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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与传播学院 

新闻学专业本科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1、 具有从事新闻传播事业应有的人文情怀和批判性思维、良好的身心素质，具备在新闻与传播专

业及相关领域内持续探索、研究与创新的能力。 

2、 熟练掌握采、写、编、评、录、播、摄等专业技能，具有跨媒体应用能力并有专长；能够发现

和解释传播现象，具备问题意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 具有全球视野和中国立场，具有主流新闻媒体或传播等方面的国际胜任力，具有拓展职业发展

空间的能力，为本岗位中坚力量。 

二、培养成效 

专业技能： 

1. 通晓新闻传播理论，熟悉新闻传播规律，运用新闻传播学相关知识的能力 

2. 进行新闻或传播作品创作的能力，并能运用相关理论进行分析和解释的能力 

3. 兼顾现实与可持续性约束条件，创新和拓展媒体应用的能力 

4. 提出和解决新闻传播领域内问题的能力 

5. 综合运用专业知识和技能进行新闻传播实践的能力 

职业技能： 

6. 从不同学科角度发挥作用的能力 

7. 理解所学专业的职业责任和职业道德 

8. 有效沟通、团队协作能力 

9. 具有足够知识储备和国际视野，能从历史、全球多个维度理解新闻传播之于人类的现实意义 

10. 理解当代社会和新闻传播领域现象的内在联系 

11. 具有终生学习的意识和能力 

三、学制与学位授予 

学制：本科学制四年，按照学分制管理机制，最长学习年限为专业学制加两年。 

授予学位：文学学士学位。 

四、基本学分学时 

本科培养总学分 150 学分，其中校级通识教育课程 49学分，专业教育课程 73学分，自由发展课

程学分 28学分。  

五、课程设置与学分分布 

(1) 思想政治理论课   15学分 

10610183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3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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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0193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学分 

10610204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4学分 

10610224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4学分 

10680081 形势与政策 1学分 

(2) 体育  4学分 

第 1-4 学期的体育(1)-(4)为必修，每学期 1 学分；第 5-8 学期的体育专项不设学分，其中第

5-6 学期为限选，第 7-8 学期为任选。学生大三结束申请推荐免试攻读研究生需完成第 1-4 学期的

体育必修课程并取得学分。 

本科毕业必须通过学校体育部组织的游泳测试。体育课的选课、退课、游泳测试及境外交换学

生的体育课程认定等请详见学生手册《清华大学本科体育课程的有关规定及要求》。 

(3) 外语（一外英语学生必修8学分，一外其他语种学生必修6学分） 

学生 课  组 课  程 课程面向 学分要求 

一外

英语

学生 

英语综合能力课组 

英语综合训练（C1） 

入学分级考试 1 级 

4 学分 

英语综合训练（C2） 

英语阅读写作（B） 

入学分级考试 2 级 
英语听说交流（B） 

英语阅读写作（A） 
入学分级考试 3 级、4 级 

英语听说交流（A） 

第二外语课组 

详见选课手册 4 学分 外国语言文化课组 

外语专项提高课组 

一外小语种学生 详见选课手册 6 学分 

公外课程免修、替代等详细规定见教学门户-清华大学本科生公共外语课程设置及修读管理办法。 

(5)一年级大类课程 18学分 

据人文社科大类一年级培养方案要求，第一学年内人文类和社科类课程至少各选修 6 学分，外

文类课程和新闻类课程至少各选修 3学分。 

1）人文类课程  

10691123 文学名作与写作训练 3学分 

10691213 汉字与中国文化 3学分 

10691233 中国古代文明 3学分 

10691243 世界文明的进程 3学分 

10691223 西方哲学思想经典 3学分 

10691093 《史记》研读  3学分 

10690363 科学技术的社会解析  3学分 

10691383 《老庄》研读 3学分 

20690043 中国现代诗歌鉴赏与写作 3学分 

10691323 现代中国的形成 3学分 

40690773 西方现代思想史专题 3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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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90013 逻辑学 3学分 

