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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部和国务院学位办新“专业目录”对“新闻传播学”的规定给中国新闻教育工作者以

很大的鼓舞，促使他们对中国新闻教育的传统模式进行一次根本性的改革。实践证明，在这场

新闻教育模式改革中，不仅人大、复旦等校的资深新闻院系取得了很大成绩，一些后办的新闻

院系依靠本校的学科优势，也有很大的举措，取得了成绩显著。清华大学传播系、北京广播学

院新闻学院、上海大学影视传播学院、华中理工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等院系在这方面迈的

步子更大一些。其中华中理工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有一定的代表性，该学院在新闻教育模

式改革中作了较大努力，探索出一种人文、社科与信息学科大跨度交叉的模式。  

第一，对新闻教育理念作重新认定。如前所说，传统的新闻教育的培养目标简单而又明确：主

要是为了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的采、写、编、播工作的需要，通过专业知识的讲授，

职业技能的训练，培养新闻传播的专门人才。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传播科技的进步及第四媒

体崛起，情况就变得复杂多了。一方面，传播媒体的科技含量增大，光靠一张嘴和一支笔是当

不了记者和编辑；另一方面，因特网的综合性、多维性使得信息传播活动既丰富多彩，又扑朔

迷离；同时，随着社会的进步，大传播观念的建立，大众传播业与电信产业的融合必将成为不

争的事实。这一切对新闻教育事业是一个严峻的挑战，促使我国新闻教育理念的重新认定：以

大传播的视野，将人文、社科与电信、计算机等信息学科进行大跨度交叉，营造一种独特的文

理交融氛围；以新闻传播学的理论和方法，用现代教传播术手段，建构一种良好的学理教育与

技能训练学习环境，培养复合型的新闻与传播的研究者与实务者。所谓复合型人才，与以往说

的“杂家型记者”、“专家型记者”、“作家型记者”、“专业型记者”、“通才型记者”都

是不同的，这里的“复合型”主要有三层含义：一是立体性，即既有深厚的人文功底、扎实的

传播理论基础，又具有现代传播技能；二是高能性，即集采编与制作于一身，一人抵几人用；

三是多面性，即新闻与传播的“十八般武艺”，样样都会（当然不是样样都精，样样都专，而

是一专多能）。  

第二，对教育途径的重新探索。教育理念的转变，教育途径也随之转变： 

其一，从单学科教育转向多学科综合教育。如前所述，从1918年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至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新闻教育在传统模式下，都是一种单学科教育，即偏重人文学科的教

育。虽然80年代中期以后，不少学校的新闻学科在教学方面进行了一些改革，增设高等数学、

传播学和一些计算机类课程，但仍然是人文学科的教学体系。而华中理工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

学院在90年代提出大跨度交叉模式后，为培养复合型人才的需要，实行新闻学与传播学并重、

传播学理与传播科技结盟的战略，从单学科教育转向多学科综合教育。学生在学校不仅要接受

文、史、哲等人文学科教育，接受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行为科学教育，还要接受电信、

计算机等自然科学方面的教育。 

其二，从侧重技能训练转向学理教育与技能训练并重。如前所述，新闻学是属于应用性文科，

采、写（摄）、编、评（播）是新闻学教育的主要专业课，是新闻学专业学生的看家本领。这

种侧重技能训练培养出来的学生功底不深，毕业之后到新闻单位，一般都表现为“上手快，而

后劲不足”。我国新闻学界的有识之士，对此已经呼吁有年，希望新闻院系加强对学生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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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养，夯实学生的理论基础，但是由于“新闻无学”问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所以侧重技能训

练的教育模式没有根本转变。如果说，仅仅是为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培养专门人才，

侧重技能训练的教育尚且可以对付的话，那么，第四媒体出现，网络传播成为主流传播之后，

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就必须由学理教育与技能训练并重的教育才能完成。  

加强学理教育的目的是增厚学生的理论基础和学术底蕴，以增强其“后劲”和创新能力，否

则，学生只是一些有一技之长的“工匠”。同时，第四媒体和网络传播对从业人员技能方面的

要求也很高，新闻教育对学生的技能训练一点也不能放松。不过技能训练的内容完全变化了，

网络采访、计算机写作、电脑编排、网络协统编辑、网上搜索与网络传输等是技能训练的基本

内容。 

其三，从廉价教育转向高投入教育。传统新闻教育划归纯文科教育。一般来说，文科教育大都

为廉价教育，不需要多少投入，甚至不需要投入，就可以办起来。教师有一个本子一支笔就可

以备课，有一支粉笔，一个黑板就可以授课，学生带着两支耳朵就可以听课，顶多做点练习，

搞点实习就可以毕业了。中国大陆有不少学校的新闻学专业可能就是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办起

来的。  

廉价教育的观念对新闻学专业来讲，其实早就过时了，不要说广播电视专业，摄、录、编、播

等教学环节需要“重装备，高消耗”，就是传统的报学专业，在印刷告别了“铅与火”、采用

电子编排、激光照排之后，新闻教育就已经步入高投入教育范畴了。 

如果说，第四媒体出现之前认为新闻教育是廉价教育的观念是落后的话，那么，第媒体出现之

后，依然抱着“廉价教育”的观念不放的话，则是有害的。因为，面临互联网的挑战，三大传

统媒体纷纷采取了与之结盟的措施：报纸出“网络版”，广播、电视纷纷抢滩上网，学生在学

校如果不学习和掌握一定的相关知识和技能的话，毕业无疑等于失业。因此，办新闻教育，必

须有高投入的观念，必须有一定的经费投入，必须有一定的实验手段。  

第三，对课程体系的重新建构。为适应新的培养目标，该学院对原有课程设置进行了大幅度的

修订，重构课程体系。重构课程体系的指导思想是“术理学理并重，理论实践结合”，具体做

法是：  

调整结构，增强综合性。该学院对课程体系进行结构性调整，使人文社科类基础课（含思想政

治教育和外语等课程），传播科技应用课，新闻传播专业课三类科的结构比例大致为4：2：

4；新闻传播专业课中学理课与术理课大致各占一半。 

拓宽口径，增强适应性。原来的专业课设置，基本上按一个专业一个方向安排，新闻学专业毕

业的学生只适应进报社，广播电视专业毕业的学生只适应进广播台和电视台，并且只能从事采

编工作。根据学科发展新思路和市场需求，该学院打破原来的专业界限，将几个专业统一划分

为报刊采编、媒介管理、网络新闻、广告策划与制作、广播电视采编、主持人、图片传播等7

个专业方向； 

加大选修比例，增强学生学习的能动性。为了加大选修课的比例，该学院将原有的必修、选修

两个板块调整为必修、限选、任选三个板块，实施向真正意义的学分制教学过渡。必修的是公

共基础课，限选的专业基础课，任选的是专业方向课。前面所列举的7个专业方向课均为该院

学生的任选课，学生进入三年级后，根据前两年大学生活的学习与思考，结合自身条件和兴趣

爱好以及人才市场的需求情况，自主选择专业方向课程学习。 

第四，对实验基地加强建设。首先是扩大实验基地的规模。为了教学的需要，该学院建成了报

纸电脑编辑实验室、广播实验室、电视节目编辑实验室电视演播室、摄影实验室、多媒体网络

实验和现代广告实验室等。其次是适应提高设备档次。由于经费有限，该学院教学实验室的设

备以低档为主，适当配备中档设备，供教师演示之用，以增加学生的见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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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童兵《中西新闻比较论纲》第284—285页，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 

（8） 宁树藩、尹德刚《关于高校新闻系科新闻学教育的几个问题》，《新闻大学》1990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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