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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30年的四川高校新闻传播教育 

 

［摘要］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新闻传媒业蓬勃发展，新闻传播教育日益兴旺与繁荣。作为中国西部人口大

省的四川省，这30年来高校的新闻传播教育也呈现出蓬勃兴起和发展的大好局面。这30年四川高校新闻传播教育

蓬勃兴起与发展，其根本原因在于党的改革开放的英明政策。从当前四川高校新闻传播教育的情况看，发展还很

不平衡；所办专业点虽然较多，但质量有待提高，特色也有待进一步形成和鲜明。办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关键

在于人才。从四川高校新闻传播学科的师资队伍看，加快中青年师资队伍的培养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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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新闻传媒业蓬勃发展，新闻传播教育日益兴旺与繁荣。作为中国西部人口大省的四川

省，这30年来高校的新闻传播教育也呈现出蓬勃兴起和发展的大好局面。本文拟从四川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成

都地区其他高校的新闻传播教育、位于其他市州高校的新闻传播教育等几个部分，勾勒改革开放30年来四川高校

新闻传播教育的全貌，并总结其经验教训。 
一、四川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 
具有110多年历史的四川大学，在改革开放30年中焕发出蓬勃青春。其新闻传播教育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阶

段： 
第一是初创开拓阶段（1979至1985年）。早在1946年9月，四川大学夜校新闻专修科就曾招收学生44名，学制

3年，由著名作家孙伏园讲授《新闻文学》、《报刊各种文体研究》等课程。[1] 1960年前后，学校曾有过再办新

闻专业的考虑，并从复旦大学要来了两名新闻系本科毕业生，计划作为师资的基础。后来由于客观情况发生变

化，新闻专业没能办成，两名复旦新闻系毕业生只好改任其他工作。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

放的大好政策为新建新闻专业创造了很好的外部条件。四川大学及时抓住这一机遇，于1979年向教育部申请在中

文系增设新闻学专业，并获得批准（正式批文为教育部（79）教高字第04号文件）。1980年5月23日，学校宣布成

立新闻专业筹备组，积极开展了各项筹备工作。1981年9月，首届新闻专业本科生和新闻干部专科生近100人入

学，新闻专业正式开课，从此拉开了川大新闻传播学科发展的序幕，也揭开了四川省高校新闻传播教育不断兴起

的新篇章。1985年6月8日四川大学新闻系正式成立，系主任由中文系系主任唐正序兼任，邱沛篁任副系主任。这

一阶段新闻专业课的主要任课教师有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张惠仁、徐怀钰，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的王

绿萍、郑松元、陈书泉，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专业的向纯武、郭亚夫、余杰，以及毕业于四川大

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的邱沛篁、吴信训等。同时，聘任了中文系和历史、政治、外语等专业课的教师讲授语

言文学基础课和公共课，邀请了甘惜分、戴邦、许川、马融、黄宗英、鹿野、丁法章、姚志能、吕齐、凯兵、易

冰兰等先后来校讲授一门专业课或举办新闻专题讲座。 
第二是蓬勃发展阶段（1985年至1998年）。1986年5月，在学校大力支持下抓紧赶建的新闻系办公楼落成，新

闻系迁入新建办公楼办公。1990年2月，学校决定邱沛篁任新闻系主任，吴信训任副主任，曾繁铭任党总支书记。

1995年11月，学校正式批准成立新闻学院，邱沛篁任院长、吴信训任副院长，曾繁铭任党委书记，向纯武、吴建

任副书记。这一阶段的显著特点是：教师队伍有了极大充实与提高，一大批年富力强的优秀学者如吴建、蒋晓

丽、周啸天、李杰、董天策、黄晓钟、李苓、蔡尚伟、黄成炬等进入师资阵营，有力地推动了学科老、中、青队

伍的形成。“请进来，走出去”的办学模式逐步成形。1986年成立了新闻系咨询委员会，由时任中共四川省委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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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宣传部长的许川任主任委员，省市新闻界、企业界及党政部门有关负责人任委员，极大地帮助了新闻传播学

科教学、科研工作的提高与发展，推动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这一办学模式及经验，先后荣获了国家级优秀教学

