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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高校《新闻编辑学》教材的缺失及其学科体系构建

 

巩 勇     孙荣刚 

【内容提要】目前我国高校使用的《新闻编辑学》教材存在着多方面的问

题，大多数教材中的理论和操作部分的内容，无法体现一名合格的新闻编

辑应该具备的知识和能力结构，也无法跟上最新的报业发展实际。因此，

有必要调整教材的结构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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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校新闻传播系课程设置中，《新闻编辑学》是一门核心的专业必修

课，特别是对以报纸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传统新闻学方向的学生。而纵观人

类新闻传播史，报纸是历史最为悠久的大众传播媒介。我国是世界上最先

有报纸的国家，也是最先有新闻事业的国家。唐玄宗开元年间（公元713—

742年），开始出现了开元杂报。北宋末年（公元11、12世纪）出现了印刷

报纸。应该说，有了报纸就伴随着编辑实践活动。但编辑业务的研究工作

却大大滞后于实践活动。1919年徐宝璜在我国第一本新闻学著作《新闻

学》中对编辑业务的研究，被认为是我国研究报纸编辑业务的起步。 

应该说，目前我国已经出版和使用的《新闻编辑学》教材很多，比较有

代表性的是：中国人民大学郑兴东等著的《报纸编辑学教程》（2001年

版）、浙江大学吴飞著的《新闻编辑学》（2003年版）、复旦大学张子让

著的《当代新闻编辑学》（2004年版）等。《新闻编辑学》主要研究内容

是 ：新闻稿件的选择、修改、配置，新闻标题功能、结构、制作，报道的

策划、组织、实施，版面设计、编排，图片编辑，专副刊编辑等。这些内

容基本涵盖了“新闻编辑学”的范畴。不过，这些教材凸现的问题也很明

显。 

作为主讲《新闻编辑学》的专业教师，在近几年来的教学中，笔者发现

现有的教材内容有多方面的缺失，教材中编写的理论和动手操作部分都明

显滞后于迅猛发展的报业实践 ，新闻从业界活生生的报刊编辑业务还没有

来得及总结，无法融入课堂教学。因此，如果本课程的主讲老师不主动调

整教学内容，不联系报业发展态势做相关的调查和研究，那么学生在实习

期间，甚至在毕业后一段时间，都难以做到学以致用。基于这样的认识，

笔者想通过本文谈谈对高校《新闻编辑学》学科体系建构与教学实践的探



索。 

 翻阅目前国内各高校使用较多的《新闻编辑学》方面的 10余本教材，

笔者认为较为普遍的问题是以下几个方面：  

    一、教材的视角主要是党委机关报，而忽视了晚报、市民生活报、专

业报、行业报、企业报等编辑业务。 

截止2005年7月，新闻出版总署报刊司的年度报告显示，我国当前报业

发展的格局是：全国共出版报纸1926种，其中各级党报438种 ，晚报153

种，都市报132种，生活服务类报245种，行业、专业及其他各类报纸958

种。① 显然，从总量看，党报比重明显偏低（只有23%）。 与此同时，由

于报社在计划经济时期的事业单位的定性，我国报业人才结构中，人力资

源最丰富的也各级党委机关报社，特别是拥有大量新闻类高级职称的员

工，并且新闻编辑类人才的生命周期也较长。而真正急需人才的是，那些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迅速发展壮大起来的非党报系列报刊， 处于现有体制

下，人才是制约其发展的“瓶颈”。近年来，我国高校大办新闻传播类专

业得到了“超常规”发展。据资料表明，到2005年，我国新闻学类专业点

已由1994年以前的66个发展到661个，其中2004年一年间增加了202个专

业点。如果从学生就业来考虑，以党委机关报为主要视角的教材是很难做

到“适销对路”，毕业生的就业面自然狭窄且适应性差。  

 