20690053 中国哲学思想经典 3学分 

10691373 当我们谈论科学时 3学分 

2）社科类课程 

10700043 社会学的想象力：结构、权力与转型 3学分 

10700053 经济学思维 3学分 

10700073 心智、个体与文化（英） 3学分 

10700093 认识现代国家 3学分 

30700113 中国社会 3学分 

30700653 经济学原理 3学分 

10700103 理解国际关系：经典理论与当代争论 3学分 

10700123 人的毕生发展 3学分 

3）外文类课程  

30641973 英文经典阅读 3学分 

40641613 理解莎士比亚 3学分 

00642213 日本近代文学专题讲读 3学分 

4）新闻类课程  

30670563 数字媒体技术基础 3学分 

30670603 镜头中的国家与社会    3学分 

00670143 电影文化 3学分 

00670072 走在路上的叙事艺术 2学分 

00670091 新闻中的文化 1学分 

10670013 大众传媒与国际关系 3学分 

20670021 新闻传播学的知识地图 1学分 

30670652 国际新闻前沿 2学分 

 跨文化传播 2学分 

2．专业课程  73学分 

(1) 专业必修课程  32学分 

30670372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2学分 

30670273 新闻学原理 3学分 

30670043 传播学原理 3学分 

30670263 中国新闻传播史 3学分 

30670283 外国新闻传播史 3学分 

40670363 媒介调查与统计 3学分 

30670413 媒介伦理与法规 3学分 

30670513 传播研究方法 3学分 

30670293 初级新闻采写 3学分 

30670623 新媒体与社会 3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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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670283 影视制作（1） 3学分 

(2)专业选修课程  18学分  

选择其中一个方向，且至少获得 18学分。 

   [国际新闻传播方向] 

30670642 国际新闻报道（双语） 3学分 

30670612 英语新闻写作（英语） 2学分 

40670513 新闻编辑 3学分 

30670383 新闻评论 3学分 

40670522 深度报道 2学分 

40670743 财经新闻报道 3学分 

30670583 公共关系与战略传播 3学分 

40670702 清新时报工作坊（1） 2学分 

40670692 清新时报工作坊（2） 2学分 

40670683 数据新闻 3学分 

40670433 媒介经济学        3学分 

30670443 媒介经营与管理 3学分 

   [融媒体传播方向]  

30670523 影像传播导论 3学分 

40670413 播音主持基础 3学分 

40670313 影视制作（2） 3学分 

40670723 视频新闻 3学分 

40670713 清新视界工作坊 3学分 

40670773 人文清华融媒体工作坊 3学分 

40670423 数字媒体实务     3学分 

30670593 媒介编程 3学分 

30670573 新媒体新闻实务 3学分 

40670793 社会化媒体应用（1） 3学分 

40670803 社会化媒体应用（2） 3学分 

40670683 数据新闻 3学分 

40670433 媒介经济学 3学分 

30670443 媒介经营与管理 3学分 

40670813 视听语言 2学分 

30670632 融媒体前沿 2学分 

(3)实践训练必修课程 10学分 

40670112 社会实践(大一夏季3周) 2学分 

40670548 专业实习 8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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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实践训练选修课程 3学分 

专业强化夏令营（大二夏季学期，四选一）： 

40670473 媒介批评工作坊 3学分 

40670483 清影工作坊 3学分 

40670503 新媒体工作坊 3学分 

40670493 学术研究工作坊 3学分 

注： ① 选修《清影工作坊》须同时选修《影视制作（2）》。 

②《专业实习》于大三夏季学期开始，与秋季学期合上，选秋季学期课程。 

(5)综合论文训练（顶点课程） 10学分 

40670210 综合论文训练 10学分 

注：顶点课程以作品为主进行训练并答辩(具体要求详见有关规定)；如为论文写作，需要先修

学术研究工作坊或媒介批评工作坊。 

3．文化素质课程（学生自主发展课程） 28学分 

文化素质课程体系包括文化素质教育讲座、文化素质教育核心课、新生研讨课和一般文化素质教

育课程。其中，文化素质教育核心课和新生研讨课为限选，至少选修 8 学分，基础理工（STEM）认

证课为必修。每学期开设的文化素质教育课程目录（含 STEM）详见当学期选课手册。 

文化素质教育讲座不参加选课，一般在春秋学期开设，具体讲座安排请关注每周的教务公告。学

生到大四上学期为止至少选 8 次讲座，并提交报告，成绩合格计 1 学分。 

学院推荐选修八大课组中的以下四类课： 

A． 语言文学类 

涉及古代汉语、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文艺理论、文艺思潮、中国文论、西方文论

等学科领域。 

B． 历史文化类  

涉及中国历史、世界历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近现代史、国际关系史、中国思想史、西方思想

