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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概况

（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吉林大学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旨在培养具

有扎实文献功底与新闻传播理论基础、独立研究能力和创新

精神的高层次新闻传播学人才，服务于国家文化传承、新闻

舆论及教育事业。经过多年的建设与发展，已形成了方向齐

全、特色鲜明的学科体系，在学科建设、师资引育、人才培

养、科学研究以及平台建设等方面均取得了显著成果。

本学位授权点拥有机房、多媒体教室、新媒体直播间、

演播室、数码相机、无人机、高清摄像机等丰富的多媒体教

学设备；与新华网共建了新媒体融合与情感计算实验室，通

过生物传感测量的方式开展新闻传播学研究；在省内外 30

多家知名新闻媒体、互联网公司建立了实习实践基地本学位

点建设了以校院两级教学科研平台为支撑并面向研究生教

学科研的平台体系，培养条件完善，能够较好地满足研究生

培养需要。

（二）学科建设目标

吉林大学新闻传播学科作为新闻传播领域重要的学术

平台，始终以培养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推动新闻传播学科

创新发展为核心目标，在各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和进展。

1.提升人才培养能力水平。本学科始终将人才培养作为

学科建设的核心任务，致力于培养具有全球视野、独立研究

能力和创新思维的高层次新闻传播学人才。这一年度，我们

通过优化课程设置、强化科研训练、加强学术交流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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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提升了人才培养能力。

2.提升科研能力。吉林大学新闻传播学科在建设目标中，

将提升科研能力作为核心任务之一。为实现这一目标，学科

将从支持高水平科研项目、加强对外交流与合作以及促进科

研成果转化等方面采取一系列措施。

3.提高社会服务能力。吉林大学中国新闻传播学科注重

自主创新和社会服务能力的提升，在文化思想研究服务传统

文化传承与传播、社会变迁研究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等方

面，为国家战略和社会需求提供学术支持。

4.加强平台建设。本年度搭建了传播与社会治理研究所

等多个科研平台，进一步提升学科学术影响力。

（三）专业学位领域（方向）布局情况及优势特色

1.布局情况：以新闻与传播学科为基础，下设四个方向，

涵盖了新闻与传播研究的多个重要领域。

（1）传媒实务

舆论传播理论与方法、媒介传播策划、新闻传播案例、

新闻采编实务、新闻评论现象、网络传播实务、传媒产业发

展、中外新闻传播史、媒介传播应用技术等方面的理论研究

与实践。

（2）广告产业

广告传播哲学、传播学方法论、传播符号学及应用、广

告传播案例、后现代文化与当代广告、经典创意、广告社会

学理论与应用、中外广告传播史、广告设计应用技术等方面

的理论研究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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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数字媒体

数字媒体技术与应用、媒介融合与全媒体传播、社交媒

体研究、互联网产业研究、智能传播与虚拟技术、数据新闻、

大数据信息可视化、数据挖掘与数据清洗。

（4）视听传播

短视频创作研究、广播电视产业研究、广播电视业务研

究、视听新闻传播技术、在线包装技术应用、无人机摄影摄

像、直播报道与互动直播、综艺节目研究。

2.优势特色

（1）融通多元学科：吉林大学新闻与传播专业与文学、

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经济学、计算机科学等

学科相互融通，交织多维的学科背景，形成学科之间交叉、

理论与实践并重的特色，培养在新技术发展背景下，有高度

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深厚的理论储备、娴熟的实践技巧

的复合型人才。

（2）面向新技术和新方法：组织研究生学习 R 语言、

Python、数据挖掘、数据可视化、计算传播、生物传感、认

知神经和大数据等新兴研究方法；学院出资购买网络数据。

（3）构建实践教学网络：学院注重实践教学，强化学

生的应用能力。学院建立了以各种新闻媒体和传播机构为实

践教学网络的基地。这种实践教学网络的构建，为学生提供

了丰富的实践机会，有助于学生将理论知识与实际工作相结

合，提升实际操作能力。

（4）实行“双师型”师资结构：学院构建了“双师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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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师资结构，即聘请了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专业人员与学术

