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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这个时期新闻教育事业的发展可以看到，两种办学类型发生了逆转性的变化，即与前一个

时期相反，学院型的新闻教育机构逐渐增加，学徒型新闻教育机构逐渐减少。 

进入50年代以后，尤其是到了80年代，中国新闻教育出现高潮，普通高等学校纷纷创办新闻系

科，虽然有一些系科聘请实务界的人来主持工作（比如华中工学院新闻系创办时，负责人与教

师绝大多数都从新闻实务单位抽调），但绝大多数都是大学中文系的教授办“新闻”。1949年

以来，不少新办的新闻专业，继承了复旦大学新闻系的传统——设在中文系。1953年北京大学

新闻学专业开了这个头，后来的“率由旧章”，照此办理。60年代，普通高校创办新闻学专业

的有5个，其中4个就是由中文系设置的。70年代，普通高校创办新闻学专业的有3个，其中2个

是由中文系设置的。80年代，普通高校创办新闻学专业的有30个，其中有23个是中文系设置

的。即使象武汉大学新闻专业，虽然一开始便独立建系，在行政建制上似乎与中文系没有什么

联系，但是从系主任到教师基本上都是从中文系中分出来的。再加上发展速度快，原有新闻专

业少，毕业生都直奔效益好的新闻实务界，很少有愿意在教育界工作的。怎么办？中文系的教

师教新闻学专业成为一时的风气，从基础写作课，到新闻史论课，甚至到新闻采、写、编、评

等业务课，都是由中文系的教师来担任。  

应该指出的是，虽然办学类型上有了很大变化，但是教育模式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基本上仍然

是前一时期的传统模式。首先，在培养目标上，依然是为新闻界培养应用性的专门人才，只不

过在政治上有了明确的并且越来越高的要求。以复旦新闻系和人大新闻系为例：50年代初，复

旦大学新闻系培养目标规定为：“培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新闻出版事业干部，即培养各种

工报纸、杂志、各级通讯社、各级广播电台、各书店以及新闻出版行政机关之编辑、采访等人

才。”（8）1958年，又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治标准改为“巩固的无产阶级世界，

较多的懂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9）1960年，该系对培养目标的政治标准又具体化为：

“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有坚定的工人阶级立场，有高度的党性，是党和人民的驯服工具；牢

固地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能自觉地宣传和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1990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对培养目标的政治标准规定的更全面：“系统学习和掌握马克思

主义基本理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优良作风；具有运用马列主义

基本理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具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精神；努力为实现我国社会主

义现代化服务，为人民服务。”（10） 

其次，在课程设置上，新闻业务类的课程仍然是各院系专业类课程的重头戏。1953年，北京大

学新闻学专业成立，必修课中，新闻专业类课程有6门，29学分：新闻学导论（3学分）、新闻

采访和写作（6学分）、报纸编辑（6学分）、评论文写作（6学分）、中国新闻事业史（4学

分）、外国新闻事业史（4学分）。学理类课程3门，11学分，占专业课学分的38%；术理类课

程3门，18学分，占专业课学分的62%。 

60年代，复旦大学新闻系由于培养目标有所变化，在表述中加上了“新闻教学和研究人员，课

程设置中学理性课程有所增加。在7门新闻专业类课程（35学分）中，学理性课程占了4门，19

学分，术理性课程3门（新闻采访、写作、编辑合并成一门课），16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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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调整后的课程设置中，必修的新闻专业类课程有所增加，

