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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新闻教育现阶段暴露出最大的问题就是新闻教育与新闻实践的脱节问题，但这一问

题不能仅从教育者，也不能仅从新闻媒体来考虑问题，而应该抓住新闻教育的教育效果来思考，从而建

立良好的学科培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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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在北京召开的 “’" 世纪新闻学教育峰

会”上，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李希光

教授在题为 《无力的新闻与新闻教育》的演讲中

说： “在过去几十年里，由于新闻教育跟不上新

闻媒体的变革与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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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陈小川在会上

也讲，中国今天的新闻教育理论框架诞生于信息

匮乏时代，用过去的理论框架来教今天的准新闻

记者，是完全不适合的。 0 " 1当今的新闻业界越来越

不满意于新闻学院所培养的新闻人才，普遍所反

映的问题就是新闻学院培养的人才与新闻实践脱

节，不能达到新闻媒体单位的要求。问题的某些

方面是显而易见的，但有些方面却并没有被真正

意识到。

首 先 一 个 问 题 是 ： 新 闻 教 育 与 新 闻 实 践 脱

节，这是大家认同的，但是值得探讨的是新闻教

育的所有方面都与新闻实践脱节，还是新闻教育

的某些方面与实践脱节；是一般性的脱节，还是

致命的脱节；是正常脱节还是非正常脱节。

第二，我们在类似上面的诸多提法中所看到

是媒体的态度、媒体的视角和眼光，是媒体的功

利态度，不是新闻教育的眼光。我们可以接受其

他教育行业的继续教育问题，却对新闻教育吹毛

求疵。欧洲的大多数国家，都很注意媒体在新闻

教育中的职责参与。就这一点而言，国内新闻媒

体的看法显然存在着偏差，一方面从新闻教育与

新 闻 媒 体 的 紧 密 联 系 来 要 求 新 闻 教 育 的 培 养 结

果，另一方面又孤立地看待新闻教育单位的培养

历程，把自己置身事外。

而在新闻教育行业内部的反思中，也大多是

指责新闻教育没有尽到培养的职责。如果只是依

赖于媒体评价来评价教育，那么作为新闻教育的

培养机构自身的独立品格又在哪里。而新闻媒体

多变，如果老是参照新闻媒体的变化性来看新闻

教育和调整新闻教育，那新闻教育的特色与一贯

性又在哪里，而迷失了独立品格的新闻教育的出

路又在哪里。

国内新闻教育专业大多是从大文科分化出来

的，思考问题常常受到大文科的限制。新闻教育

出路何方，应当形成怎样的品格，既不能只从大

文科的角度，也不能只从媒体的功利需要来考虑

问题，应该从关注教育的外部问题转而关注教育

的内部问题，从关注教育的环节问题转而关注教

育的整体效果问题。新闻教育的整体目标是培养

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新闻人才，教育目标的具体体

现是教育效果，新闻教育效果是对高校期间新闻

人才培养状况的直接追问，走出校门的人才是怎

样的人才，具有怎样的才能，能完成什么事情，

完成的效果如何，以及人才的未来发展。新闻教

育效果是连通新闻教育与新闻实践的中介桥梁，

而部分新闻院校直接跳过这个问题的思考，过分

依赖新闻媒体的功利需要，甚至以此来衡量新闻

教育的成败得失，以至丧失了自身的品格和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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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点 。 事 实 上 ， 教 育 效 果 的 评 价 不 仅 涉 及 到 结