型教师共同承担教学任务。这种师资结构有助于学生从理论

到实践的全面学习，同时也体现了人文社会科学实验平台建

设中对师资队伍多元化的要求。

（5）拓展国际化视野：学院致力于培养具有国际化视

野的高层次、应用型新闻传播专门人才，通过国际视野的培

养，提升学生的全球竞争力。

二、师资队伍

（一）师资队伍规模结构

本学位点师资队伍由30位专任教师和27位校外合作导师

构成。专任教师老中青结合，表现为：（1）学历与职称层次

高；（2）教师队伍知识结构与能力结构多元、学科背景丰富；

（3）业界导师力量雄厚。

本学位授权点师资队伍情况

专业技

术职务

级别

合

计

年龄结构 具有博

士学位

人数

具有实

务经历

人数

导师

人数

35 岁及

以下

36 至 45

岁

46至60岁 61岁及以上

正高级 8 0 2 5 1 8 5 8

副高级 13 1 5 7 0 12 3 10

中级 9 1 4 4 0 7 0 0

总计 30 2 11 15 0 26 8 17

校外师资结构

专业技

术 职

合

计

单位类型 人均工

作年限

校外

导师党政机 企业单 事业单位 其他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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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级别 人数关 位 构高

校

新闻单

位

其他

正高级 20 1 5 9 5 5 20

副高级 7 1 2 4 2 7

总计 27 1 1 7 13 5 27

（二）学科带头人与学术骨干

序

号

姓名 职称

最

高

学

位

是否具有

完整培养

硕士研究

生经历

科研项目 学术头衔

1

刘鸣筝

（学科

带头

人）

教授

博

士

是

国家社科基金；省

社科重大项目；贵

州省社科重大项

目；省教育科学“十

四五”规划项目；

省高教改革课题；

省社科智库项目

国家级青年人才；省新

闻传播学类教指委主任

委员

2

严俊

（学科

带头

人）

教授

博

士

是

省社科基金项目；

省科技发展计划项

目；省教育厅人文

社科项目

吉林省传播学会常务理

事；吉林省专业学位研

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文

史类委员

3

蒋蕾

（学科

带头

教授

博

士

是

国家社科基金；省

社科基金项目

中国新闻史学会理事；

中国新闻史学会地方新

闻史学会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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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4

张斯琦

（学科

带头

人）

教授

博

士

是

国家社科基金2项；

吉林省社科智库基

金项目

美国杜克大学中国研究

中心兼职研究员；美国

北卡华人学者中美交流

协会会长

5 刘学义 教授

博

士

是

国家社科基金；教

育部人文社科项目

吉林省传播学会常务理

事

6 田茫茫

副教

授

博

士

是

教育部社科基金；

省社科基金；省教

育厅重点项目

中国新闻史学会中国新

闻传播教育专业委员会

常务理事；

吉林省传播学会常务理

事

7 苏克军

副教

授

博

士

是 省社科基金项目 吉林省传播学会理事

8 焦宝

副教

授

博

士

是

国家社科基金；省

教育科学规划课题

中国新闻史学会地方新

闻史专业委员会常务理

事

9

鞠惠冰

（学科

带头

人）

教授

博

士

是

教育部首批新文科

研究与改革实践项

目

吉林省新闻传播学类专

业教指委委员；大广赛

吉林赛区组委会秘书长

1

0

周大勇

（学科

带头

教授

博

士

是

国家社科基金；国

家艺术基金；省高

教教改项目；省社

吉林省传播学会会长；

吉林省编辑出版学会副

会长；中国新闻史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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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科智库基金项目；