成果一、二等奖。这一阶段办学层次增多，办学规模扩大、教学、科研成果卓著。学院除坚持办好本科教学外，

1989年起开始招收了硕士研究生，并从1992年起开始招收了函授及自学考试学生，以及双学位、新闻专业证书

班、研究生课程进修班等，极大地满足了广大青年及新闻在职人员进入新闻高等院校学习的渴望，为培养各种层

次的新闻人才和提高全民新闻媒介素质作出了重要贡献。1998年4月，代表学院教师集体攻关并与新闻传媒与科研

单位紧密合作、共280余万字的科研成果《新闻传播百科全书》正式出版，一批新闻传播教材及专著陆续问世。 
第三是巩固提高阶段（1998年至2008年）。1998年7月，新闻学院与文学院合并为文学与新闻学院，院长曹顺

庆，吴信训、吴建先后任代表新闻传播学科的副院长。这一阶段的特点：一是办学层次进一步提高。继1999年6月

邱沛篁被学校学位委员会批准为文艺学文化与传媒方向博士生导师后，李杰、蒋晓丽、欧阳宏生、蔡尚伟也先后

被批准为文化与传媒方向博士生导师。2000年，学院招收了首批文化与传媒方向博士生6名，以后每年招生量不断

增多。2005年12月，川大新闻学学科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新闻学博士学位授权点，成为中国西部第一个新

闻学博士点。2007年12月，川大新闻学专业又被教育部批准为全国第一批高等学校特色专业建设点，在全校首批

被批准的七个特色专业中名列第一。二是办学规模进一步扩大，师资队伍进一步壮大，教学质量进一步提高。学

院在原有新闻系、广播电视新闻系基础上，新增了广告系、编辑出版系和传播系，专职教师达43人，其中教授12

人，副教授9人，张小元、黎风、曹俊兵、杨效宏、操慧等一大批才华出众的青年教师崭露头角，教师中已取得博

士学位的人数急剧增加。目前，新闻传播类专业在读本科生599人，硕士生296人，博士生71人，共计近1000人。

三是承担科研课题越来越多，教学科研成果更加丰富，影响越来越大。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仅四川大学出版社出

版的学院新闻传播学科教师的教材和专著已突破100种。以本学科教师为项目负责人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研究项目

《西部大开发与西部报业发展研究》和《西部大开发与西部广播电视发展研究》已经结项出书，一批关于文化产

业发展研究及新闻传媒研究的横向科研课题，也已获成果出版了专著，受到社会关注。 
二、成都地区其他高校的新闻传播教育 
在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蓬勃发展的大环境下，成都地区几所部属高等院校也积极开办了新闻传播类专业，

并注意突出了自己的特色。如西南财经大学比较早就在汉语言文学专业中设置了财经新闻专业方向，2006年经教

育部正式批准设新闻学专业。目前该校经济新闻专业已有两届共78名毕业生，其中首届毕业生一次性就业率达

95%，填补了我国西部财经新闻专业人才培养的空白。该校新闻学专业有专任教师18人，其中教授1人，副教授6

人，讲师11人，教师中拥有博士学位者5人。学校开出了《经济新闻实务》、《媒介经营管理》、《媒介经济学》

等专业性很强、很有特色的课程，注意高层次财经新闻人才的培养，积极开展教学与学术交流活动，2007年引进

东京大学传播学博士一名来校任教，聘请加拿大康科迪亚大学一名副教授为兼职教授，每年利用三个月时间为学

生授课。学校还不定期举办新闻传播学术讲座，聘请省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前来讲学，不断开拓学生视野。笔者

曾几次应邀到该校为学生举办讲座，深刻感受到学校良好的学风和不断进取的科学精神。西南交通大学于2003年

成立了传播系，隶属于艺术与传播学院，设传播学、广告学两个本科专业。2003年开始招收第一届本科生，现有

学生700余名。2006年获新闻学硕士授权点，已招收了两届硕士研究生共40名。该校传播系现有教师16人，其中教

授6人、副教授4人、讲师5人，具有博士学位者6人，在读博士生4人。该系还聘请了四川大学、四川省社科院的教

授专家为兼职教授，不定期地到校为学生主讲新闻传播系列讲座。从笔者应邀到该校讲授《新闻采写艺术》讲座

的情况看，这所高校新校区校园环境很好，有宽大明亮的讲演厅，教师队伍非常年轻，充满活力，学生求知欲望

很强，提问十分活跃。该校传播系结合学校特点，大力加强了科技发展与新闻传媒、新闻传媒与科学创新等方面

的教学内容，积极开展了教学改革研讨活动，已编写出25门课程的教学大纲，积极筹备尽快出版一套适合该系特

色的新闻传播新教材。1956年创办的电子科技大学，1993年12月成立了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下设信息管理系传

