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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高校新闻传播学教材的生产体制 

作者： 陈力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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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日子看到《中国社会科学报》讨论全国有1600种《文学概论》的大学教材是否好事，于是我想到了自己所在的新闻

传播学科，这种情况同样存在，只是数量远没有那么大罢了。教材多是好事还是坏事，需要从科学研究与教学的差别谈

起。  

我在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单位工作了22年，主要从事基础理论研究，教学只是附带的任务；前年转到大学的新闻传播专业

工作，教学成为第一位的工作，研究变成了第二位的。在社会科学研究系统中，“成果”主要是指专著、论文、研究报

告等，教材、普及读物、一般文章等等，年终统计时算个字数，但不能作为晋级、评奖的依据。到了大学，感觉有些异

样，发表在报刊上的文章统称“论文”，没有严格的论文、一般文章的区分。于是，到年底一统计，我一个人发表“论

文”的数量占本单位总发表量的一半，虽然有些欣喜，但也自知其中水分太大。在大学出版了书，专著、教材、论文集

等等，似乎也没有严格区分的成文标准，评职称只看书的本数。大学提倡写教材，教材的目的是普及某一学科的知识，

就个人的感觉来说，比写作专著在精神上轻松多了，因为没有“学科创新”的压力。但是真的写起来，如何把学术性颇

强的知识变成学生能够懂得的东西，从行文到框架，都要进行反复的琢磨，也就是说，要求“表述创新”。  

现在回到本文的主题：一个学科的某个领域应该流通多少本同类的教材为宜？我认为这个问题提出的角度存在问题。关

键要看教材的质量。如果质量上乘（至少在传授学科知识方面没有纰漏），写作和编排各有风格，即使同类教材数量较

多，同一门课有不同的教材亦是好事，这样可以相互借鉴。读不同的教材，虽然所谈的知识大同小异，但仍会有所收

获。  

现在的问题在于，同一门课的教材质量，多数水平不高，而且低水平重复。存在这些问题的原因，目前主要在于制度。

现在各个大学都在新建热门专业的教学点（新闻传播学科专业点成十倍的增长），都要求有自己的教材，宁可使用低质

量的本校教材，也不使用高质量的外校教材。同时，争取各种“项目”和“工程”，人人都要争评上更高一级的职称，

而能够看得见的评价标准只有一种，即出版更多的教材、发表更多的“论文”。加上传播技术的进步，写东西、找材料

有网络，下载复制材料瞬间就可以完成，比过去手写、爬格子快多了，出书已经是很容易的事。  

我们都清楚，一个大学的综合水平、一个教师的学科知识水平，是不可能在短期内提升的，在很短的时间内写出新教

材，除了东拼西凑，别无他路。去年某省一个不大知名的大学的一位新教师给我打电话，希望得到我新出版的一本世界

新闻史方面的研究生教材，目的是写一本同样内容的本科教材，这是他所在的系布置的任务，而他本不是这方面的教

师，感到很困难。我这本教材历经十几年的资料积累才完成，目前是国内较新的，如果教学需要，选用这本书，讲得浅

些即可，可是他们偏要自己另起炉灶。历史方面的东西，你说，我也可以说，其实找材料一定意义上便是新闻史的创

新。面对这件事，我能怎样呢？书已经出版，即使我不给他，他最终也能弄到，不如做个人情，送他一本。  

造成现有教材水面较低的另一个原因在于：教师的工作是向学生普及知识，常年做这样的工作，缺乏较深的研究基础，

写出的教材很难提升水平。写普及类的东西，最好的情形是：说出的三分，有十分垫底。所以，即使没有上面谈到的制

度问题，单纯由搞教学的教师写教材（这里只涉及人文社科类），不会有多高的学术水准。这里绝没有贬低高校教师的

意思，说的是环境造成的现象。我到了教学岗位，虽然在正规教学方面经验不足，但是原来的学科基础相对深厚，加上

我工作认真，很快就能适应新的环境，讲的东西能让学生满意。从研究部门到教学单位，眼光不同，看现有的教材的问

题，也较为敏锐，这样情形下，容易在教学方面推陈出新。  

我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体制与多数国家不同，研究部门就是单纯的研究，高校主要是教学单位。国外多数国家没有单

独的人文社会科学的机构，科研部门设在高校，高校内的科研、教学部门各自有自己的职能，但是人员可以内部循环。

我国的高校近年一再扩招，教师负担很重。高校的新闻学和传播学研究基地，均是一个院系两块牌子，虽然承担的研究

项目很多，但是多数研究人员是以“业余”的方式存在的。沉重的教学任务，使得高校的学术研究水平总体难以提升。  

目前，尚无法很快改变现有的体制。在这种情况下，改进我国高校教材数量多、质量差的现状，可以考虑以下几方面：  

第一，高校的院系与对口的研究单位合作编写教材，这样有可能提升教材的水准。不过，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研究单

位把研究人员编写教材视为正式的“研究成果”，可以作为评聘的依据之一。不然，不会有人愿意把精力花在写教材上

的。如果单就我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机构而言，现在较弱，尚难以参与教材的编写。  

第二，高校冠名“研究”的单位应该与教学单位在工作上要有所区分，相对独立工作。教师从事教学工作几年后，至少

要有一年的时间，流动到本校的研究单位“脱产”研究，或给予写教材的独立时间。教材虽然是普及类的东西，但是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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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式影像与参与式传播 

作者：韩鸿┊ 1900-01-01 

1999年，世界银行调查每天生活水准不

足1美元的6万名贫民，影响他们发展的

最大障碍是什么。回答不是食品、住房

或医疗卫生，而是自我发声的渠道。[1] 

如何在媒介生态的建设中，给弱势群体

尤其是农村弱势群体一种声音，…… 

· 媒介管理之可持续发展战略观 

作者：罗晓娜┊ 2006-05-29 

  一、 媒介与管理  媒介管理，顾

名思义即是指存在于媒介领域内的管理

问题。媒介是一种复杂的实体，其性

质、类型及功能的定位都是随着不同的

社会历史条件的改变而改变，与之对应

的一切管理与营运也是应势而动。…… 

·赵月枝教授获批长江学者讲座教 2009-10-18

·国际青年影像季2009-2010 2009-10-18

·2009互动电视（中国）峰会通告 2009-10-18

·首届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 2009-10-13

·香港浸会大学第三届普利策新闻 2009-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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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作者深厚的学科知识的功底，而且教材的表达和结构编排本身，是一种技术性的学术，同样需要学习。只有这种情况

下写出的教材，才有可能真正提升水平。  

第三，不鼓励没有较深功底的教师写教材，也不鼓励缺乏专门人才的新闻传播学专业教学点争上写教材的项目。这方

面，大众传媒应该组织专题讨论，形成一定的舆论共识；同时，全国新闻教育学会对水平较高的教材予以较多的介绍，

形成一定的权威性。  

第四，采取措施防止质量很差的教材贻害学生。建议由各个学科的社会团体（例如新闻传播学科的中国新闻教育学会）

出面组织，由权威学者组成的委员会对本学科的教材进行一次清理，以某种公正的方式确认哪些算是较高水平的，哪些

尚可，予以公布，供具体的主讲教师选择。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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