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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人，占比 60.9%；45-60 岁教师占比 43.5%，45 岁以下教师占

比 56.5%，形成年龄结构合理，具有发展潜力的师资团队。新闻

传播学学科背景教师 15 人，占比 65.2%，分布在三个研究方向；

艺术传播学研究 7人具备新闻传播学、美术学、戏剧影视学和英

语教育的学科背景；融合新闻学研究 6 人中有 3 名教师来自新闻

传播一线，在这一方向中占比 50%；广告与媒介研究 10人具备

新闻传播学、艺术设计学、软件工程学科背景，承担 2门国家一

流课程，4门区级一流课程建设。

2.导师队伍建设情况

本学位点现有校内导师 14 人，其中教授 11 人，副教授 3人，

2 名导师担任广西师范大学兼职博士生导师。导师队伍中 1人为

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新闻阅评员，1人为高等教育学会广告教育专

业委员会常务理事，1人为中国广告协会学术与教育委员会委员，

3 人为中国高等院校影视学会相关专业委员会理事，1人为广西

本科高校新闻传播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在导师队伍建

设上，学位点大力鼓励教师全面发展，吸纳博士学位青年教师进

入导师研究组，并通过内培外引培养“双师型”导师。

3.师德师风建设情况

本学位点坚持多措并举的长效机制，促进师德师风建设：一

是每学期坚持开展导师培训、邀请名师开展师德师风专题讲座，

从“政治建设思想铸魂”“规则立德固本强基”“专项整治清朗净

化”“关键群体教育提升”“以案明纪警钟长鸣”以及“榜样引领

典型赋能”多层次多方面开展师德师风教育。二是结合党建+师

德师风教育，通过思想政治理论学习、主题党课等，不断更新全

体教师为人师表理念。三是结合课程思政，借助学科专业优势与

特色，将师德师风融入研究生课程教学和新闻传播作品创作之中，

不断推进师德师风建设外化于行。四是鼓励教师带领学生开展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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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文化传播研究、边疆地区融媒体传播研究，品牌及区域形象面

向东盟传播研究，在提升学术能力的同时锤炼师德师风品质。五

是将教师师德师风纳入导师考核范畴，加强督导检查，将师德师

风作为评价教师素质的第一标准。

（三）人才培养情况

1.思想政治教育开展情况

（1）以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部校共建新闻学院”项目为契

机，全面开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在重大委托研究项目、精

品课程建设、实践教育等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培养高素质的宣传人才。2024

年本学位点获得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委托研究重大课题“习近平文

化思想引领下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的国际化建构研究”。项

目成员在 6 个月的理论探索与实践的基础上，结合专业特色与视

角，围绕中国式现代化对复合型人才提出的时代新要求，从构建

地方艺术院校开展戏剧影视与新闻传播学科融合的自主人才培

养体系及其优化路径为切入点，撰写了《推动地方艺术院校戏剧

影视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文章，并在《光明日报》发表。

（2）“三全育人”立体化格局。通过推进“三全育人”综合

改革方案，将新闻传播学学科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结合起来，

发挥新闻传播学学科在思想政治教育、宣传、舆论引导方面的专

业优势。利用《广告创意基础》《创造性思维》《播音发声》3 门

国家级一流课程建设的优势，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指导，

积极推进习近平文化思想融入课堂教学，《新闻传播研究方法》

《新媒体研究》2 门自治区级研究生课程思政示范课，为课程思

政和学科发展提供有力的教育支撑。

（3）部校共建带动服务地方。以部校共建为切入点，引导

学生在选题上关注地方特色，服务地方经济，学生调研能力与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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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方案不断提升，地域特色成果不断涌现。选派优秀研究生赴部

