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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学专业教学计划 

一、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 
1. 培养目标 
本专业旨在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培养全面发展的卓越创新人才。具体来说，就是培养适应智能媒体时代需要、具备较高

的广告专业素养、良好的国际视野和国际理解能力、较强的沟通能力和表达能力、较好的信

息技术和创新能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实践型、全媒体、复合型卓越广告人

才。 
期待培养的学生毕业 5 年左右，能达到下列目标： 
目标 1:具备健全人格和良好科学文化素养，具有正确的职业道德、职业操守和社会责任

感。 
目标 2: 具备在智能媒体时代从事广告及相关工作的专业素质，能够熟练运用新媒体信息

技术从事广告专业相关工作。能够在广告公司、传统媒体或新媒体企业、企业单位及政府部

门从事广告相关工作。 
目标 3: 具备在大数据时代自主学习和不断创新的能力，熟练运用计算机和网络应用技

能，在工作中独当一面、具备参与制定企事业单位发展规划的能力，注重社会和谐与职业可

持续发展。 
目标 4:具备较强的团队协作精神和良好的沟通能力，能够在多学科团队或跨文化环境中

工作，能够在创意策划、公关、营销、数据分析等运营团队中作为成员、技术骨干或主要负

责人有效地发挥作用。 
目标 5:具备终身学习能力，能够通过企业历练、继续教育、高校或研究机构攻读硕博学

位等方式提升自身专业素质，不断适应社会经济和技术发展的需要。 
2. 毕业要求 
本专业课程建设旨在培养适应智能媒体时代需要的实践型、全媒体、复合型卓越广告人

才，突出实践能力、新技术运用和国际交流能力的培养，采用“低年级专业实践+高年级课程

研讨”的课程教学方式，发展本专业智媒方向人才培养的特色。广告学专业培养定位为人工智

能广告。 
本专业的毕业要求从以下能够支撑培养目标达成的 10 个方面进行明确、公开、可衡量的

分解：1. 广告学的基本理论与知识、2．分析问题的能力、3. 广告业务实施的能力、4. 开展

研究的能力、5.正确使用工具的能力、6.广告经营与管理的实践应用能力、7.职业规范、8.团
队合作能力、9.沟通能力、10.终身学习能力。 

通过 4 年本科培养，广告学专业本科毕业生达到的毕业要求： 
（1）基本理论与知识：能够将广告知识及相关理论和专业知识用于解决广告相关问题上 
1.1 熟悉和掌握广告学相关基础知识。 
1.2 了解广告产业发展动态及趋势。 
1.3 能够将相关理论和专业知识用于表述和解决广告领域问题。 
1.4 能够应用理论及专业知识，执行广告策划及实践。 
（2）分析问题的能力：能够将广告基本知识，通过文献研究，发现、分析并表达广告方

面问题，以获得有效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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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借助文献调查、社会调查、认识实习等环节，发现广告产业发展的关键环节及参数。 
2.2 借助相关理论学习及文献查询，分析广告行业动态及发展问题。 
2.3 应用相关学科原理，解决广告行业问题并获得有效结论。 
2.4 面对新媒体、新技术带来的对行业的变革，能够及时了解新问题，把握新模式。 
（3）解决问题的能力：能够针对广告行业动态及发展特性，进行广告活动的初步策划，

