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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南大学网络与新媒体专业电子白皮书 
 

一、专业基本信息 

（一）专业定位 
 

以教育部“新文科”和“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 2.0 计划”为专业建设指导方

针，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重点突显“新闻传播素养+信息传播技术”特色，培养

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媒体深度融合和行业创新发展要求，具备宽广的人

文社会科学素养和精干的理工艺跨学科素养，系统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基本

原理和网络与新媒体的基础理论，具有全媒体新闻传播专业知识和多媒体技术应用能力，

拥有全球视野和跨文化传播能力，具备创业创新能力和可持续发展潜力，能够在新型主流

媒体、国际媒体平台、网络新媒体平台以及各级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从事全媒体策划与

运营管理、数字多媒体内容生产与创意管理、新媒体产品设计与创新应用、网络舆情监测

与舆论引导等专业工作，能够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的高素质、全媒化、复合型、

专家型网络与新媒体新闻传播人才。 

 
图 1：专业定位 

（二）培养目标 

 

以“推进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深度融合”的新闻传播人才需求为导向，以马克思主义

新闻观为指导，凸显“新传素养+信息技术”的“新文科”特色，培养服务于国家的宏观

战略的“一专多能”型全媒体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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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专业人才培养目标 

（1）具有优秀职业素质的专家型人才。具有宽广的人文社科知识，有强烈的社会责

任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坚持正确的政治导向，熟悉网络传

播伦理与法规，坚守职业道德、爱岗敬业，富有团队合作精神，心理承受能力和抗压能力

强，口头表达和人际沟通能力强，具有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性思维。 

（2）具有扎实专业能力的全媒型人才。能熟练运用专业理论和技能解决实际工作需

求，能从事全媒体策划与运营管理、数字多媒体内容生产与创意管理、新媒体产品设计与

创新应用、网络舆情监测与舆论引导等多项工作，有着厚实的知识积累、丰富的实践经验

和一定的创新能力。 

（3）具有宽广国际视野的高素质人才。适应互联网的开放互动、全球化特征，了解

国内外发展形势和热点需求，能运用网络与新媒体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

音，促进中外优秀文化交流互鉴。 

（4）具有快速应变能力的复合型人才。适应互联网快速变革、迭代发展的特征，能

够在多种行业、多类机构、多种媒体平台、多种岗位进行灵活调整，能承受媒体环境的快

速变化，及时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领域和岗位，有意愿和能力通过终身学习适应职业发

展。 

（5）具有一定领导才干的领军人才。在实践中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养成良好的管

理意识和自我管理能力，能承担或实际从事新媒体产品的组织、策划、协调、运营工作，

具备担任部门或单位领导的素质或潜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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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培养规格 

学制：4年 

 

授予学位：文学学士学位 

 

学分要求：总学分修满 160 学分，其中必修学分 115，基础教育选修学分 6，专业教育选

修学分 22，通识教育选修学分 9，剩余 8学分为学生任意选修学分。 

 

知识、能力与素质要求： 

（1）具备跨学科素养，有较为广博深厚的人文社科知识和理工艺等交叉学科知识，

严肃认真的科学精神、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及优秀全面的职业素质，了解国情社情民意，

熟悉网络传播伦理与法规，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2）系统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基本原理和网络与新媒体的基础理论，掌

握必备的社会科学基本研究方法，了解网络传播领域最新动态和发展趋势。 

（3）具有发散性思维、批判性思维以及创新思维，能够发现、分析和总结网络与新

媒体领域的新现象、新问题，能结合所学知识对新媒体事件和网络社会现象做出科学合理

的辨析、质疑和评论，能对新媒体作品进行有一定创见的评价。 

（4）具有分析、研究、解决复杂的网络传播理论、现象和问题的能力，能运用调查

研究和演绎、归纳工具，能对网络传播领域的新现象、新问题、新实践进行多学科综合分

析及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案。 

（5）能熟练使用信息采集设备、多媒体制作软件、数据挖掘软件、信息可视化软件、

舆情分析软件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和工具，从事融合新闻报道、新媒体产品设计、网络舆

