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 学院网址：https://whcb.hueb.edu.cn/

一、学院简介
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是河北经贸大学的特色优势学院，由

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与学校“部校共建”，并与中国人民大学

新闻学院协同共建。学院立足河北、依托京津，致力于培养全

媒化、复合性、应用型卓越人才，他们具备家国情怀与国际视野，

能适应媒体融合发展，传播中华文化。

学院办学历史悠久，1993 年起步，历经专业开设、系部

组建、学院更名等阶段，2024 年正式更名为新闻与文化传播

学院，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师资力量雄厚，包括 7 名教授、23 名副教授，45 人拥有

博士学位或正在攻读博士，33 人担任硕士研究生导师。师资队

伍人才济济，拥有省级教学名师、青年拔尖人才、“三三三人

才工程”入选者，省级优秀教学团队等。

教学科研成果显著，拥有 50 余项本科教学质量工程项目、

1 个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2 个非实体研究机构。学院教师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8 项、省部级项目 151 项，出版著作

60 余部，发表核心期刊以上论文 240 余篇，获河北省社科优

秀成果奖 10 项。

学院学科体系完备，设有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

权点、新闻与传播专业学位硕士授权点、国际中文教育专业硕

士授权点，以及 4 个本科招生专业。新闻学专业为国家级一流

本科专业建设点，汉语言文学、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为省级一流

本科专业，各专业均有保研资格。

实践特色鲜明，拥有多个国家级教学项目。新闻传播学实

验教学中心设备先进，新闻中心与其实验教学中心协同建设，

为学生提供实践平台。学院还建有 40 余个校外实习基地，与

各级媒体合作，助力地方发展。在新时代，学院秉持“明德博学，

人文日新”院训，努力为学校发展和地方建设贡献力量。

二、专业介绍

 ︳新闻学 ︳（首批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历史沿革：新闻学专业开设于 2003 年，2007 年招收新闻

学研究生，2009 年获批新闻学与传播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

权点，2019 年入选首批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是中共

河北省委宣传部与河北经贸大学“部校共建”新闻与文化传播

学院的支撑专业；拥有“融合新闻学”国家级一流课程和“新

闻学”省级优秀教学团队；2023 年获批河北省普通本科高校

应用型转型示范专业。

特色优势：专业依托学校优势学科资源，聚力财经新闻方

向，强化财经特色与内涵，在科学与人文相融，传媒与文化互

彰基础上，培养政治立场坚定，理论功底扎实，具备人文素养、

社会责任和科学精神，具有国际视野、创新精神和融媒体应用

能力，能够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复合性应用型卓越新闻传

播人才。

主要课程：中国新闻传播史、网络与新媒体概论、新闻

采访、财经新闻写作、新闻编辑、财经新闻评论、新闻摄影、

融合新闻实务、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法、新闻纪实摄像、新闻传

播伦理与法规、数据新闻、视频新闻制作、新闻策划、媒介社

会学等。

就业去向：地市级以上传统主流媒体、新媒体矩阵；大型

商业媒体、平台媒体、舆情分析与监测机构；政府、国企、大

型私企宣传部门；有重大影响的媒体文化公司以及自主创业等。

办学 20 多年来，优秀毕业生已覆盖中央、省级、地市等三级

主流媒体（含新媒体矩阵），大型商业媒体，大型企业宣传部门，

舆情监测机构等企事业单位，并成长为中层或业务骨干，优秀

毕业生自主创办的传媒公司，已经产生较大社会影响。经贸新

闻人正在成为河北新闻传播领域不断壮大的新势力。新闻学专

业具有保研资格，近五年来获保研资格同学，均保送到 985 院

校相关专业，考研成功学生中，80% 以上考入全国新闻学专业

排名前 30% 院校。

◇学生录制校园电视台节目

◇“文化寻根”暑期社会实践活动——走进衡水 ◇百花经贸摄影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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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与新媒体 ︳

