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申请表

 

 

 
校长签字：

学校名称（盖章）： 外交学院

学校主管部门： 外交部

专业名称： 国际新闻与传播

专业代码： 050309T

所属学科门类及专业类： 文学 新闻传播学类

学位授予门类： 文学

修业年限： 四年

申请时间： 2022-07-24

专业负责人： 冉继军

联系电话： 13683594934

教育部制



1.学校基本情况

 

 

2.申报专业基本情况

 

学校名称 外交学院 学校代码 10040

学校主管部门 外交部 学校网址 www.cfau.edu.cn

学校所在省市区 北京北京北京市西城区
展览路24号

邮政编码 100037

学校办学
基本类型

o教育部直属院校 þ其他部委所属院校 o地方院校

þ公办 o民办 o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已有专业
学科门类

o哲学 þ经济学 þ法学 o教育学 þ文学 o历史学

o理学 o工学 o农学 o医学 o管理学 o艺术学

学校性质
¤综合 ¡理工 ¡农业 ¡林业 ¡医药 ¡师范

¡语言 ¡财经 ¡政法 ¡体育 ¡艺术 ¡民族

曾用名 国际关系学院

建校时间 1955年 首次举办本科教育年份 1955年

通过教育部本科教学评
估类型 审核评估 通过时间 2014年11月

专任教师总数 224 专任教师中副教授及以
上职称教师数 122

现有本科专业数 11 上一年度全校本科招生
人数

402

上一年度全校本科毕业
人数

336 近三年本科毕业生平均
就业率

92.23%

学校简要历史沿革
（150字以内）

1955年在周恩来总理倡议下创建，直属外交部，为外交部与教育部共建高
校，致力于培养高层次外交外事与国际传播人才，被誉为“中国外交官的
摇篮”。现有6个本科教学单位和2个科研单位，设有政治学一级学科博士
点和17个二级学科硕士点。2017年入选“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
，2021年入选第二轮双一流建设高校。

学校近五年专业增设、
停招、撤并情况（300字

以内）

增设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本科专业、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本科专业。无本
科专业停招、撤并情况。

申报类型 新增备案专业

专业代码 050309T 专业名称 国际新闻与传播

学位授予门类 文学 修业年限 四年

专业类 新闻传播学类 专业类代码 0503

门类 文学 门类代码 05

所在院系名称 国际传播学院

学校相近专业情况

相近专业1专业名称 英语 开设年份 1981年

相近专业2专业名称 — 开设年份 —

相近专业3专业名称 — 开设年份 —



 

3.申报专业人才需求情况

 
申报专业主要就业领域 党政机关、事业单位、新闻媒体、国际组织、国际化企业等

人才需求情况

2021年5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中指
出，要深刻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我国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要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建强适
应新时代国际传播需要的专门人才队伍；要加强高校学科建设和后备人才
培养，提升国际传播理论研究水平。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明确了当下
我国国际传播的目标与任务，为国际传播实践与理论研究指明了方向。
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新时代的重
要命题，在此背景下，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具有重要意义。国际
传播人才的培养已经成为新时代人才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智能传播时代
的到来为复合型卓越新闻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新要求。国际新闻传播与外交
学、外国语言文学、国际关系学、国际法学、国际经济学等学科日益交叉
融合。外交学院是外交部唯一直属高等院校，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与
实践研究的重要阵地，是我国外交外事和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
，是外交部全面贯彻执行党中央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的重要依托，为国家
培养符合新时代需求国际新闻与传播人才是外交学院义不容辞的责任。
通过对相关用人单位调研，了解到众多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群团组织、
国际组织、新闻媒体、跨国企业等都需要具有国际视野、专业能力强、外
语水平高的国际新闻传播人才。进入国际传播领域工作或学习早已成为我
院毕业生的重要去向之一，每年有近10%的毕业生进入人民日报、中央电
视台、新华社等中央媒体工作，或就读于与国内外知名高校的新闻传播专
业。开设国际新闻与传播专业后，此类就业和升学途径将进一步拓宽。
同时，外交部、中宣部、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日报社、北京
市委宣传部等重要部门均对复合型的国际新闻传播人才有较高的用人需求
，上述单位既有潜力发展为我校国际传播学院的共建单位，又可为我校该
专业毕业生提供广阔而丰富的就业渠道。