并在策划及设计过程中考虑社会、安全、法律等因素。 
3.1 能够针对广告行业动态及发展特性，进行广告活动的初步策划。策划活动体现与时

俱进的创意，包括对大数据的运用，以及对新媒体、新技术的运用。 
3.2 能够针对广告行业动态及发展特性，进行广告活动的初步策划，并在策划及设计过

程中考虑社会、安全、法律等因素。同时，发挥公益广告活动的效益；公共关系的原理和方

法以及技能，能够熟练使用。 
3.3 能够在策划及设计过程中考虑社会、安全、法律等因素，对策划的可行性进行评论

并提出优化策略。能够了解并使用跨界策划的理念和方法，综合运用整合营销传播，迎接新

时代带来的新理念、新技术和新方法，不断优化策划策略。 
3.4 结合品牌发展理论，通过大数据挖掘，及时发现品牌舆情，主动为品牌建设服务。品

牌建设已然成为广告作业的利器，大数据为品牌建设带来了新模式、新方法，在运作过程中，

能够充分考量社会、安全和法律的因素。 
（4）开展研究的能力：掌握广告相关知识及实操技能，在此基础上全面分析与研究广告

行业中典型案例。 
4.1 针对广告产业变动及各产业对于广告的需求，策划和设计具有针对性的广告活动。 
4.2 掌握广告相关知识及实操技能，在此基础上全面分析与研究广告行业中典型案例。 
4.3 通过全面分析与研究广告行业中典型案例，综合分析其合理性、策略性和局限性，

能够具备提出优化方案的能力。 
4.4 及时把握典型案例中的新理念、新方法、新技术和新模式，更新自己的专业知识和能

力，并具备创新专业表达能力的意识和动力。 
（5）正确使用工具的能力：能够针对广告相关理论知识及行业动态，选择适当的文献检

索及研究方法对广告行业进行分析。 
5.1 针对广告理论知识及行业动态，选择和使用恰当的广告运作工具，如市场调研工具、

信息挖掘和分析工具、品牌诊断工具、品牌维护和推广工具等。 
5.2 使用恰当的广告运作工具，建立模型，实施模拟分析和演练，并能够理解工具使用

过程中的局限性，优化相关工具的使用效率。 
5.3 广告运作工具的产生和使用，是随着广告行业的发展而不断进步的，因此，需要能

够做到与时俱进地掌握广告运作工具，并在一定程度上开发广告运作工具。 
5.4 除了常规广告工具的使用，还需要聚焦广告业的核心作业区域，熟练使用新工具，

解决新问题。 
（6）实践应用能力：具备广告活动策划及开展等实操技能。 
6.1 具备扎实的广告原理与实务知识和方法，能够将广告原理与实务的学习效益体现在

专业实践活动中，尤其突出创意和策划的实操能力。 
6.2 广告行业跨界运作，公共关系、市场营销、展览展示等新媒体、新技术在广告推广

中经常得到跨界运用和发展；因此，借助我系具有广告专业和会展专业的协同发展优势，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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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创新实施广告活动策划，同时跨界运用会展的技术和方法于广告传播中。 
6.3 我系创办的上海市大学生国际广告节、全国大学生会展创新大赛两大赛事，是培养

学生实践应用能力的平台，相关的全国性以及全球性的广告、会展赛事，锻炼了学生的广告

策划和执行能力；课程中的实践能力培养同样重要，通过对课程中实践能力的设计和锤炼，

提升学生的实操技能。 
6.4 理念和运作能力优胜的广告企业，提供了培养学生实务能力的场所；通过沉浸式的

项目历练，学生的实操能力在企业的实习中得以捶打和提升；课程学习与实务技能培养。，得

以统一实施。 
（7）职业规范：爱国守法、具有人文情怀和社会责任感，在广告实践活动中遵守职业道

德，履行相应责任。 
7.1 具有高度人文情怀和社会责任感，发挥好广告的引导和教育作用，自觉抵制庸俗广

告，挖掘人性美的广告元素，创意策划出积极健康的优美广告。 
7.2 在广告实践活动中坚守职业规范，遵守职业道德，履行相应责任，保护客户的商业

秘密，不做虚假广告，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策划制作好的广告，创导和谐广告环境。 
7.3 维护正常的竞争环境，在市场环境中，守住道德底线，不因利益诱使而忘记职业规

范和职业道德。 
7.4 人心向善，道德、责任、情怀、规范、法律，都是广告人不断汲取的环节，也需要

坚守。 
（8）团队合作能力：能够在广告理论学习及实践活动中承担团队成员责任。 
8.1 理解团队中的角色定位及对于团队的意义。 
8.2 在团队工作中，能承担自己的角色并与其他成员协作。 
8.3 维护团队的整体利益，强化团队合作能力；做好项目成员，提升自己在团队中的合