校共建的实践单位北海日报社、北海广播电视台、合浦融媒体中

心等媒体开展调研，安排暑期实习，提升研究生在党媒工作的思

想素质和工作能力。2024 年选派 1 名青年教师挂职北海市融媒

体中心半年。

（4）国家意识引领学术理论建构。以培育国家意识为学科

发展背景，坚定传播立场，2024 年新增的 3 项省部级以上研究

项目涵盖边疆地方媒体与国家治理等具有区域实践意义的选题。

（5）创新“党建+”学习模式。结合新闻传播学学科特色，

开展系列“红色文化元素”进课堂活动，创新开展丰富多彩的党

课与主题党日活动，培养学生对主流价值观的认知程度。

（6）“三支队伍”完善思政队伍建设。专业教师、辅导员、

研究生导师三支团队联动，将赛事作品引入课堂，在专业实践和

比赛中聚焦宏大主题，引导学生强化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2.招生与就业情况

本学位点招生对象主要包括新闻传播学、文学及其他专业的

应届本科毕业生，以及相关行业的在职从业人员。根据生源情况、

社会需求和师资力量确定招生人数，实现本学位点研究生的入口

优化。自取得招生资格以来，本学位点报考人数逐步上升，2024

年共招收硕士研究生 20 人。

就业方面，本学位点积极开展学生基层就业引导，通过自治

区人社厅、区团委等部门的支持，聘请专家进行“三支一扶”“西

部计划”“特岗教师”“入疆计划”等基层就业咨询服务。近年来，

学生基层就业人数呈现逐年增加的态势，就业结构呈现多元化，

毕业生就业在各类企事业单位，主要包括教育、传媒、文化和创

意传播等行业。截至2024年8月31日，本学位点就业率为82.61%。

3.人才培养成效



— 5—

2024 年，本学位点获自治区级教学成果奖 1 项、自治区学

位与研究生教育改革项目 1 项。教师获得各类竞赛奖项 5项，各

类优秀指导教师 10 余项。

在本学位点教师指导下，研究生发表核心期刊论文 4 篇，9

项研究生创新项目顺利结题，6 人次参加学术会议并宣读论文。

在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中国大学生广告艺术节学院奖、全

国大学生外语能力大赛、“挑战杯”广西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等

多项赛事中累计获奖 16 项。

4.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情况

2024 年，本学位点通过新生入学教育报告会、中期考核报告

会和《文献检索与论文写作》课程等方式，实现学术道德和学术

规范培训全覆盖。继续建立健全学风和学术道德建设相关管理制

度，对研究生的文献调研规范、选题规范、设计研究方案规范、

课题申请规范、研究数据收集规范、研究数据记录和保存规范、

研究数据使用规范、科研合作规范、科研论文引文规范、研究成

果署名和投稿规范等进行引导，强化在培养过程中学术道德的预

警机制，对毕业创作作品进行公示，倡导优良学风建设。同时按

照学校有关规定，严格落实研究生培养各项工作，防止和杜绝因

违反学术道德规范而发生抄袭、剽窃、造假等现象。本学位点建

立以来，研究生从未出现过任何学术不端行为。

5.毕业及学位授予情况

本学位点建立健全培养效果调查反馈机制，对培养效果进行

全过程追踪，为优化培养方案、课程设置、教学大纲和教学模式

提供了依据。2024 年，本学位点研究生毕业 23 人，授予学位 23

人，学位授予率为 100%，无因课程考试、中期考核、毕业环节

等被淘汰的情况。

（四）科研创作与学术交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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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科研创作项目立项

