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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需要改革  

——第二届全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研讨会综述  

 

  第二届全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研讨会于近日在湖北黄冈召开。本次会议由华中科技大

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发起主办。新闻传播学界的泰斗甘惜分教授、方汉奇教授到会并讲话。

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等新闻传播学

院的教授、博士生导师近30人与会，就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培养的各个环节进行了经验交流

和研讨。 

  关于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概况 

  从1985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招收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到今年，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

学位教育已经走过了20年的历程。目前，我国共有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6个、传播学博士学

位授予点5个，在职博士生导师近60人，已经授予学位及在校博士生大约600人左右。纵向上

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培养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主要表现在培养了

很多人才，他们有的成了本学科的带头人，有的成了各单位的骨干；积累了很多学术成果，包

括完成了一些尖端课题。但从横向上看，与传统学科相比，新闻传播学博士教育还刚刚起步，

只有2篇论文被评为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但这与新闻学历史短暂、学科还不定型有关。 

  随着博士生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一些问题逐渐暴露出来，有些问题还非常突出，如新闻

学与传播学博士生在培养上有什么不同，如何从生源上把好入口关，如何确定博士生的培养目

标，何时确定博士论文的方向和选题等等。这些问题几乎涵盖了博士生教育的各个环节。可以

说，这次会议是针对这些问题的一个专家“会诊”——找出问题所在、分析问题原因并寻求解

决之道。 

  关于招生考试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博士生培养质量如何，“入口”这一关非常重要，因此，要“严把入

口关”。 

  由于近年来本科和硕士招生规模的扩大、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的需要、学校发展的需要以

及学科水平不断提高等原因，报考攻读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的人数不断增加，报考规模的扩大

与生源质量的下滑已经成为一个非常突出的矛盾。这一大矛盾中的小矛盾主要有：报考动机中

学术因素与非学术因素之间的矛盾、外语考试成绩与专业考试成绩之间的矛盾、考试分数与实

际研究能力的矛盾、笔试与面试之间的矛盾、录取过程中学术（导师或导师组）与各级行政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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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之间的矛盾、本学科与跨学科之间的矛盾、有无实践经验的矛盾等等。华中科技大学孙旭培

教授认为，不管博士生毕业以后从事什么工作，但博士生培养的基本目标就是以学术为职业，

就是要做学问，要锁定这个目标。也有学校觉得新闻业务界也有继续提高的需求，考虑到新闻

学科的实践性应用性这一特性，博士生教育是否应该考虑这一需求，开展与传统博士教育不同

的论文博士教育。 

  不少专家反映，目前各级行政力量对博士生培养的整个过程的干扰太大，尤其是在入学方

面。他们呼吁要减少这种干扰，更多地按照学术逻辑来培养学术人才。专家们还一致认为，考

试中的面试非常重要，这是一个考察考生思维方式、学术敏感的重要环节，应继续加强这一环

节。清华大学熊澄宇教授、华中科技大学兼职教授卓南生教授分别介绍了美国和日本博士生入

学环节中的“资格考试”做法，建议把这一真正考察学科专业基本功的做法引入到我国来。专

家们还认为，多学科固然有其优势所在，但考生最好有本学科背景，有一定的新闻传播从业经

验，最起码应该掌握本学科共同的话语体系，有“新闻头脑”，具备本学科的基本素养。丁淦

林教授把“新闻头脑”这一概念分解为四个方面：一是掌握新闻传播学的基本语言、术语和概

念；二是对新闻事业有强烈的兴趣，最好有一定从业经验；三是对新闻传播理论有较深的认

知，在学科交叉上是交叉过来，而不是交叉过去；四是按照新闻传播专业的要求来观察、分析

和思考问题。在招生规模上，有专家建议，每个导师要限制招生名额，招的太多是对学生的不

负责。在整体上应增加博士学位授予点，适当增设一些新的二级学科。 

  关于培养教育 

  首先是读书。华中科技大学孙旭培教授说，在读博士生要把读书放在第一的位置。方汉奇

教授说，梁衡关于博士的四项基本能力的提法，即博大精深、批判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

力，我是同意的。方老认为目前应特别强调“博”和“创新”两个方面，博士首先是一个博学

之人，要像金字塔，“让博士博起来”的基本途径就是多读书。甘惜分教授也介绍说当年他要

求自己带的博士生博览群书，“没有限制，只要是跟学术有关的都应该读”。关于这一问题，

孙旭培教授还具体介绍了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博士生“读书”的具体要求和做

法。他说博士生应该具备“从多个学科探讨同一问题”的能力。 

  其次是授课。博士生课程应具有前沿性，上课方式多采用“研讨式”、“沙龙式”，学生

和老师形成一个学术团队，多向互动，通过讨论、争论，启迪思维，激发学术火花。博士生教

育应该注意发挥院系、学校甚至整个学科的学术群体力量，共同完成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在学