播学教研室。该专业现有6名教师，其中教授1人，副教授4人，全部具有博士学位，博士后4人。该专业从2003年

起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现有在读研究生30人，目前还没有招收本科专业学生。电子科大的新闻传播教育，注意

突出了电子信息技术和新媒体的研究特色，着重研究新形势下新媒体与新技术的发展，网络传媒文化与经营、媒

介资本、传媒集团化、传媒跨国经营等新问题及新变化，探索电子科技与新闻传媒发展的密切关系，推动社会和

科技的新进步。该校新闻传播学科十分注意国际与国内传播学发展的新情况、新动向。笔者曾应邀出席该校邀请

中国人民大学喻国明教授等主讲的学术报告会，会上信息含量极大，学术空气很浓，反映了学校积极探索、开拓

视野的办学风格。作为国家民委直属院校的西南民族大学，2002年创建了新闻系，隶属该校文学院，同年秋开始

在全国招收各民族学生。2007年又申报了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将于2008年秋正式招生。该系最初由文学院院长

徐希平兼系主任、万红任教研室主任。2007年改由钟克勋任系主任兼教研室主任，万红任副系主任兼实验室主

任。新闻系有新闻专业课教师10人，公共课教师10人，其中教授5人、副教授5人、讲师8人，教师中有博士与在读

博士生6人，现有在读学生371人。该校新闻传播教育，注意紧扣“民族”二字，突出民族大学的特色，从生源和



教学上体现民族特色，主要为西部和民族地区培养新闻专业人才。教学上坚持“脑手并重”，强调“理论与实践

紧密结合”，科研上注重民族新闻理论与实务和少数民族地区新闻传媒发展的研究，为建设和谐社会、搞好民族

大团结服务。 
在四川高校新闻传播教育中，成都理工大学的新闻传播类专业建设也是起步较早且发展迅速的。2007年12

月，四川省新闻教育学会曾在该校举办学会年会，与会代表现场考察了学院实验设备建设情况，一致给予了很高

评价。据该校新闻传播与艺术学院刘迅院长介绍，该校1997年就开办了两年制的新闻传播类成人大专班，包括播

音与节目主持、影视编导、影视制作等专业。2001年学校正式成立了新闻传播与艺术学院，加速了新闻传播类专

业的发展，创办了广播电视新闻学、广告学、广播电视编导等本科类专业，并于2007年开始招收硕士生。现在，

该校新闻传播类专业在校生已达1000余名。新闻传播学科教师近30人，其中教授5人、副教授5人、讲师15人，硕

士以上学位者占教师总数80%。从笔者几次到该校给学生举办讲座和调研的情况看，他们在培养人才方面正逐步

形成了文化与技术并重、传媒与艺术交融、理论与实践结合的特色，非常重视素质和技能并重，努力培养社会所

需要的复合型、创新型新闻人才。该校实验室建设成绩显著，新闻传播学科专用实验室面积达3000平方米，设备

500余台（件），总价值超过579万元，而且管理井井有条，专职实验工作人员责任心很强，乐于为教学及师生服

务，有力地保证了学院教学与科研工作的不断进步。 
成都大学新闻传播系，隶属文学与新闻学院，1994年起招收专科生，2002年起招收本科生，目前已培养毕业

生1000多人。该校新闻传播学科现设广播电视新闻专业，在校生358人；设新闻采编与制作、电视节目制作专业，

在校专科生230人。新闻传播系现有教师20人，其中教授3人，副教授6人。 
四川教育学院新闻传播教育也取得了很大成绩。该校新闻专业1998年建立，分普通与成人两个序列和本科与

专科两个层次，已毕业学生536人，现在在校学生128人。该校新闻系现有教师19人，其中教授2人，副教授12人，

博士学位3人，硕士学位9人。系主任一直由朱光宝教授担任。 
在成都地区的高等新闻传播教育中，不能不提到四川省社科院新闻传播专业硕士授权点。该硕士点于1984年

开始招收新闻学硕士生，1986年国家教委正式批准为新闻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是四川省最早被国家批准的新闻