情风险处置等网络传播实践活动，以及进行作品创作、社会调查、学术研究、成果展示等

创新创业活动。 

（6）具有较强的沟通表达能力，能够通过口头和文字表达方式与网络新媒体同行、

社会公众进行有效沟通，善于根据网络传播的不同情境、不同主体灵活处理一些棘手的问

题。 

（7）具有良好的团队合作能力，能够与团队成员和谐相处，能够胜任团队内部的不

同角色，并作为成员或领导者在团队活动中发挥自身独到的积极作用。 



4 
 

（8）具有国际视野和跨文化理解能力、传播能力。紧密跟踪国际动态，关注人类命

运共同体构建中全球面临的重大问题，理解和尊重不同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积极参与

国际交流与合作，做一个合格的人类优秀文化交流互鉴的传播者。 

（9）具有自我学习、自我管理能力和终身学习意识，能不断学习新的知识和技能，

灵活适应不断变革的社会需求，促进个人可持续发展。 

 

 

图 3：专业人才培养知识、能力与素养体系 

 

（四）课程体系 
 

以教育部推进现代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推动实施一流课程建设“双万计

划”为契机，以金课两性一度为建设标准，围绕网络与新媒体核心课程体系，逐步建立起

建一批国内领先的、具有开创性的、能够带动和辐射全国的网络与新媒体专业在线开放课

程群，涵盖线上课程、线下课程、混合课程、虚拟仿真课程、社会实践课程五类“金课”。 

 

专业课程体系总体框架： 

 



5 
 

 

图 4：专业课程体系总体框架图 

 

专业核心课程： 

传播学概论、网络传播概论、传播法规与伦理、媒介技术哲学、融合新闻学、新媒体

产品设计与项目管理（含实训）、网络舆情监测与研判、新媒体数据分析与应用（含实训）。 

在核心课程基础上，以“融合新闻”、“网络舆情与公共传播”、“新媒体产品”设置分

方向的专业选修课知识群，培养相关业务能力。 

 

图 5：专业业务课程体系 

 

实践教学： 

本专业实践学时达到总学时的 25%。网络与新媒体专业具有实践性强的特点，各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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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应以现有的“融合新闻知识群”“新媒体产品知识群”“网络舆情与公共传播知识群”

“技术进阶知识群”“创新创业知识群”为依托，开展教学实验、专业实习和社会实践，

延伸课程教学的效果，培养学生的实践意识，提高学生的实操能力。 

 
图 6：专业实践教学体系 

 

（五）师资队伍 

专业建设团队凝聚了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多个系的中青年骨干和教学科研精

英，形成了一支由中青年骨干教师组成的、具备跨学科背景、潜力巨大、配合默契的教学

科研团队。现有专任教师 18名，其中教授 6名，副教授 10名，讲师 2名。另配备实验和

教辅人员 3名。团队成员的年龄结构介于 30岁至 40岁之间，100%拥有博士学历，是一个

高素质的中青年骨干教师队伍。团队成员学科背景除了新闻传播学以外，还有社会心理

学、信息技术科学、思想政治教育等多学科人才。共承担省部级以上科研课题 31项，其

中国家重大项目 4项，国家级项目 10项。共发表学术论文 165篇，出版教材、案例集共

30部，支庭荣主编“新媒体传播理论与应用精品教材译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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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专业师资结构与科教成果 

 

（六）教学条件 
暨南大学新闻传播教育有着 70多年的发展历史，源起于上海，奋发于广东，根植于

暨南综合型大学之厚土，传承暨南几代新闻人之心血。2001 年，新闻学系扩建为新闻与

传播学院，走上加速发展的轨道。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已成为华南学术重镇、传媒人

才摇篮。建有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国家级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广东省一级学

科重点学科、广东省省级协同育人平台、广州市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多个平台。学校

入选“广东省高水平大学”建设行列，近三年获得 10亿元人民币经费资助。2014年至今，

暨南大学与广东省委宣传部共建本院经费共计 5200万，本专业建设每年约 60万。 

 

 

图 8：专业教学质量“六度”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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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教学实验室面积为 2856平方米，2009 年获评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2018 年

获评广东省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实验设备总值 3453.7万元，中心拥有 5个实验平台：

平面媒体实验平台、广播电视媒体实验平台、网络媒体实验平台、媒体艺术实验平台和媒

体调研实验平台，共 10个专业实验室。 

 

网络与新媒体相关实验室和实验设备采购 

专业实验室列表 

序号 实 验 室 名 称 
实验室面积

（M
2） 

实 验 室 

人员配备 

（人） 

仪器设备（台、
件） 

仪器设备总  

值（万元） 

合
计 

万元 

以上 
 

1 新媒体实验室 153 1 185 21 273.62 

2 传播大数据实验室 42 1 386 83 1255.37 

3 设计实验室 78 1 123 18 187.64. 