2024 年，本学位点新增国家社科基金 1 项，广西社科界智

库重点课题（一般项目）1 项，广西哲学社会科学课题 1项，广

西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重大课题 1项，广西教育科学“十四

五”规划重点课题 1 项，教育部就业育人项目 1 项。

2.学术著作出版与论文发表

2024年，本学位点教师发表核心期刊及以上学术论文 11篇，

文章数量和质量均得到较大提升。出版专著 1部，另有 2 部专著

获得立项。

3.科研奖励情况

2024 年本学位点获得各类科研创作奖励 4 项，专利 2 项。

分别为：影视公益广告《听不懂的声音》获得 2024 年中国国际

广告节黄河奖铜奖；作品《VARVARA STEPANOVA 130》入选 2024

第 16 届金蜜蜂全球平面设计双年展并在莫斯科展出；作品

《ART-ARCTIC》获 NCDA 第 12 届未来设计师全国高校数字艺术大

赛广西赛区二等奖、第六届香港新锐当代设计奖铜奖；作品

《CHINESE NEW YEAR》获第六届香港新锐当代设计奖铜奖、入选

西班牙龙年生肖设计展并在西班牙展出。《一种用于包装设计的

实验包装瓶》获得实用新型专利，《丝巾（锦礼）》获得外观设计

专利。

（五）社会服务情况

1.部校共建项目研究

聚焦地方融媒体传播，共建政产学合作平台。本学位点坚持

政产学多方协作，在与北海市的部校合作共建中坚持以马克思主

义新闻观为导向，组织师生开展地方融媒建设学习与支援；张佳

明老师赴北海电视台挂职，并带领本、研学生积极参与新闻报道

宣传相关工作，获得当地媒体单位的一致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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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助力公益事业

本学位点关注公益发展，拍摄的影视公益广告《听不懂的声

音》获得 2024 年中国国际广告节黄河奖铜奖。教师、学生党支

部以党建引领，前往南宁市隆安县乔建镇龙淰村，开展了“粤桂

协作助力乡村发展，描绘乡风文明新风貌”青年三下乡志愿服务

活动，开展美化乡村的墙绘工作，服务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受到

了驻村第一书记以及村民们的高度赞扬。

3.创意传播研究

坚持产学有效互动，引领区域学科发展建设。2024 年以广

西农业农村厅等地为服务对象，开展推广和设计活动，学位点教

师承接第六届全国稻鱼丰收节暨摄影作品展项目，取得良好的社

会反响。

4.开拓学术视野

本学位点承办了第 41 届《中国新闻年鉴》年会暨第二届全

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创新研讨会，以“全媒创新 智融未来”为主

题，邀请了中央和省地市县新闻媒体、全国知名新闻院校和研究

机构、学界业界期刊代表、头部商业平台以及《中国新闻年鉴》

全国各资料中心的 200 余名专家和代表，共同探讨全媒体传播体

系建设与智媒时代的媒体创新发展路径；与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

学院联合举办“反思与超越：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田野方法”学术

论坛，吸引学界和业界共同参与探讨跨学科融合的前沿议题；联

合举办“新质生产力与戏剧影视学科前沿：跨界融合与艺术新生

态”学术论坛。此外还举办了 10 余场系列专家高水平讲座营造

浓厚的学术思辨交流氛围，提升了本学位点的学科影响力。

5.承办专业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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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点承办了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广西赛区竞赛，通过

专家巡讲、专题研讨，整体提升广西赛区各参赛高校的广告艺术

教学水平和科研创作水平。

三、年度建设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

（一）存在问题

1.学位点高级别的标志性科研成果还不足，科研平台建设水

平还需进一步加强，学术影响力有待提升。

2.师资队伍的智能媒体技能还要加强，人才培养质量需持续

提升。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深刻地影响了新闻传播业的变革，也

影响研究生人才培养。本学位点在应对变化的课程体系、人才培

养建设上还需要进行深入思考。

（二）改进措施

1.以研究中心为抓手，打造学科建设影响力。本学位点结合

学校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确立了立足广西、面向东盟、探索民

族艺术传播发展的研究思路，围绕学校“东盟”和“民族”两个

特色、优势品牌开展有组织科研。结合中国—东盟传媒艺术中心

建设，发挥现有民族文化传播、创意传播及对东盟的国际传播研

究优势，加强导向性建设。面对高级别科研项目数量过低的问题，

本学位点拟在下一年度加强科研创作项目申报的辅导，提升省部

级及以上项目申报成功比例。

2.借助学术会议提升影响力。通过举办全国性学术会议和论

坛，凝练具有独特视角的研究主题，提升师生学术水平和学位点

的影响力。

3.结合学校人工智能赋能高质量发展专项行动，积极推进教

师团队智能媒体技术展开教学和研究。鼓励教师继续进修加强人

工智能辅助教学科研和创作的技能，同时引导教师带领研究生开

展相关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