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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文职人员公开招考笔试新闻专业科目考试大纲

新闻专业科目测查对象主要是报考军队各级机关、宣传文化机构、院校、科研机

构、省军区系统等单位文职人员岗位、从事新闻宣传、教学科研等工作的考生。为了

便于考生了解掌握测查目的、测查内容和相关要求，制定本考试大纲。

一、测查目的

主要测查招考岗位所要求的考生新闻传播学理论素养和能力素质、对新闻传播学

基础理论、专业技能及相关专业知识的掌握程度，以及运用所学新闻传播学理论和知

识分析新闻传播现象、开展新闻舆论工作、进行新闻宣传报道的业务能力。

二、考试方式和时限

考试方式为闭卷笔试。考试时限为 120 分钟。

三、试卷分值和试题类型

试卷满分为 100 分。试题类型为客观性试题和主观性试题。

四、测查内容

主要包括传播学原理、新闻理论和新闻实务。具体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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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传播学原理

主要测查考生对传播学基本知识和主要理论的掌握程度，以及运用传播学相关知

识和理论开展军事新闻传播工作的能力。

第一章 人类传播活动的历史与发展

一、从动物传播到人类传播

动物社会传播现象；动物社会传播的局限性；劳动创造了人类语言；人类语言的

特性。

二、人类传播的发展进程

口语传播阶段；文字传播阶段；印刷传播阶段；电子传播阶段。

三、信息社会与信息传播

传播媒介的进化与社会发展；信息爆炸与信息社会；高度信息化社会的到来。

第二章 传播模式与传播要素

一、传播模式

线性模式；循环模式；符号；编码解码。

二、传播要素

传播者；受传者；讯息；媒介；反馈。

第三章 人内传播与人际传播

一、人内传播

人内传播的定义；人内传播的特征；自我互动理论、内省式思考、基模。

二、人际传播

人际传播的定义；人际传播的特征；人际传播的社会功能。

第四章 群体传播与组织传播

一、群体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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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的概念和本质特征；群体对个体成员的意义；群体压力与趋同心理；群体传

播的概念和特点；集合行为中的特殊传播机制；集合行为中的信息流特点。

二、组织传播

组织的概念和结构特点；组织传播的概念和特点；组织传播的功能；组织内传播

的过程与机制；组织外传播及其形态；群体传播与组织传播的区别与联系。

第五章 大众传播

一、大众传播的概念和特点

大众传播的定义；大众传播的特点。

二、大众传播的社会功能

传播信息功能；环境监测功能；社会协调功能；文化传递功能；娱乐功能。

三、大众传播的社会影响

拟态环境理论；把关人理论；大众传播的正面影响；大众传播的负面影响。

第六章 受众

一、受众

受众的概念；受众的特点；作为社会群体成员的受众；作为市场的受众；作为权

利主体的受众。

二、大众与分众

大众的概念；大众的主要特点；大众社会理论发展；分众的概念和核心内容。

三、“使用与满足”理论

“使用与满足”理论的内涵；“使用与满足”理论的意义与局限。

四、受众商品理论

斯迈思；异化；二次售卖；数字劳工。

第七章 传播效果

一、传播效果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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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效果的三个层面；传播效果的类型。