申报专业人才需求调研
情况（可上传合作办学

协议等）

年度计划招生人数 20

预计升学人数 8

预计就业人数 12

外交部 2

中宣部 2

新华社 2

人民日报社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中国新闻社 2

各省级宣传部门 2



4.申请增设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国际新闻与传播专业培养方案 

一、专业名称及专业代码：国际新闻与传播（050309T） 

 

二、学制：四年 

 

三、授予学位：文学学士 

 

四、专业定位及特色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国际传播后备人才培养的指示精

神、立德树人教育方针，根据学院“爱祖国、知世界、通专业、精外

语、高素质、复合型”的人才培养目标，国际新闻与传播专业致力于

为中国外交外事与国际传播事业培养能够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

声音的跨文化国际传播高端人才。本专业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旨在培

养具备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外语能力突出，熟练掌握国际传播

规律，具备丰富的外交外事调研经历，能综合运用包括新媒体在内的

多种传播方式表达中国立场的高端复合型国际传播人才。 

本专业秉承知识传承与能力培养有机结合的理念，坚持外交外事

能力与国际传播素养并重，通识教育与专业学习平衡，理论学习与社

会实践并行的培养模式，使学生成为一专多能、一精多会的高素质、

复合型国际传播人才。 

 

五、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高素质复合型的国际传播高端人才，他们将具有扎实

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坚定的政治立场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们

具备扎实的新闻传播学、外交学、国际关系学、区域国别研究、跨文

化交流和中国文化等学科专业知识和丰富的外交外事调研经验。他们

能够熟练运用外语，在政治、业务、作风、纪律等方面具有较高的综

合素质，具有一定的科研能力和较强的实际应用能力，能够在外交外

事和国际传播相关工作岗位发挥重要作用，在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

和大型国际媒体从事与国际传播相关的工作。 

 

六、专业要求 

（一）思想政治素质要求 

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熟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



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以此指导自己的学习和行动。遵纪

守法，团结合作，具有良好的道德修养、健全的身心素质、高度的敬

业精神、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适当的竞争意识等优秀品质。 

（二）专业素质要求 

本专业学生要学习新闻学、传播学以及跨文化交流的主要理论以

及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国际经济的相关知识，接受有关外交学、国

际政治、国际关系、区域国别研究、中国文化等相关学科的基本理论、

发展历史和前沿等方面的系统教育。在实践层面，本专业通过与国内

外院校、中央级媒体合作的方式，加强学生对国际新闻传播实践及发

展态势的了解。在英语学习方面，本专业学生在接受专业性英语训练

的基础上，达到全国大学英语六级以上水平，并能熟练运用英语从事

国际传播工作。同时，本专业鼓励学生通过辅修等方式掌握第二外语，

提升多语种国际传播的能力。 

本专业学生应参加学院规定的实践教学活动以及公益劳动。 

本专业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五种基本功：政治基本功、专业基本功、语言基本功、交流基

本功和信息技术基本功； 

2、六种能力：国际传播能力、调研能力、办案能力、礼宾能力、

谈判能力和创新能力。 

（三）体育素质要求 

了解体育基本知识，掌握锻炼身体的基本方法和技能，养成良好

的生活习惯和锻炼身体习惯，达到大学生体质健康合格以上标准。 

（四）美育素质要求 

树立高尚、健康向上的审美观，对自然美、社会美和艺术美具有

丰富的感受、理解和表达能力。 

（五）劳动素质要求 

具有劳动意识和劳动能力，在实践中养成劳动习惯。 

 

七、主干学科：新闻传播学（传播学） 

 

