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11月26日 ■星期二 ■责编：张博 ■版式：李瑞海 ■责校：吴琪
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传媒传媒

教育教育 《传媒教育》专家顾问委员会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 周庆安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 陈 刚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 周 勇
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学部长 高晓虹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院长 张涛甫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 胡正荣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 强月新
北京印刷学院新闻传播学院院长 魏 超
中央民族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 毛湛文
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 张洪忠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院长 张明新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院长 李 怡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 刘 涛
浙江传媒学院副院长 韦 路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 林升栋
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 彭焕萍
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 双传学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 郑军庆
重庆大学新闻学院院长 郭小安
北京语言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 云国强

随着新技术革命的深入推进，新闻传
播专业人才培养的要求也随之发生了深刻
变革。一方面，需要学生具备良好的文字
表达能力、敏锐的洞察力、跨文化传播等
专业能力；另一方面，需要学生具备更强
的技术应用能力，掌握数字媒体、大数据
分析、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以便更好地
进行新闻采集、编辑和传播工作。除此之
外，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创新性思维能
力。新闻传播专业作为新文科建设中的重
要部分，被称为“文科中的工科”，体现
了其文理交叉的学科特性，要求学生掌握
文科底蕴的同时，还需要拥有各种新媒体
技术和平台实用技能。地方高校卓越新闻
传播人才的培养不仅要适应媒体变革的需
要，更要对服务地方经济发展、提升公众
信息素养、推动文化传承创新。

当前培养模式有哪些

国外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模式主要包括：
职业型人才培养模式，即产学界资源互通，
将学校理论教学与企业实践培训有机结合。
如日本的新闻专业教育主要在新闻单位进
行，充分利用相关业界资源，构建多元师资
队伍结构。复合型传媒人才培养模式，即跨
学科交叉培养。如英国高校新闻传播院系
强调人文博雅教育，主张新闻传播教育与
人文、艺术、社会学等传统强势学科统合设
置培养方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
设立数据新闻理学项目，推出新闻学—计
算机科学的双学位项目，开设大数据和编
程课程。专业技能型人才培养模式，即将课
堂教育与新闻实践相结合，偏重业务操作。
如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密苏里模
式”，学院建有完整的新闻媒体系统，学生参
与从新闻采编到传播的全过程实践。

我国新闻人才培养模式主要有：“学
校教学与业界实践互动”的创新人才培养
模式。如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梯形结
构的复合型实践教学体系，以课堂实验为
基础、以第二课堂（包括学生假期社会实

践、校内外媒体兼职、各种专业竞赛等）
社会实践和专业大实习为创新的梯形结构
体系。“学校特色+专业”的复合型人才
培养模式。依托学校办学特色及学科优
势，开设具有不同学科背景的新闻传播专
业，走“专业+传媒”的复合型人才培养
之路，如财经院校依托财经学科优势，设
立经济新闻专业，培养财经新闻人才；体
育院校开设体育新闻专业。依托“民族区
域优势”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如民族
地区院校充分发挥新闻传播学科在拓展民
族研究特色方面的资源和优势，把为
民族地区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高素质新
闻传播专业人才作为培养目标。

培养模式问题存在哪三类

面对当下国际形势和媒介技术发展，

按照教育部、中宣部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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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和
目标，目前在地方高校新闻传播人才培养
模式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一是人才培养体系的全课程建设特色
不鲜明。以传统课程设置为主，不能与时
俱进。高校新闻传播专业课程设置以传统
媒体时代的人才需求为主，不能适应当前
媒介技术发展和新的舆论生态变化，缺乏
技术与人文的融合、传统媒体实务与新媒
体实务融合、学校教育与社会联合培养融
合、国家战略与地方发展融合的课程设置
理念，不能很好地适应全媒化、复合型、
创新型、特色化、国际化人才的需求。

二是交叉学科课程设置不够。交叉学
科课程是为了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而设
置，是复合型人才培养的必要模式和实践
路径，也是高校“双一流”建设的重要着
力点。新闻传播专业具有显著的交叉学科
特性，不但要培养“技师”，还要培养

