场分析、资源分析）

3.2媒介产业的市场竞争状况

3.3媒介产业市场与核心竞争力

3.4媒介市场定位的背景和类型

3.5媒介市场定位的步骤和方法

4、媒介组织结构与人力资源管理（2学时）

4.1我国媒介常见的组织结构类型

4.2媒介组织结构的发展趋势

4.3作为媒介核心资源的人力资源

4.4媒介人力资源的经营与管理（含选拔与使用、培训与发展、激励与约束等）

5、媒介财务管理与资产管理（2学时）

5.1媒介财务管理的基本问题

5.2媒介财务报表制作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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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媒介资产管理的基本范畴

5.4媒介技术资产经营与管理

6、媒介产品开发与生产（2学时）

6.1媒介产品开发的基本问题

6.2媒介产品组合与产品开发

6.3媒介策划与内容生产

6.4采编与经营分离

6.5制播合一与制播分离

6.6媒介融合与全媒体生产

7、媒介广告经营与管理（2学时）

7.1媒介广告经营的内涵与特点

7.2媒介广告经营的制度与结构

7.3媒介广告资源的开发与运营

7.4媒介广告产品的编排与审查

7.5媒介广告资源的推广与销售

8、媒介营销管理（4学时）

8.1媒介营销的基本问题

8.2报业发行营销策略

8.3媒介节目营销策略

8.4媒介服务营销

8.5媒介的事件营销

8.6媒介的价格营销

8.7媒介蓝海战略与创新营销

9、媒介品牌经营与管理（4学时）

9.1媒介品牌经营的内涵和意义

9.2媒介品牌形象建设与 CIS系统

9.3媒介品牌塑造的步骤和方法

9.4媒介品牌传播与推广策略

10、媒介公共关系经营与管理（2学时）

10.1媒介公共关系的内涵和意义

10.2媒介公共关系工作的基本内容

10.3媒介公共关系工作的策略

11、媒介管理的他律与自律（2学时）

11.1媒介管理与法律法规

11.2媒介管理与媒介伦理

11.3媒介管理与社会责任

12、媒介经营与管理的变革（4学时）

12.1媒介市场化与媒介市场培育

12.2媒介产业化与媒介产业链发展

12.3媒介集团化与中国传媒集团发展

12.4媒介国际化与媒介跨国经营

12.5媒介多元化与媒介多种经营

12.6媒介上市与媒介资本市场运营

12.7媒介体制改革与中国媒介发展

教材及主要参考书目：

屠忠俊编，《现代传媒经营管理》，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

王首程著，《媒介管理》，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出版。

谢新洲主编，《媒介经营与管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

预修课程：无

教师团队成员：王首程、张静民、刘涛



142

编制者签名： 刘涛

2023年 5月 15日
学科点意见：

同意该课程大纲安排

学科点负责人签名：

2023年 5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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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大学研究生课程教学大纲

课 程

名 称

中文 影视文稿写作工作坊 课程编号 0020200177

英文 Film and television writing workshop 开课单位 新闻与传播学院

考核方式 考查 学时 32 学分 2 课程类别 专业课

编 制 者 陶冶 适用对象 专业型硕士

课程简介(中文)：
本课程主要由业界一线导师和校内专业导师一起进行的创作实践课，内容主要涉及影视创作一线文稿写

作的经验方法与实践路径。

课程简介(英文)：
This course is mainly a creative practice course conducted by front-line tutors in the industry and

professional tutors in the university. The content mainly involves the experience method and practice path of
front-line document writing of film and television creation.
课程目标与基本要求：

