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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学辅修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2022 级）

一、培养目标

培养既熟练掌握外语、又精通国际新闻业务的复合型人才，为国内外报

刊、通讯社、广播电台、电视台、网络媒体等新闻单位提供高端国际传播专

门人才(包括驻外记者)，能独立运用外国语从事国际新闻采访、写作、编辑

及翻译以及与国际新闻与传播相关的工作。

二、培养要求

具有国际视野和社会责任感，掌握国际新闻与传播基本理论，具备中英文采

写能力，掌握广播电视和新媒体制作基础能力，具有一定的调查研究能力和综合

实践能力，涉猎国际关系学、政治学、法学等学科的相关知识，并能够不断地进

行知识更新和完善。

三、教学特色:

依托上外新闻传播学院的媒介合作资源，优秀学生能获得前往新华社、彭湃

新闻、东方网等京沪媒体实习的机会。依托上外新闻传播学院的人才培养实战平

台，优秀学生能获得参与“松江融媒体客户端英语频道新闻采写”、“上海外宣短

视频英译”、“优秀影视片英语译制”等实战项目的机会。同时，依托学校智库，

优秀多语种学生能获得参与上外中国国际舆情研究中心的高端国际舆情分析学

术实践机会。

上外新闻传播学院侧重“多语种+”新闻传播人才培养，设有多语种新闻传

播硕士班和全球传播博士班，参加新闻辅修专业学习有着进一步深造的上升空

间。新闻辅修专业培养引进优势业界资源、外教资源，专业高端讲座。

四、学制

新闻学辅修专业学制为 2-3 年。

五、证书及学分要求

第一阶段为期两年，学习对象为所有参加新闻学辅修专业学习的学生，

需修满 32 学分，完成后获辅修专业证书。第二阶段为期一年，需修满 16 学

分，学习对象为完成前两年辅修专业课程学习的本校学生。共修满 48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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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三年平均绩点达到 2.00 及以上，学位论文合格、已获得主修专业对应

学位，同时符合其他学位授予条件，通过学位审核后，可获得辅修学士学位

证书。

颁发辅修证书和辅修学士学位证书的条件和具体办法按《上海外国语大

学辅修学士学位授予工作实施办法（试行）》、《上海外国语大学辅修专业

管理办法（试行）》执行。

六、招生信息

1. 招生对象为松江大学园区高校本科在校完成一年级基础课程的非新闻传

播类专业的学生。

2. 信息查询：教学计划、相关管理条例及招生录取工作可查询上海外国语

大

学教务处网站（网址：http://www.newoaa.shisu.edu.cn/）“辅修专栏”。

3．招生人数：40-150 人。

4. 招生咨询：微信号 GJN20020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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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学辅修专业教学计划

（2022 级）

阶

段

序

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第

一

阶

段

1 国际新闻概论 2 30 3

2 英语新闻作品分析 2 30 3

3 新闻采访与写作 4 60 4

4 国际新闻编辑与制作 2 30 3

5 国际新闻编译 2 30 3

6 初级英语新闻采访与写作 4 60 4

7 国际问题前沿 2 30 3

8 广播电视与新媒体节目制作 2 30 3

9 高级英语新闻采访与写作 4 60 4

10 国际传播 2 30 3

11 新闻道德与法规 2 30 3

12 专业实习 4 60 4

第

二

阶

段

13 综合实践（一） 4 60 4

14 媒介调查 4 60 4

15 综合实践（二） 4 60 4

16 学位论文 4 60 4

合计 48 720      

1. 1学分对应15学时,2学分课程总学时为30学时,每周3学时,共授课 10周；

4学分课程总学时为 60 学时,每周 4学时,共授课 15 周。

2. 授课地点：上海外国语大学松江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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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简介

课程名称： 《国际新闻概论》

学时学分： 2学分，30 学时

课程简介： 本课程将着重讲述国际新闻的概念和基本原则，介绍国际新闻传播

的相关知识以及新闻传播的运动过程及其规律。 本课程还将我国国

际新闻事业的发展历程，探讨全球化和信息化社会变革背景下的中

外国际新闻媒体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在讲课过程中，重点突出国际

新闻理论与新闻实践的有机结合，并重点介绍国内外国际新闻业界

和学界的最新动态和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和趋势对同学作为一名“全

球国际新闻人”提出的新要求和挑战以及由此带来的新机会。本课

程希望不仅能帮助同学初步掌握国际新闻学的基本知识，也能为提

升学生的媒介素养和综合应变能力打下基础。

采用教材：自编教材

课程名称： 《英语新闻作品分析》

学时学分： 2学分，30 学时

课程简介： 本课程使用英文授课，通过分析英美报刊中的新闻报道，帮助学生

了解新闻报道的体裁、报道的结构、报道的重点以及新闻报道的语

言特点与风格等。该课程为基础课程，为学生进一步学习英文新闻

采访与写作奠定基础。

采用教材：英语报刊阅读教程，张健，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课程名称： 《新闻采访与写作》