历史沿革：2023 年，在原广告学专业和广播电视学专业基

础上，进行资源整合和整体专业转型升级，申报新设本专业；

2024 年，经教育部批准，开始招生。

特色优势：本专业依托“部校共建”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

优势学科平台和省级实验教学中心、融媒体新闻制作流程虚拟

仿真实验教学、“融合新闻学”等国家级教学项目，培养具有

坚定的政治信仰和良好的职业道德，具有全球视野和跨文化传

播能力及互联网思维，掌握本专业的基础理论知识，能够熟练

运用新媒体技术，从事内容策划、生产、发布和运营、管理等

工作的复合性应用型网络与新媒体传播人才。

主要课程：网络与新媒体概论、视听新媒体概论、摄影摄

像基础、数字媒体经济学、媒体可视化设计、新媒体产品设计

与项目管理、短视频策划与创作、网络舆情监测与研判、品牌

策划与传播、数字多媒体作品创作、新媒体节目编导与创作、

视觉传达设计、新媒体综合实训、新媒体用户行为与营销、数

据挖掘等。

就业去向：毕业生可在新闻传播及出版机构、新媒体行业

公司、各企事业单位的宣传部门等从事网络宣传、新媒体作品

制作、发布、运营和管理等方面的工作。

 ︳汉语国际教育 ︳（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历 史 沿 革： 本 专 业 始 建 于 2005 年， 原 名 对 外 汉 语；

2010 年成为国家级特色专业，2011 年被评为河北省本科教

育品牌特色专业，2013 年更现名。2016 年学院获批跨文化

传播硕士点（含汉语国际教育方向），2020 年获批河北省一

流本科专业；2024 年，获批国际中文教育专业硕士学位授权

点。学校依托本专业，先后建成尼泊尔加德满都大学孔子学院

（2007 年）和赞比亚大学孔子学院（2010 年），双方密切

合作，开展多项汉语师资培养项目、语言培训项目、友好交流

夏令营等活动。

特色优势：立足于“新文科”“新财经”理念，融合汉语

国际教育省级一流专业、省级语言文字推广基地、国际学生教

育三种资源，形成专业联通、课程融通、师资贯通、管理畅通、

资源汇通的“五通一体”的新型人才培养机制，培养具有广博

的人文知识、深厚的文学素养、扎实的汉语教学专业基础、广

阔的国际视野和较强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能胜任国内外汉语教

学和管理工作的复合性应用型教育人才。

主要课程：现代汉语、古代汉语、语言学概论、语法专题、

词汇学、训诂学、汉语教学实用语法、古代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史、

中国当代文学史、外国文学史、跨文化交际、汉语国际教育概论、

汉语教学法、《国际中文教师证书》考试辅导等。

就业去向：毕业生可以从事汉语教师工作，如参加汉语国

际教师志愿者项目、就职国际学校、语言培训机构等；可从

事事业单位文秘、文宣以及企业文化建设、传媒机构文字编辑、

文案写作、创意策划等相关工作，还可以选择在国内外继续

求学。

 ︳汉语言文学 ︳（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历史沿革：汉语言文学专业设立于 2004 年，2008 年实

施大类招生和培养，2016 年学院获批跨文化传播二级硕士点

（含中国文学跨文化传播方向），2017 年学院获批影视文化

传播二级硕士点，2021 年获批河北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2023 年开始按专业招生。

特色优势：本专业是国内高校设置早、学科体系完善、专

业建设成熟、社会认可度高、就业面广的传统专业。学院本着“大

中文”的理念，探索跨学科发展新模式，着力跨文化传播研究

方向，培养适应新时代，具备良好的人文社会科学素养，广博

的人文知识，专业的文学批评和审美鉴赏能力，一定国际视野

和跨文化传播能力，以及社会调研、新媒体写作和融媒体信息

处理等创新实践能力的复合性应用型汉语言文学人才。

主要课程：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当代

文学史、外国文学史、现代汉语、古代汉语、语言学概论、文

学基本原理、中国文学批评史、西方文艺理论、非虚构写作、

唐诗专题、宋词专题、文艺美学、影视文学等。

就业去向：毕业生能够胜任在各类媒体平台、党政机关、

企事业单位、以及社会组织和团体从事文秘、宣传、文化创意、

文化传播与交流、教育、教学、培训以及文化研究、文学创作

等工作。毕业生能够考取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北

京师范大学、中国社科院等国内外著名院校研究生。

◇第七届“古风吟”中华经典诗词

更多学院信息可扫码查看

0311-87656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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