本课题目标：对影视文稿写作的经验方法有比较清晰的认识，能独立开展相关实践。

基本要求：1.了解影视文稿写作的经典方法。

2.了解影视文稿写作的主要问题及应对措施。

3.把握影视文稿写作的未来趋势。

4.具有独立开展影视文稿写作的能力。

课程内容及学时分配：

第一讲 电视文艺文稿写作的经验方法 2学时

第二讲 电视专题文稿写作的经验方法 2学时

第三讲 电视综艺文稿写作的经验方法 2学时

第四讲 电视栏目文稿写作的经验方法 2学时

第五讲 影视文稿写作的经典案例解析 4学时

第六讲 广播文艺文稿写作的经验方法 2学时

第七讲 广播专题文稿写作的经验方法 4学时

教材及主要参考书目：

1.徐舫洲：《电视写作》，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7
2.姚治兰：《电视写作教程》，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5.
3.徐帆：《电视策划与写作十讲》，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

预修课程：

教师团队成员：陶冶

编制者签名：

陶冶

2023年 5月 15日
学科点意见：

同意该课程大纲安排

学科点负责人签名：

2023年 5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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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大学研究生课程教学大纲

课 程

名 称

中文 网络与新媒体研究 课程编号 0020200073

英文 Internet and New Media Theory 开课单位 新闻与传播学院

考核方式 考试 学时 32 学分 2 课程类别 专业课

编 制 者 刘雪梅 适用对象 专业型硕士

课程简介：

《网络与新媒体研究》广播电视领域艺术硕士的专业课程（必修课）。近十年来，互联网迅速发展成为与

报纸、广播、电视并驾齐驱且受众规模巨大的新媒体。该课程可以让硕士生了解新媒体传播的现状和特点，

分析传统媒体如何与新媒体进行融合，提升硕士生运用电子和网络技术进行采写编评的能力，以适应传播界

现在和将来发展的需要。

课程目标与基本要求：

让硕士生掌握网络与新媒体传播的技术基础，领会由此衍生出的网络新媒体传播中的相关概念和基本理

论，学会去捕捉与分析网络新媒体传播中出现不同现象和问题，并能找出应对的方法。更为重要的是让硕士

生意识到网络新媒体的出现给当今社会发展所带来的作用与影响。同时这门课程还有助于硕士生加强负网络

新媒体传播应用的意识，帮助他们掌握一定深度的新媒体采写编评的知识与技能。

课程内容及学时分配：

第一章 网络与新媒体概说……………………………………………………………. 1学时

第一节 新媒体概念的界定

第二节 网络与新媒体技术概观

第三节 网络与新媒体发展概观

第二章 网络传播的典型形式……………………………………………………………3学时

第一节 网站传播

第二节 即时通信传播

第三节 网络社区传播

第四节 搜索引擎传播

第五节 博客传播

第六节 微博传播（重点及难点）

第七节 微信传播

第三章 网络与新媒体的传播属性与传播形态……………………………………5学时

第一节 传播的多重属性（重点）

第二节 传播的基本形态

第三节 信息传播模式的变迁

第四章 网络与新媒体传播的效果（重点）………………………………………6学时

第一节 网络与新媒体传播和“把关人”理论

第二节 网络与新媒体传播和“议程设置”理论

第三节 网络与新媒体传播和“媒介景观”理论

第三节 网络与新媒体传播和“沉默的螺旋”理论

第四节 网络与新媒体传播和“数字鸿沟”
第五章 网络与新媒体传播中的文化现象………………………………………..4学时

第一节 网络与新媒体和跨文化传播

第二节 网络与新媒体传播和大众文化

第三节 网络与新媒体传播和亚文化（重点）

第四节 网络与新媒体传播和文化的同质化

第六章 网络与新媒体传播的社会影响…………………………………………..4学时

第一节 网络与新媒体传播中的舆论（重点及难点）

第二节 网络与新媒体传播和政治民主

第三节 网络新媒体社会的受众素养

第七章 新媒体与传统媒体 （重点及难点）………………………………….3学时

第一节 新媒体冲击下的传统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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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传统媒体的生存之道