“杂家”。但是我国高校学科发展长期“各
自为政”，要真正实现交叉学科课程设
置，还需要系统性革新。

三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全媒体实践创新
不够。课程教学中缺乏全媒体内容生产
创新能力培养，体现在挖掘地方故事、
传播中国文化的理念不够，虽然能够采
用案例式、现场式、任务型等多样化教
学手段，但缺乏教学手段的融合，缺乏
将国家战略与地方经济文化特色相结合的
教学案例挖掘。

人才培养实践探索应怎样

地方高校新闻传播人才培养需要坚持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地方特色与国家战略
相结合的人才培养理念，构建学用并举、
服务社会的实践创新意识。

首先，以地域特色教研成果为导向，
构建“政—产—学—研—赛”多模态一体
化教学模式。以课堂讲授、当地基地实习

为基础，以成果为导向，打造专业与思
政、理论与实践、科研与教学、教学与竞
赛相融互促的“政—产—学—研—赛”一
体化教学模式。例如“引媒入院”，媒体
选派人员入驻新闻院系融媒体中心成立工
作室，针对地区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问
题，组织项目式学习，促进校内教师、业
界导师与学生互动，项目成果既可成为媒
体内容发表，也可冲击各级各类专业赛
事，提升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对专业学
习的热情。

其次，以教学增值为目标，重塑“从
全球到本土”的教学内容。从国际化视
角审视和传播本土文化，依托地域文化
资源优势，打造具有国际传播价值和知
识体系的内容，推动本土文化的国际传
播和发展。培养学生国际化的逆向思
维，提高“扎根中国看世界，以全球视
角看中国”的能力，更好地理解本土文
化的独特性和价值，提升学生用国际化
思维看中国问题的现场感，为“丰富国际
传播理论，提升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提供
试验性教学探索。

再次，以教学质量为核心，建设“两
全并重+三微提升”式综合考核评价方
式。以“教学质量”为核心，围绕地域经
济社会文化特色，以微专业、微课程、微
项目设计组织实施教学，以文献综述、论
文、成果答辩为作业评价方式，加强非
标准化的全过程、全要素综合性考核方
式，设置整体性管理清单，建立课程考
核的成绩构成规范和成果评比规则，增
强学生学习效能，提升学生思维能力，
激发创新活力。

地方高校新闻传播专业的卓越人才培
养，需要紧密贴合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实
际需求，不断调整优化人才培养方案，努
力培养出既具有国际视野，又深谙本土文
化的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成为连接地方与
世界、传统与现代的桥梁，为推动地方新
闻传播事业的繁荣发展，提升区域文化软
实力贡献力量。

地方高校新闻传播专业培养创新与实践

既要适应媒体变革 又要服务地方发展
□庞慧敏

“影视+思政”能碰撞出怎样的火
花？传媒学子又可以怎样巧妙发挥出自己
的专业优势？这些问题在西南民族大学新
闻传播学院近日举办的“影视铸魂 共叙
中华情”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大思政
课上得到了很好呈现。

课程采用“影视+思政”的方式，将
影视欣赏、影视评论、视频现场配音、视
频连线等形式有机统一，在传媒学子巧妙
将自己的专业所学融入其中，使台上台下
互动此起彼伏的同时，也让思政课程找到
了更活泼生动的打开方式。

探索思政课鲜活表达

为何要将影视和思政相结合？西南民
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胡言会给出了答
案。他告诉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记
者，影视作品是开展思政教育的重要文化
资源，它可以在有形有感有效中起到独特
的育人作用，将影视与思政相结合，有利
于融通历史与现实，激发大学生的兴趣之
点，形成共情桥梁，是一种形式活泼又具
有潜移默化教育效果的思政形式。

朗诵诗歌 《盛开的民族团结之花》、
展播二创视频《山海情》、现场配音《红
河谷》……在大思政课上，形式多样的作
品和节目轮番呈现，学生们深度参与其
中，互动性更强。

这些作品和节目的选择有何标准？胡
言会介绍，作品和节目一方面要蕴含浓厚
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丰富的
思政元素。另一方面要具有经典性、趣味
性、可看性、参与性，能够捕捉到当代学
生的兴趣之点、思想之基。

