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与传播学院
硕士研究生培养工作简介



        新闻与传播学院经历了新闻系、新闻与外语学院、传媒与艺术学院以及与国际教育学院的合并

发展沿革，2022年6月改名为新闻与传播学院。1985年学院在全国高等院校中率先试办体育新闻方

向，1989年正式获批设置新闻学本科专业。学院下设新闻学、英语（体育英语方向）、汉语国际教

育三个本科专业，新闻传播学、新闻与传播、体育传播学3个硕士专业，在体育新闻、体育英语、

汉语国际教育等具有体育特色的复合应用型人才培养领域领跑。

        学院在学科建设方面始终走在国内体育高校前列，2006年获批新闻学硕士点，2014年获批新

闻与传播和艺术（广播电视）两个专业硕士授权点，2014年入选“上海市卓越新闻人才教育培养基

地”。2017年获批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硕士点，2022年设立体育传播学博士点二级学科方向。学

院拥有广播电视演播室、电视编辑实验室、视觉图像采编实验室、编播音主持教学实验室、媒介创

意实验室、全媒体新闻实验室等，是学校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学院在各层次

人才培养中注重实践和应用导向，牵头成立中国高等院校影视学会体育影视分会，是会长和秘书长

单位，是中国新闻史学会应用新闻传播学研究委员会常务理事单位、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体育新闻传

播分会副会长单位、中国元宇宙人才公益行动组委会常务理事单位，与新华社、人民日报、解放日

报、中国青年报、中国教育电视台、上海电视台、上海报业集团等国内知名传媒机构建立了合作关

系，中央电视台将学院作为播音主持后备人才选拔基地。

学院简介



        新闻与传播学院官方网站：http://xw.sus.edu.cn/；

        新闻与传播学院官方微信二维码：

        学院现有教师76名，其中教授14名，博士生导师12名，硕士生导师46名。先后荣获省部级科研

和教学成果奖一等奖3项、二等奖6项，指导学生获得全国行业类一等奖、二等奖100余项。学院挂

靠有奥林匹克学院、体育媒介与文化研究中心、体育节目主持人研究中心、数字智能媒体创新实验

中心，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项、重点项目3项、一般项目12项，教育部以及上海市社科基金

等省部项目62项，在各类核心期刊发表论文307篇。

        学院致力于德才兼备和体育新闻传播特色的复合-应用型人才培养，目前为各级新闻媒体、体

育机构和文化单位培养了2400余名优秀体育新闻、体育艺术和体育文化传播工作者。面向新时代，

学院将努力建设办学特色鲜明、人才培养成效显著、科研水平国内领先、对接行业充满活力的应用

-研究型学院，努力成为我国服务体育传媒产业和体育文化发展的重要基地。

学院简介



         遵循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培养掌握坚实的理论知识，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独立担负专门

技术工作的能力，创新意识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层次专业人才。具体要求：

        （一）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拥护社会主义，热爱祖国，热爱中华民族；学风端正、品德高尚，

遵纪守法；具有较强的事业心、责任感和严谨的科学研究态度，全心全意为国家建设服务。

        （二）掌握较全面、扎实的新闻传播学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了解体育新闻传播学学科发展的前

