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络与新媒体概论》课程线上学习方案 

 

课程性质： 专业基础必修课 适用 2019 版人才培养方案网媒专业 

课程编码： 264054 总学时及学分：   26 学时（理论 26），1.5 学分 

考核方式： 考查 开课学期： 第二学期 

先修课程： 无 后续课程： 电子商务基础与应用 

隶属分院： 电视与新媒体学院 系： 网络与新媒体 

执 笔 人： 孙碧璘 审 核 人： 温丽君 

一、课程描述 

本门课程为专业基础必修课，采取线上教学形式授课，教学平台为爱课程

(中国大学 MOOC)和腾讯进行线上授课。主要的学习内容是探讨新媒体与社会之

间的互动关系，一方面关注各种社会力量对新媒体对塑造，另一方面讨论新媒体

社会各层面的影像。探讨新媒体的概念、特征、形式、内容和历史的基础上，同

时关注新媒体的采纳、扩散、伦理和法制，以及新媒体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

会结构上对社会的影像。教学周数是 4 周，通过爱课程平台进行理论讲授及评

测，配合腾讯或微信进行线上辅导等。此外，结合学堂在线的网络课程资源，作

为本门课程辅助教学资源。 

二、教学组织和监管方式 

课前提供爱课程(中国大学 MOOC)和学堂在线中的教学资源进行自主学习。

线上学习在 2 月 24 日——4 月 30 日，要求学生通过线上的单元测试和考试，并

取得认证证书（认证证书由爱课程中国大学 MOOC 网站完成。认证证书作为本

门课程的一次作业，占总成绩的 30%，计入期末总成绩）。根据线上课中要求

总分达到 60～84 分为合格，85 分以上为优秀。 

课中教师利用腾讯家校群组织学生签到、线上视频授课讲解、课堂讨论、

答疑等课堂互动内容。 



 

课后组织学生总结课程的相关知识点以及布置下次课程任务和作业。 

三、教学进度安排 

周次 教学基本内容 

教学安排 

幕课教学 

（课前） 

课堂互动 

（课中） 

作业 

（课中） 

一 

第一章 新媒体导论  

1.1什么是新媒体 40分钟 30 分钟 15分钟 

1.2 新媒体的历史 
60分钟 30分钟 15分钟 

第二章 新媒体与社会的关系 

2.1 技术决定论 

2.2 社会决定论 
60分钟 30分钟 15分钟 

2.3 技术社会互动论 

2.4 章节总结 30分钟 30分钟 15分钟 

二 

第三章 新媒体的采纳与扩散 

3.1 社会学习论 

3.2 创新扩散论 
60分钟 30分钟 15分钟 

3.3 技术接受论 

3.4 章节总结 30分钟 30分钟 15分钟 

第四章 新媒体的伦理与法制 

4.1 新媒体伦理 

4.2 新媒体法制 
60分钟 30分钟 15分钟 

4.3 其他控制手段 

4.4 章节总结 30分钟 30分钟 15分钟 

三 

第五章 新媒体的社会结构影响  

5.1 网络社会 

5.2 阶层结构 
90分钟 30分钟 15分钟 

5.3 数字鸿沟 

5.4 章节总结 60分钟 30分钟 15分钟 

第六章 新媒体的政治影响  

6.1 网络参与 

6.2 网络治理 
60分钟 30分钟 15分钟 

6.3 电子政务 

6.4 章节总结 60分钟 30分钟 15分钟 

四 

第七章 新媒体的经济影响  

7.1 信息经济 

7.2 创意产业 
110分钟 30分钟 15分钟 

7.3 电子商务 

7.4 章节总结 60分钟 30分钟 15分钟 



 

第八章 新媒体的文化影响  

8.1 网络文化概念 

8.2 网络文化建构 
60分钟 30分钟 15分钟 

8.3 网络文化影响 

总结 30分钟 45分钟  

合    计 
课前 900分钟（20学时）＋课中 720分

钟（16学时） 

 

四、作业和考核要求 

网络课程要求学生完成随堂作业及课堂习题，课堂讨论作为平时成绩。根

据每周完成的学时要求和学生学习情况，布置作业。 

作业 1：以传统媒体（报纸、广播和电视）为研究对象，利用网课提供的

教学资源和其他网络资源查找相关资料，完成《（报纸、广播和电视）传统媒

体的传播特点分析》论文。要求字数不少于 2000 字。 

作业 2:结合所学网络新媒体概论的知识和自己的亲身感受与体验，完成

《新媒体优势》的论文。要求字数不少于 2000 字。 

五、成绩考核及评价 

本课程为非试卷考查课，采用五级分制（优秀、良好、中等、及格和不及

格）评定成绩。在 4 周内完成部分教学内容，按照周数和学时一并计入期末总

成绩。出勤、课堂表现占总成绩 30%；两次作业占总成绩的 70%。 

 

 

 

 

 

 

 



 

教学进度表 

周次 课次 
授课内容摘要（含理论、实践项目内容名

称） 
学时 作业 上课地点 

一 

1 

第一章 新媒体导论  

1.1什么是新媒体 

1.2新媒体的历史 

2   

2 

第二章 新媒体与社会关系  

2．1 技术决定 

2.2 社会决定论 

2.3 技术社会互动论 

2.4 本章总结 

2   

二 

3 

第三章 新媒体的采纳与扩散 

3.1 社会学习论 

3.2 创新扩散论 

3.3 技术接受论 

3.4 本章总结 

2   

4 

第四章 新媒体的伦理与法制 

4.1 新媒体伦理 

4.2 新媒体法制 

4.3 其他控制手段 

4.4 本章总结 

2   

三 

5 

第五章 新媒体的社会结构影响  

5.1 网络社会 

5.2 创新扩散论 

5.3 技术接受论 

5.4 本章总结 

2   

6 

第六章 新媒体的政治影响 

6.1 网络参与 

6.2 网络治理 

6.3 电子政务 

6.4 本章总结 

2   

四 

 

（以

上为

线上

教

学） 

7 

第七章 新媒体的经济影响 

7．1 信息经济 

7.2 创意产业 

7.3 电子商务 

7.4 本章总结 

2   



 

周次 课次 
授课内容摘要（含理论、实践项目内容名

称） 
学时 作业 上课地点 

8 

第八章 新媒体的文化影响 

 8.1 网络文化概念 

 8.2 网络文化建构 

 8.3 网络文化影响 

 8.4 总结 

2  

 

 

 

五 9 

教材中第四章 从受众到用户 

 4.1 互联网用户的发展现状 

 4.2 从受众到用户 

 4.3 互联网用户的小众化、碎片化趋势 

2   

六 10 

教材第五章 新媒体与传统媒体 

第一节 新媒体带来传媒格局变革 

第二节 传统媒体的求生之路 

 第三节 媒介融合 

2   

七 11 

教材第十一章 互联网与新意见领袖 

 第一节 谁是新意见领袖 

 第二节 新意见领袖的影响力 

 第三节 新意见领袖的产生 

 9.4 新意见领袖的新动向：商业化、职

业化、群体化 

2   

八 12 

 教材第十四章 互联网时代的精准营销 

第一节 web2.0 时代营销的变化 

第二节 新的营销变化 

第三节 长尾理论 

第四节 “大数据”蕴含了无限商机 

2   

九 13 
 教材第十三章 中国传媒业的新生态、新

业态 
2   

注：“上课地点”项：课表中教室可不填，其他上课或实践外地点详细填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