  二、、教材的内容主要是针对报纸业务，而忽视了新闻杂志编辑业

务。 

  在我国新闻史上，新闻周刊（主要是新闻时政类杂志）也曾有过辉煌

的发展，并且起到重要的历史作用。如胡政之主编的《国闻周报》、邹韬

奋主编的《生活》周刊等。解放后30多年里，新闻周刊消失了。直到1984

年《嘹望》改为周刊，这种媒介形态重新大放异彩，并且在20世纪90年代

中后期形成了新锐新闻时政类杂志的一个创办高峰，比如《半月谈》、

《读报参考》、《南风窗》等。 

  烟台大学的齐爱军认为，新闻周刊有着良好的发展趋势。从宏观形势

上看，新闻周刊的空间是巨大的。因为，一是媒介生态环境的改变有利于

新闻周刊的发展，二是中产阶级的迅速成长为新闻周刊提供庞大的受众

群，三是目前期刊市场（包括新闻周刊市场）还处于发育阶段，远未构成

激烈的竞争。从微观形势上看，市场化 、集团化、产业化、职业化也是新

闻周刊发展壮大的关键。② 

  而从媒介投资的角度看，杂志因为其它规模小、投资少、回报相对较

快等优势，又极易成为资本的首选，如美国强生最先投资的媒体就是北京

的《新财经》和上海的《理财周刊》等两家财经类新闻杂志。③而我国读

者目前对杂志的消费页不高，2000年全国杂志的总印数为294182万册，即

全国人均杂志拥有量仅为2册左右，与西方发达国家6－7册的年人均期刊拥

有量相比，我国杂志人均消费量的增长空间还很大。中国期刊协会的专家



因此预测：进入21世纪，我国人均杂志消费将逐步达到4册左右。④因此，

以研究纸质媒体为主的《新闻编辑学》理应增加“杂志编辑”部分 。当

然，如果单独再开设《杂志编辑学》也是值得考虑的。 

 

    三、教材的侧重点在正刊（新闻版），而忽视或淡化了专副刊编辑业

务。 

复旦大学张子让著的《当代新闻编辑学》（2004年版）、四川大学蒋晓

丽编著的《现代新闻编辑学》（2002年版）、暨南大学邝云妙主编的《当

代新闻编辑学》等教材完全没有专副刊的章节。如果从我国的第一张正式

的报纸副刊，即1897年11月24日出版的《字林沪报》的副刊《消闲报》算

起，副刊已经走过一百多年的道路。我国的报纸副刊以其政治性、思想

性、文学性、文化性、民族性而独树一帜。 

 著名新闻史学家方汉奇先生指出： 时至今日，报纸的副刊已经不再是

可有可无的“报屁股”了，它已经成为报纸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每一

个打算办好报纸的人，都必须同时办好它的副刊，这也成为新闻界的人们

的共识。⑤  而一张报纸主要由新闻（含新闻评论）、副刊、专刊、广告等

四个部分组成，这样专副刊占据了报纸的“半壁江山”。专刊最早又是十

九世纪二十年代从副刊中衍生出来的。在今天所谓“厚报时代”，报纸增

加得最快最多的主要是专副刊，特别是新闻性专刊、社会性专刊、服务性

专刊等版面。以《长江日报》为例，报社设置了理论部、专刊部、文艺副

刊部等三个独立的编辑部门，负责10多个固定的专副刊版面。而众多的都

市生活类报纸的专副刊版面，每天动辄几十个之多，特别是常态化的大周

刊。 

 如果我们的学生不系统学习专副刊知识，那必然形成知识结构的缺

陷。我们从到报社实习的学生流向来看，到记者部（或新闻部）等实习的

同学“扎堆”，而愿意选择到专副刊部门实习的学生较少，并且普遍不如

到新闻采写部门的同学上手快。报社其实更需要视野开阔的“多面手”，

既要掌握新闻版编辑业务，又要熟悉专副刊业务的人才。而从我国新闻人

才成长的规律来看，有很多人就是从做专副刊编辑逐步成名成家的。比如

“副刊大王“孙伏园、“副刊圣手” 张恨水、 从《大公报》副刊编辑起

家的著名武侠小说家金庸等。 

 

    四、教材的撰写以文字编辑为本位，对图片编辑业务观照不足。 

早在1990年银川会议上，我国新闻摄影界就确定了“图文并重、两翼齐

飞”的报纸编辑方针。特别是彩色报纸兴起的同时，加上电视、电影以及

网络等具有良好视觉效果的媒体在疯狂地争夺受众资源，不断地“打压”

