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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传播学教师之不平衡双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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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传播学已成为世界范围内发展最快的学科之一，我国也不例外。  

  新闻传播院校高速发展  

  1998—2003年，我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处于一个高速发展时期。  

  2001年“全国新闻传播院校会议”透露：全国有232所高校开办了与传媒有关的专业，其中

123个1998—2001年增加的，新增专业点占到总数的53%。2002年11月召开的“第五届中国新闻

教育学会第二次年会”上公布的最新结果是：新闻传播学的专业点总数已达323个。新闻传播教

育6年（1998—2003）的发展已大大超越了78年（1920—1997）的发展。现在一所高等院校，

如果不设置新闻传播学相关专业，都会成为一个缺憾，新闻传播学已成为高考与考研的一大热

点。  

  但是不能漠视，在新闻传播教育繁花似锦的背后存在不少隐忧。俞旭（香港浸会大学新闻

系副教授）、朱立（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院长），在1998—2000年做了一个详细的问卷调

查，调查对象为大陆50所新闻传播院系的负责人和资深教授，他们对新闻传播教育状况的部分

看法为：1）对新闻传播教育不满意76.67%；2）认为师资短缺63.33%；3）认为需要提高师资

素质53.33%；4）认为教学与实践脱节40.00%；5）认为教学方法滞后50.00%。  

  在目前新闻传播教育存在的各种不足中，师资是一个突出问题，具有高层次新闻传播理论

修养及实践技能的师资是极度缺乏的。师资是新闻传播教育能否健康发展的关键，师资解决不

好，新闻传播教育的蓬勃发展很可能成为一场美丽的泡沫。  

  不平衡之双翼  

  在国际新闻传播教育界，教员通常要有中长期的媒体从业经历。全美五大最佳新闻院校

(分别为西北大学梅迪尔新闻学院、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锡拉丘

兹大学和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教授，大多都有10年以上的媒体工作经历。考核与评定

教授的条件，不单看论文的级别、数量，重要的是强调有多少年的媒体从业经历和过去发表过

的报道所获的新闻奖项。美国新闻传播学教授，只有17%的没有当过记者。大部分教授认为，

新闻从业经验，而不是博士学位，才是聘任一位新闻教育工作者的先决条件。加州大学伯克利

分校新闻学院的教员，只有18%的教员拥有博士学位。纽约州立大学新闻学院的骨干教师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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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经验的记者。最老牌的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录取博士生时，除了考察学业成绩以外，还要求

申请人必须有两年以上的媒体工作经验，院方在这一条件上从未妥协过。  

  我国的新闻院系也是有重视教师从业经验的传统的，上世纪30年代复旦新闻系就同上海新

闻界联系十分密切，1930—1937年，上海新闻界来复旦新闻系任教的有黄天鹏、郭步陶、章先

梅、樊仲云、夏奇峰等出色报人；新闻系教师，也积极去报社兼职，系主任谢六逸，在1935年

主编过《立报》副刊“言林”，1937年主编了《国民月刊》。  

  上世纪80、90年代，各高校也非常重视新闻学教师从业经验的积累。南京大学新闻系规

定，青年教师必须走出校园，到新闻单位参加实践，一些从事新闻业务教学的教师活跃在江苏

的报界与荧屏。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90年代初，90%的教师都是从新闻单位挑选

的。广西大学新闻系也规定，凡刚毕业留校的教师，必须到新闻单位实践一年。但90年代末，

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高校竞争的加剧，教师的学历日益成为衡量高校办学水平的一大

硬件，高校对教师的学历要求越来越高，新闻传播学专业也不例外。  

  下面就是笔者搜集到的“2004年部分高校新闻传播学教师需求情况”。  

  高校学历要求需求人数高校学历要求需求人数  

  上海交通大学博士1 宁波大学硕士以上1  

  上海大学博士1 苏州大学硕士以上2  

  南开大学博士1 湖南大学硕士以上1  

  南京大学博士2 湖北大学硕士以上1  

  南京师范大学博士1 安徽大学硕士以上1  

  山东大学博士1 贵州大学硕士以上1  

  中南财经大学博士1 山西大学硕士以上1  

  华中科技大学博士1 华东师范大学硕士以上1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博士1 南开大学硕士以上2  

  西北师范大学博士1 大连理工大学硕士以上2  

  电子科技大学博士1 东北大学硕士以上1  

  深圳大学博士1 黑龙江大学硕士以上1  

  郑州大学博士1 东北师范大学硕士以上1  

  西南交通大学硕士以上2 西北民族大学硕士以上1  

 