省社科基金重点

广告与传媒发展史研究

委员会常务理事

1

1

许多澍

副教

授

博

士

是

省社科基金项目；

省教育厅项目；省

科技厅项目

吉林省传播学会理事

1

2

王健

副教

授

博

士

是

省社科基金 2 项

省教育厅社科项目

2项

吉林省传播学会秘书长

1

3

赵元蔚

副教

授

博

士

是 国家社科基金 吉林省传播学会理事

1

4

邱月

副教

授

博

士

是

省社科基金项目 3

项

吉林省传播学会理事

1

5

赵贺

副教

授

博

士

是

国家社科基金；博

士后基金特别资

助；省社科基金项

目

吉林省传播学会理事

1

6

姜明

副教

授

博

士

是

省社科基金；省教

育厅社科项目

长春市卫健委健康科普

专家库顾问

1

7

林海曦

副教

授

博

士

是 廉政中心项目

中国新闻史学会东南亚

华文分会常务理事

三、人才培养

（一）研究生招生、在读、毕业、学位授予及就业情况

本学位授权点 2021 年度研究生情况表

新闻与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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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取人数 46

毕业授予学位人数 36

（二）课程设置与教学

新闻与传播专业学位研究生配备了丰富的课程与教学

资源，学科通过开设工作坊、开办讲座、资助实践活动，强

化学生的科学研究能力和实践能力。

本学位授权点核心课程表

课程名称 学时

任课教师

姓名 专业技术职务

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 32 刘鸣筝 教授

媒介经营与管理 32 严俊 教授

新闻传播案例分析 32 田茫茫 副教授

新媒体与文化传播 32 彭程 讲师

广告符号学研究 32 鞠惠冰 教授

营销传播研究 32 周大勇 教授

经典创意分析 32 邱月 副教授

广告文化研究 32 赵贺 副教授

跨文化传播（双语） 32 张斯琦 教授

媒介使用者分析 32 许多澍 副教授

社社群营销案例分析 32 姜明 副教授

新闻传播学理论基础 32 苏克军 副教授

影像传播策划 32 蒋蕾 教授

社交媒体传播与应用 32 王健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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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言论研究 32 刘学义 教授