史、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等学科领域。 

C． 哲学与心理学类  

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哲学经典选读、伦理学、美学、心理学、社会心理

学等学科领域。 

D． 社会科学类  

涉及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经济学、管理学、国际政治与经济、人口学、环境学、统计学、社

会科学研究方法等学科领域。 

列举部分课程（▲为学院建议课程）如下： 

                     文化素质教育讲座                        1学分 

20740042 计算机文化基础▲ 2学分 

30690062 文学名作与写作训练▲        2学分 

00690632 大学语文▲ 2学分 

00590043 中国国情与发展 3学分 

00690342 西方哲学精神探源 2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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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12362 中国哲学概论▲ 2学分 

00690262 《老子》与《论语》 2学分 

00690382 中西文化关系史 2学分 

00640993 西方文明史 3学分 

00590043 中国国情与发展▲ 3学分 

00700512 国际政治与中国 2学分 

00700762 当代世界与中国▲ 2学分 

00660142 法律基础▲ 2学分 

30630112 中国思想史 2学分 

00690552 西方文学思潮与作品 2学分 

00690512 西方哲学精神探源 2学分 

00630221 中国现当代文学 1学分 

40640922 日本影视鉴赏▲ 2学分   

40690432 西方马克思主义▲ 2学分 

40690173 西方经典研读（2）▲ 3学分 

40690273 宋元史▲ 3学分 

40690103 历史文选▲ 3学分 

00510663 管理学（商学导论）▲ 3学分 

40510073 高级财务会计▲ 3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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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与社会类 

大一本科指导性教学计划 

第一学年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考核方式 说明及主要先修课 

12090052    军事理论 2  考查 

12090062    军事技能 2            考查 

秋季学期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考核方式 说明及主要先修课 

10610183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3 2 考试 

10680011 形势与政策 1 1 考试 

10720011 体育(1) 1 2 考查  

14201002 英语(1)  2 2 考试 

10421263 微积分C（1） 3 3 考试 

10691123 文学名作与写作训练 3 3 考试 

10691213 汉字与中国文化 3 3 考查 

10691233 中国古代文明 3 3 考试 

10691223 西方哲学思想经典 3 3 考查 

10691243 世界文明的进程 3 3 考试  

10691093 《史记》研读 3 3 考试 

10691363 科学技术的社会解析 3 3 考试 

10700043 社会学的想象力：结构、全力 

与转型 3 3 考试 

10700053 经济学思维 3 3 考查 

10700073 心智、个体与文化（英） 3 3 考试 

10700083 民主的历程 3 3 考试 

30641973 英文经典阅读 3 3 考试 

10691123 文学名作与写作训练  3 3 考试 

30670563 数字媒体技术基础 3 3 考试 

00670143 电影文化 3 3 考查 

30670652 国际新闻前沿 2 3 考查 

20670021 新闻传播学的知识地图 1 2 考查 

 文化素质课程（文科类）） 3   

 合计：（最低学分要求） 18   

选课提示 第一学年内人文和社科类课程至少各6学分，新闻传播和外文类课程至少各3学分。  

春季学期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考核方式 说明及主要先修课 

10610193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 2 考试  

10720021 体育(2) 1 2 考查  

14201012 英语(2) 2 2 考试 

10421273 微积分C（2） 3 3 考试    社科专业必修 

0691383 老庄研读 3 3 考试  

20690043 中国现代诗歌鉴赏与写作 3 3 考试  

10691323 现代中国的形成 3 3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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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690773 西方现代思想史专题 3 3 考试  