八、课程设置 

专业基础课程包括：新闻学概论、广播电视概论、新闻传播伦理

与法规、马克思主义新闻论著选读、传播学概论、广告学概论、数字

媒体技术、出版与数字出版概论、传播研究方法与论文写作、网络与



新媒体概论。 

专业核心课程包括：中国新闻传播史、国际新闻采访、跨文化交

流与传播、全球新闻传播史、国际新闻写作、国际新闻编译、国际传

播理论与实务、大众传媒（英语授课）。 

专业选修课程包括：中国新闻传播大讲堂、应用舆论学、媒体与

对外政策（英语授课）、大众传媒与国际关系、策略性交流（英语授课）、

国际公关、传播心理学、媒介社会学概论、文化政策、科技传播、全

球传播、政治传播学概论、国家形象与战略传播、外交学概论、当代

中国外交、当代中国领事、国际谈判、公共外交、海外利益保护案例

研究、国际危机管理、西方政治思想史、国际关系理论（英语授课）、

国际关系案例研究（英语授课）、中美关系（英语授课）、美国外交政

策（英语授课）、英国政治经济与外交（英语授课）、俄罗斯外交与中

俄关系、东欧地区研究、中东地区研究、中国与西亚非洲关系、当代

非洲政治与经济、战后中日关系、台湾地区研究、香港特别行政区制

度、法国与法语国家和地区概况、非洲研究、西班牙国家概况、拉丁

美洲国家概况、拉美研究、中国与东盟、日本政治、日本概况、日本

历史文化、区域国别研究方法、中国传统文化导论、中国文化概论、

中西文化对比、中国文化、中国经典戏曲赏析、中国文化典籍选读、

中国当代文化源流等。 

专业实践和创新课程包括：新闻传播学前沿、传播效果与测量、

国际舆论分析与研判、新闻发言人制度与技巧新闻发言人技巧。 

 

九、教学思路 

为实现上述培养目标，在教学中注意教书和育人相结合。在注重

传授知识的同时，注意培养学生的能力和综合素质，引导学生“学会

认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处，学会生存”，确保学生拥有健康的体魄、

健全的人格、渊博的知识、实践创新能力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品行，通过相关课程及各

个教学环节的渗透，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荣辱观；

二是知识，通过学习，使学生系统掌握国际新闻与传播专业的基本理

论和基础知识，具备扎实的英语功底；三是能力，通过课堂学习和各

种实践教学活动，使学生掌握基本的国际传播实践技能与调研方法，

具有较强的运用自己所学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十、学分构成 

课 程 类 别 学分 
学分

小计 

含实践教学

学分 

通识教育 

思想政治理论课 18 

35 

2 

通识基础

（一） 

信息技术 4 2 

大学语文 2  

体育 4 4 

心理素质教育 2  

职业发展规划 1  

劳动教育 2 1 

国防教育 2  

通识基础

（二） 

外语 38 

42 

 

习近平外交思想与中国特

色大国外交 
2  

逻辑学 2  

通识选修 

跨专业选修 6 

14 

 

艺术选修 2  

文化素质选修 6  

专业教育 

专业基础 20 

60 

 

专业核心 16  

专业实践/实训 8 8 

专业选修 16  

实践教学 

社会实践/社会调查/实践活动（创新创

业） 
1 

9 

1 

军训 2 2 

毕业实习 2 2 

毕业论文 4 4 

总学分 160 26 

 

十一、考核 

学生成绩考核严格按照《外交学院本科学生管理规定》、《外交学

院本科课程考核细则》和《外交学院实践教学大纲》等有关规定执行。 

 

十二、就业方向 

各级党政部门从事外交外事、对外宣传及对外文化交流工作；大

型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从事对外交流和公共关系活动；新闻媒体从

事国际传播和评论；各大智库从事政策分析工作。 

 

十三、专业课程设置 

学生根据外交学院本科培养方案学分构成修读相关课程，通识教

育中的通识基础（二）、跨专业选修以及专业教育课程设置如下：



国际新闻与传播专业课程设置（通识基础（二）、 跨专业选修）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总 

学 

时 

学 

 

分 

备         注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17 17 17 17 17 17 17 13 

12001272 英语精读（一） 4        68 4 

英语必修课 38学分。

学生必修。 

通
识
基
础
（
二
） 

12001273 英语精读（二）  4       68 4 

12001003 英语精读（三）   4      68 4 

12001004 英语精读（四）    4     68 4 

12001009 英语听力（一） 2        34 2 

12001010 英语听力（二）  2       34 2 

12001011 英语听力（三）   2      34 2 

12001012 英语听力（四）    2     34 2 

12001013 英语口语（一） 2        34 2 

12001014 英语口语（二）  2       34 2 

12001164 英语政论（一）     2    34 2 

12001165 英语政论（二）      2   34 2 

12001291 英语写作     2    34 2 

12001292 英语笔译      2   34 2 

12001025 外教英语课（一）       2  34 2 

11901046 习近平外交思想与中国特色

大国外交 
    2    34 2 

基础专项，学生必修 

11605039 逻辑学  2       34 2 

 