作能力。 
8.4 课程作业和参赛实习，以及到广告企业实习，都培养了学生在团队中的成员意识、

责任和能力。 
（9）沟通能力：能够在广告理论学习及实践活动中与同学或同行进行书面及口头交流，

并具备一定的国际视野，在跨文化背景下进行交流。 
9.1 在广告理论学习及实践活动中，与同学或同行进行书面及口头交流，通过交流，提

升自己沟通能力。普通话水平达到二级乙等以上。 
9.2 具备一定的国际视野，在跨文化背景下进行交流。暑期国际项目、交换生项目，以

及出国留学，培养了学生的沟通交流能力。 
9.3 就广告领域复杂问题，借助讲座、学习、毕业设计等方式，具备与业界同行及社会

公众进行有效沟通和交流的能力。 
9.4 广告业务中的提案，在课程中演练，在广告赛事中同样有效，皆能提升学生的沟通

能力。 
（10）终身学习能力：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又不断学习和适应发展的能力。 
10.1 具有自主学习并适应广告学科发展与行业变化的能力。 
10.2 从事广告业，意味着一辈子需要学习，熟悉项目中客户委托的要求，由外行变内行，

需要学生具备终身学习的能力。承接不同项目就是学习的机会。 
10.3 行业发展需要行业与时俱进，新知识、新方法、新媒体的产生，都需要广告人始终



Ⅱ-1-23 

把控，只有建立起终身学习的意识和能力，才是合格的广告人。 
10.4 从项目中学，从经验丰富的老师身上学，甚至从与竞争对手交往中学，具备适应发

展的能力。 
二、主干学科和主干课程 
1. 主干学科 
新闻传播学 
2. 主干课程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广告学概论 A、 市场营销学 B、 广告策划、广告创意、广告文案、

中外广告史、品牌研究、广告法规、广告心理学、广告效果研究 B、创意产业研究 A、新媒

体研究 
3. 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 
大一：广告实践入门与仿真实训：实地参观广告、营销公司和广告主；邀请业界专家举

办讲座，虚拟仿真实训系统的实际操作。本实践环节旨在通过本教学内容，使大类分流进入

本专业学习的学生基本把握广告行业状况，为专业学习打好基础。 
大二：广告业务实训：通过引入广告公司的实际项目和业界导师，让学生能够将所学理

论知识能够运用于实践之中，通过团队的合作，完成指定的项目，使得学生能够在具体的场

景中，学会解决问题的能力，并通过案例实操，提升学生广告职业技能素养、道德素养和较

为全面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大三：广告智能场景化运作实践： 
（1）、本实习内容是选择一个县级市的实习基地，由当地政府提供“实习命题”，学生通

过为一个小城市进行整体的传播“诊断”，找出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整体性、系统性营销沟

通解决方案，并将方案部分付诸实现。通过本实践，让学生能够运用智能化营销平台，在现

实复杂场景中，学会系统的思考问题，运用大数据、AI 技术等，提出整体性的解决方案，全

面提升学生分析、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和应对挑战和压力的心理素质。学分为 6 分。 
（2）、广告参赛实践。原则上在整个学年内学生需要参加的 2 次以上(含 2 次)专业比赛，

大广赛、大广节、学院奖、金犊奖、营创赛、浙江会展创意大赛、全国大学生会展创新大赛

等等都可以，实现以赛促学。学分为 2 分。 
大四：毕业实践：综合性的专业实践活动，结合专业学习的成果，结合就业要求，学生

在我系的专业实践基地，或与自己就业挂钩的专业单位参加实践活动，实习单位资深员工与

本系专业教师担任指导教师，负责对学生的实践内容进行指导和考核。 
三、修业年限、学分和学位 
1. 修业年限 
四年 
2. 总学分 
259 
3. 授予学位 
文学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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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思维与创业教育

新生研讨课1

上海大学2024级教学计划表
新闻传播学院                                广告学专业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课程学分 各学年、学期计划学分安排
课