数字媒体技术 32 霍顺 讲师

（三）培养质量、研究生代表性成果等

本年度学生实现 100%就业或升学。其中，大部分学生进

入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以及于本专业相关的工作单位工作，

发展前景较好。

研究生代表成果

序

号

姓名 入学年份 层次类型 代表成果

1 梅凯 2020 全日制硕士

契合融通：智媒时代听觉文化的崛起与智能广播

的诞生，中国广播，2021 年 6 月

2 苏超 2020 全日制硕士

智能传播伦理的技术人性与向善逻辑，中州学

刊，2021 年 12 月

四、培养环境与条件

学校以新闻传播学科的学术深度和广度为基础，充分发

挥其优势学科特色，为学生提供全方位的培养体系。

科学研究方面，注重培养学生的独立科研能力，学生不

仅能够参与到国家级、省级重点课题和项目的研究中，还能

实践项目中。

平台支撑方面。本学科拥有多个一流科研平台，支持学

生开展高水平的学术研究，为研究生提供了广阔的科研空间

和资源。

学术交流与实践教学方面，本学科秉持开放的学术氛围，

定期举办学术讲座、学术沙龙和研讨会，邀请国内外顶尖学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6h6U53PWxNSYumY-3oKotgsfCzRylZuAN1CSe64MdapFpB4wLNyd8IrMU3BbvsHFRriv9zWQ8A7ceZZXEoE2oQBn-fFbILa9qeF8naYgIJxtwHaEuX3SsM1LMyy9NHBkaW-f2gfTftbPdyxXUvc6jYqR_bl3rAt1tBIqOCiwMk8eIhgPDiBb7nLAuXa-sy8A&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6h6U53PWxNSYumY-3oKotgsfCzRylZuAN1CSe64MdapFpB4wLNyd8IrMU3BbvsHFRriv9zWQ8A7ceZZXEoE2oQBn-fFbILa9qeF8naYgIJxtwHaEuX3SsM1LMyy9NHBkaW-f2gfTftbPdyxXUvc6jYqR_bl3rAt1tBIqOCiwMk8eIhgPDiBb7nLAuXa-sy8A&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6h6U53PWxNQPNC4XKh4e6q1fc0noi7oFFaFwRZHzxetENEXqsiWSZYHaw_FaZNJ8a-cInUW8kgpSqsrkFy4xH2YCYV-TV3NV-_HQU9bRfUHCuSPQTTpvI_xzNTVE-aJaLV-n1Hi6Wqe2AsdgQpaNlS83T35vcZR4pO6GJUoqWMIL_oLTC8IN8PpWkalyHfU5&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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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和专家开展学术交流。此外，学校还积极鼓励学生参与国

内外学术会议，提升学术交流与合作能力。

学术资源保障方面，吉林大学为学生提供了良好的学术

资源保障。学校图书馆馆藏丰富，提供各类纸质与电子资源，

特别是珍贵的古籍、史料和电子数据库。

五、学位授权点评估与质量监测

（一）自我评估进展

通过建立健全的评估体系，定期对学位授予过程进行多

维度、多层次的监测和反馈，以促进学科发展和学术水平的

持续提高。每年学科根据学生培养的具体情况，组织专业评

估小组进行内部自评，涵盖培养质量、课程设置、导师队伍

建设、科研成果、学术交流等方面。通过对培养目标与实际

成果的对比分析，及时发现培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采取

针对性的改进措施。

（二）问题分析

在评估过程中，本学科也发现了一些问题。例如，研究

生在论文选题与研究方法上，存在理论建构与经验研究之间

的方法论断层。部分学位论文未能有效贯通马克思主义新闻

观与数字传播实践，在智能传播、算法伦理等前沿领域缺乏

突破性理论框架；实证研究多停留于现象描述层面，对大数

据挖掘、社会网络分析等新型研究工具的应用尚显生疏，量

化分析与质性研究的融合能力不足，导致学术成果对传媒生

态变革的解释力与预见性较弱。

（三）质量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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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科定期通过学生反馈、导师评估以及同行专家的评

价，进一步加强对学生培养质量的动态监控，确保学生教育

质量稳步提升。从用人单位认可度，毕业生去向，竞赛成果

等方面构建全方位多维度评价体系。

六、改进措施

（一）科学研究方面

深化重点领域研究：聚焦国际传播、智能媒体等方向，

推动科研项目向应用层面延伸。

探索成果转化路径：初步建立科研成果与社会需求的对

接机制，提升研究实效性。

（二）平台支撑方面

建设特色研究平台：围绕学科优势方向，搭建若干专项

研究平台，支撑前沿课题攻关。

推进数字化资源整合：逐步完善数据共享机制，提高平

台资源利用效率。

（三）学术交流与实践教学方面

拓展国际合作渠道：与部分海外高校建立初步合作意向，

探索联合培养模式。

强化实践创新能力：引入行业前沿项目，提升学生解决

实际问题的能力。

（四）学术资源保障方面

优化文献资源体系：补充跨学科文献资料，支持新兴研

究方向。

完善设备管理制度：简化设备使用流程，提高科研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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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开放共享水平。