  兰州商学院硕士以上1 总计博士14硕士以上20  

  新闻传播学教师有一双翅膀— —高学历和丰富的从业经验，有了这对有力的双翼，教师自

由翱翔于教学天空。可惜这双翅膀没能均衡发展，越来越高的学历、愈来愈少的从业经验，使

得教师的一只翅膀快速成长壮大，一只却日渐萎缩虚弱。新闻传播学教师偏安于高校一角，埋

头写论文、著书立说，参与业界的热情日益消解，而大量的学术论文与著作除了高校内的一些

同行外，少人问津。那么不平衡的双翼是怎样造成的？板子应该打在谁的身上？  

  我国目前新闻传播院系的中、青年教师多是博士、硕士毕业后直接进入高校的。新闻传播

学博士、硕士课程设置对实习都没有明确的要求和安排。而且博士、硕士在校期间发表论文和

英语过关考试的压力，也使他们根本无暇顾及实习问题。毕业的硕士、博士步入教学岗位后，

每年都有发表论文的压力，硕士学历的教师还要面对考博的压力。加之高校扩招后，教师的教

学任务日益繁重，许多新闻传播学教师要带3—4门课，新闻传播学的课程、教材更新很快，有

的课程还要求双语教学和制作电子课件，加之不少高校都设立了分校区，教师要在路上颠簸几

个小时，上完课后精疲力竭，根本没有精力去媒体参加实践活动。当问及美国媒体的一线大牌

记者“什么样的老师对他们现在从事的工作最有帮助”时，56%的记者回答，最好的新闻学老师

是那些有丰富的从业经验而没有博士学位的。新闻传播学的方向是多元的。教新闻史、新闻理

论、传播理论，要求博士学位较合理，而教新闻的采、写、编、评，电视新闻的摄、播，国际

新闻的编、译的教师，则从业经验更为重要。如南开大学传播理论的教学就要求博士；摄影、

传媒管理、新媒体传播方向的教学就要求硕士，且有从业经验者优先。分清教学方向和特点、

教啥课要啥人，相对一门清的要博士，对学校来说更为有利和明智。  

  高校进人机制— —新闻传播院系与新闻媒体之间的双向瓶颈  

  笔者调查了不少将于2004、2005年毕业的新闻传播学硕士、博士，其中有大约60%的人毕

业后想去高校从事教学工作，当问及是否会选择去媒体锻炼几年后再返回高校时，得到的回答

都是斩钉截铁的“不”，问及原因，一致回答“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  

  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应届毕业不选择留在高校而进入媒体，即便日后在媒体工作出色，

再想回到高校任教的可能性会很小，这是由高校进人的机制决定的。高校的进人80%以接收应

届硕士、博士生为主，调入人员名额很少，而且对调入人员的要求也很高，多为高校间副高以

上教学人员的流动。极少数接收在职媒体从业人员为教学人员的高校条件都非常高，山东大学

2003年在新闻媒体招聘一名新闻业务教学人员，要求是：1）具有新闻传播学或中文专业本科

及以上学历；2）具有副高及以上职称；3）从事新闻工作15年以上并在本领域取得显著成就。

上海交通大学2004年也招收一名具有媒体从业经验的教学人员，要求是：1）博士学位；2）10

年以上从业经验；3）副高职称。这些条件让人感到高处不胜寒，媒体优秀的从业人员要想进

入新闻传播院校，必须要通过一个非常窄小的瓶颈。再看新闻媒体，也大有和院校老死不相往

来之势，他们对院校大量优秀的教学和学术成果缺乏兴趣。  

  我们新闻教育界和媒体的密切交流的传统很久远。创办上海民治新专的新闻教育家顾执中

提出：“新闻教育要把现在正在工作着的各种先进经验和错误教训拿来放在学校中，分析研

究，做出结论，以教育未来的新闻工作者。”成舍我在创办北平新专时期，所聘请的张友渔、

左笑鸿、萨空了、赵家骅等都是有丰富办报经验的人。  

  可惜，这种优良传统承继的力度越来越小了。近几年，新闻院校教师迫于论文、职称和教



学压力，自顾不暇，疏于和业界人士往来；业界人士也认为新闻院校教师过于书生意气，和新

闻界的实际脱离太远，两者就在缺少沟通、缺乏理解中越来越疏远、相顾两漠然，这是双方的

遗憾。作为人才供给方的新闻传播院校对社会究竟需要怎样的传媒人才不能了然于胸，媒体对

专业院校培养的学生也颇多失望。供求双方的“两张皮”让人对大量新闻传播专业学生的就业非

常担心。  

  当然也有可喜的消息不断传来，如范敬宜出任清华新闻传播学院院长；邵华泽兼任北大新

闻传播学院院长；福建日报总编黄芝晓担任复旦新闻学院院长；凤凰卫视的刘长乐担任南京大

学新闻传播学院董事。不过这种新闻教育界和媒体的互动还只是局限于少数一流媒体和一流新

闻院校之间，大部分媒体和院校之间还是“死水微澜”。  

  打通新闻传播院校和媒体的双向瓶颈，利在双方。新闻传播院系教师到媒体兼职的问题不

大，因为媒体的用人机制非常灵活，解决双向瓶颈的难点在高校，高校的人事制度对新闻传播

学之类实践性很强的应用学科来说是存在不足的，新闻传播学教师的科研压力过大。对应用学

科和基础学科作同样的科研量化考核、下达同量的科研任务是不太符合实际的，应用学科教师

需要把相当一部分的精力投入到业务实践上。所以，形成院校和业界人士的良性互动，疏通双

向瓶颈的主动权与关键在高校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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