二、传播效果研究的历史与发展

“子弹论”的基本理论内涵及其产生与发展的简要过程；“传播流”研究的基本

结论；“有限效果论”的基本理论内涵；两级传播理论。

三、传播效果的产生过程与制约因素

传播主体与传播效果；传播技巧与传播效果；传播对象与传播效果。

第八章 大众传播的主要理论

一、“议程设置功能”理论

“议程设置功能”理论的基本内涵；“议程设置功能”理论的主要意义；“议程设

置功能”理论存在的问题；网络传播中议程设置的新特点新趋势。

二、“沉默的螺旋”理论

“沉默的螺旋”理论的基本内涵；“沉默的螺旋”理论假设和关键概念；“沉默的

螺旋”理论的意义；“沉默的螺旋”理论的缺陷；“沉默的螺旋”理论在社交媒体时代

的发展。

三、“意见领袖”理论

“意见领袖”的基本观点；“意见领袖”理论的现实意义。

四、“培养”理论

“培养”理论的基本观点；“培养”理论的现实意义。

五、“知沟”理论

“知沟”理论及其反命题；“知沟”理论的意义。

六、新闻框架理论

框架的定义；媒介框架、新闻框架的概念；框架效果与受众框架。

七、“第三人效果”理论

“第三人效果”的基本内涵；“第三人效果”产生的制约因素；“第三人效果”理

论的意义。

八、媒介环境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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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的偏向；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媒介事件；娱乐至死；信息茧房。

九、创新扩散理论

信息流；多级传播；创新扩散的四个环节；创新扩散的五个步骤。

十、文化工业理论

文化工业；文化产业；文化工业理论的主要内容；阿多诺；法兰克福学派；文化

工业的特征。

第九章 国际传播

一、国际传播的定义及要素

国际传播；全球传播；跨文化传播；国际传播的主体；国际传播的控制；国际传

播的渠道；国际传播的受众；强势语境与弱势语境。

二、国际传播的理论范式

技术决定论；信息自由流通理论；传媒依附理论；传播世界化理论；数字神话理

论；跨国公共领域理论。

三、国际传播的重要课题

信息主权；媒介/文化帝国主义；国家形象；自塑他塑；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国际

话语权；讲好中国故事。

第二篇 新闻理论

主要测查考生对新闻活动的基本原理、新闻工作的基本原则和新闻舆论的基本知

识等的掌握程度和调查研究、综合分析等能力，以及运用新闻理论和相关知识观察分

析新闻宣传实践中所遇问题的能力。

第一章 新闻与新闻活动

一、新闻

新闻的定义；新闻的基本要素；新闻的基本特点；新闻的本源。

二、新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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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活动的基本内涵；新闻活动的产生与发展；新闻活动的作用；新闻活动的渠

道。

三、新闻与信息

信息的定义与特点；新闻与信息的关系。

四、新闻与宣传

宣传的定义与特点；宣传的功能；宣传的要素；新闻与宣传的关系。

第二章 新闻选择

一、新闻价值

新闻价值的定义；新闻价值的要素；新闻价值的实现过程；新闻价值取向。

二、宣传价值

宣传价值的定义；宣传价值的要素。

三、新闻选择

新闻选择的标准；新闻选择的意义；新闻选择的程序；新闻选择过程中的常见错

误。

第三章 新闻媒介

一、新闻媒介的定义与特征

新闻媒介的定义；新闻媒介的共性、特性与个性；印刷媒介的分类及特点；电子

媒介的分类及特点；网络媒体的形态及特点；社交媒体的特点。

二、新闻媒介的基本功能

传播新闻；监督环境；联系社会；传承文化。

三、新闻媒介的正负效应

新闻媒介对社会的正面影响；新闻媒介对社会的负面影响。

四、新闻媒介体制

新闻自由理论；社会责任论；发展新闻学；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党报理论；世界

主要国家的新闻媒介体制；我国的新闻媒介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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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媒体融合与新媒体