沿和动态，具备从事体育新闻传播实务工作的知识与技能，在新闻传播学学科及相关学科独立开展研

究工作。

        （三）熟练掌握一门外语，能阅读本学科的外文文献资料。

        （四）积极参加体育实践活动，身心健康。

招生专业、学习方式

培养目标及基本要求

招生专业 学位类型 学习方式 学制

新闻传播学 学术型学位 全日制 三年

体育传播学 学术型学位 全日制 三年

全日制 两年
新闻与传播 专业学位

非全日制 三年



         新闻传播学硕士：研究生课程分为学位课程、非学位课程和实践环节三大类。其中，学位课程

包括公共学位课程和专业学位课程。公共学位课程按国家规定设置，专业学位课程分为一级学科平

台课程和二级学科专业领域课程。非学位课程包括综合素养选修课程与专业素养选修课程两类。实

践环节为零课时课程，即研究生按实践环节要求提交学习成果，通过考核后获得学分，学校不单独

开课。硕士研究生毕业时至少应修满31学分，其中公共学位课程10学分、专业学位课程9学分、非

学位课程6学分、必修实践环节6学分。

         体育传播学硕士：研究生课程分为学位课程、非学位课程和实践环节三大类。其中，学位课程

包括公共学位课程和专业学位课程。公共学位课程按国家规定设置，专业学位课程分为一级学科平

台课程和二级学科专业领域课程。非学位课程包括综合素养选修课程与专业素养选修课程两类。实

践环节为零课时课程，即研究生按实践环节要求提交学习成果，通过考核后获得学分，学校不单独

开课。硕士研究生毕业时至少应修满31学分，其中公共学位课程10学分、专业学位课程9学分、非

学位课程6学分、必修实践环节6学分。

        新闻与传播专硕：硕士研究生课程分为公共学位课程、专业领域核心课程、综合素养选修课程、

专业素养选修课程和实践环节。硕士研究生课程教学实行学分制，硕士研究生在申请学位论文答辩

前，至少按要求取得39学分。公共学位课程（含2门选修）不少于8学分，专业领域核心课程不少于

11学分，选修课14学分(包含综合素养选修课程2分、专业素养选修课程12分)，实践环节6学分。

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

培养方式与主要环节

         （一）新闻传播学硕士

        1.培养计划制定：新生在入学3个月内，在导师指导下制定个人培养计划。

        2.文献综述与开题报告：研究生应在导师的指导下，围绕预定研究领域进行文献的检索、阅读和

综述撰写。

        3.中期考核：硕士研究生应在开题后的下一学期结束时接受中期考核。

        4.社会服务：研究生在读期间，应围绕本人的学科专业，从事科技服务、教学服务、社区服务以

及其他被学校或导师认可的社会服务工作。

        5.学术交流与成果：研究生在读期间至少应选听30场（次）与所学学科专业相关的学术报告，获

得1项成果。

        6.学位论文基本要求：学位论文的研究内容原则上应与开题报告相符。学位论文应能表明作者已

扎实掌握了本学科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并对所研究的课题有新的见解，有从事科学研究或

独立担负专门工作的能力。



        7.论文预答辩：学位论文预答辩一般应在正式答辩前的2个月前完成。

        8.学术不端检测与盲审：所有通过预答辩的论文均需参加学术不端检测和盲审，学术不端检测和

盲审的结果按学校相关要求执行。

        9.正式答辩：学位论文的正式答辩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和《上海体育学院硕士学位授

予工作管理办法》的要求进行。

        （二）体育传播学硕士

        1.培养计划制定：新生在入学3个月内，在导师指导下制定个人培养计划。

        2.文献综述与开题报告：研究生应在导师的指导下，围绕预定研究领域进行文献的检索、阅读和

综述撰写。

        3.中期考核：硕士研究生应在开题后的下一学期结束时接受中期考核。

        4.社会服务：研究生在读期间，应围绕本人的学科专业，从事科技服务、教学服务、社区服务以

及其他被学校或导师认可的社会服务工作。

        5.学术交流与成果：研究生在读期间至少应选听30场（次）与所学学科专业相关的学术报告，获

得1项成果。

         （三）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

        1.培养计划制定：新生在入学1个月内，在导师指导下制定个人培养计划。

        2.文献综述与开题报告：研究生应在导师的指导下，围绕预定研究领域进行文献的检索、阅读和

综述撰写。

        3.中期考核：硕士研究生应在开题后的下一学期结束时接受中期考核。

        4.社会服务：研究生在读期间，应围绕本人的学科专业，从事科技服务、教学服务、社区服务以

及其他被学校或导师认可的社会服务工作。

        5.学术交流与成果：研究生在读期间至少应选听30场（次）与所学学科专业相关的学术报告，获

得1项成果。

        6.学位论文基本要求：学位论文的研究内容原则上应与开题报告相符。学位论文应能表明作者已

扎实掌握了本学科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并对所研究的课题有新的见解，有从事科学研究或