其他学科专业未注明为二

外、素质课和艺术课的选修

课程。 

         6 
跨专业选修课不低于

6学分 

跨
专
业
选
修 

 



国际新闻与传播专业课程设置（专业基础、核心、实践/实训课）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总 

学 

时 

学 

 

分 

备          注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17 17 17 17 17 17 17 13 

12001293 新闻学概论 2        34 2 

专业基础课程 20学分。 

学生必修。 

12001294 新闻传播伦理与法规 2        34 2 

12001295 马克思主义新闻论著选读  2       34 2 

12001296 广播电视概论  2       34 2 

12001297 传播学概论   2      34 2 

12001298 传播研究方法与论文写作       2  34 2 

12001299 数字媒体技术    2     34 2 

12001300 网络与新媒体概论  2       34 2 

12001301 广告学概论     2    34 2 

12001302 出版与数字出版概论      2   34 2 

12001303 中国新闻传播史   2      34 2 

专业核心课程 16学分。 

学生必修。 

12001304 国际新闻采访       2  34 2 

12001305 全球新闻传播史    2     34 2 

12001306 国际新闻写作     2    34 2 

12001268 国际新闻编译      2   34 2 

12001308 国际传播理论与实务   2      34 2 

12001309 跨文化交流与传播     2    34 2 

12001114 大众传媒（英语授课）   2      34 2 

12001311 新闻传播学前沿      2   34 2 

专业实践创新课 8学分。

学生必修。 

12001312 传播效果与测量    2     34 2 

12001313 国际舆论研判与分析     2    34 2 

12001314 
新闻发言人技巧与媒体应

对 
      2  34 2 

 



国际新闻与传播专业课程设置（专业选修课）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总 

学 

时 

学 

 

分 

备          注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17 17 17 17 17 17 17 13 

11804056 媒体与对外政策（英语授课）     2    34 2 

国际新闻与传播专业强化

版块，不少于 4学分。 

11901028 大众传媒与国际关系     2    34 2 

12501018 策略性交流（英语授课）    2     34 2 

12001315 国际公关      2   34 2 

  12001316 传播心理学      2   34 2 

12001317 时政评论       2  34 2 

12001318 媒介社会学概论     2    34 2 

12001319 文化政策         34 2 

12001320 科技传播      2   34 2 

12001321 全球传播     2    34 2 

12001322 政治传播学概论     2    34 2 

12001323 国家形象与战略传播       2  34 2 

12001324 融媒体新闻采编      2   34 2 

11804001 外交学概论 2    2    34 2 

外交国关特色课程版块，

不少于 4学分。 

11804075 当代中国外交    2     34 3 

11804013 当代中国领事      2   34 2 

11804057 国际谈判      2   34 2 

11804035 公共外交  2       34 2 

11804040 海外利益保护案例研究     2    34 2 

11803018 国际危机管理    2     34 2 

11804021 西方政治思想史      2   34 2 

12001217 国际关系理论（英语授课）     2    34 2 

11901026 
国际关系案例研究（英语授

课） 

 
   2    34 2 

 



国际新闻与传播专业课程设置（专业选修课）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总 

学 

时 

学 

 

分 

区域国别特色课程版块， 

不少于 4学分。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17 17 17 17 17 17 17 13 

11804006 中美关系（英语授课）     2    34 2 

12001115 美国外交政策（英语授课）     2    34 2 

11804064 
英国政治经济与外交（英语

授课） 

     2  
 34 2 

11901027 俄罗斯外交与中俄关系      2   34 2 

11901007 东欧地区研究    2     34 2 

11901005 中东地区研究    2     34 2 

11804049 中国与西亚非洲关系     2    34 2 

11803004 当代非洲政治与经济    2     34 2 

11804011 战后中日关系      2   34 2 

11803005 台湾地区研究       2  34 2 

11804076 香港特别行政区制度  2       34 2 

12102113 法国与法语国家和地区概况    2     34 2 

12102132 非洲研究       2   34 2 

12104083 西班牙国家概况    2     34 2 

12104084 拉丁美洲国家概况     2    34 2 

12104103 拉美研究    2     34 2 

12001327 中国与东盟     2    34 2 

12103109 日本政治     2    34 2 

12103095 日本概况       2  34 2 

12103110 日本历史文化     2    34 2 

12001326 区域国别研究方法      2   34 2 

  



国际新闻与传播专业课程设置（专业选修课） 

课 程 代 码 课  程  名  称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总 

学 

时 

学 

 