第八章 网络与新媒体传播实务 …………………………………………………4学时

第一节 网络与新媒体信息的采写

第二节 网络与新媒体信息的编辑

第九章 网络与新媒体经济…………………………………………………………2学时

第一节 重要理论

第二节 表现形态

教材及主要参考书目：

彭 兰 《网络传播概论》（第 3版） 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宫承波 《新媒体概论》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9

预修课程：

《计算机基础》、《新闻学概论》及《传播学概论》为其前面所修课程

教师团队成员：刘雪梅 李秀芳 高岩

编制者签名：

刘雪梅

2023年 5月 15日
学科点意见：

同意该课程大纲安排

学科点负责人签名：

2023年 5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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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大学研究生课程教学大纲

课 程

名 称

中文 影视作品分析 课程编号 0020200080

英文 The analysis of film and television 开课单位 新闻与传播学院

考核方式 考查 学时 32 学分 2 课程类别 专业课

编 制 者 戴剑平，邹鹃薇 适用对象 专业型硕士

课程简介：课程以中外经典影视作品为对象，全面介绍中外影视名片并对其进行分析与解读。其主要任务在

于帮组学生在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意义上分析影视经典作品，更好地消化各类艺术类基础课、技能课所传授

的知识。

课程目标与基本要求：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了解影视名片的文化定位，如影视产生的“源”与“流”，影视名片的影响力

等；理解涉及影视名片的相关理论问题，如影视艺术史论、影视作品的文本结构、影视作品的叙事和评论等；

掌握对影视经典作品的批评方法和原则。

课程内容及学时分配：

教学内容 各教学环节学时分配
采用何种媒
体教学手段章 节 主要内容

讲

授

实

验

讨

论

习

题

实

践

其

它

小

计

第一章 电影、电视艺术发展史 2 2 4 PPT;影碟

第二章 影视作品的分类和类型 2 2 4 PPT;影碟

第三章 影视作品的艺术构成 2 2 4 PPT;影碟

第四章 影视作品的心理分析 2 1 3 PPT;影碟

第五章 影视作品的社会学分析 2 1 3 PPT;影碟

第六章 影视作品的文化分析 2 2 4 PPT;影碟

第七章 影视作品的审美分析 2 1 3 PPT;影碟

第八章 影视作品的娱乐属性 2 1 3 PPT;影碟

第九章 影视作品的技术层面分析 2 2 4 PPT;影碟

合计 18 14 32

教材及主要参考书目：

戴剑平著：《世界百部经典电影导读》，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132009 年 1 月第一版

贾磊磊著：《什么是好电影》中国电影出版社 132009年 12月第一版

黄会林著：《中国电视剧名篇读解教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32007 年 1 月第一版

预修课程：本课程没有直接关联的先修课程，但是，凡涉及影视基础理论和影视发展史的课程都与本课程相

关。

教师团队成员：戴剑平，邹鹃薇

编制者签名： 戴剑平 ，邹鹃薇

2023年 5月 15日
学科点意见：

同意该课程大纲安排

学科点负责人签名：

2023年 5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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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大学研究生课程教学大纲

课 程

名 称

中文 纪录片创作 课程编号 0020200209
英文 Documentary Product 开课单位 新闻与传播学院

考核方式 考查 学时 32 学分 2 课程类别 专业课

编 制 者 夏清泉 适用对象 专业型硕士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广播电视领域艺术硕士的专业创作课程。本课程以纪录片创作训练和深度研究的方式，让学生

把握当前纪录片创作发展的主要趋向，掌握纪录片在选题策划、主题提炼、类型特征、表达方式、市场推广

方面的基本规律，最终能熟练运用纪录片创作的方法，制作有一定思想深度和市场价值的纪录片作品。

课程目标与基本要求：

课程目标：

1. 启发学生纪录片创作的思路；

2. 了解纪录片创作的各种观念；

3. 掌握纪录片创作的技巧和方法；

4. 提高纪录片创作的能力。

基本要求：

1. 在系统研究纪录片的历史的基础上，从社会功能、美学思潮、技术进步及内在美学品性等方面去分

析纪录片不同时期不同特征的成因；

2. 在大量观摩各种风格的纪录片的基础上，建立一种新型的开放式的思维和接受观念；

3. 根据自身的素质构成和知识构成确立创作的个性风格；

4. 认识到哲学、传播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等相关学科对纪录片创作的积极影响，养成一种创

