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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文化二级学科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0501Z3） 

一、学科简介 

媒介文化是 20世纪 90年代后期迅速发展起来的前沿学科，其概念的提出遵循文化分类

原则，强调文化的媒介呈现方式，以文化视角分析媒介系统，关注媒介自身发展规律以及媒

介受众素养等问题。简言之，媒介文化就是对媒介叙述及其传播中的文化现象进行综合性研

究的一门学科。 

“媒介文化”是吉林师范大学根据传媒发展变革的迫切需要重点建设的新设学科。其传

媒学院建有吉林省社会科学重点领域研究基地“现代传媒研究基地”，现为吉林省创意文化

产业人才继续教育基地、吉林省传媒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全国出版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理事

单位、吉林省传媒学会常务理事单位、吉林省传播学会常务理事单位、世界华文创意写作协

会常务理事单位、国家级大学生文学实践教育基地、全国艺术美育教学实验基地等。 

学院立足新闻传播学、汉语言文学、艺术学、信息技术学等学科的交叉优势，借助先进

的实验环境，依托坚实的智力和技术资源，形成现代媒介文化研究的优势。 

本学科拥有教授 4人，副教授 6人、讲师 3人。教师中具有博士学位 6人、硕士学位 8

人。教师队伍实力坚实，职称结构、年龄结构、学历结构较为合理。 

二、培养目标 

培养具有国际视野与在地思维，具有文化与专业知识驾驭力，具有创造力与审美表达力，

具有互联网思维和社会责任感，能够从事媒介文化的研究、教学、管理与经营的高层次复合

型传媒人才。 

具体要求： 

1.具有正确的政治方向，具有人文关怀与公民责任，具有道德思辨与践行能力，具有身

心健康管理的能力，具有国际视野与在地思维，能够适应社会经济、文化发展。 

2.掌握新闻传播学、影视文化学、文化研究、新媒体等背景性、专业性知识，了解社会、

经济、文化发展动态。 

3.掌握媒介文化的学术历史、前沿动态及发展方向，熟悉数字化和媒介融合语境下的传

媒知识体系，了解媒介变革现状和趋势，具有创新思维和审美表达力能力，能够独立从事媒

介文化研究、教学、管理、营销等实践。 

4.了解当下媒介文化产品类型、市场和制作流程,熟悉的常用数字化媒介的功能及其终

端的基本操作方法。 

5.较为熟练地掌握一门外国语。 

三、研究方向 

1.新媒体与创意文化 

2.大数据与融合新闻 

3.影视艺术与文化产业 

四、学制与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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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学制为 3年，最长修业年限为 5年。 

实行学分制，总学分不低于 36学分，其中课程学习不低于 32学分，其它必修环节为 4

学分。 

五、培养方式 

1.研究生培养以课程学习和基于实践的科学研究为主。注重课程学习、科研活动、学位

论文写作与对现实媒介文化现象研究充分融合，培养过程以实现知识、思维与能力“三个建

构”并重。  

2.强化专业文献和传媒文本的阅读研究。通过课程学习和课程考查、阅读报告等方式落

实必读书目的阅读。通过基于传媒现象的研究报告、论文写作、交流研讨落实传媒文本的阅

读。以写带读，以写促观。 

3.采用导师个人指导与导师组集体培养相结合的培养方式。导师指导研究生培养全过

程，负责制定研究生培养计划，指导科学研究、学位论文，并对研究生的思想品德、学术道

德有引领、示范作用及监督职责。注重发挥导师组集体智慧，拓宽研究生学术视野，提高研

究生培养质量。 

六、课程学习 

1.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备注 

公共 

基础课 

0000001101 马克思主义理论课 60 3 1 必修 

（7 学分） 0000001102 ★外国语课 80 4 1、2 

学科 

基础课 

0501001211 ★新闻理论前沿 60 3 1 

必修 

一级学科课程 

（9 学分） 

0501001212 传播学研究方法 40 2 1 

0501001213 ★媒介文化理论 40 2 2 

0501001214 影视理论史 40 2 2 

专业 

主干课 

0501Z31301 传媒制度与传媒政策 40 2 1 

必修 

（10 学分） 

0501Z31302 创意写作理论与实践 60 3 1 

0501Z31303 ★媒介批评理论与实践 60 3 2 

0501Z31304 舆情与媒介管理 40 2 2 

发展 

方向课 

0501Z31401 新新闻产品案例研究与实践 40 2 3 

选修 

要求每位 

研究生修 

满 6 学分 

0501Z31402 流行影视文化研究 40 2 3 

0501Z31403 中西思想文化专题 40 2 3 

0501Z31404 新媒体文化现象研究 40 2 3 

0501Z31405 中外文学经典 40 2 3 

0501Z31406 传播统计学 40 2 3 

说明：标“★”课程为闭卷考试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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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个人学习计划 