分 

备          注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17 17 17 17 17 17 17 13 

12001310 中国传统文化导论  2       34 2 

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特色课

程版块，不少于 4学分。 

12001129 中国文化概论   2      34 2 

12001182 中西文化对比    2     34 2 

12103111 中国文化      2   34 2 

12001307 中国文化典籍选读     2    34 2 

12001325 中国国情讨论     2    34 2 

专业选修课不少于 16 学分 



附件：国际新闻与传播专业实践教学体系 

 

 

 

 

 

 

 

 

 

 

 

 

 

 

 

 

 

 

 

 

 

 

 

 

 

 

 

 

 

 

 

社会实践 

社会调查 

军训 

模 拟 联 合 国  

模 拟 外 交 谈 判  

模 拟 联 合 国 人 权 理 事 委 员 会  

模 拟 新 闻 发 言 人 大 赛  

模 拟 国 际 危 机 处 理  

模 拟 国 际 法 庭  

外 交 外 事 礼 仪 大 赛  

各 种 演 讲 赛 和 辩 论 赛  

观 摩 外 交 部 例 行 记 者 会  

青 年 志 愿 者 系 列 服 务 活 动  

实践活动 

毕业实习 

新 闻 媒 体 、 实 习 基 地 、 党 政 机

关 、 翻 译 公 司 、 外 事 机 构 、 社 会

团 体 、 国 际 组 织 、 企 事 业 单 位 等  

信 息 技 术 应 用 基 础  

数 据 库 程 序 设 计  

程 序 设 计 基 础  

E x c e l 数 据 管 理 应 用  

图 像 处 理 基 础  

网 页 设 计 与 制 作  

视 频 处 理 应 用 基 础  

实验教学 

专业实践 

新 闻 媒 体 的 内 容 生 产  

国 际 会 议 的 翻 译 、 服 务 工 作  

国 家 重 大 主 场 外 交 语 言 志 愿 服 务  

新 闻 出 版 机 构 出 版 物 的 编 译 工 作  

赴 外 交 外 事 部 门 调 研  

赴 重 要 媒 体 调 研  

参 与 主 场 外 交 志 愿 服 务  

赴 国 际 组 织 考 察 、 调 研  

 

 

 

实 

践 

教 

学 

体 

系 

 

 



 

5.教师及课程基本情况表

 
5.1 专业核心课程表

 

5.2 本专业授课教师基本情况表

 

课程名称 课程总学时 课程周学时 拟授课教师 授课学期

新闻学概论 34 2 张耀兰 1

新闻传播伦理与法规 34 2 杨柳 1

马克思主义新闻论著选读 34 2 冉继军 2

广播电视概论 34 2 张耀兰 2

传播学概论 34 2 姚遥 3

传播研究方法与论文写作 34 2 陈雪飞 7

数字媒体技术 34 2 朱丹丹 4

网络与新媒体概论 34 2 陈雪飞 2

广告学概论 34 2 姚遥 5

出版与数字出版概论 34 2 和媛媛 6

中国新闻传播史 34 2 朱丹丹 3

国际新闻采访 34 2 欧亚 7

全球新闻传播史 34 2 杨柳 4

国际新闻写作 34 2 张耀兰 5

国际新闻编译 34 2 徐然 6

国际传播理论与实务 34 2 欧亚 3

跨文化交流与传播 34 2 和媛媛 5

大众传媒（英语授课） 34 2 冉继军 3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拟授课程 专业技术
职务