学生们在准备此次大思政课上的作品
和节目时，也呈现出颇高的积极性。胡言
会透露，大部分同学的积极性高，认为大
思政课相较于传统课堂，重在师生共创、
相互协作，因而整个课堂生动活泼、参与
面广，符合当代大学生对课堂的期待。当
然，少数同学参与的意愿受制于社交能力
的限制，不愿意参与节目环节，而是静静
地在台下观看和感受。

在准备大思政课上所需的作品和节目
的过程中，学校和老师方面也会给予学生
适度的专业指导。胡言会表示，西南民族
大学十分重视课程改革，将大思政课作为
重要课堂建设项目来落实。专任老师、管
理人员都会积极参与指导和组织，学校也
全方位提供支持，尤其不同职能部门、兄
弟院系在场地需求、业务指导、经费支
持、新闻宣传等方面通力协作，给予活动
多方面的帮助。

全面融入专业所学

诗歌朗诵《盛开的民族团结之花》精彩
呈现了花开中华大地，56 个民族同呼吸、
共命运，各族人民和睦相处，情同手足。

《山海情》是由新闻传播学院研究生
二次创作的视频，浓缩了原作剧情，让大
家一起重温那段艰苦奋斗、共同追梦的岁
月，感受影视作品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中的育人力量。

学生现场对电影《红河谷》进行配音
表演，带领大家领略《红河谷》中的精彩

瞬间，感受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凝
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力量的重要意义。

……
除了众多优秀的作品和新颖的节目，

大思政课还邀请到专业老师现场集体授
课。胡言会告诉记者，成都锦城学院的副
教授黄婧秋，新闻传播学院荣休教师彭
立、专任教师张玲，共同分享影视剧的

“铸牢”创作。同时，在座谈环节大思政
课还进行了视频连线，2017 级新闻传播
学研究生阿依努尔讲述她在家乡基层一线
的“铸牢”故事，可以说是倡导“四力”
的一次生动体现。通过这样的连线形式，
也可以很好激励更多的专业学子，告诉他
们好的新闻报道不是坐在教室、办公室里
敲敲电脑写出来的，而是要深入基层一
线，用心用情观察体验。

此次大思政课对于西南民族大学新闻
传播学院的学生来说，是一次“对口”课
程。学生展示自己的作品，参与部分环
节，专业能力得到了实践和检验。

参与 《红河谷》 配音的研究生杨枭
课后表示：“影视作品不仅是艺术创作的

结晶，更是我们了解历史、感受民族精
神的重要窗口。通过这次配音表演，让
大家对民族团结有了更深的理解。”新闻
传播专业学生周晓妍在活动结束后分享
了自己的观后感，她说：“大思政课让我
受益匪浅，通过 《山海情》 和 《红河
谷》 这些作品，我更加深刻地理解了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涵。尤其是看到
那些为了改变生活而不懈奋斗的普通
人，我感受到了民族团结的力量和重要
性。作为新闻传播专业的学生，我觉得
我们有责任通过影像和文字，记录这种
伟大的精神，传递正能量。”很多同学课
后反响强烈，纷纷表示受到了一场思想
的熏陶，灵魂的洗礼，愿意积极参加大
思政课活动。

“影视铸魂 共叙中华情”大思政课
是将影视艺术与思政教育深度融合的创新
实践，这不仅仅是一次观影活动，更是一
次深刻的思想洗礼和精神提升。胡言会透
露，学院将继续做好影视大思政课活
动，持续丰富大思政的课程形式，为思
政教育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

西南民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大思政课上，我们贡献了专业力量”
□本报记者 齐雅文

青年教师在“磨课”过程中提升授课水
平、审核评估自评报告研讨会、新传学子
参加“研学行”团队、联合打造“校媒融
合”协同育人模式……北京印刷学院新闻
传播学院自成立以来，聚焦新闻传播专业
领域的发展趋势，不断完善学科专业布局
和育人体制机制，强化办学特色和优势，
取得了显著的成果。日前，《中国新闻出
版广电报》 记者采访了北京印刷学院副院
长陈丹。

