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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that the innovation of media technology has brought great changes to the media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e traditional educational idea and teaching mode of news communication have been difficult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media talents training in the age of intelligent media.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countermeasures to solve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education of news communication in lo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hich should reform from renewing ideas, improving teachers, reforming teaching system and perfecting 

talent training programs. 

Keywords: Intelligent media, education of news communication, countermeasures 

地方高校新闻传播教育 

面临的问题与对策 

作者：赵晓娟1* 
1单位：渭南师范学院人文学院，渭南，陕西，中国，714099 
*通讯作者e-mail: myresearch2021@163.com 

摘要： 

媒体技术的革新为媒介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传统的新闻传播教育理念和教学模式已经很难适应智媒体

时代媒介人才培养的要求。本文针对地方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存在的问题，提出应该从更新观念、改善师资、改

革教学体系、完善人才培养方案等方面进行改革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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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背景 

随着5G移动通信、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

技术的不断发展，新闻传媒行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从而催生了智能媒体时代的到来。媒体融合的大环境

使得信息传播模式和人们的社交方式发生了巨大变

化。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6次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0

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9.40亿，互联网普及率达

67.0%。[1]互联网和手机终端已经成为信息传播的主

要途径。媒介生态结构已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以三

微一端为代表的新型媒体兴起，传统媒体向新型媒体

融合转型。融媒体技术集成了影像、声音、文字为一

体，网站、论坛、QQ、博客、微博、微信、短视频平

台、直播平台等诸多网络新媒体平台已经成为社会信

息传播的重要形式。教育部、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关

于提高高校新闻传播人才培养能力实施卓越新闻传

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2.0的意见》，提出全面落实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用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教书育人，培养造就一大批具有

家国情怀、国际视野的高素质全媒化复合型专家型新

闻传播后备人才。[2]为了适应新闻传媒行业人才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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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的变化，新闻传播类专业人才培养应该符合融媒体