学时学分： 4学分,60 学时

课程简介： 新闻采访写作课程是新闻学专业集合新闻采访与写作、通讯采访与

写作学于一体的课程。新闻采访，是新闻工作的主要组成部分，是

新闻写作的基础、前提和保证。新闻写作是新闻工作中采访的后一

道程序，也是新闻编辑的前一道程序，成为连接贯穿整个新闻工作

的重要环节。本课程的教学任务是：介绍新闻采访的技巧与要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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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消息和通讯的写作进行训练。

采用教材：新闻采访与写作，《新闻采访与写作》编写组，高等教育出版社

课程名称： 《国际新闻编译》

学时学分： 2学分，30 学时

课程简介： 本课程旨在指导学生在消化吸收新闻采集、新闻写作等基本理论与

知识的基础上，熟悉国际新闻编辑业务的特征、分析新闻语言的典

型现象、甄别国际新闻编辑中的常见问题并探讨相关对策，从而夯

实学生的理论素养和动手能力。主要教学内容包括：⑴国际新闻编

辑的原则与要求；⑵新闻标题的特点与编译；⑶英汉标题的比较与

互译；⑷新闻语句的简洁度与“新闻味”； ⑸国际新闻编辑典型错

误例析；⑹纸媒新闻 vs. 广电新闻：改写与编辑；⑺新闻稿件的修

改：改稿要求、环节与技巧；⑻新闻图片的选取和文字说明的编辑

与改写。

采用教材：新闻翻译教程（第二版），张健，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课程名称： 《国际新闻编辑与制作》

学时学分： 2学分，30 学时

课程简介： 国际新闻编辑与制作课程主要包括对国际新闻报道多种形式内容的

编辑与制作专业知识的讲授,以及实际制作能力的训练。教师将对学

生编辑制作国际新闻产品的全过程进行指导,具有准实战的学习效

果。

采用教材：自编教材

课程名称： 《初级英语新闻采访与写作》

学时学分： 4学分,60 学时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国际新闻专业的基础课。主要教授学生基本的新闻采访与

写作知识，该课程注重实践能力的培养，学生需要进行实地采访，

并使用英文写作新闻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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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教材： 新闻报道与写作(第十一版)，Melvin Mencher，清华大学出版社

课程名称： 《广播电视与新媒体节目制作》

学时学分： 2学分，30 学时

课程简介： 广播电视与新媒体节目制作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课程，主要教授节

目的策划、脚本的创作、视频和音频制作、流媒体制作等相关节目

制作技术和基本流程。教学方法为教师讲授与学生实际操作学习相

结合。学生在学习完本课程后能基本掌握广播电视与新媒体节目制

作实践的基本方法。

采用教材：自编教材

课程名称： 《国际问题前沿》

学时学分： 2学分，30 学时

课程简介： 《国际问题前沿》旨在帮助学生拓宽国际与跨文化视野，初步建立

国际关系认知框架，提高认知国际事务的敏感度,为学生在今后用国

际视野处理中国外宣工作打下一定基础。课程介绍国际关系理论的

基本流派，初步建立国际关系认知框架；梳理现当代国际关系发展

脉络；着重突出国际问题前沿板块内容。课程以本校教师讲课、外

请专家讲座、学生讨论和课堂报告、提交学习心得等几种方式进行。

采用教材： 自编教材

课程名称： 《高级英语新闻采访与写作》

学时学分： 4学分,60 学时

课程简介： 本课程重点训练学生英语特写写作能力，该课程是国际新闻专业的

重要实践课程之一。英语特写是常见于英文报纸杂志的一种主要文

体。与英语新闻相比，特写更加强调描写等写作技巧和原创性。因

此，特写写作对学生的英语语言能力要求较高。在这门课中，学生

将阅读评析大量优秀特写作品，并进行大量实践，学习并掌握如何

采写英语特写。经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将具备基本的英语特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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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与写作的能力。

采用教材：自编教材

课程名称： 《国际传播》

学时学分： 2学分，30 学时

课程简介： 本课程探讨国际媒体、国际信息流、国际文化、国际传播效果以及

全球媒体体系的现状、特征和相关的热点话题。本课程将突出传播

技术的发展对全球传播和国际媒体的影响。本课程还将采用比较研

究的视野来考察中外国际传播。为加强与国际媒体及国际学者的互

动，在可能的条件下聘请国际媒体驻沪记者和国际传播访问学者到

课堂进行讲座。

采用教材：国际传播学导论，郭可，复旦大学出版社

课程名称： 《新闻道德与法规》

学时学分： 2学分，30 学时

课程简介： 《新闻道德与法规》是国际新闻专业的重要理论课程之一。这门课

讲授我国新闻传播法纲要和我国新闻工作者的基本道德规范。在这

门课中，鼓励学生结合新闻实践，积极参与课堂讨论。学生将了解

并掌握我国新闻传播法律法规的基本纲要和经典案例。而且学生将

理解并掌握我国新闻工作的基本道德规范。通过这门课的学习，学

生将具备与新闻职业有关的基本法律知识和道德观念。

采用教材： 中国新闻传播法教程（第六版），魏永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课程名称： 《媒介调查》

学时学分： 4学分,60 学时

课程简介： 《媒介调查》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课程，主要在教师指导下聚焦对

象媒体，就其传播特点、运营方式、传播效果、市场表现等开展深

入调查研究，以加强对媒介运作和传媒生态的认识。

采用教材： 自编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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