最后学历
毕业学校

最后学历
毕业专业

最后学历
毕业学位 研究领域 专职/兼职

孙吉胜 女 1971-05 政治传播学概论 教授 外交学院 国际关系 博士
国际政治
语言学、
国际传播

专职

高飞 男 1971-03 外交学概论 教授 外交学院 国际关系 博士 中国外交 专职

熊炜 男 1971-09 国家形象与战略传播 教授 北京大学 国际关系 博士 外交学 专职

夏莉萍 女 1972-10 当代中国领事 教授 外交学院 外交学 博士 中国外交 专职

石毅 女 1975-02 中西文化对比 教授 中央民族
大学 人类学 博士 美国社会

与文化 专职

冉继军 男 1974-11 传播学概论 教授 北京大学 传播学 博士 大众传播 专职

施展 男 1977-02 西方政治思想史 教授 北京大学 世界历史 博士 国际组织 专职

髙尚涛 男 1970-06 国际关系理论 教授 外交学院 国际关系 博士 国际关系 专职

任远喆 男 1983-02 当代中国外交 教授 外交学院 外交学 博士 外交学 专职

杨悦 女 1976-01 文化政策 教授 中国社会
科学院 国际关系 博士

文化外交
与国际关

系
专职

武波 男 1963-09 中国传统文化导论 教授 北京外国
语大学 语言学 博士 中国文化

国际传播 专职

李濯凡 男 1964-08 日本政治 教授 首都师范
大学 文学 学士 日本古典

文学 专职

王为 女 1960-04 台湾地区政治研究 教授 外交学院 法学 硕士 比较政治
制度 专职

欧亚 女 1979-11 国际舆论研判与分析 副教授 中国人民
大学 传媒经济 博士 大众传媒 专职

陈雪飞 女 1979-02 传播心理学 副教授 香港中文
大学 性别研究 博士 公共外交 专职



5.3 教师及开课情况汇总表

 

姚 遥 男 1983-09 全球新闻传播史 副教授 清华大学 国际传播 博士 国际传播 专职

杨柳 女 1978-11 国际新闻写作 副教授 北京外国
语大学 国际传播 博士 国际传播 专职

徐然 女 1980-05 国际新闻编译 副教授 利兹大学 翻译学 博士 翻译与国
际传播 专职

朱丹丹 女 1979-05 国际新闻媒体（英语
授课） 副教授 伦敦政治

经济学院
国际关系

史 博士 大众传媒 专职

李潜虞 男 1977-07 中美关系（英语授课
） 副教授 北京大学 外交学 博士 中国外交 专职

杨帆 男 1970-05 当代非洲政治与经济 副教授 北京师范
大学 法学 博士 政治学理

论 专职

梁晓君 女 1971-07 国际谈判 副教授 北京大学 国际关系 博士 中国外交 专职

陈涛 女 1978-02 战后中日关系 副教授 清华大学
马克思主
义理论与
思想

博士 外交史 专职

杨晖 男 1974-08 香港特别行政区制度 副教授 中山大学 政治学 博士 中国政治
思想 专职

陆晓红 女 1970-11 英国政治经济与外交
（英语授课） 副教授 外交学院 国际关系 博士 欧洲研究 专职

杨强 男 1978-05 美国外交政策（英语
授课） 副教授 北京外国

语大学
英语语言
文学 博士 美国研究 专职

和媛媛 女 1980-04 跨文化交流与传播 讲师 北京大学 英语语言
文学 博士 跨文化传

播 专职

陈实 男 1987-10 海外利益保护案例研
究 讲师 英国杜伦

大学 政治学 博士 国际关系 专职

侯自强 男 1983-11 国际危机管理 讲师 外交学院 国际关系 博士 中国外交 专职

于蓓 女 1982-01 法国与法语国家和地
区概况 讲师 北京大学 政治学 博士 法国政治 专职

唐溪源 男 1989-07 区域国别研究方法 讲师 清华大学 政治学 博士 非洲研究 专职

张红颖 女 1979-12 拉丁美洲国家概况 讲师 中国社会
科学院 政治学 博士 拉丁美洲

研究 专职

吴艺扬 男 1994-09 西班牙国家概况 助教
西班牙塞
维利亚大

学

西班牙语
美洲文学 博士 拉美文化

与文学 专职

张耀兰 女 1982-10 广播电视概论 讲师 中国传媒
大学 传播学 博士 国际传播 专职

专任教师总数 34

具有教授（含其他正高级）职称教师数 13 比例 38.24%

具有副教授及以上（含其他副高级）职称教师数 26 比例 76.47%

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教师数 33 比例 97.06%

具有博士学位教师数 32 比例 94.12%

35岁及以下青年教师数 3 比例 8.82%

36-55岁教师数 28 比例 82.35%

兼职/专职教师比例 0:34

专业核心课程门数 18

专业核心课程任课教师数 9



 

6.专业主要带头人简介

 

 

 

姓名 孙吉胜 性别 女 专业技术职
务 教授 行政职务 副校长

拟承
担课程 政治传播学概论 现在所在单

位 外交学院英语系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学
校、专业 2008年1月外交学院国际关系专业博士学位