发展的需要，培养复合型专业人才。人才培养的目标

应该随着行业变化与时俱进，不断革新，运用全新的

理念和技术改进教学活动。 

截至2017年，全国有681所高校开设新闻传播类

专业，本科专业点1244个，其中新闻326个，广播电

视234个，广告378个，传播学71个，编辑出版82个，

网络与新媒体140个，数字出版13个，在校本科生有

23万人，在校教师7000人。[3]以陕西为例，2000年

以前，只有西北大学和陕西师范大学办有新闻专业。

现如今，西安外国语学院、西北政法学院、西安交通

大学、长安大学、延安大学、长安大学、西安工业大

学等多所大学都相继开办了新闻传播类专业，民办教

育也迅速介入新闻传播教育，西京学院、西安欧亚学

院、西安外事学院、西安培华学院等院校设立的新闻

传播类专业已初具规模。2003年渭南师范学院也正式

步入了高等新闻院校的行列，2003年开设广播电视新

闻学专业， 2005年又增设了新闻学专业，后来又陆

续开办了广告学、广播电视编导、数字媒体艺术、网

络与新媒体等专业。 

2.地方高校新闻传播教育面临的问题 

新闻传播教育的快速超常规发展，必然存在着许

多令人困扰的问题。高校新闻传播教育不仅存在高校

扩招后新出现的普遍问题，更有许多长期形成的问题

严重影响到教育的质量和发展。专业规模的高速扩

容，专业设置标准的降低，导致校际间的低水平竞争

加速，人才培养质量大幅度下降。[3]因此，我们有

必要寻找问题，谋求新闻传播教育的良性发展。 

2.1.师资力量不足，师生比例失调 

随着专业招生规模扩大，学生数量猛增，教师人

数、学历层次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师生比例走高，

部分学校竟高达 1：20，大学教师每周授课量明显增

加，由以前的 4—6 节，增至现在的 20 节以上。尤其

是像广播电视编导、播音与主持艺术等艺术类招生专

业，学生的招生规模远远超过专业教师的师资资源，

教学资源严重不足。办学规模扩大，相应的教学设备

跟不上，每一个学生所享受到的资源大打折扣，从而

影响到教学质量。 

2.2.最棘手恐怕还是就业难的问题 

一方面是教育规模扩大，学生数量不断增加，一

方面新闻传播人才的需求与人才培养模式脱节。这些

都无疑使新闻传播专业的学生就业竞争压力很大。近

年网上点击率很高的年度十大最难就业专业排名，像

“广播电视编导”“新闻”赫然在列。受到媒体发展

变革的影响，不少单位严格控制新闻采编人员的数

量。与此同时，传统媒体向新媒体转型，大量的纸媒

在市场竞争中被淘汰。这样就出现了新闻人才供求失

衡、学生就业难的问题。 

2.3.传统的知识结构和教学模式不能适应新
媒体环境的变化 

新媒体的发展已经改变了当前新闻媒介的生态

环境，传统媒体的布局发生了巨大变化。新闻传播教

育还有存在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知识严重老化，

课程脱离实际。本科专业四年的课程量是不少，但多

数学生仍然感到“没有学到什么有用的东西”。还有

现象就是，面对每年大量新闻传播类专业毕业生，不

少新闻业界人士却感慨新闻传播人才的缺乏。就业难

最根本的原因不是人才饱和，而是高校培养出来的学

生不符合社会的需要。正如很多毕业生描述的“工作

不难找，好工作难找”。 

3.我国地方高校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策略 

3.1.准确定位，突出特色，培养全媒体应用型
人才 

结合校情，要有准确的市场定位，制定初适合自

身发展的人才培养计划，突出特色突出个性，培养出

有市场竞争力的人才。尤其一般的本专科院校，不能

盲目追求研究性大学、一流大学，而是结合自身实际，

走坚实可行的实用型道路，根据社会需求制定人才计

划。在科研实力不及重点大学的情况下，发挥自身的

地方优势，推行特色办学，从提高学生就业率入手，

满足地方新闻媒体日益增长的人才需求，占领中低层

市场。 

高校新闻人才培养改革要倾听业界人士的意见，

及时做出判断，制定出科学合理的人才培养计划。根

据媒体需要培养人才，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才有市场

竞争力，才能走入社会岗位后更加胜任。高校应该根

据新闻媒介的发展变化制定人才培养战略，培养出适

应社会实际的应用型人才。 

3.2.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建设一支学术水准
高、实践能力强的专业型队伍 

针对我国目前新闻教师队伍存在的学历水平参

差不齐、知识结构不理想、理论与实际脱节等问题，

我们应该在引进学历较高、富有活力的年轻教师到新

闻教学岗位的同时，着力吸引一批富有新闻实践经验

的新闻人才充实到新闻教育队伍中来。新闻教育的实

践性很强，高学历不一定能教好专业课程，最重要的

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就离不开丰富的新闻实践经

验。作为新闻传播类专业的教师，除了要具备系统的

新闻理论知识和政策水平以及丰富的多学科知识以

外，也需要有较高的媒介素养和丰富的新闻实践经

验。新闻教师队伍中需要有来自新闻一线的编辑、记

者，教研室主任、系主任中需要有总编辑、社长。但

目前高校新闻专业教师中这类人才非常少，而本校培

养的学生留校后当教师的近亲繁殖现象比较流行，这

就容易形成纯理论教育与理论脱离实际的弊病，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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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出来的学生实际操作能力差，很难胜任媒体工作

