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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新闻学的实践教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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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学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我国的新闻教育传统一直重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注重学生

动手能力的培养。因此，加强实践教学环节的建设，一直也是我国新闻教育界十分关注的问

题。传统的新闻实践教学模式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发展要求，改革新闻实践教学模式是新闻教

育改革的重要一翼。 

我们认为，要建立科学的实践教学体系，就要完善各实践教学环节构成的有机系统，这个系统

主要包括目标体系、内容体系、管理体系和条件体系。 

目标体系又分总体目标和分体目标。总体目标指通过各个实践环节应达到的培养目标；分体目

标则依据各个具体的实践教学内容的不同而不同。我们认为总体目标是通过实践教学各环节，

培养学生认识社会、适应社会、服务社会的能力，让学生树立牢固而正确的专业思想，并在此

基础上切实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 

实践教学内容体系主要包括六个方面： 

第一是专业课教学中的实践课，如基础写作、新闻写作、新闻采访、新闻编辑、新闻评论、新

闻摄影等课程。在教学计划中明确规定有讲授课、实践课，要求教师把理论知识和实践操作的

环节结合起来，让学生在理论中升华，在实践中提高。 

第二是实验课。针对某些操作性和技能性强的课程，仅有课堂教学中的实践环节还不够，必须

还要开设专门的实验课，如广播电视新闻学中的非线性编辑，新闻摄影中的照相机、摄像机的

维护与使用（包括相片的洗印技术）等。通过一定的实验课时，保证了学生有一定的动手操作

能力。 

第三是专业见习。专业见习又可分为校内专业见习和校外专业见习。 

校内专业见习首先一般指学生在教师指导下自办发行的报刊；其次是学生参与学校宣传部主办

的校报、校刊或学生会、团委主办的报刊和学校广播电台、电视台的节目活动。这类见习让部

分学生初步体验到了新闻的采、写、编、评、摄、播等环节的个中滋味。 

校外专业见习是在教研室的组织指导下，在专业教师的共同参与下，组织学生深入社会进行见

习采访。这类见习采访要取得成功，先要选好地点，然后根据所选择的地点确定好采访主题，

再根据主题和学生人数分成若干个小组，且小组成员要明确分工，认真准备。这种现场实践，

学生获益良多。他们不仅在活动中经历了采写的全过程，而且也可以增强职业意识。譬如２０

０４年４月份，笔者所在的衡阳师范学院新闻系就组织了０１级学生到江华瑶族自治县和桑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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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等地进行见习采访，采访结束后学生交来的作业有文字稿，有影像资料（ＶＣＤ光盘），也

有不少摄影作品，不少作业还被报刊、电视媒体采用。 

第四、第五是专业实习和毕业论文。这是对学生所学的理论知识和所获得的实践能力的全面检

阅。随着招生规模的扩大，专业实习的难度也越来越大。要实现专业实习的目的，必须坚持系

（院）安排与学生自我寻找实习单位相结合的原则，且把实习与就业结合起来。同时，按地域

分布情况把学生编成若干个实习小组，分别选派专业教师进行指导。 

在毕业论文的写作中，由于网络的普及，学生在撰写毕业论文时抄袭的现象已到了难以容忍的

地步。要杜绝这种弄虚作假现象，较有效的办法是把毕业论文的写作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

是在大学三年级时有意识、有目的地阅读一组书，系（院）应提供阅读参考书目，教师做阅读

辅导报告，要求学生边读边做好阅读笔记，并针对自己的阅读情况大致确定选题方向。此后，

在指导教师的帮助下，确定自己的论文选题；同时，再根据自己的论文选题去搜集材料，并详

细做好笔记，在指导教师的帮助下，确定写作提纲。第三阶段就是论文的写作、修改和定稿。

在这几个过程中，指导教师在履行指导和监督职责时主要是注意收集、检查学生的阅读笔记和

论文的初稿、修改稿，以作为最后评定等级的依据。 

第六就是聘请媒体一线资深记者、编辑为兼职教师，不定期地前来讲课。这样可以让学生对媒

体当下的发展状态以及对新闻工作者的基本要求有比较明确的了解，从而实现理论与实践的互

动。 

在这六个方面中，专业课中的实践课穿插在课堂教学中；实验课是为了强化某项实践操作的技

能；专业见习中的校内见习则让学生自主选择；校外见习一般每学期一周，要求学生必须参加

并交出规定的作业，但鉴于实际情况，一、七、八学期可以除外；专业实习则安排在第七学

期，为期１６周；毕业论文准备期在第三学年，真正写作期在第八学期；聘请媒体一线资深记

者、编辑为兼职教师，不定期地前来讲学则贯穿大学四年的始终。它们既相互区别，又互为联

系，各有侧重，辅之以相应的目标要求，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构成了科学的实践教学体系的

主要内容。 

实践教学内容丰富，形式多样，需要相关的管理机构、管理人员、管理措施予以保障。 

专业课中的实践课、实验课、校外专业见习、专业实习、毕业论文都是通过教学计划的规定要

求来执行的，并有相应的学分做保证，所以具有规定性，不能擅自随意更改。其他内容则需要

学校相关政策的支持。除此以外，校外专业见习，专业实习和毕业论文还应有相关的具体条例

来保证实施，诸如《新闻系学生专业实习方案》、《新闻系学生毕业论文写作管理条例》等。

而条件体系则主要指整个实践教学体系中的设备器材的保障，如实践课、实验课就需要相应的

实验室，见习采写就需要一定的摄影摄像器材，毕业论文的写作则需要相应的图书资料，等

等。 

总之，只有加强领导、坚持原则、严格按章办事，实践教学的系统工程才能达到预期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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