新的精神。

课程内容及学时分配：

第一章 纪录片类型研究（4学时）

第一节 人文类纪录片

第二节 历史类纪录片

第三节 自然与科技类纪录片

第四节 报道类纪录片

第二章 纪录片主题提炼（4学时）

第一节 纪录片与生活

第二节 纪录片与知识

第三节 普遍的兴趣点

第三章 纪实风格和表现方式（4学时）

第一节 纪实风格的发展

第二节 摄影机和对象的关系

第三节 跟踪拍摄

第四节 重构、特效与真实

第四章 事件、细节与质感（4学时）

第一节 纪录片对事件的表现

第二节 细节的表现力

第三节 生活的质感

第五章 纪录片前期拍摄与采访（4学时）

第一节 纪录片视觉构思

第二节 捕捉与发现

第三节 纪录片中的采访

第六章 纪录片叙事研究（4学时）

第一节 纪录片叙事结构

第二节 纪录片叙事方式

第三节 纪录片中的人物形象构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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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剪辑与节奏控制（4学时）

第一节 纪录片剪辑流程

第二节 素材整理与剪辑思路

第三节 镜头剪辑策略

第四节 纪录片的节奏控制

第八章 纪录片市场研究（4学时）

第一节 纪录片频道与栏目

第二节 纪录片节和纪录片展览

第三节 纪录片基金

教材及主要参考书目：

教材：

谭天 陈强编著，《纪录片制作教程》，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1年 7月版

参考书目：

朱景和著，《纪录片创作》，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年 6月版（21世纪经典教材）

石屹著，《纪录片创作论》，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年 8月版

朱靖江、梅冰著，《中国独立纪录片档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年 11月第一版。

高鑫著，《电视纪实作品创作》，学苑出版社 2002年 11月第一版。

钟大年著，《纪录片创作论纲》，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1997年 4月第一版。

石屹著，《电视纪录片--艺术、手法和中外观照》，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0年 10月第一版。

吕新雨著，《纪录中国——当代中国的新纪录运动》，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2年 12月第一版。

任远编，《影像中的历史》，罗伯特•弗拉哈迪等著，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05年 1月版。

预修课程：

视听语言研究、影视制作技术、影视导演

教师团队成员：

夏清泉、张静民、李近

编制者签名：

2023年 5月 15日
学科点意见：

同意该课程大纲安排

学科点负责人签名：

2023年 5月 15日
注：1、课程类别指公共课、专业课。2、适用对象指学术型硕士、专业型硕士、在职专业型硕士、博士

等。3、课程内容要强调理论性与应用性课程的有机结合，突出案例分析和实践研究；教学过程要

重视运用团队学习、案例分析、现场研究、模拟训练等方法；要注重培养学生研究实践问题的创新

意识和能力。4、编制者一般为该课程主讲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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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大学研究生课程教学大纲

课 程

名 称

中文 广播电视语言艺术 课程编号 0020200083

英文 Radio and television art language 开课单位 新闻与传播学院

考核方式 考查 学时 32 学分 2 课程类别 专业课

编 制 者 刘玉萍 适用对象 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编导等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方向和广播电视编导等专业的语言基础课，也是一门综合性的语言课