程

分
类

教学环节

1

通

识
课
18

人文经典与文化传承

4 4

公

共

基
础

课
73

思

想
政

治

理
论

课

思
想

政

治

必
修

课

思想政治选择性必修课（详见附表） 3

16583004

16584172 1

00944008 2

任意选修课

详见附表

详见附表

详见附表

01014103

●毕业前至少修读一门全英语授课课程且成绩合格。（全英语授课课程指：1. 选课系统中标注的全英语课程。2. 国际化小学期开设的课程。3.
海外交流学分认定的课程。）

02084280

37B54004

学科基础课(见续表)

高年级研讨课(见续表)

选

修

课

专业选修课(见续表)

12484110

02074161

实践教学环节

总计

16614109

*1-10学期均需选修  ◆多修同时属于通识课的课程可认定为通识课（见附表备注）  ▲学分分布供参考  ★任意选修任何课程  附表见Ⅱ-1-44
页，所修通识课必须包含：1. “核心通识课”至少6学分；2. “艺术修养与审美体验”模块至少2学分；3. “创新思维与创业教育”模块至少2学分；4.
“经济管理类”、“理学工学类”通识课分别至少2学分。（某门课程同时满足多个条件时，可重复认定，但所获得学分不累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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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

授

实

验

上

机

自

学

项

目

读

书

其

他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自

学

项

目

读

书

其

他

17005006 网络与新媒体技术应

用
3 2 1 4 △ 17595008 中外广告史 3 3 7 ◎

17005014 多媒体作品制作A 4 3 1 4 △ 17595259 传播社会责任基础 3 3 7

17B45019 会展学概论 6 4 2 4 ⚪ 17595188 品牌研究 3 2 1 7 ⚪
◎

17595129 广告学概论A 6 3 3 4 ⚪
◎

17595018 公共关系学 3 2 1 7 ⚪

17004001 传播学概论 4 2 1 1 5 △ 17595253 广告媒体策略与规划
A 4 2 2 8

17595163 广告策划 3 2 1 5 ◎ 17595019 广告法规 3 2 1 8 ◎

17595230 市场营销学B 6 3 3 5 ⚪
◎

17595260 企业传播学 4 3 1 8 ⚪

17005015 数据挖掘与分析A 4 2 2 6 △ 17596167 新媒体研究 3 2 1 8 ⚪
◎

17595009 广告文案 3 2 1 6 ◎ 17595077 广告心理学 3 2 1 9 ◎

17595161 广告创意 3 2 1 6 ◎ 17596180 广告效果研究B 3 2 1 9 ◎

17595229 市场调研A 6 3 3 6 ⚪ 17004003 论文写作 2 2 9 △

17005010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3 2 1 7 △ 17595190 创意产业研究A 3 2 1 10 ⚪
◎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自

学

项

目

读

书

其

他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自

学

项

目

读

书

其

他

1759EY04 传媒经济学 2 1 1 6 1759SY03 广告视觉文化与审美

修养
2 1 1 8

1759EY05 广告学前沿 2 1 1 6 1759SY04 战略传播 2 1 1 8

二年级适用 三年级适用

备

注
教学环节教学环节

学

期

备

注
教学环节

高年级研讨课

共

计

共

计

课程名称

课程学分

课程编号
学

期

备

注

课程学分

上海大学2024级教学计划表

学科基础课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共

计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专业核心课程    △为学院平台课    ⚪系平台课

课程学分

共

计

教学环节 学

期

课程学分

备

注

学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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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