的要求。与媒体形成互动，加强与新闻媒体的合作，

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加强学生的实践能力的培养，实现

教学与市场的接轨。很多高校建立了由新闻记者、广

告人从业背景的在编教师队伍，和由业内一线学者型

记者和资深广告人为主的外聘教师队伍，培养出一批

批能够适应市场竞争有创新思维和开拓能力的应用

型人才，使学生在毕业就业前就能实现由学生到专业

新闻人的角色转变的。 

3.3.更新教学理念，建立应用型、实践型教学
体系 

新媒体时代，新闻传播教育的理念应该引导学生

关注新媒体生态的变化，探索如何做新媒体环境下的

媒介从业者。[5]教学课程设置要注重应用性、实践

性，根据新闻媒体的从业人员知识、能力的实际需要，

培养学生合理的知识结构、拓宽学生的专业知识面，

提高学生的实际运用能力。当前大多数新闻单位都是

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经济效益对新闻媒体来说被放

在了和社会效益同样重要的位置。这就需要新闻人才

文武双全，既能用好中文，又会运用外语；既能写文

章，又能捕捉信息；操作电脑、摄影报道、组版印刷、

广告经营等都在所必行。富有多种知识技能的复合型

新闻人才成了新闻媒体青睐的宠儿，因此，新闻教育

在内容上就不能只偏重于新闻理论和新闻写作的教

学，而是要重视多方面知识和多方面独立工作能力的

培养。 

新闻传播类专业的的课程设置要加强人文综合

知识的融合，同时要避免给学生灌输的东西太多太杂

乱，这容易使学生到用人岗位上后出现似懂非懂，知

识准备不足的窘境。推行课程体系创新十分必要，使

这些知识能系统有序地组合在课程结构里，形成完整

系统的知识基础。 

推行课程体系创新，从教学计划到课程实施都要

符合人才发展战略的理念，建议采取以下措施： 

首先，修订教学计划，提供开设文学、哲学、社

会学、经济、法律等相关基础课程，增加选修课的数

量，开放所有的课程，可以供学生跨系跨专业自由选

修，给学生创造更多选择的机会。 

其次，定期举办讲座，开设人文论坛，追踪前沿

信息。邀请知名记者、学术权威人士走进校园，献身

说法，分析媒介最新态势。 

最后，完善评价体系，把课堂教学和课外实践的

成果，都计入学生成绩，调动学生参加课外实践的积

极性。改变考试内容，避免多是考死题、考记忆题的

现象，增加操作性、实践性的考核。 

 

3.4．完善人才培养方案，注重培养学生的动
手能力 

新闻传播教育的目标在于为学生“造”一份工作，

而非“找”一份工作。[6]把动手能力的培养贯穿到

整个教学活动各个环节当中，把培养学生的专业实践

贯穿到大学四年学习的每一个阶段当中。现代新闻传

播活动的发展要求专业新闻传播者具备极强的独立

作战能力。中国的新闻传媒已经逐步抛弃了“一窝

峰”、“大呼隆”式的工作方式，要求记者具备独立

工作的能力。教学与实践紧密结合，合理安排教学活

动和实践活动。增加相关课程的实践环节，除课堂讲

授之外，应保留相应的课堂时间用于实践，提高实践

环节的学分。从封闭式教学走向开放式教学，把课堂

教学变为新闻实践的实习阵地，让学生在实践中验证

理论，在实践中理解与运用理论，从而不断获得实际

思维能力和组织能力的提高。建立实用为主的人才培

养方案，专业课程充分采用案例法、任务驱动、角色

设计、实战运营等多种教学方法，实践教学让学生走

出课堂、走进新闻现场，构建全新的融媒体新闻采编

实战环境。 

目前集中短时间的实践活动是远远不够的，除了

交叉性安排教学和实习的时间，还要广泛接触社会和

请社会各方面人士来补充和扩大课堂教学的信息量，

使学生在校期间就能不脱离生动丰富、多彩变幻的社

会生活的实践。因此，建议新闻专业教学要增加实习

时间，多给学生创造动手实践的机会，理论和实践并

重。建立教学实习基地，推动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和

提高。在办学过程中，依靠地方媒体的力量和优势，

在新闻媒体中建立固定的实习基地，利用媒体的力量

对学生进行实践培训。 

4.结语 

总的来说，智能媒体时代，地方院校新闻传播人

才的培养应该与时俱进、紧密结合行业需求，注重人

文思想与传播技术的融合，既强调扎实的人文基础，

又重视现代传播技术的应用，用新技术表现深邃的人

文思想，以培养兼具思想性、艺术性、技术性的知识

和技能为一体的复合型“新文科”人才为目标。构建

实践教学平台，充分利用网络与新媒体技术建立内容

创意与生产的融媒体实战环境；修订新闻传播类专业

人才培养方案，建立和业界接轨的实用型实践教学体

系；更新教学理念，实现课堂创新，将新闻传媒行业

的需求渗透到课堂教学中；地方院校应该和新闻媒

体、技术公司、高水平大学形成良好互动，通过实习

基地建设和人才互派计划，探索产学研协同育人模

式。推进实验室在机构、渠道、平台、人员、教学等

方面深度融合，建立新闻传播实践教学基地，成为学

校的主流舆论阵地、舆情聚合平台、校园服务平台、

学生实践平台。实践教学模式模拟业务的产出，为学

生提供策划、采编发运营的实战条件，为学生思维训

练和创新实践提供开放空间，把教学成果直接体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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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专业创新上，激励学生完成与新闻媒体、数字

出版业界紧密联系的创新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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