为10门，30学分，但其中学理类课程则只有4门（新闻事业概论、新闻理论、中国新闻事业

史、外国新闻事业），10学分，占专业课学分的33%；术理类课程6门（写作基础、新闻采访、

新闻协作、报纸编辑、报纸评论写作、新闻摄影），20学分，占专业课学分的67%。 

最后，从教学环节上看，更加强调业务实践。60年代，复旦大学新闻系要求每届学生应有半年

时间在基层办报，半年时间在省市一级的报社实习；人民大学新闻系规定每届学生在校期间应

有三次业务实习。一次在北京市内的基层工矿企业报实习市级报社实习，为期21周。80年代

后，业务实习仍然是各新闻系安排教学的重要环，为期4周，一次在地区报、中等城市报纸或

县报实习，为期7周，一次到省级或直辖节，华中理工大学新闻系将学生实习列入教学计划，

每届学生除一次小实习（4周）、一次大实习（一学期）之外，还要求4年实习不断线，每次寒

暑假都给学生布置实习任务。 

二、对中国新闻教育传统模式的理性分析 

（一） 中国新闻教育传统模式的原因分析。 

第一，中国新闻教育的传统模式与教育宗旨的确定有直接关系。长期以来，中国的新闻教育被

定位于新闻专门人才的养成教育，新闻职业技能教育，即为新闻界培养“拿笔的”（记者、编

辑）和“打算盘的”（经营管理人员）。（11）在中国大学的专业设置中，惟有新闻学专业是

与职业挂钩的。新闻系的学生要在毕业后能找到工作，必须学会几手看家的本领，采访、写

作、编辑、评论、摄影、制作等操作层面的课程当然就成了必修的课程，也成了受学生欢迎的

课程。至于一些学理性的课程，被认为是“隔靴捎痒”，不能解决实际问题，而不被重视。 

第二，中国新闻教育的传统模式与新闻教育机构的创办人任教者有密切关系。1949年以前，中

国新闻教育结构的创办者和任教者多数都是新闻实务界中人，他们在新闻实践过程中深感中国

的新闻传播的水平有待提高，而新闻传播水平的提高，必须培养出一批高水平的新闻人才，因

此，报人与学校连手，甚至媒体独立创办新闻教育机构成为一时的风气。比如办过报纸、杂

志、通讯社，当过编辑、记者、社长的邵飘萍，不仅是中国现代新闻界的全才，而且是新闻教

育的热心人。他主张：“新闻知识应列为国民普及知识之一”，中学以上的学校都应开设新闻

课程，大学应设立新闻系。（12）他于1918年与蔡元培、徐宝璜共同发起创办北京大学新闻学

研究会，成为中国新闻教育的拓荒者之一，在20年代又先后在平民大学、政法大学创办过新闻

教育。中国新闻史学的奠基人戈共振先生在自己的新闻实践中认识到新闻教育的重要性，在

1927年出版的著名的《中国报学史》中，专列《报业教育》论述中国新闻教育的起源与现状。

1927年至1928年他到欧洲、美洲和日本考察报业时，也很关注那里的新闻教育。回国后，著文

《新闻教育之目的》，专门评介英国、美国和日本的新闻教育。他提出；“记者必须接受新闻

教育，就是大学教育，此外没有别法。”（13）他不仅在大学创办新闻系，而且担任数家新闻

教育机构的教学任务。长期担任《新闻报》外勤记者的顾执中先生，在1985年撰文谈到他创办

著名的上海“民治新闻专科学校”的动机时说：“在实践中，我愈来愈感觉到新闻教育的重

要，许多新闻工作者老化了，许多新闻工作者的思想与能力。远远赶不上祖国形势的发展，在

祖国那时的新闻战线上，必须有新的生力军的支援。”（14）于是有民治新闻专科学校的创

办。中国著名的新闻事业家、《申报》老板史量才深感报业的发展，根本在于人才的养成，

“我国今后之新闻事业，既必将随时代之迈进，而益趋发展，则我国新闻界今日责任之重可

知。此实力如何，即新闻人才之养成是也”，“在不久之将来，此种需要必将日益加增，若不

事先养成，必不足以应付将来。”（15）于是，有著名的“申报函数学校”的创办，史量才亲

自担任校长。在已知的59个新闻教育机构中，学校独立创办的只有如复旦大学新闻系等极少的

几家，其余绝大多数是报人与学校连手或报人、媒体独立创办的，报人或媒体独立创办的有30

余个，占一半以上。 

各新闻教育机构都纷纷聘请新闻实务界的能人任教，不仅媒体独立创办的新闻教育机构如此，

各大学创设的新闻系也是如此。比如燕京大学新闻系成立后，就有胡政之、张季鸾、成舍我等

人前来讲课；复旦大学新闻系成立后，系主任谢六逸就先后聘请陈布雷、戈公振和黄天鹏到校

任教。当时，一批著名报人如胡政之、张季鸾、成舍我、陈布雷、戈公振、黄天鹏、汪英宾、

张友渔、萨空了、左笑鸿、严独鹤、潘公展、郭步陶、顾执中、立中道俞颂华、董显光、曾虚

白、赵敏恒等都先后到新闻教育机构任过教，担任过课程。 

 



中国这种报人办新闻教育的传统在第二个时期的前半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持。50年代，几个

大学新闻系的领导人，大都是从解放区来的“老新闻”。如王中，1936年参加革命，1938年加

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开始从事新闻工作，历任山东《大众日报》通讯部副部长、《农民报》

和《鲁中日报》总编辑、新华社山东总分社编辑部主任、济南《新民主报》编辑部主任，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任华东新闻学院教务长，后调任复旦新闻系主任； 

安岗，1936年开始从事新闻宣传工作，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任晋冀特委机关报《胜

利报》编辑部主任、社长，1942年任《晋冀豫日报》副社长、社长，1943年任《新华日报》

（太行版）副总编辑。1945年起任新华社晋冀鲁豫总分社前线分社社长、中共中央华北局机关

报《人民日报》副总编辑。1949年后，出任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副总编辑，1955年，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成立，调任系主任； 

罗列，1940年参加新四军，自1941年起，历任《江淮日报》、《淮海报》、《苏中报》记者，

《新东台报》总编辑，《新华日报》（华中版）编委、经理。1949年后，任华中大学新闻系副

主任，1953年，调任新成立的北京大学成立新闻学专业主任。1958年，北京大学新闻学专业合

并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罗列作为安岗助手任副系主任，1961年接任系主任。50年代后期，

杭州大学成立新闻系，不久，江牧岳由《杭州日报》社社长调任杭州大学副校长兼任新闻系主

任；北京广播学院成立后，由曾任过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台长、华东人民广播电台台长、总编

辑，时任中央人民广播事业局副局长的周新武兼任第一任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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