	（公章）
	一、总体概况
	（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本学位授权点拥有机房、多媒体教室、新媒体直播间、演播室、数码相机、无人机、高清摄像机等丰富的多媒体教
	（二）学科建设目标
	吉林大学新闻传播学科作为新闻传播领域重要的学术平台，始终以培养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推动新闻传播学科创
	1.提升人才培养能力水平。本学科始终将人才培养作为学科建设的核心任务，致力于培养具有全球视野、独立研
	2.提升科研能力。吉林大学新闻传播学科在建设目标中，将提升科研能力作为核心任务之一。为实现这一目标，
	3.提高社会服务能力。吉林大学中国新闻传播学科注重自主创新和社会服务能力的提升，在文化思想研究服务传
	4.加强平台建设。本年度搭建了传播与社会治理研究所等多个科研平台，进一步提升学科学术影响力。
	（三）专业学位领域（方向）布局情况及优势特色
	1.布局情况：以新闻与传播学科为基础，下设四个方向，涵盖了新闻与传播研究的多个重要领域。
	（1）传媒实务
	舆论传播理论与方法、媒介传播策划、新闻传播案例、新闻采编实务、新闻评论现象、网络传播实务、传媒产业发
	（2）广告产业
	广告传播哲学、传播学方法论、传播符号学及应用、广告传播案例、后现代文化与当代广告、经典创意、广告社会
	（3）数字媒体
	数字媒体技术与应用、媒介融合与全媒体传播、社交媒体研究、互联网产业研究、智能传播与虚拟技术、数据新闻
	（4）视听传播
	短视频创作研究、广播电视产业研究、广播电视业务研究、视听新闻传播技术、在线包装技术应用、无人机摄影摄
	2.优势特色
	（1）融通多元学科：吉林大学新闻与传播专业与文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经济学、计算机科学
	（2）面向新技术和新方法：组织研究生学习R语言、Python、数据挖掘、数据可视化、计算传播、生物传
	（3）构建实践教学网络：学院注重实践教学，强化学生的应用能力。学院建立了以各种新闻媒体和传播机构为实
	（4）实行“双师型”师资结构：学院构建了“双师型”的师资结构，即聘请了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专业人员与学
	二、师资队伍
	（一）师资队伍规模结构
	三、人才培养
	（二）课程设置与教学
	四、培养环境与条件
	学校以新闻传播学科的学术深度和广度为基础，充分发挥其优势学科特色，为学生提供全方位的培养体系。
	科学研究方面，注重培养学生的独立科研能力，学生不仅能够参与到国家级、省级重点课题和项目的研究中，还能
	平台支撑方面。本学科拥有多个一流科研平台，支持学生开展高水平的学术研究，为研究生提供了广阔的科研空间
	学术交流与实践教学方面，本学科秉持开放的学术氛围，定期举办学术讲座、学术沙龙和研讨会，邀请国内外顶尖
	学术资源保障方面，吉林大学为学生提供了良好的学术资源保障。学校图书馆馆藏丰富，提供各类纸质与电子资源
	五、学位授权点评估与质量监测
	（一）自我评估进展
	通过建立健全的评估体系，定期对学位授予过程进行多维度、多层次的监测和反馈，以促进学科发展和学术水平的
	（二）问题分析
	在评估过程中，本学科也发现了一些问题。例如，研究生在论文选题与研究方法上，存在理论建构与经验研究之间
	（三）质量监测
	本学科定期通过学生反馈、导师评估以及同行专家的评价，进一步加强对学生培养质量的动态监控，确保学生教育
	六、改进措施
	（一）科学研究方面
	深化重点领域研究：聚焦国际传播、智能媒体等方向，推动科研项目向应用层面延伸。  
	探索成果转化路径：初步建立科研成果与社会需求的对接机制，提升研究实效性。  
	（二）平台支撑方面
	建设特色研究平台：围绕学科优势方向，搭建若干专项研究平台，支撑前沿课题攻关。  
	推进数字化资源整合：逐步完善数据共享机制，提高平台资源利用效率。  
	（三）学术交流与实践教学方面  
	拓展国际合作渠道：与部分海外高校建立初步合作意向，探索联合培养模式。  
	强化实践创新能力：引入行业前沿项目，提升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四）学术资源保障方面
	优化文献资源体系：补充跨学科文献资料，支持新兴研究方向。
	完善设备管理制度：简化设备使用流程，提高科研设施的开放共享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