习过程中，导师要通过谈话、介绍经验等方式，培养学生的学术精神。甘惜分教授说，学生应

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勇于用自己的语言把思考的结果表达出来。要有一种闯劲，有自立门

户、标新立异的学术勇气，只有这样才可能创新。南京大学丁柏铨教授说，应鼓励学生进行拓

荒性研究。 

  关于学位论文 

  论文的选题、开题、撰写和答辩是博士生教育中最重要的环节，也是难度最大的环节。童

兵教授认为，需要从“生源”、“学源”和“文源”等源头抓起，努力提高博士学位论文质

量。 

  目前，不少导师和学生都面临着选题难的问题。经过20年的积累，好像好的题目都被选完

了。因此，要选择一个有价值又可行的题目确实不易。方汉奇说，“路边的李子是酸的，要找

熟的必须到树林中去。”博士论文选题向“小”、“细”、“深”方向发展是必然趋势。有专

家提议可以多做一些实证研究。北京大学龚文庠教授说，我们对实证研究的态度、思路和方

式，都非常需要加深。针对选题重复雷同现象，童兵教授透露说，复旦大学正在牵头组织建立

一个沟通网站，本学科所有硕士论文选题、博士论文概要都要上网，还准备就国内外新闻传播

学科前沿每月发一期情报，以架起一个学术交流的平台。虽然博士生在读期间基本上应该围绕

 



着博士论文展开，从一开始就应该有个大体研究计划，但是，何时确定研究方向和选题，特别

是举行开题报告却不宜过早。有几位专家明确反对在一年级就开题。博士论文开题这一环节非

常关键，开题做的好就完成了论文的50%甚至60%。同时，开题报告不应搞成八股文，导师要从

严要求，不能当好好先生。开题后，学生不应有“该歇歇了”的想法，导师要及时跟进，要

“倒记时”。期间，导师要注意抓两头——好的和差的。对好的要“吃小灶”，集中智慧，争

取能做出优秀的博士论文。在选题、开题的最终确定上，丁淦林教授倾向于“集体把关，导师

拍板”。专家们还就论文的学术规范、博士论文的答辩等做了讨论。与国际接轨、走向规范将

贯穿于博士论文的各个环节。 

  关于博士生导师 

  一是导师的遴选问题。关于博士生导师遴选标准，各学校有不同的规定。武汉大学罗以澄

教授介绍说，武汉大学主要是以有没有课题、课题的经费多少为遴选博士生导师的标准。清华

大学尹鸿教授则认为“文科应抵抗有项目才能带博士”这一做法，因为基础学科方向的教授很

难有项目，再说，博士一味跟着导师做课题，就会导致知识面窄。 

  二是导师的定位问题。导师要确定每个博士生的培养目标和学术发展前景，引领学生步入

科学的道路，进入学科前沿。要注意把学生推向第一线，要利用各种资源为学生发展创造条

件。导师与学生要形成一个学术团队，自己作为“召集人”，与学生一起探讨研究。同时，导

师要注意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不断学习。 

  关于博士生教育的研究 

  博士生教育是学科发展壮大成熟的结果，又是推动学科发展的动力之一，学科的发展建立

在博士生教育基础之上。因此，新闻传播学界共同探讨如何培养博士非常重要。熊澄宇教授认

为，我们应把博士生的培养和整个学科点的建设水平结合起来，在课程设计、师资合作、资源

共享、课题合作等方面，破除小而全的体系，构造一个大的学术交流平台。中国传媒大学赵玉

明教授认为，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目前只是做到了从无到有，下一步应该朝由弱到强努

力。 

  针对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发展过程中的实际情况和出现的问题，华中科技大学新闻

与信息传播学院于2003年发起召开了第一届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研讨会，引起强烈反响。在

黄冈研讨会上，讨论的气氛更为热烈，讨论的问题更为具体，大家认为，有必要成立一个专门

学术机构，定期对本学科博士生教育中出现的问题进行研讨。丁淦林教授认为这一机构可以参

照“学科基地联系会议”的形式，定期举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论坛”，由有博士学位授

予权的单位轮流承办，不断扩大与会者的范围。大家建议，可由华中科技大学信息传播学院牵

头，与相关学校的新闻学院协商，落实会议这个提议，共同把我国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推

向一个更高的层次。 

  （张振亭，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2004级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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