纸媒的生存空间。因此，报纸不得不走上了彩色化、电子化、图像化的道

路。俗话说“一图胜千言”，图片是报纸上最能吸引读者“注意力”的元

素。特别是报纸上的主打图片。 



近年来，报纸上选用图片越来越多、越来越大、越来越精彩。报纸上出

现了大量的插图、图表、图片新闻、图片专题、图片专版等图片表现形

式。 在每两年一届的全国报纸总编辑新闻摄影研讨会和全国新闻摄影理论

年会期间，专门要组织评选“报纸头版运用好照片奖”和“报纸图片摄影

专版奖”等奖项。同时，全国众多的报社在人员岗位设置上，纷纷出现了

“图片编辑”和“图片总监”岗位。随着国内媒体普遍对图片重要性的认

识，图片编辑类人才日益受到新闻单位的青睐。 

然而，现有的教材大多对“图片编辑”章节讲述较简单，完全跟不

上日新月异的图片编辑实践。教材上举例的图片都是黑白印刷，影像效

果不佳，且代表性不足。而且，讲授本教材的教师也多以文字见长，对

图片编辑内容难以深究。这样，对学生图片编辑业务能力的培养上就难

免不到位。那么，如何引导学生重视图片、读懂图片、剪裁图片，乃至

版面上配置图片，值得我们去研究，因此现有教材的调整就显得很有必

要。特别是要借鉴国内较权威的《图片编辑手册》（曾璜、任悦编著，

中国摄影出版社）内容，以及学习研究历来重视图片编辑的《深圳特区

报》、《北京青年报》等报刊业务。                                

 

五、教材局限于研究编辑业务，忽视了校对知识的传授。 

作为编辑而言，编校是不分的。许多报社要求新入职的员工，先从

校对业务做起。通观我国的新闻编辑类教材，几乎没有专门的章节涉及

校对业务。权威的中国人民大学郑兴东等人著的教材，也仅在《附录》

中列出我国的专业标准中的《校对符号及其用法》。而在我国编辑出版

类专业却有专门书籍介绍，如辽宁出版社出版的《校对业务教程》。详

细介绍了校对职责、程序、技术、方法、常用工具书使用等知识。我认

为在新闻编辑业务中，这同样应该是重要的，而且应该内化为新闻编辑

的一项基本功。 

结合笔者的工作经验和报刊特点，应该增加的编校知识主要包括：

《报纸编校质量评比差错认定细则》、《校对符号及其用法》、《标点

符号用法》、《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教育部国家语委公布首

批338组异形词》等。笔者在讲授 “新闻稿件的修改”章节时，一定要

补充相关知识，并且要求在学生课后作业和课程考试中体现相关内容。 

 

六、教材以纸质媒体的编辑业务为主，不必罗列电子媒体编辑业

务。 

有几本《新闻编辑学》教材，惟恐读者误以为是《报纸编辑学》，

作者就硬要添上“广播新闻编辑”、“电视新闻编辑”、“网络新闻编

辑”。然而教材的主体还是报纸编辑学，广播、电视、网络部分章节的

编写，往往也是流于形式，大有拼凑之嫌。而广播、电视、网络的节目



编辑与制作，与其媒体自身的电子技术、传输方式等有着密切关系，新

闻传播专业一般开设有相关的专业技术课讲授。同时，也不可能有这样

“百科全书式”的新闻编辑学专业教师，对报纸、杂志、广播、电视、

网络等新闻编辑业务都精通。因此，让一门专业课程承载如此庞杂的教

学内容，实在也不妥当。从另外的角度讲，说明我们专业教材的规划有

问题，内容重复交叉，分工不明确。 

 

七、教材研究编辑业务操作层面上的内容较多，上升到编辑理论层

面上的较少。 

我国的新闻编辑学类的教材，主要是以编辑实务作为研究框架，偏

重于编辑流程的研究，在编辑工作艺术方面探讨的较深入。而这样的教

材，主要是传授“术”，即如何动手去做。按什么样的程序做。而既然

是“新闻编辑学”，就不能仅仅停留在培训“编辑匠人”。作为一门学

科，还应当在“学”上下工夫，形成独立的、科学的体系，能由“术”

进而“道”。否则，真的应验了“新闻无学”的说法。在这方面，浙江

大学的吴飞老师就颇有见地，他系统地总结了编辑基本理论，包括“编

辑主体论”、“编辑客体论”、“编辑符号论”、“编辑受体论”、

“编辑控制论”等五个部分，并与重视操作的编辑艺术部分合二为一，

建构了较为科学的新闻编辑学理论体系。 

综上所述，高校新闻专业课《新闻编辑学》教材的编写与教学安排

应该体现以下几点要求：1、正刊、副刊编辑并重；2、图片、文字编辑

并重；3、报纸、杂志编辑并重；4、党报、非党报编辑并重；5、编辑、

校对业务并重；6、编辑工作务实、务虚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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