专业硕士点。该硕士点招生方向为当代媒体报道研究、新闻传播理论研究、网络传播研究、媒介经营管理研究和

文化产业研究，近几年每年均招收硕士生15名左右。承担该硕士点培养工作的四川省社科院新闻研究所，具有一

支实力很强的师资学术队伍，承担了多项国家和省级科研课题，出版了一批省内外颇具影响的新闻传播类专著，

与新闻媒体联系密切，积极开展咨询、培训和学术交流工作。该硕士点培养的毕业生，许多已成为国内新闻传媒

单位、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的业务骨干。 
随着我国高校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四川高校中兴办了一批独立学院。这些学院，也逐步招收了新闻传播类

专业学生，新闻传播教育不断兴起和发展。例如位于成都高新区的四川大学锦城学院文学与传媒系，2006年开始

招收新闻学和广告学专业本科生，现有在读学生200名。位于彭山县的四川大学锦江学院文学与传媒系，也于2007

年开始招收新闻学专业本科生，现有在读学生近百名。位于成都西郊的成都理工大学广播影视学院在开设的40余

个本、专科专业或方向中，也包括了播音与主持、广播电视新闻、摄影、广告、传播学等专业，在读新闻传播类

学生超过1000人。这种独立学院的新闻传播教育，依托于母体高校强大的师资队伍和学术底蕴，密切加强与新闻

传媒单位的联系，不断进行教学管理与教学方法的改革，注意培养口径宽、基础厚、能力强、应用性、复合型的

新闻人才，逐渐显示出蓬勃的生命力，为发展我国新闻传播教育事业正努力做出重要的贡献。 
三、位于其他市州高校的新闻传播教育 
在成都地区高校新闻传播教育不断兴起与发展的同时，四川省一些地处其他市州的高校，也努力兴办并发展

了新闻传播教育。例如，位于南充市的西华师范大学，1994年经教育部批准在中文系设置了汉语言文学教育新闻

学专业方向本科，首届招收53名学生。1999年，经省教育厅和教育部批准，正式开设新闻学本科专业，专业由王

远舟负责。到2007年，该专业共计招收本科学生853名，迄今已毕业556名，学生就业率一直在全校位于前列。

2006年7月，该校将文学院下属新闻系和音乐学院下属播音主持专业，整合组建成新闻传播学院，王远舟教授任院

长。学院现有在读学生499人，教职工25人，其中教授3人，副教授4人，讲师14人，具有硕士以上学位的教师占教

师总数70%以上。该校非常重视对学生进行实践性环节的教学工作，修建了演播大厅和播音室、电视节目观摩

室，不断改善教学条件，加强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位于遂宁市新区的四川职业技术学院新闻传播教育办得也很有特色。该院文化传播系新闻采编与制作专业于

2004年开始招生，四个年级共有学生146名。系上组建了新闻教研室，有专任教师9人，其中教授2人，副教授2

人，讲师2人，获硕士学位者3人，在读硕士2人。该系十分重视学生新闻传媒实际技能的培养，在四川日报遂宁工

作站、遂宁日报社、遂宁电视台、船山区电视台建立了4个校外实训基地，并拥有一支相对稳定的来自遂宁新闻传

媒单位的兼职教师队伍，有效地增强了师生与新闻传媒单位的联系，促进了教学改革。 
位于郭沫若故乡、文化名城乐山的乐山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的新闻专业创建于2002年，已毕业两届本科



生，现有2004级和2005级本科学生90名。该院新闻专业专任教师共9人，其中副教授2人，博士学位者1人，硕士6

人。学院十分重视学生综合素质与实践能力的培养，建有乐山日报社等校外实习基地6个，拥有64座语音室、60座

机房各1间。 
内江师范学院中文系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是2002年经教育部批准在著名记者范长江家乡创办的一个新闻专