授

实

验

上

机

自

学

项

目

读

书

其

他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自

学

项

目

读

书

其

他

17595182 艺术设计史 3 2 1 4 17706079 社交媒体应用 3 1 2 7

17B46009 设计基础与摄影表现 3 2 1 4 17596231 非营利组织营销 3 2 1 7

17596204 现代展示设计A 3 1 2 5 17596256 新媒体视频研究 3 2 1 8

17596218 平面广告设计与制作
A 3 2 1 5 17596201 广告公司经营管理 3 2 1 8

17B46010 视觉符号与传达 3 2 1 5 17005011 数据可视化 2 2 8 △

17B46024 管理学原理 3 2 1 5 17596213 中外广告创意研究 3 2 1 8

17004002 艺术概论 3 2 1 5 △ 17B46012 潮流杂志与文艺绘本 3 2 1 8

17595114 广告作品评析 3 2 1 6 17596227 包装设计 3 2 1 9

17595134 公益广告研究 3 2 1 6 17005012 融合媒体实务 6 3 3 9 △

17596239 创意赛事技能集训 3 2 1 6 17596261 媒体策划学 3 2 1 9

17595191 消费者行为学A 3 2 1 6 17596248 广告影片故事板设计 3 2 1 9

17596142 大众文化研究 3 2 1 7 17595159 整合营销传播 3 2 1 8

17596242 品牌营销 3 2 1 7 17596258 效果广告的创新运作 3 2 1 8

17596249 品牌创意与设计 3 2 1 7 17596263 媒介市场与营销 3 2 1 10

17596262

策略传播研究前沿
(Frontiers in Strategic
Communication
Research)

3 2 1 7 ▲

17B46026 元宇宙理论与实践 3 2 1 7 17596235 数字广告(Digital
Advertising)

3 2 1 8 ▲

17B46011 从字体到LOGO设计 3 2 1 7 17546050 互联网平台开发与治

理
3 3 9

17B46025 数字视频制作 4 2 1 1 7 17596265 智能广告原理与实践 3 2 1 9

17596255 智能营销A 4 2 2 8

课程学分

备

注
课程编号 共

计

教学环节

专业选修课（第9学期（含）之后的课程可能会进行一次动态调整。）

△学院平台课  ⚪系平台课  ▲全英语课程  ●专业选修课模块须二选一，每个模块内课程至少须七选三。即：学生须从“品牌营销传播”
和“智能广告”中选择一个模块进行学习；每一模块课程均有七门课程，学生须从中至少选修三门。专业选修课剩余要求学分可从另一个模

块或非模块课程中选修。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课程学分

学

期

专业选修课模块一：品牌营销传播●

专业选修课模块二：智能广告●

共

计

教学环节 备

注

学

期
课程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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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 分散 一 二 三 四

00914003 军事技能 2 2 √ 2

00874008 形势与政策(实践) 1 √ 1

1658A001~002 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1-2) 2 1 1 第3,6学期

00874007 思想道德与法治(实践) 1 1 √ 1

0000A001 创新创业实践 1 √ 1

00874028 大学生社会实践 1 √ 1

00883034 劳动素养专项实践 1 √ 1

1759A034 广告实践入门与仿真实训 2 4 √ 4

1759A035 广告业务实训 2 4 √ 4

1759A036 广告智能场景化运作实践 4 8 √ 8

1759A029 毕业实习 5 √ 5 第11学期

1759A037 学年设计(论文) 2 4 √ 4

1759A010 毕业设计(论文) 15 √ 15 第12学期

47 10 5 12 20

上海大学2024级实践性教学环节学分安排表
广告学专业

实践分类 编号 实践环节名称
实践

周数

实践

学分

注：

    1. 《创新创业实践》、《大学生社会实践》和《劳动素养专项实践》三门课程三选一。
    2. 在校期间，学生参与下述活动之一，可认定《创新创业实践》课程学分。分别是（1）联合大作业；（2）大学生创新项目；（3）
学科竞赛获校级（含）以上奖项，并未冲抵过学分；（4）院系认定的创新创业各类活动（累计至少半周时间）。
    3. 《大学生社会实践》在第2-11学期（除夏季学期）均开设，具体要求详见课程简介。
    4. 《劳动素养专项实践》包含“电子小世界”、“木质匠心”、“陶塑艺术”和“金属艺术”4个专项，只限选修其中1个专项，第1-
12学期（除夏季学期）均开设。

实践形式 各学年学分安排
备注

实

习

课
程

设

计

三选一
（详见注）

毕业设计
(论文)

共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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