主要研究方向 对外话语传播、国际政治语言学

从事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及获奖情况（含教改项
目、研究论文、慕课、

教材等）

主要讲授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关系与语言专题研究等课程，曾在哈佛大学
任研究员；先后到普林斯顿大学、意大利路易斯大学等访学。为“北京市
教学名师”“北京市优秀教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从事科学研究及获奖情
况

长期从事对外话语传播、国际话语权建设、国际政治语言学等研究。著有
国内国际关系语言研究领域首部专著《语言、意义与国际政治》，创设国
内首个国际政治与语言学交叉博士研究项目“国际政治语言学”。在《世
界经济与政治》《国际政治研究》《外交评论》等权威期刊发表《加强中
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挑战与方向》、《新冠肺炎疫情下国际舆论的新特
点与中国国际话语权建设》等论文60余篇，多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
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资料》等转载，主持、参与多项国家级、省部级
科研项目，获得北京市第十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近三年获
得教学研
究经费
（万元）

20
近三年获得
科学研究经
费（万元）

78

近三年给
本科生授
课课程及
学时数

英语口译，68学时/学年
近三年指导
本科毕业设
计（人次）

6

姓名 冉继军 性别 男 专业技术职
务 教授 行政职务 英语系主

任

拟承
担课程 大众传播（英语授课） 现在所在单

位 外交学院英语系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学
校、专业 2009年7月北京大学传播学博士学位

主要研究方向 大众传播与国际关系

从事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及获奖情况（含教改项
目、研究论文、慕课、

教材等）

主要讲授大众传媒（英语授课）、研究方法与论文写作等课程。主持多项
教改立项项目，包括：建设“一带一路”国家外交外事人才培养基地
：“中国对外关系专题”课程（2014-2016/北京市教委）；英语辩论（北
京市优质本科课程重点立项）；国际组织胜任力+三语复合：高端复语国际
人才培养创新与实践（教育部首批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获得
2019、2021年北京市优秀本科论文设计指导教师奖。

从事科学研究及获奖情
况

长期从事大众传播与国际关系研究，围绕中非媒体合作与中美关系发表发
表专著多部。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承担多项国家级和
省部级课题，并获得立项单位的好评。获2020年北京市青年教学名师奖。

近三年获
得教学研
究经费
（万元）

20
近三年获得
科学研究经
费（万元）

25

近三年给 英语辩论、大众传媒（英文授课 近三年指导 9



 

 

 

 

 

 

本科生授
课课程及
学时数

），中国新闻传播大讲堂、研究方
法与论文写作、人文经典阅读
170学时/学年

本科毕业设
计（人次）

姓名 熊炜 性别 男 专业技术职
务 教授 行政职务

外交谈判
模拟与数
据实验室
主任

拟承
担课程 国家形象与战略传播 现在所在单

位
外交学院区域与国别比较外交研究中

心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学
校、专业 2006年7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 城市传播、外交学、区域国别研究

从事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及获奖情况（含教改项
目、研究论文、慕课、

教材等）

主要讲授外交谈判、城市外交等课程，选课学生参加外交谈判大赛多次获
得重要奖项；主编《外交谈判》于2020年获评北京市优秀本科重点教材。

从事科学研究及获奖情
况

研究主要关注城市传播、习近平外交思想对外传播等领域，在国内外期刊
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担任国内多家重要智库研究员，作为项目负责人
主持外交部、教育部和北京市等多项科研课题，研究成果获外交部和中联
部等单位奖励，获批北京市宣传系统四个一批人才称号。

近三年获
得教学研
究经费
（万元）

20
近三年获得
科学研究经
费（万元）

60

近三年给
本科生授
课课程及
学时数

外交学概论、外交谈判
68学时/学年

近三年指导
本科毕业设
计（人次）

6

姓名 杨悦 性别 女 专业技术职
务 教授 行政职务

国家安全
学院副院

长

拟承
担课程 文化政策 现在所在单

位 外交学院国家安全学院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学
校、专业 2013年7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关系专业博士学位

主要研究方向 文化传播  政治传播  美国研究

从事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及获奖情况（含教改项
目、研究论文、慕课、

教材等）

主要讲授东亚研究、英语辩论等课程。同时，指导学院参加国家级英语辩
论赛多次获得冠军等奖项，获得外交学院优秀教学成果奖一等奖。曾获全
国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青年骨干教师三等奖。