果，而是涉及整个高校期间的培养过程、内容和

方式。只有从效果进行思考，才能明确新闻教育

的培养目标和培养方式，从而使新闻教育的课程

设置以及教学方法有理有序地进行与完成。

要保证教育效果的良好实现，教学环节是非

常关键的因素：谁来教、教什么、怎么教，教得

怎 样 。 首 先 ， 什 么 样 的 教 师 最 适 合 从 事 新 闻 教

育，是大文科方向的还是从事过媒体实践的。大

多会认为从事过媒体实践的人才更适合新闻教育

的工作，当然，这类人才的长处在于其无可取代

的工作经验，但在媒体一线的人才又有多少时间

来从事教学工作呢。其次，我们似乎都忘记追问

一个问题，有媒体工作实践的人，他那些支撑其

媒体工作、超出于媒体工作的非新闻知识是从哪

来的。反之，如果所有从事新闻教育的都是大文

科出身，从来没有接触过媒体实践，其所讲基本

上是纸上谈兵，那学生所得也同样会变得虚无缥

缈。两种人才，皆不可缺。好的作法是：既要有

从事过新闻工作的人进行实践的教学，也要有其

他科类的人才进行非媒体的知识和文化的传授。

其次，教什么也是一个颇为烦难的问题。刘少

奇同志早就说过 “新闻无学”，普遍认为从事新闻工

作的人应该是一个 “杂家”，但应该是 “有用的杂

家”，而非 “无用的杂家”。在深度上比专家要少点，

但在广度上要多点，新闻人才的知识结构要求涉猎

广泛，同时又要有相对的深度。所以，教什么，要追

问，教得怎样，也要追问。在笔者所看到的对新闻教

育的争论文章中，好些文章以欧美新闻教育作参

照，而这个参照系却又并非一个完全稳定的体系，

在欧美国家本来也有争论，有不同意见，所以作文

章的人也是各取所需，有的主张以人文教育为主

体，有的主张以新闻伦理为主体，有的主张以媒体

实践为主体，各有道理，莫衷一是。借鉴欧美新闻教

育的经验本身并没有什么错，但若只是站在欧美的

立场来指责国内的新闻教育，不是站在新闻教育本

身的教育效果上来思考问题，这跟隔山打牛有什么

区别。

从新闻人才的适用去向上看，无论短时，还

是长限，都是以新闻写作为主要职业方向。所以

新闻教育的首要任务是新闻写作能力的培养，新

闻写作能力的培养应该重在新闻写作思维与方法

的教育，怎么去找到一则新闻事件的内在深度，

并用好的方式报道出来，这才应该是教学中的主要

任务。这一类的课程，必须通过实践来达到，清华

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所提倡的 “情景式教学”、

“案例式教学”、 “现场式教学”、 “作坊式教

学”、 “大篷车教学”等方法是完全可以引入的
# $ %。

新闻教育的第二个重要内容，应该是政治学、

法学、经济学、历史、文化、艺术等非新闻学知

识，这是促使新闻报道深入的重要保证。这部分内

容怎么传授，传授得怎么样，可能是最难处理的一

个问题，因为它非时间不能证明，而急功近利的新

闻操作容易让人忽略它的重要性。所以，首先要让

学生重视，理论强调要，但还不够，还要让学生尝

试作深度新闻，通过实践让学生认识到自己知识储

备的不足。其次是怎么设置非新闻知识的教学计

划，这恐怕要以人类现实生活主要面对是哪些知识

为标准，应该以人文知识为主，自然科学为辅。再

有是开设的方式，美国的作法是开选修课，我们的

作法也是开选修课。选修课应该主次分明，尽量广

泛，以使学生能够根据个人的兴趣爱好自主选择课

程。另外，课外的知识扩展也是必不可少的。

再次是新闻伦理与职业道德的教育。这几年发

现越来越多的新闻工作者缺乏职业道德，首先不是

考虑的事件的真实性，有的纯粹是先造谣，再辟

谣，这种作法损伤了基本的新闻诚信，导致大众对

新闻真实性的怀疑。毫无疑问，这一块肯定是需要

大力重视的，但究竟应该由谁来承担这个重要任

务，或者说应该是谁在这个培养任务中占主角，现

在似乎并没有明确的思考与界定。有人把新闻职业

道德的培养当作是新闻教育的首要任务，有的媒体

把这个任务丢给了培养单位。这儿有一个重要问题

始终没有注意，那就是新闻媒体在新闻道德的培养

中占据什么位置。如果整个新闻媒体都没道德，没

有行业规范，即使学校全搞道德教育，也只是实践

前的道德教育，不能等同于实践中的道德遵守，恐

怕其结果也还是相当惨败的。新闻从业者的道德素

养，必须由行业规范作最大的调适，所以，新闻道

德教育不能在新闻教育的教育内容中最重要的位

置，笔者以为放在第三个层次是比较合理的作法。

第四，媒体使用技能。美国著名新闻教育家、

旧金山州立大学新闻系原主任贝蒂·迈斯格教授曾

说， “新媒体应用技术越来越成为简单易学的小手

艺，今天的新闻院系培养的仍然应该是发掘和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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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故事的能力，新闻传播院系在教学和科研中对

新媒体技术的过分追求，将会削弱新闻学的核心价

值，培养的学生很可能只会成为别人原创性的新闻

和影视作品的剪贴员或包装工” W X Y。这番话至少提

示我们：媒体应用技术并不是新闻学教育的核心课

程，而如果只重媒体应用技术的培养，或者把它作为

新闻教育的核心，那只能相当于在培养技工。斯坦

福大学新闻学教授吴惠连认为，在新闻学的传播作

用中， “新闻实践并不是新闻学教育的目标” W " Y。

媒体主要是一种手段，如果一种手段性东西被新闻

教育当成了教育的主体，它已经背离了公共媒体服

务大众的根本性质。

总之，新闻教育内部和外部的问题无论是从学科

建设的角度，还是从媒体需要的角度，都不能很好地

解决新闻教育的发展问题，也不能很好地回答新闻人

才的培养问题，唯有从结果上，从新闻教育的效果上

进行思考，才会给新闻教育一个明确的方向，给新闻

教育相对独立的品格，对新闻教育内容与方法的反思

与变革才会落到实处，才会培养出优秀的新闻工作人

才，才会真正地促进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