探索多形式培养模式

学院构建以出版学为内核、“出版+技
术+管理+艺术”交叉融合的“核—壳结构
学科群”，逐渐形成了师生与行业互动、学
科与专业互动、校内与校外互动的模式。

陈丹向记者介绍道，学院加强了与知名
出版集团、印刷企业等合作力度，联合制定
培养方案、共建课程、同建实践基地。如与
韬奋基金会强化“韬奋班”引领效果，与雅
昌文化 （集团） 有限公司持续增强“毕昇
班”的实践操作能力，与黑弓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持续增强“志兴班”行业服务能力，与
童趣出版研究院等知名出版机构合作，不断
探索“双证式”“订单式”“产学研互动式”
等培养模式。

陈丹告诉记者，学院还建立并完善常态
化教师教学培训体系，构建与一流本科课程
相匹配的前瞻化、系统化、全员化的教育教
学培训体系。同时，通过评价体系引导教师
专业能力方向。如采取审核评估、专业认
证、第三方评价等多种形式，建立多元主体
参与、定性定量结合、内部外部协同的评价
体系。

今年 10 月底，学院还通过了新一轮
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强化了“全员
育人”意识、“质量共同体”意识、“持
续改进”意识。“学生的职业发展和行业
满意度是一种相互支撑的关系。”陈丹坦
言，学院每年都会跟踪毕业生行业发展，
以衡量学院人才培养新模式的长期效果，
同时学院还密切关注行业反馈满意度，如
与北京出版集团、商务印书馆、人民邮电
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保持密切合作关
系，实时反馈行业满意度，以此了解新模
式是否符合行业需求，从而评估其长期
效果。

思政融入教学全过程

面对百年变局、多元思潮、复杂格局，
课程思政“讲道理”是培养有自信心、自
豪感、自主性的时代新人的必由之路。学
院善用红色资源，将思政融入教学全过
程，实现“门门有思政”“内容有道理”

“课堂有落点”，逐步形成集价值、知识、
能力三位一体的课程建设总体要求，并将具
体思政目标分层次、有计划、潜移默化地融
入教学实践。

如在中法大学旧址开展红色新闻现场教
学，借力京报馆旧址 （邵飘萍故居）、中国
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香山革命纪念馆、
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等学校大思
政课实践教学基地，拓展红色新闻传播
教育……在“走出去+请进来”校地联动
的过程中，学院不断丰富和提高思政育人
的能力和效果。

此外，学院还通过“百馆·千书·万文”
红色出版教育实践活动、“京沪红色出版双
城记”等特色实践育人项目，让学生在实
践中深入了解出版传媒行业，挖掘红色史
料，撰写感悟，提升自主探索和创新实践
能力。

“学院在挖掘出版文化方面，已经逐渐
形成品牌。”陈丹说，学院以红色出版为主
题打造系列学生服务首都实践项目，“百馆·
千书·万文”红色出版教育实践活动获2023
年首都“挑战杯”红色赛道特等奖；“京沪
红色出版双城记”实践育人项目获2023 年

“青年服务国家”首都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
优秀团队；“以书载道 立德树人”“大国出
版思政公开课”等育人项目获评北京高校党
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优秀成果、首都大学
生思政工作实效奖；红色1+1项目连续4年
受北京市表彰。

“学院将进一步以红色出版理论武装
学生，将‘出版报国’精神融入人才培养
全过程，挖掘红色出版人物、机构、报刊
背后的文化内涵，积极弘扬韬奋精神，以

‘进历史、进经典、进行业、进校园、进
课堂’深化韬奋精神内涵，打造‘勤学韬
奋’‘情怀韬奋’，引导学生在‘读书、品
书、做书、传书’中锻造出版人的‘脚
力、眼力、脑力、笔力’，提升文化素养
和专业精神，培养家国情怀和职业道德，
为成为复合应用型人才奠定思想基础。”
陈丹说。

北京印刷学院：

着力培养跨界融合
复合创新人才
□本报记者 李美霖

▲

西南民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学子朗诵诗歌《盛开的
民族团结之花》，精彩呈现花开中华大地，56个民族同呼
吸、共命运，各族人民和睦相处，情同手足。

■学者之声

庞慧敏
山西大学新闻学院院长、教

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科基金
重大项目首席专家。

▲西南民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举办“影视铸魂
共叙中华情”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大思政课，让
同学们一起重温艰苦奋斗、共同追梦的岁月，感受影
视作品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育人力量。

西南民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