导师根据学生特点、学科基础程度、职业发展方向等因素，指导每个硕士生制定个性化

的学习计划，包括补修本科阶段的相关课程，补修课程不计学分。个人学习计划须在新生入

学三个月内完成，并提交培养单位及研究生部备案。 

3.教学方式和考核方式 

教学方式：采用讲授与研讨相结合，注重独立学习能力的养成，强调自主学习，导师启

发学生深入思考和正确判断，培养学生独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考核方式：课程学习必须通过考核，成绩合格方可获得学分。课程考核分为考试和考查

两种方式，学科基础课、专业主干课为考试课，发展方向课为考查课。考试课分为开卷、闭

卷两种形式，成绩采用百分制记录；考查课采取读书报告、实验报告、调查报告、论文等多

种方式进行过程考核，成绩采用等级制。 

七、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是对研究生进行科学研究的全面训练、培养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发现、分析和解

决问题能力的重要环节，也是衡量研究生能否获得学位的重要依据。学位论文一般包括：个

人研究计划、开题报告和论文撰写、检测、评阅与答辩等。 

1.个人研究计划 

研究生应在导师指导下，尽早确定论文选题范围，尽快开展论文研究。个人研究计划应

在第二学期内完成，并提交各培养单位备案。 

2.论文开题报告 

研究生开题报告应在第四学期内完成。开题报告时间与论文通讯评阅时间间隔不少于 8

个月。开题报告须公开进行。 

3.论文检测、评阅与答辩 

研究生第五学期开始撰写毕业论文，第六学期进行学位申请和论文检测、评阅与答辩。

研究生学位论文须经导师同意，并经专家评阅认定合格后，方可进行答辩。具体要求详见《吉

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要求研究生在学期间在省级以上刊物公开发表 1 篇与

硕士学位论文内容密切相关的学术论文。 

八、其它必修环节 

1.文献阅读 

研究生在学期间应在导师指导下积极开展文献阅读，并按要求提交经典文献阅读报告和

参与报告研讨，达到导师规定的文献阅读要求，计 2 学分。 

2.学术活动 

研究生在学期间应积极参加学术活动，进行学术交流。要求研究生在学期间至少参加完

成 5次学术交流活动，计 2学分。 

3.实践活动 

鼓励本专业研究生积极参加文化实践和社会调研、考查等实践活动，不计学分。 

九、本培养方案自 2015级研究生开始实施。 

附录：主要参考书目和经典文献 

[1][美]尼克·布朗, 丁亚琼译:《电影理论史评》,中国电影出版社，1994. 

[2][法]乔治·萨杜尔，徐昭、胡承伟译:《世界电影史》,中国电影出版社，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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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彭吉象：《影视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4][美]比尔·科瓦奇、汤姆·罗森斯蒂尔, 陆佳怡、孙志刚译:《真相(信息超载时代如何知道该相信

什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5][美]比尔·科瓦奇、汤姆·罗森斯蒂尔, 刘海龙译：《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新闻从业者须知和公

众的期待》,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6][英]库兰, 杨击译：《大众媒介与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7][英]泰勒、威利斯：《媒介研究：文本、机构与受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8][美]阿瑟·阿萨·伯杰：《媒介研究技巧》,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9][美] 尼克.史蒂文森：《认识媒介文化》, 商务印书馆，2001. 

[10]刘捷明：《媒介批评通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11]谢静：《美国的新闻媒介批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12]陈龙：《传媒文化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13]陈龙：《媒介文化通论》，江苏教育出版社,2011. 

[14][美] 阿瑟·阿萨·伯格, 李德刚等译：《媒介分析技巧》, 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 

[15][加] 柯林·霍斯金斯, 支庭荣、吴非译：《媒介经济学》, 暨南大学出版社，2013. 

[16][英] 斯特里纳蒂, 阎嘉译：《通俗文化理论导论》, 商务印书馆，2001. 

[17][美] 道格拉斯·凯尔纳, 支庭荣、吴非译：《媒体文化》, 商务印书馆，2005. 

[18][美] 詹姆斯·罗尔：《媒介、传播、文化:一个全球性的途径》, 商务印书馆，2012. 

[19][英] 巴纳德, 常宁生译：《理解视觉文化的方法》, 商务印书馆，2005. 

[20][美] 亨利·詹金斯：《理解视觉文化的方法》, 商务印书馆，2012. 

[21][美] 阿雷恩·鲍尔德温，陶东风译：《文化研究导论》,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22] 陆扬、王毅：《文化研究导论》,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23] 罗钢、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2000. 

[24] 俞吾金：《意识形态论》, 人民出版社,2009. 

[25] 吴飞：《新闻专业主义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26][美]比尔·弗兰克斯，黄海、车皓阳译：《驾驭大数据》, 人民邮电出版社，2013. 

[27][美]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盛杨燕、周涛译：《大数据时代》, 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 

[28]郑琳：《首席舆情官》,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 

[29] [丹]延森，盛杨燕、刘群译：《媒介融合：网络传播、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三重维度》, 复旦大 

学出版社，2012. 

[30] [德]齐美尔，费勇译：《时尚的哲学》, 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