独立担负专门工作的能力。

        7.论文预答辩：学位论文预答辩一般应在正式答辩前的2个月前完成。

        8.学术不端检测与盲审：所有通过预答辩的论文均需参加学术不端检测和盲审，学术不端检测和

盲审的结果按学校相关要求执行。

        9.正式答辩：学位论文的正式答辩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和《上海体育学院硕士学位授

予工作管理办法》的要求进行。



        研究生在读期间，应围绕本人的学科专业，从事不少于30小时的社会服务工作，具体包括科技服

务、教学服务、社区服务以及其他被学校或导师认可的社会服务工作。研究生应如实记录社会服务工

作情况并经服务工作组织方或服务对象签字确认后，报学院审批。

        研究生在读期间，应围绕本人的学科专业，从事不少于30小时的社会服务工作，具体包括科技服

务、教学服务、社区服务以及其他被学校或导师认可的社会服务工作。研究生应如实记录社会服务工

作情况并经服务工作组织方或服务对象签字确认后，报学院审批。

        应届本科毕业生及未在新闻与传播行业工作满一年以上的非应届本科毕业生攻读本专业学位期

间，必须保证参加不少于三个月的实践教学；已在新闻与传播各行业工作满一年以上的非应届本科毕

业生攻读本专业学位期间，不必安排专门的实践教学，但应按实践教学的要求提交相关作品及其心得报

告。实践教学考核的依据是所在实习单位开出相关鉴定材料，及一份本人的实践教学报告。

       （一）新闻传播学硕士

       （二）体育传播学硕士

       （三）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

         本专业旨在培养具有现代传播理念与国际化视野、适应新媒体环境、全媒体变革以及体育事业发

展需要，熟练掌握多种新闻传播技能与方法的实践型、应用型高层次体育传媒人才。本专业发展定位为

体育传播领域的一流专业，新闻传播领域的特色专业。以“应用-复合-创新”为理念，培养一流体育

新闻传播人才，职业定位为国内外各级新闻媒体、体育文化传播机构、文化机构的体育新闻记者和体育

文化传播工作者。

         体育新闻传播与体育评论人才培养是我院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的特色和优势。为突出人才培养的应

用优势，我院在建设校内一流实践平台的同时，还积极开拓校外实习平台，打通学校教学与社会需求的

人才通道。与上海市多家单位建立校企合作关系，签约共建人才培养基地。以传统文化传播为特色的社

区服务项目“太极学堂”建设吸引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终身学习研究所专员王默等人的关注和考察；社

区健康师健康推广项目获得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多家主流媒体报道。2019年我院在张家口

崇礼高原训练基地举办的“冬奥项目高水解说特训营”取得了突出成效。33名研究生入选2022北京冬

奥会媒体志愿服务项目。

实践实习方式

培养特色



导师简介

         为了让学生在技能上能够做到“艺精手快”，在内涵上能够“行稳致远”，我们在理论上注重系

统化、规范化、创新化学术训练，在实践上致力于通过媒体实战和模拟训练，培养学生在体育新闻

写作、评论和体育解说等方面的核心技能。为优化生源质量和学源结构，我院每年整合国内外学术资

源，精心组建学界、业界知名专家组成的兼职教授团队，举办全国大学生体育影像节和开办体育传

播暑期学校，为来自全国各个省市自治区的优秀本科学员打造一流交流、学习平台。

         作为新中国体育新闻传播教育的开端，我院依托上海作为全球体育城市的丰富赛事资源，直接

对话世界顶级赛事和世界级运动员进行体育传播研究。先后成立了体育传媒实验中心和外国体育研究

中心。在专业人才培养上引入了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北京电影学院等著名学者和优势教学资

源，胡智锋、宋世雄、孙正平等知名专家被聘为兼职教授。与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上海

电视台、上海报业集团、咪咕视频、优酷视频等国内知名媒体合作。

         研究生自主性强，自身就业预期较高，慢就业学生占较高比例。毕业研究生选择事业单位的人数

明显，其他主要从事文化传播、教育培训、教育类工作，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分化，毕业

生兴趣爱好越来越广泛，价值观念也日趋多元化，再加上疫情的影响，就业大环境不稳定，绝大部分同

学优先选择稳定性好的工作。

毕业生就业去向

         新闻传播专业导师简介网站：https://xw.sus.edu.cn/szll/sdml.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