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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新闻专业教师是考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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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笔者所在的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本科生考研率达到30％，这只是考上研究生的数

目，而考研的据了解达一半以上，尤其是新闻传播类女生考研率极其高，问之，必答曰：“我

想以后在高校作教师”。说得好，说得好，一语道破中国新闻教育现状中的许多问题，更暗示

出中国新闻教育未来的极大隐患。 

先看一位到《了望东方周刊》实习的新闻专业大学生的感言：“有一次我想采访全国妇联主

席，便直接打电话到北京妇联找她，被告知要采访主席必须通过妇联宣传部，答应之后约定时

间才有可能通话。”“生活中的记者离书本的描叙是那么遥远，他已经失重于我想象的云朵，

跌落到地面，融入人群，焦头烂额只为领取每个月的工资。” 

我们可以看出，大学新闻系老师可能并没有告诉自己的学生，在工作中，她注定会遇到这些尴

尬的事情。教新闻采访课的老师，没有告诉她，不作预约，直接打电话采访一位省部级官员，

几乎是不可能的；教新闻业务课的老师，没有告诉她，现在的新闻工作，跟任何工作一样，也

是一种以劳动合同关系为基础的职业，在就业市场竞争残酷的今天，首先是保证有一碗饭吃、

不再让父母供养生存的问题；教新闻理论课的老师，没有告诉她，遵守新闻纪律，是中国报刊

运作的基本规矩。 

而这些现象之所以出现的根源在哪儿呢？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国际传播研究中心

主任李希光教授曾尖锐的指出：“新闻学教育中存在着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的问题，一些新闻

与传播学院培养的人不会写有新闻的新闻，只会写无新闻的‘新闻'。”“北京和上海等地媒

体的领导也普遍认为，新闻院校培养的学生敏感和工作适应性强，但后劲不足，写小而浅的东

西可以，写大而深的报道则不行。” 新闻传播是一门应用性非常强的学科，它要求教师有专

业知识的同时，最好还要有从事新闻实践的经验。我们不少新闻传播院校特别是省级以下不少

院校的新闻传播专业点，一个院、系都没有一个代课教师从事过新闻实践，也没有一个新闻专

业出身的教师，“约有六成以上的新闻专业实质是文学专业的翻版，原来教文学史的现改教新

闻史，原来教文学概论的现改教新闻学概论。”一些院校更是先“搭台”再找“唱戏”的，某

校获准开办新闻传播专业，2002年9月就要开课，但6月底还没有一位专业教师。新闻专业教师

没有新闻实践，这是根源啊！中国青年报著名编辑李大同老师曾对清华学子说“我就怕没有做

过新闻的来教你们如何做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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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新闻实践不但教不好学，就是进行科研，也是学术研究肤浅陈旧，与实践脱节。这样的研

究，又有什么用呢？  

从世界范围看，各国对新闻传播教育的观念与做法各不相同，大致可分三种类型。第一种是美

国的教育模式，其特点是重视实际业务技能的传授，同时以社会科学为依托，加强社会科学理

论素质的培养。美国新闻传播院系的专业课程设置一方面重视采、写、编、评类基础业务，另

一方面开设了新闻伦理与新闻道德方面的课程，同时大量开设传播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律

等人文社会科学类基础课程，"美国的新闻人才培养，至少在大学教育这个阶段是比较全面和

规范的。第二种类型是欧洲模式，以英国为代表，侧重在职训练，设立新闻专业的大学数量不

多，而由国家和新闻界主导的在职教育训练却很充实。第三种类型是日本模式，大学中很少设

新闻专业，新闻媒介从其他专业毕业生中招聘人才，通过内部培训完成新闻人才的培养。我国

虽然与美国的模式相近，可是我们与美国新闻教育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 

国内新闻院校对教师的要求大都是必须具有高学位，比如博士学位，这种重学位的鄙俗是最为

要不得的。刘其中在谈大陆、香港、美国新闻教育的异同时，曾说新闻院校教师必须具有博士

学位的规定不见得怎么科学，不见得是件好事。新闻是一门专业性、技术性、实用性很强的学

科。对那些学术性、研究性较强的课程，由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讲授比较合适，但对那些专业

性、实用性较强的课程，如新闻采访、新闻写作、新闻编辑、新闻翻译等，具有博士学位、但

缺乏新闻实践经验的教师则很难胜任。在这方面，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的做法值得注

意。他们有一支学历很高的教师队伍，这些教师既有博士或硕士学位，但同时具备相当多的新

闻从业经验。此外，他们每年都会聘请一些现职的资深记者和编辑为学生讲授专业课程。美国

前副总统戈尔2000年竞选总统失败后，就曾应邀到该学院担任教授，讲授美国政府与美国政

治。 

然而，看看我们的新闻院系吧！笔者浏览了几家，大都把如何如何之高的考研率作为招生的招

牌，自然是以此为荣的。我们的新闻系大学生常常埋怨自己的新闻专业教师如何如何的差劲，

可是你们想过没有，就为了自己有个好工作，从六七岁入学，一直考考考，考到博士毕业了，

去作新闻系的教师，你们以为这样就行了吗？我敢保证，就算你如愿以偿作了新闻院校的教

师，也是个不称职的新闻专业教师，是一个被学生抱怨的新闻专业教师，是一个误人子弟的新

闻专业教师。在高校新闻院系的大学生中，有这样一个说法，专业好的都不考研，虽然不全

对，但也有一定的道理。目前考研的最大原因是“不好找工作”，而专业好的自然不怕，所以

不考研；另一方面，这与社会有关，新闻专业好的，往往英语不好，就是考也难考上，无奈

啊！ 

另外，不少新闻学的研究生是因英语好跨专业考过来的，考上后，新闻理论与实践能力全无，

毕业后能去当新闻学教师吗？ 

笔者倒以为，想考新闻学研究生，无论你是哪个专业毕业的都必须有两年以上新闻从业经历才

能报考，这样才是合理的。 

以上，只是笔者不成熟的想法，愿与各位同仁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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