20690013 逻辑学 3 3 考试  

10691373 当我们谈论科学时 3 3 考试 

20690053 中国哲学思想经典 3 3 考试  

40690773 理解莎士比亚 3 3 考试  

10700093 认识现代国家 3 3 考查 

10700103 理解国际关系：经典理论 

与当代争论 3 3 考试 

10700123 人的毕生发展 3 3 考试 

30700113 中国社会 3 3 考试 

30700653 经济学原理 3 3 考试 

30670603 镜头中的国家与社会 3 3 考试 

10670013 大众传媒与国际关系 3 3 考试 

00670072 走在路上的叙事艺术 2 2 考查 

00670091 新闻中的文化 1 1 考查 

 跨文化传播 2 2 考查 

 文化素质课程（文科类）） 3   

 合计：（最低学分要求） 18   

选课提示 第一学年内人文和社科类课程至少各6学分，新闻传播和外文类课程至少各3学分。 

    

夏季学期 

人文学院各专业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考核方式 说明及主要先修课 

30690232 社会实践 2 2 考查 

 合计： 2 

 

社会科学学院各专业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考核方式 说明及主要先修课 

30690232 社会实践 2 2 考查 

 合计： 4 

 

新闻学专业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考核方式 说明及主要先修课 

40670112 社会实践 2 2 考查 

 合计：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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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与传播学院 

新闻学专业本科指导性教学计划 

第二学年 

秋季学期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考核方式 说明及主要先修课 

10610204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4 3 考试  

10720031 体育(3) 1 2 考查  

14201022 英语(3) 2 2 考试  

30670263 中国新闻传播史 3 3 考试   

30670353 初级新闻采写 3 3 考试 

30670273 新闻学原理 3 3 考试 

30670573 新媒体新闻实务 3 3 考试 

40670522 深度报道 2 2 考查 

40670702 清新时报工作坊（1） 2 2 考查 

30670523 影像传播导论 3 3 考查 

30670593 媒介编程 3 3 考查 

30670612 英语新闻写作（英语） 2 2 考查 

40670813 视听语言 2 2 考查 

 自主发展课程 3 

 合计： ≥25 

春季学期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考核方式 说明及主要先修课 

10610224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 4 3 考试  

10720041 体育(4) 1 2 考查  

14201032 英语(4) 2 2 考试  

30670283 外国新闻传播史 3 3 考试 

30670623 新媒体与社会 3 3 考试 

40670283 影视制作（1） 3 3 考查 

30670513 传播研究方法 3 3 考试 

40670692 清新时报工作坊（2） 2 2 考查 

40670513 新闻编辑 3 3 考试 

30670642 国际新闻报道（双语） 2 2 考查 

40670423 数字媒体实务 3 3 考查 

40670413  播音主持基础 3 3 考试 

30670593 媒介编程 3 3 考查 

 自主发展课程 3 

 合计： ≥25 

夏季学期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考核方式 说明及主要先修课 

 专业强化夏令营(四选一) 3  考查  

40670313 影视制作（2） 3 3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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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计： 3 

第三学年 

秋季学期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考核方式 说明及主要先修课 

10720110 体育专项(1)  2 考查   

40670363 媒介调查与统计 3 3 考查 

30670043 传播学原理 3 3 考试 

40670743 财经新闻报道 3 3 考查 

40670723 视频新闻 3 3 考试  

40670713 清新视界工作坊 3 3 考查 

40670793 社会化媒体应用（1） 3 3 考查 

30670632 融媒体前沿 2 2 考查 

 自主发展课程 3 

 合计： ≥20 

 

春季学期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考核方式 说明及主要先修课 

10720120 体育专项(2)  2 考查  

30670372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2 2 考查  

30670413 媒介伦理与法规 3 3 考查  

30670333 新闻评论 3 3 考试    

30670583 公共关系与战略传播 3 3 考查 

40670433 媒介经济学 3 3 考查 

40670683 数据新闻 3 3 考试 

40670803 社会化媒体应用（2） 3 3 考查 

30670443 媒介经营与管理 3 3 考试 

 自主发展课程 3 

 合计： ≥20 

夏季学期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考核方式 说明及主要先修课 

40670548 专业实习 8 16周 考查 选秋季学期课程 

 合计;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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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学年 

秋季学期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考核方式 说明及主要先修课 

10720130 体育专项（3）   考查   

40670548 专业实习 8 16周 考查 夏秋两学期课程 

 合计; 8 

春季学期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考核方式 说明及主要先修课 

10720140 体育专项（4）   考查   

40670210 综合论文训练 10  考查  

 合计：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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