从事科学研究及获奖情
况

研究领域包括美国政治与外交、东亚地区安全、文化外交。出版专著、编
著、译著共7部。在《美国研究》《外交评论》《太平洋学报》《国际论坛
》等期刊上发表论文及著作章节近30篇。政策咨询报告8篇。主持和参与国
家级和省部级课题9项。曾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对策信息奖和外交学院
第12届优秀科研成果著作类三等奖和译著类一等奖。

近三年获
得教学研
究经费

5
近三年获得
科学研究经
费（万元）

20



（万元）

近三年给
本科生授
课课程及
学时数

交替传译、当代美国政府与政策
，102学时/学年

近三年指导
本科毕业设
计（人次）

6



 

7.教学条件情况表

 
可用于该专业的教学设
备总价值（万元） 700

可用于该专业的教学实
验设备数量（千元以上

）
30（台/件）

开办经费及来源 国家财政拨款

生均年教学日常运行支
出（元） 35229

实践教学基地（个
）（请上传合作协议等

）
7

教学条件建设规划及保
障措施

课程体系和教材建设规划。在学生培养周期内，形成比较完整的课程体系
，将学生专业知识和一般能力培养统筹起来。加强专业基础课建设，鼓励
英文授课、双语授课，增加学生课程阅读与写作任务。同时为学生辅修二
外专业创造条件，提升学生语言方面的竞争力。从教学实践出发 ，组织编
写教材或讲义，推进中国智慧、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案进课堂、进教材。
实行导师制。专业教师担任学生的学业导师，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引
导学生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导学生的课业学习、论文写作，对学
生的毕业选择等提供意见。
师资队伍建设规划。在现有专任教师外，拟聘请外交官或其他一线实践者
担任驻校研究员，加入授课团队，形成一支学术研究与一线实践并重的师
资力量。
实验室建设。按照教育部建设文科实验室的要求，拟建设模拟新闻发言人
实验室,形成教学案例库。
学生实习基地建设与指导。实践教学是学生培养的重要环节，合理设计学
生实习安排，开拓学生实习的国际途径，鼓励和支持学生到国际新闻媒体
机构实习。本专业为学院“国际新闻与传播”一流学科团队建设实验班。
一流学科建设经费中设专款用于人才培养，支持学生参会、参与科研 或者
其他社会实践活动。



8.校内专业设置评议专家组意见表

 

校内专业设置评议专家组意见表  
 
 

总体判断拟开设专业是否可行 ☑ 是   □否 

  
 

理由： 
 

设置“国际新闻与传播”本科专业，符合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具有可行性，同意设置该专

业。 

 

外交学院增设“国际新闻与传播”本科专业是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提升国家形象和国

际话语权的需求。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增长，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日

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国际地位日益提高。中国的发展需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也愈加重要。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

体学习时强调要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建强适应新时代国际传播需要的专门人才队伍。讲

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需要一大批熟悉党和国家方针政策，了解我国国情，具有全球

视野、熟练运用外语，通晓国际规则、精通国际谈判的外交外事与国际传播专业人才。中国

外交是展示新时代中国形象、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领域，国家需要能够讲好中国外交故事的

高素质复合型国际传播人才。培养政治立场坚定、思想素质好、专业本领强、工作作风过硬

的复合型国际传播人才的任务重要而迫切。 

 

“国际新闻与传播”专业培养目标清晰，符合党的教育方针和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

要求，人才培养目标体现了国家对国际传播人才的需求，彰显外交学院人才培养特色，对政

治素质、专业知识和外语能力提出了具体要求。 

 

外交学院是外交部唯一直属高校，有深厚的外交外事与国际传播研究积淀。“中国特色国

际关系与外交学”入选国家“世界一流学科建设”行列，现有政治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外国语言

文学一级学科硕士点，外交学、英语、翻译、法语、国际法等专业均为国家一流本科专业，

可以为国际新闻与传播专业提供很好的师资支撑，已具备较好的教学、研究和人才培养条件，

学院可为该专业的设立和建设提供充足经费保障。 
 
 
 
 

招生人数与人才需求预测是否匹配 ☑ 是 □否 
 

    
 

 教师队伍 ☑ 是 □否 
 

   
 

本专业开设的基本条件是否 
   

 

实践条件 ☑ 是 □否 
 

符合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经费保障 ☑ 是 □否 

 

 
 

    
 

签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