媒介融合；媒体融合；融媒体；全媒体；新媒体；数字媒体；社交媒体；媒介融

合的形态；媒体融合战略；六度分割理论；微视频；机器人新闻。

第四章 中外新闻史

一、中国新闻史

古代报纸的出现、露布、进奏院状、邸报、京报；外国传教士来华办报、《万国

公报》、《申报》；国人办报、译报、《中外纪闻》《时务报》《资政新篇》《循环日报》《苏

报》、苏报案、《大清报律》《大公报》、邵飘萍、黄远生、戈公振、癸丑报灾；北京大

学新闻研究会、陈独秀与《新青年》、李大钊、《每周评论》、成舍我、范长江、邹韬

奋、斯诺与《西行漫记》、毛泽东与《湘江评论》；《向导》、《热血日报》、《红色中华》、

红中社、《解放日报》、新华广播电台、《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反“客里空”运

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讲话》。

二、外国新闻史

古罗马《每日纪闻》、新闻信、三社四边协定、威尼斯手抄小报；弥尔顿及出版

自由思想、星法院、路透社、《泰晤士报》、《太阳报》、英国广播公司；《人民之友报》、

哈瓦斯通讯社、法新社；古登堡印刷术、《莱茵报》、《新莱茵报》、沃尔夫通讯社；廉

价报刊；普利策、赫斯特、黄色新闻、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美国之音、曾格案、大众

化报纸、《纽约时报》。

第五章 新闻事业的产生与发展

一、新闻事业的性质

新闻事业的意识形态属性；新闻事业的产业属性；新闻事业的大众文化属性。

二、新闻事业的变迁历程

新闻事业的诞生；新闻事业的变迁；报业集团。

三、新闻事业发展的基本规律

新闻事业与社会生产方式和经济发展水平同步并受其制约；新闻事业受到社会制



本大纲内容版权归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所有

未经书面协议授权不得违法转载或使用

— 8 —

本大纲内容版权归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所有

未经书面协议授权不得违法转载或使用

度的刚性控制；传播技术的进步促动新闻事业的发展；受众需求是新闻事业发展的原

始动力。

第六章 新闻事业的党性原则

一、我国新闻事业的作用和任务

我国新闻事业的基本作用；我国新闻事业的主要任务。

二、新闻工作党性原则的科学内涵

党性与阶级性；党性原则的基本内涵；党性与人民性的关系。

三、新闻事业党性原则的基本要求

在思想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组织上同

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第七章 新闻舆论

一、舆论的定义

舆论的定义；舆论的形态；新闻与舆论的关系。

二、舆论的功能与作用

舆论的功能；舆论功能的表达方式；舆论的作用。

三、舆论的要素

舆论的外部要素；舆论的内部要素。

四、舆论的形成与发展

舆论产生的原因；舆论形成的机制；舆论形成的过程；舆论的存在形态；当代社

会舆论发展的总体特征。

五、网络舆论

网络舆情；舆情监测；舆情分析；网络谣言；网络暴力。

六、舆论引导与舆论监督

舆论引导的内涵及其意义；舆论引导的方式及其创新；舆论监督的内涵；舆论监

督与舆论引导相辅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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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新闻实务

主要测查考生对新闻采访、新闻写作、新闻编辑、新闻摄影和融合新闻等基础知

识的掌握程度，以及运用新闻实务知识开展实际工作的能力。

第一章 新闻采访

一、新闻采访基础理论

新闻采访的定义；新闻采访的基本任务；新闻敏感与抓问题；新闻采访作风。

二、新闻采访的方式和程序

新闻采访的方式；新闻采访的程序。

三、新闻采访的信息记录与整理

新闻采访的记录；新闻采访的内容整理及主要方法。

四、新闻采访要注意的问题

新闻线索的甄选；采访内容的调整；采访问题的设计；采访对象和采访地点的选

择；不准确不真实内容的避免。

第二章 新闻写作

一、新闻写作基础理论

新闻写作的基本原则；新闻写作的基本要求；军事新闻写作的特殊要求。

二、主要新闻体裁的写作

（一）消息写作

消息的定义；消息的体裁特征；消息的构成；消息的结构；消息的分类；消息的

写作要求；消息语言的运用要则；动态消息的写作；综合消息的写作；经验消息的写

作；人物消息的写作。

（二）通讯写作

通讯的定义；通讯的体裁特征；通讯的构成；通讯的结构；通讯的分类；事件通

讯的定义、特点及写作；人物通讯的定义、特点及写作；工作通讯的定义、特点及写

作；风貌通讯的定义、特点及写作；通讯文体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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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闻评论