程。它糅合各种播音与主持语言技巧以及现代口语传播技巧，培养和检验学生在掌握基本理论的基础上

夯实专业基础，提高专业技能，提升语言运用的综合能力，以备将来多元化发展。

课程目标与基本要求：

本课程是一门实操性很强的课程，学习成效最终要以实际表达能力与质量来检验。要求学生通过学习

本课程全面掌握语言表达技能，丰富有声语言的表达层次，为今后其他专业课程的学习打下良好的语言

能力基础。同时结合内容的组织、节目的创作以及特定语境下口语运用的训练，提升语言表达与应用的

综合能力。

课程内容及学时分配：

第一章 广播电视语言传播特点与要求【2学时】

第一节 有声语言的传播规律与特点

第二节 广播电视语言创作的性质与特点

第三节 广播电视语言创作的基本要求

第二章 广播电视语言表达基本技能【10学时】

第一节 语音与用气发声

第二节 语言表达技巧

1、内部技巧（内在语、情景再现、对象感）

2、外部技巧（重音、停连、语气、节奏）

第三节 语言表达的几种常用形态

1、描述

2、叙述

3、抒情

4、介绍

5、评论

第三章 即兴口语表达训练【4学时】

第三章 广播电视语言表达实际运用能力【16学时】

第一节 新闻节目的播与说

第二节 社教服务类节目主持

第三节 综艺类节目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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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及主要参考书目：

实用播音教程(一) 吴弘毅 主编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实用播音教程(二) 付 程 主编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应天常《节目主持语用学》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132008年
吴郁《主持人思维与语言能力训练路径》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32005年
应天常、王婷《主持人即兴口语训练》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1年

预修课程： 播音创作基础

教师团队成员：李辉、刘玉萍、苏凡博

编制者签名：刘玉萍

2023年 5月 15日
学科点意见：

同意该课程大纲安排

学科点负责人签名：

2023年 5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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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大学研究生课程教学大纲

课 程

名 称

中文 名主持人研究 课程编号 0020200211
英文 Presenters Research 开课单位 新闻与传播学院

考核方式 考查 学时 32 学分 2 课程类别 专业课

编 制 者 苏凡博 适用对象 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

课程简介：

《名主持人研究》是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属于播音专业学生拓展视野、掌握前沿，

并进行比较性学习的课程。 该课程通过着重介绍国内、外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成长的过程，介绍他们

获得成功的经验，以及给学生观看一些具有代表性意义的节目，使学生不方面可以感受和感知到中、外

电视节目主持差异，一方面又可以从典型案例中获得一些启发性的意见和建议，对其走向电视主持人岗

位有一定实际指导作用。

课程目标与基本要求：

使学生基本了解世界其他一些传媒业相对发达的国家电视节目主持人的基本情况，理解这些差异产生

的文化背景、媒体运行机制、政治背景等方明的原因，进人对各国的主持人情况有个宏观认识，并能从

一些优秀主持人身上获得一些自我提升的养分和启发。

课程内容及学时分配：

第一章 前言——电视节目主持人概说 【4学时】

第二章 我国电视节目名主持人研究【12学时】

1、 中国电视新闻节目名主持人研究

2、 中国电视社教服务类节目名主持人研究

3、 中国电视综艺娱乐类节目名主持人研究

第三章 美国电视节目名主持人研究【8学时】

1、 历史上美国节目电视节目主持人研究

2、 现阶段美国节目电视节目主持人研究

第四章 世界其他地区电视节目名主持人研究【8学时】

教材及主要参考书目：

《中外名主持人系列》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年出版

预修课程：广播电视语言艺术

教师团队成员：刘玉萍、苏凡博

编制者签名：

苏凡博

2023年 5月 15日
学科点意见：

同意该课程大纲安排

学科点负责人签名：

2023年 5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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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大学研究生课程教学大纲

课 程

名 称

中文 广告创意 课程编号 0020200210
英文 Creative Ideas of Ads 开课单位 新闻与传播学院

考核方式 考查 学时 32 学分 2 课程类别 专业课

编 制 者 魏永秀 适用对象 专业型硕士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广告学的专业选修课，也是广告学的主干课程。在讲解创意过程、创意思维的基础上，重点通

