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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学位授权点建设年度报告

学位授权点名称： 新闻与传播

学位授权点代码： 0552

学位授予层次： 博士 □ 硕士 ☑

学位授予类型： 学术学位 □ 专业学位 ☑



一、本年度研究生教育总体概况

新闻传播学科是复旦大学的优势学科和重点支持发展

学科。2007 年获批为全国一级学科重点学科，同时拥有新

闻学、传播学两个国家重点学科。2015 年新闻传播学科进

入上海市重点支持的高峰学科行列。

2021 年，新闻学院引进校聘、院聘教授 3 人，专硕导

师队伍扩大至 55 人，其中教授 29 人，副教授 26 人,90%以

上拥有博士学位。专硕导师队伍中，曾任或现任国务院新

闻传播学科评议组召集人、教育部新闻传播学教指委主任 3

人，文科资深教授 1 人，国家级学者等人才计划 7 人，中

宣部“四个一批”人才 4 人，宝钢优秀教师奖获得者 5 人。

同时，学院还聘请了 54 名新闻传播业界专家，担任专硕的

业界导师。学院为专业硕士生配有 8 名思政教师，加强对

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和生活关怀。

本院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点成立于 2010 年，是国内首

批新闻与传播专硕点，现有新闻与传播（综合新闻）、财经

新闻、新媒体传播、国际新闻传播、传播与媒介（国际双

学位）5 个方向。本年度，本专硕点共招收学生 92 人，在

读学生 249 人，授予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学位 89 人，就业

86 人（不含留学生、港澳台生）。

二、年度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与改进措施



1.本年度生源质量情况分析及改进思路、措施

本年度招生采取推免与统招相结合的方式，推免方式

招生 72 人，统考方式招生 20 人，生源质量良好，大部分

来自国内一流高校，生源优质。未来会进一步加大招生宣

传力度，通过系列线上宣讲与交流吸引优质生源。严格落

实招生流程，保障招生的公平公正。

2.本年度培养质量情况分析及改进思路、措施

本年度专硕人才培养质量进一步明确了主流化、数字

化、国际化的人才培养理念，在方向设置上，审时度势，

不断激活方向特色亮点、创新培养模式、引进优质师资、

完善管理流程，整体提升新闻传播专业研究生的培养质量。

未来继续以人才培养为中心，并在如下方面改进：（1）加

强导师在学生培养质量过程中的作用。强化师德师风，落

实研究生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第一责任人要求。将导师指导

研究生毕业论文情况纳入学院年终绩效考核体系。发挥业

界导师效能，使“双导师制”的功效最大化。（2）打磨课

程体系，提升学生实践能力。按照“思想+知识+能力+技术”

框架进行课程体系再造，形成政治素质与专业素质并重、

学理培育与技能训练结合，具有显著主流化、数字化、国

际化和实务性特色的课程群，推动产学研联动发展。（3）

不断优化师资队伍，提升师资力量。立足于人才发展的需

求，本专业学位点不断优化师资队伍结构，引进优质师资，



并借力国际与业界，为育人提供坚实支撑。

3. 学位论文抽检情况分析及改进思路、措施



封信笺传师道——叶春华与学生书信选》。通过深入挖掘校

史、院史、学科史中的红色文化资源和师德楷模，大力推

进学院文化建设与传承，形成了浓厚的主流文化氛围和良

好的师德师风学风。

3.主抓教学团队建设，提升课程育人效能。以教学团

队建设为抓手，发挥师资聚合优势，提升课程品质与育人

效能。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学团队荣获教育部课程思政教

学名师和教学团队，新闻实务教学团队获得复旦大学“钟

扬式”优秀教学团队。

4.构建专业实践、特色实践、国际实践一体化的实践

育人框架，保障实践育人成效，推动多元化实践产品落地。

借力学院资源、学校资源、业界资源与国际资源，设置实

践必修环节，打造“记录中国”“新闻前线”等特色实践项

目，提供一流媒体及海外实习实践机会，切实增强了学生

的“脚力、眼力、脑力、笔力”。

5. 创办“世界与中国”高端论坛，提升国际交流

合作品质。创办“世界与中国”全球讲堂系列高端论坛，

形成覆盖多个国家的科研合作网络。开展了以“文化中国”

“创新中国”为主题的留学生实践体验活动，使其成为新

时代讲好中国故事的使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