4 摄影实验室 87 1 289 72 375.15 

5 电视实验室 356 1 425 174 1471.29 
 

二、特色亮点 

 

图 9：专业特色亮点与相关成果 

 

（1）打造金专：凸显“新传素养+信息技术”、“思政育人融合”的“新文科”特色 

以“推进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深度融合”的新闻传播人才需求为导向，以马克思主义

新闻观为指导，凸显“新传素养+信息技术”的“新文科”特色，融合专业建设与思政育

人，培养服务于国家的宏观战略的“一专多能”型全媒体人才。获教育部课程思政示范课

程、省级课程思政示范 团队、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和示范课堂。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

等奖，广东省 教学成果一、二等奖共 5项。 

（2）组建金师：“文理融合名师汇聚”的教学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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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融合新闻”打造“新文科”跨学科团队，获批教育部首批新文科研究与改革

实践项目。刘涛获批青年长江学者、五一劳动奖章，全国高校青年教师 教学竞赛、全国

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一等奖，支庭荣获批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团队共获批 14项国

家社科基金（含 4项重大）项目，省级教学团队 2个。建成一个国家级实验中心和两个省

级工程技术中心及实验教学中心。研究内 参获中宣部舆情局采纳 129 件，其中 10 件获

习近平总书记批示。功能游戏、数据 可视化、短视频等作品获得多个国内外大赛奖项。 

（3）建设金课：“线上线下融合”的专业课程体系 

以“金课”为标准打造专业系列课程，已建成《公共卫生危机事件新闻采访虚拟仿真

教学》、《数字营销：走进智慧 的品牌》、《数字营销传播》、《新闻采写Ⅱ》《准记者南方训

练营》国家级一流课程 5门，国家级思政示范课程 1门，建成《新媒体文化》、《新媒体产

品设计与项目管理》、《马克 思主义新闻观》等省级一流课程 10门。 

 
 

 
图 10：专业系列国家级、省级一流课程（部分） 

 

三、其他专业相关的重要信息 

 

（一）专业建设与发展历程 

 

2012年成为国内第一批获得“网络与新媒体”专业审批备案的院校；2015年启动专

业独立招生；2020 年获批广东省特色专业；2021年获批广东省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2022

年获批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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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专业发展历程 

 

在 2021 年软科公布的首次中国大学专业排名中，本专业以 A+评级（专业就业 A+、学

校条件 A、学科支撑 A、专业生源 A、专业条件 A），位列全国第四。2022 年，专业排名上

升至全国第二位。 

 
图 12：软科中国大学专业排名（2022网络与新媒体专业） 

 

（二） 学生培养质量与社会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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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毕业生跟踪调查与发展情况 

2019-2021间的数据显示，近三年本专业就业率（含升学率）为 87.8%，优异生 2名，

优秀毕业生 5名，“双有”生 5名，教育部港澳台侨学生特等奖学金 1名。毕业生就业率

为 87.8%，其中 69.1%就业，18.7%在悉尼大学、曼彻斯特大学、英国利兹大学、中国人民

大学、复旦大学学等知名高校深造。2021 年，学院对本专业 114 名毕业生进行质量跟踪

调查，用人单位满意率高达 96%。 

2、卓越的科研创新能力 

2015级陈秋怡、2016级徐铭亮，保送至本院攻读硕士期间，在《新闻与传播研究》、

《现代传播》、《新闻大学》、《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等国内外一流期刊发表

多篇学术论文。 

3、卓越的应用创新能力 

首届本科毕业设计作品《不良 PUA 调查实录》在橙光平台上共累积玩家 378.4 万人

次，获得 2000+分享、2000+点赞和近 4000 的收藏数，获 500 万+微博阅读量，得到新京

报、南方日报、环球时报等多家主流媒体采访报道。 

4、外部评价 

依托本专业的影响力和美誉度，学院当选中国新闻史学会网络传播史学会常务理事

单位。专业建设成果和人才培养模式受到新京报、南方日报、广州日报、澎湃新闻等主流

媒体广泛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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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学生培养质量与社会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