业，2006年通过四川省学士学位授予权评估，获学士学位授予权。该专业共招收学生359人，已毕业学生160人。

新闻专业专任教师16人，其中教授2人、副教授3人，在读博士1人，硕士5人。据专业负责人高卫红教授介绍，该

专业十分注重学生德智体全面素质的培养，要求学生学习名记者范长江的敬业精神和精益求精的采写技能。学院

还专门设立了范长江研究所，不断开拓和加强对名记者范长江的研究。 
位于四川西南著名钢城的攀枝花大学，也从2001年开始在中文系文秘专业和汉语言文学专业中，办起了新闻

专业方向的专科与本科，从2001年至2006年共招收学生161名。该专业方向专职教师9人，其中教授2人，副教授2

人，讲师3人。该专业方向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充分依靠攀枝花日报、攀钢日报等新闻传媒单位，加强对学生

进行采写编实践能力的训练。 
四、四川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发展的几点思考与建议 
回顾30年来四川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兴起与发展的历程，我们从中可以得到不少有益的启示，同时为了它更好

更快地发展，也提出一些仅供参考的建议： 
第一，这30年四川高校新闻传播教育蓬勃兴起与发展，其根本原因在于党的改革开放的英明政策，在于全国

新闻传媒业的蓬勃发展和高等教育事业的兴起与繁荣。当然，也与中共四川省委、省人民政府领导的重视和新闻

传媒单位的大力支持分不开。同时，各高校拥有一批热心新闻教育事业、乐于奉献、勤于耕耘、甘当伯乐和千里

马的领导干部、学术带头人和老中青教师，也是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得以兴起和发展的基本保证。另外，四川各高

校新闻传播学科之间的团结、协作，互相学习、支持与帮助的良好氛围和资源共享、平等交流的机制，也有力地

推动了全省各高校新闻传播教育的进步。坚持了数年的每年一度的四川省新闻教育学会年会，就是一个生动的例

证。我们希望，这种合作与交流还要进一步加强和发展，不仅是省内的交流，还可以进一步扩大到省际之间、川

渝之间、尤其是西部各省之间的交流；不仅是高校之间的交流，还要不断加强与新闻传媒单位之间的合作与交

流，以进一步谋求中国西部高校新闻传播教育不断登上新台阶。 
第二，从当前四川高校新闻传播教育的情况看，发展还很不平衡；所办专业点虽然较多，但质量有待提高，

特色也有待进一步形成和鲜明；一些专业的师资力量还比较薄弱，现代化教学设备还很不完善；教学中理论与实

际脱节的情况还不同程度地存在；办学经费还很不充裕；尤其是有的学校对新闻传播教育的重视程度还不够，在

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上还未能达到应有的力度。笔者于2008年4月下旬应邀出席了重庆大学文学与新闻传媒学

院揭牌仪式，在会上了解到，该校校长李晓红教授，亲自动员并邀请新华社原副社长兼常务副总编辑马胜荣到学

校担任文学与新闻传媒学院院长，学校党政领导高度重视新闻传播学科建设，配备了强有力的老中青结合的院领

导班子，使学校的新闻传播教育呈现出欣欣向荣、快速发展的大好局面。事实再一次证明，领导重视、带头人得

力、机制合理是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发展的三要素。[2]我们殷切地希望各高校领导，能够更加重视新闻传播教育的

发展，经常听取新闻传播学科师生的意见和要求，在各个方面给予更大的支持与帮助，从而推动各高校新闻传播

教育健康、持久地向前发展。 
第三，办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关键在于人才。从四川高校新闻传播学科的师资队伍看，加快中青年师资队

伍的培养迫在眉睫。各高校一定要切实关心中青年教师的成长，给他们一些特殊的关照，让他们有更多机会参加

国内外各种学术会议，为他们发表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和出版专著创造条件，给他们到新闻传媒单位挂职锻炼创造

机会，并且不断地给他们当中的佼佼者压担子、给重任，使他们在教学、科研、管理等岗位上显示才华、脱颖而

出。要建立一种老教师对中青年教师传帮带的灵活机制，充分发挥老教师的作用，促进老中青团结合谐、共创辉

煌的大好局面的形成，从而加快人才成长和学科进步。 
总之，四川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形势大好，形势喜人。我们一定要紧紧抓住改革开放带来的这样一个大发展的

极好机遇，进一步解放思想，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和学术水平，永远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路线，为发展我国新闻传

播教育事业、培养更多优秀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新闻传媒人才，努力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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