新闻评论的定义；新闻评论的论点；新闻评论的论据；新闻评论的论证；社论的

定义及特点；短评的定义、特点及写作；编者按的定义、分类、特点及写作。

第三章 新闻编辑

一、新闻稿件的选择和修改

选择新闻稿件的必要性；选择新闻稿件的意义；新闻稿件的用途；选择新闻稿件

的原则；选择新闻稿件的标准；选择新闻稿件的注意事项；修改新闻稿件的意义；修

改新闻稿件的主要方法；修改新闻稿件的步骤和需要注意的问题。

二、新闻标题的制作

新闻标题的概念；新闻标题的作用；新闻标题的种类和结构；新闻标题的制作原

则；新闻标题的拟制思路。

三、新闻图片的编辑

新闻图片的概念；新闻图片在报刊上的运用方式；新闻图片的作用；报刊新闻图

片编辑流程；新闻图片说明文字的写作要求。

四、新闻稿件的组合

同题新闻稿件的组合方式；单篇新闻稿件相关内容的补充方式；组合新闻稿件的

要求。

五、新闻报道策划

新闻报道策划的概念；新闻报道策划的意义；新闻报道策划的主要类型；新闻报

道策划的对象；新闻报道策划的选题来源；新闻报道策划的选题要求；拟制新闻报道

策划方案。

第四章 新闻摄影

一、新闻摄影的特点和要求

新闻摄影的定义；新闻摄影的特点。

二、新闻摄影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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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摄影采访的特点；新闻摄影采访主题的确立；新闻摄影采访拍摄的手法。

三、新闻摄影报道

新闻摄影报道的主要样式；图片新闻的定义；图片新闻说明文字写作的方法；专

题摄影报道的定义；专题摄影报道文字说明的组成。

四、新闻摄影新技术

无人机摄影报道的主要方法；手机摄影报道的主要方法。

第五章 广播电视新闻

一、广播新闻

（一）广播媒体

广播媒体的传播特点；广播媒体的传播功能；广播媒体的发展趋势。

（二）广播报道策划

广播报道策划的原则；广播报道的策划方式。

（三）广播报道的采写与编辑

广播采访的特点；广播采访的方式；广播稿写作要求；广播消息稿的写作要求；

广播新闻节目的类型；广播节目编排技巧。

二、电视新闻

（一）电视报道

电视的传播特性；电视新闻节目的报道形式；新技术条件下电视新闻报道新趋势。

（二）电视报道策划

电视报道策划的概念；电视报道策划的特点；电视报道策划的基本原则；电视报

道策划的工作流程；电视报道策划的常用方法。

（三）电视新闻采访

电视新闻采访的概念与内涵；电视新闻采访的基本特点与要求；电视新闻采访的

主要方法和技巧。

（四）电视新闻编辑

电视新闻编辑的概念与内涵；电视新闻编辑的主要依据与业务流程；电视新闻编

辑的主要技巧和方法。



本大纲内容版权归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所有

未经书面协议授权不得违法转载或使用

— 12 —

本大纲内容版权归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所有

未经书面协议授权不得违法转载或使用

第六章 融合新闻生产

一、融合新闻

融合新闻的概念；融合新闻的特点；融合新闻思维；融合新闻策划；融合新闻叙

事。

二、融合新闻的制作

（一）网络新闻专题的制作

网络新闻专题的类型；网络新闻专题的选题策划；网络新闻专题的结构设计；网

络新闻专题中的互动设计。

（二）数据新闻的制作

数据新闻的特征；数据可视化；图表新闻；可视分析；数据收集整理和清洗；数

据新闻制作工具；数据新闻制作流程。

（三）H5 新闻的制作

H5 新闻的类型；H5 新闻的优势；H5 新闻的缺陷；H5 新闻的设计策略；H5 新

闻的制作工具。

（四）移动新闻直播的组织与实施

移动新闻直播的分类；慢直播；移动新闻直播的特点；移动新闻直播的缺陷；移

动新闻直播的实施流程。

三、融合新闻的发展

智能新闻生产；融合新闻伦理；融合新闻未来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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