过案例分析、模拟训练等方式，培养锻炼学生广告创意的实践能力。

课程目标与基本要求：

本课程重在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广告创意水平和能力，要求学生在掌握创意思维、方式等基本理论的基础

上，熟练掌握创意思维的方式方法、广告创意的技法，学期末交上有创意水准的广告作品。

课程内容及学时分配：

第一章 广告创意的基本常识（含义、过程、如何进行广告创意、广告创意对人的素质能力要求）（4课时。

团队学习和案例分析）

第二章 创意三大流派简介（2课时。案例分析）

第三章 创意原则（ROI）（6课时。案例分析和现场研究）

第四章 创意思维（案例分析、模拟训练）（8课时）

第五章 创意策略和方法（感性化创意法、主题化创意法、商品本位创意法、顾客主体创意法、观念倡导创

意法、演示生活情景创意法、附加形象创意法、时机捕捉创意法）（12课时。案例分析、模拟训练、团队学

习）

教材及主要参考书目：

教材：《广告策划创意学》（第三版） 余明阳、陈先红 复旦学出版社 2009年 1月
主要参考书：《现代广告学》（第七版） 何修猛 复旦学出版社 2009年 1月

《蔚蓝诡计》 乔治·路易斯 华文出版社 2010年 12月
《创新之力——将创意变为现实》马特·金登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4年 8月

预修课程：广告学、广告策划

教师团队成员：王艺、陈浩、魏永秀、刘荣、唐若寻

编制者签名：

魏永秀

2023年 5月 15日
学科点意见：

同意该课程大纲安排

学科点负责人签名：

2023年 5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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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践

名 称

中文 学期作品展示 课程编号 0020210008
英文 Exhibition of Semester works 开课单位 新闻与传播学院

考核方式 考试 学时 160 学分 10 课程类别 专业实践

编 制 者 陶冶 适用对象 全日制专业型硕士

实践目标与基本要求：

按照学期培养要求，分 1、2、3、4、5学期展开提交学期作品，由学院安排相关展示活动。

实践内容及时间安排：

1. 第一学期作品展示（2学时）

（1）摄影影像作品展示

（2）短视频影像作品展示

2. 第二学期作品展示（2学时）

（1）剧情短片作品展示

（2）纪录短片作品展示

3. 第三学期作品展示（2学时）

（1）初级导演作品展示

（2）初级演播作品展示

4. 第四学期作品展示（2学时）

（1）中级导演作品展示

（2）中级演播作品展示

5. 第五学期作品展示（2学时）

（1）高级导演作品展示

（2）高级演播作品展示

前期准备：学生在阶段性完成相关课程实践训练之后，每个学期对应展开相关作品展示

预修课程：

教师指导团队成员：全体导师

编制者签名： 陶冶

2023年 5月 15日
学科点意见：

同意该课程大纲安排

学科点负责人签名：

2023年 5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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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践

名 称

中文 毕业作品展示 课程编号 0020210009
英文 Exhibition of Graduation works 开课单位 新闻与传播学院

考核方式 考试 学时 64 学分 4 课程类别 专业实践

编 制 者 陶冶 适用对象 全日制专业型硕士

实践目标与基本要求：

按照人才培养要求，在第 6学期提交毕业作品，由学院安排相关展示活动，须在毕业设计答辩前完成。

实践内容及时间安排：

2. 毕业作品提交评审（2学时）

（1）毕业作品完成校外盲审

（2）在指导老师的意见下完成修改

2. 毕业作品展示（2学时）

（1）毕业作品公开放映、播出展示

（2）毕业作品创作者进行现场交流阐释

（3）创作者进行创作答辩

前期准备：学生在阶段性完成相关课程学习和实践训练之后，最终完成的毕业设计，并提交最终毕业作品。

预修课程：全部

教师指导团队成员：全体导师

编制者签名： 陶冶

2023年 5月 15日
学科点意见：

同意该课程大纲安排

学科点负责人签名：

2023年 5月 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