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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新闻传播学真题 主持人：各位新浪网友大家晚上好，欢

迎大家在这个时段光临我们的新浪嘉宾聊天室。今天晚上我

们为大家请到的是海文教育集团教育研究中心专业课辅导名

师、教育部大学生在线特约传播学指导专家王；海文教育集

团教育研究中心专业课辅导名师、教育部大学生在线特约新

闻学指导专家应钢做客我们的聊天室，和大家一起分析新闻

传播学(中国传媒大学)今年考试的总体概况。 主持人：首先

请两位先谈一谈今年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试题的整体特点。 

王：今年的传播学试题整体难度比去年有所下降，除了个别

偏题以外，大部分试题都是传播学理论中的重点和当前传播

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从命题的特点和趋势来看，今年的试

题和05、06的试题一脉相承：从单纯记忆性的考查向更加注

重理解、更加灵活多变、侧重对考生综合知识水平和思维能

力考查的方向转变。 文史综合的题目今年比较简单，都是同

学们复习中的重点问题。所以只要同学们对教材比较熟悉，

而且答好了后面的语言应用题，应该可以拿到高分。 应钢：

今年的新闻学基础试题与历年相比较，总体而言没有太大的

变化，应该说是稳中有变。今年的题量题型依旧维持了以往

的风格：多而杂。大家在答题的时候一定要合理安排好时间

，像新闻业务最后的那个大题，尽量先做，保证它的质量，

毕竟那是20分的题目，而且说句实话，也是相对比较好拿

的20分题；一般会答的题目尽量用简洁清晰的语句加以描述



，不会的题目也不要空着，多留点时间，用你所掌握的新闻

学知识和语言，尽量解答，力所能及拿到一些分数。 今年的

新闻理论和新闻史部分的题目都是比较基础的，没有太多的

新意，反而是新闻业务的题目出得很有灵活度和“时效性”

