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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多名国内外新闻院校师生齐聚云端研讨

新闻传播学术研究应量体裁衣

　　近日，中国新闻史学会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联合举办，以“新

闻传播学术研究的问题意识与方法路径”为主题的线上暑期工作坊，就新闻传播的问题意识、新闻传播学研究的

知识图谱、新闻传播学前沿研究方法等新闻传播学术研究问题展开研讨。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蔡雯表示：“全人类当下面临的危机需要更充分的沟通和理解，

新闻传播学成为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和感兴趣的‘显学’，本学科的理论创新是国家的期待，也是研究者们所向

往并有可能去实现的目标。”

　　新闻传播问题源于专业研究

　　“学术不是技巧。”在“新闻传播的问题意识”专题讲座环节，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黄旦表示，目前学界

存在3个问题，即提不出问题、提不出有新意的问题、不知道问题是否有价值。黄旦表示，要解决这些问题，首

先要大量阅读，找到问题所在，改变提问方式，不断追问。其次，除非必要，不要提关系类的问题。最后，解决

问题的意义一定要落在问题的特殊性上，不要把问题作为一个个案，应验证一个普遍的结论。

　　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杨保军看来，问题源于研究。“学问的道理很朴素，发现问题的道理也很朴

素，讲出来就是常识。问题来自研究，做的研究越多，问题就越多，就越有可能发现有价值的问题。研究就是找

问题、找办法、找答案，学习的目的在于最终创造自己的思想。”关于问题的其他来源，杨保军指出，问题来自

阅读、来自观察、来自思考、来自交流，还来自写作，作为研究者应该多读书、多思考，找到自身核心的、稳定

的兴趣。

　　“学术不是技巧而是一种人生，一种境界，一种追求。我们所阅读的很多西方经典理论，它们都是针对西方

社会的某一个问题，如果把经典产生的背景了解清楚了，我们就能够更明确地理解它的指向。”中国人民大学新

闻学院副院长、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王润泽这样总结。

　　就跨学科视野中的跨文化传播问题，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单波指出，跨文化传播来源于全球化，

又面对全球化的挑战，伴随着社会流动，人们为了生存进行文化适应，这就引出了“跨文化传播如何可能”的追

问，不同的学科在特定语境中进行追问，形成主体间、群体间、语言间、文化间的问题框架，构成多元的问题意

识。

　　新闻学研究应用性较强，应重视在新闻工作和媒体实践中发现问题。蔡雯表示，确定具体的选题时，要更加

全面地考虑可行性，如研究者是否掌握了科学有效的研究方法，是否能够得到外部条件支持；比如接触到相关媒

体和专业人员，接触到最重要的当事人，获得需要的数据等。还有研究者自身的知识结构、工作经验、时间保障

等也是重要的考虑因素。

　　在“新闻传播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分论坛上，评议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朱春阳指出，要敢于对既有的理

论、争议做出回应，而不是对既有的研究结论当作思维睡眠的枕头。论文中文献综述的意义重大，如果文献综述

做得好，就会发现问题然后做出回应，这就等于做出了学术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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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到：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张赛）

　　新传播环境需要新研究方法

　　围绕新闻传播学前沿研究方法，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李彪总结：“新的传播环境需要新东西。”李彪

认为，目前传播学的研究方法是传统意义上的、基于大众传播环境下产生的，所以拿以前的理论、方法解释现在

的社群，情绪传播就会捉襟见肘，无法很好解决现在的问题。当前，我们所进行的传播学转型主要是学科主体性

的问题，建立学科归属感就要保持主体性，但需要借鉴其他学科的方法理论视角来重构我们的学科。

　　在“新闻传播学研究的知识图谱”分论坛环节，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周茂君、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

学院博士研究生邸铭就“我国广告研究知识图谱再现：基于CSSCI 1998-2019年文献数据”展开讨论。周茂

君、邸铭都表示，从最新研究热点来看，我国未来一段时间的广告将集中于广告形态、广告媒介、广告规制方面

的研究。广告形态的革新化，如原生广告、信息流广告等；广告媒介的智能化，如程序化广告、精准广告、大数

据、机器学习、机器算法等；广告规制的理性化，如广告法规、广告伦理等，都是未来一段时间的研究热点。

　　中国传媒大学张毓强教授认为，“具有学术价值和意义的问题，我们才会去研究。以研究学者之间的合作问

题为例，我们应该关注学者之间合作处于什么状态，为什么大家是这样一种合作状态，与其他领域相比，这个领

域的合作形态是不是有差异性、有独特性，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追问合作研究的目的，这

些思考的背后需要有大量文献支持，要把它提炼成概念性的问题才能对学术有所贡献。”

　　据悉，由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中国新闻史学会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联合举办的暑期

工作坊项目，旨在促进学术知识普惠，为新闻传播研究者打造共商、共建、共享的学术对话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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