，大都是学界和业界谈论的焦点。如果你平时不关注专业杂

志期刊，是很难答好这些题的。说的极端一些，好多同学可

能根本就没有碰到过类似的主题，更不要说解答了。这就要

归因到大家对于老师出题意图的误解。相对于传播学试题来

说，新闻学基础的题目都是解说性和陈述性的问题居多，平

时阅读的面广、积累得较多，也就能够解答了。而具体能有

多么深入、到位，可能对于现阶段的准研究生而言，老师们

还不会有这么苛刻的要求。所以考生们也不用太过担心，除

非你过于乐观自信，否则你的新闻学、文史综合等科目的成

绩应该比你想象中的要高出一些。 主持人：王老师刚才提到

了今年的试题中存在一些偏题，能否举两个例子谈谈？ 王：

比如名词解释中有一道题：贝特森。贝特森是帕洛阿尔托小

组的创始人，按照传统的复习思路帕洛阿尔托小组这一知识

点考到的几率不大。还有一道名词解释题，考的是“参考群

体”，这一题也相对较偏。不过同学们应该可以推测出这一

名词的大致意思，特别是对于学习过社会学相关知识的同学

。 主持人：那考生在复习中应该怎样应对这类偏题呢？ 王：

这也是我们在考研辅导中遇到的一个问题。我觉得出难题并

不可怕，比如去年和今年传播学的几道论述题，虽然综合性

很强，但至少你在复习中见过相关内容，不会无话可说。平

时积累较多的同学可以拿到较高的分数；但遇到偏题就比较

麻烦了，如果这个知识点你没注意到，那可能这一题就没法



得分了。如果要说应对方法，那就要求同学们在复习的时候

适当扩大复习范围，不要只关注印象中的那些重要知识点，

其它内容也需要加以注意。 另外，有些考题的偏其实只是相

对于我们在复习教材中的惯性思维而言的。比如去年考到的

文化研究和发展传播学两道题，很多同学反映没有复习到。

在教材中对这些问题的论述确实比较少，但文化研究和发展

传播学都是西方传播学研究的重点。所以同学们在复习的时

候不要把思维仅仅局限在教材，要开阔视野，要关注国内外

传播学界研究的重点、热点问题。 主持人：您刚才谈到了命

题趋势的问题，这几年考得更加灵活多变、更加注重理解，

可不可以结合今年的真题具体谈谈？ 王：比如今年传播学的

三道论述题都很灵活，开放性很强，没有固定答案。而且三

道论述题在参考书目中都找不到答案，需要靠同学们平时对

相关知识的积累和思考。这次论述题出得很有含金量，反映

的都是国内外媒介研究和实践中讨论得最多的问题。我在海

文专业课辅导班中就提到了，同学们在复习中要特别关注两

个问题，一个是新媒体，另一个是中国媒介改革。今年论述

题就考到了网络文化和媒介制度改革。这两题难度较大，需

要同学们进行深入分析。论述题答题不一定要面面俱到，但

关键是要有深度，最好能提出自己的观点。不用害怕自己的

观点是错误的，其实在学术研究中很多问题都是有争议的，

很难说谁的观点最正确。只要别犯太幼稚的错误，比如概念

混淆、逻辑混乱，只要你能自圆其说，并且言之成理，就有

机会拿到高分。 论述题第一题是关于新闻从业人员职业伦理

道德的问题，这一题虽然很多同学可能没有复习到，但只要

对国内的媒介实践有所了解，都可以答上不少内容。所以对



于大多数同学来说，这一题应该是三道论述题中最容易拿分

的。 主持人：就是说同学们复习的时候仅仅看教材是不够的

。 王：对。05年之前，同学们只要把书背熟，可以轻松应付

传媒大学的考试。但从05年开始，特别是从06、07的试题情

况看，仅仅看书只能勉强应付名词解释和简答题。未来也会

是这种趋势。 主持人：那今年传播学的名词解释题和简答题

难度怎样呢？ 王：其实除了前面提到的那两道名词解释题之

外，其它三道名词解释还是很基础的，都是教材中的重点问

题。“证词法”是大家熟知的七种宣传技巧之一；而“媒介

即讯息”和“定量研究”两题在海文考前成功三套题中出现

过。我在模拟试题A卷的论述题中就出了有关麦克卢汉的论

述题，C卷中也有定量研究的题目。 这次简单题难度较大，

尤其是第一题，关于拉斯韦尔的宣传观。拉斯韦尔的宣传分

析大家都知道一点，但可能只是皮毛。如果想回答好这一题

，就需要对拉斯韦尔的宣传分析有更深入的了解。如果你看

过他的著作《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或相关论文，回答这

一题就比较简单了。但这些内容大多数同学可能都没有看过

，所以估计这一题得分率不是很高。 第二题关于传播对真实

的社会建构，这一题在《传播学基础》一书里有很详细的论

述，不过可能很多同学在复习的时候对这一问题并没有关注

太多。其实这一题我们在成功三套题中也出到了，就是C卷

中的名词解释“媒介框架”。同学们在答题的时候只要没有

对概念理解错误，即时没有详细复习过这部分内容应该也可

以凭借自己的发挥拿到一些分数。 可能看起来今年的名词解

释和简答有一定的难度，但和去年的题目相比，难度已经有

所下降。 主持人：请应钢老师选几道新闻学试题进行点评。 



应钢：今年的题目，我抽出两题进行点评，比如新闻史有一

道关于廉价报刊产生的原因和发展过程的论述题，其实大家

在复习的时候，可以通过廉价报刊和政党报刊的比较分析进

行记忆，这样可以应对这个提醒范围内的多种考题出法。在

考试的时候，解题思路注意从名词的定义、发生年代、社会

背景、发展与意义等角度，有条理的进行解答，最好是分点

，或者使用“首先、其次”等具有节奏性的行文风格进行答

题。廉价报刊的知识点我在海文考前三套题的A卷中也出到

了。另外，“新闻真实性”、“苏报案”、“中国20世纪20

年代广播电台的创办情况”、“《新青年》在新文化运动中

的贡献”几道题在我们出的新闻学三套题中也预测到了。 再

比如新闻的操作大题，一般都是写消息，所以大家写作时，

如没有特殊要求，可以用倒金字塔结构，注意标题导语简洁

、凝练，行文用词客观准确，最好要有展开描述、各方反应

、事件背景等多方面的要素。推荐大家在复习的时候，多看

看新闻写作的书，分部分(标题、导语、正文、背景、结尾)

进行专项训练，以期达到满意效果。 主持人：谢谢两位老师

的分析，那么对于接下来的新闻传播学复试，您对考生有什

么建议吗？ 应钢：复试主要分成笔试、面试和英语听力与口

语考试，分别占到40%、50%、10%的比重。其中最重要的是

面试，这是一个对大家综合素质的考查。不仅包括对专业知

识的考查，也是对你的思维能力、口才、临场发挥能力甚至

基本礼仪的一次全面检测。 王：对于英语也不要掉以轻心，

口语和听力能力需要同学们利用这段时间加以练习。虽然只

有10分，但到了复试，0.5分都是很宝贵的。 应钢：是的。同

学们刚考完初试，可以稍微放松一下。不过假期也要继续复



习专业课知识，为复试做准备。除了复试参考书以外，复习

时还是要向课外的内容延展。当然，初试的书也不要丢掉，

无论是笔试还是面试，初试参考书的内容还是要占很大的分

值。 主持人：好的，谢谢两位老师。 你们对08年考中国传媒

大学新闻传播学的考生有什么复习建议？ 应钢：建议大家在

复习新闻理论和新闻史的时候，首先还是把最大的注意力放

在课本的学习上。何梓华老师的那本《新闻理论》涵盖的面

较广，行文也比较严谨，所以可以作为复习的中轴线，而新

闻史基本上就在给出的参考书目范围内了，复习的时候要记

得把重难点找出来，摘录在笔记本上以利于之后的复习攻坚

。同时，对于新闻业务来说，同学们务必要多看看如《现代

传播》、《新闻传播》等新闻学期刊，看看学界的研究热点

和业界的关注焦点，保持与理论研究前沿的步伐， 王：我也

觉得同学们要以书本为基础，这是复习的第一步。但从目前

的考试趋势来看，仅仅记忆书本内容是不够的，要多看看学

术期刊和网站中的一些优秀的学术论文。推荐大家阅读《现

代传播》这本杂志，中华传媒网和新闻传播学评论网也有很

多学术资源。另外，对于一些时间较充裕的同学不妨看看参

考书目外的学术论著，甚至可以跨学科学习一些内容。同学

们在复习的过程中，不要仅仅局限于书面上的知识积累，还

要注意提高自己的思维能力。这不仅仅有助于考试拿高分，

对大家将来做学术、工作都很有好处。总之，无论是新闻学

还是传播学，近几年的考试思路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同学们

也需要转变复习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