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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媒体时代复合型人才需求特征促使地方本科院校新闻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变。研究以“新闻采写”课程

为例，探讨了卓越新闻传播人才培养与课程模块化改革的理念契合、教学转变与专业基础，并深入分析了基于“能力输出”导向

课程模块化能力模块确立路径和面向卓越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新闻采写”课程模块化全方位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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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要求，教育部、中宣部联合颁布实

施“关于加强高校新闻传播院系师资队伍建设实施

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教高〔2013〕7

号）。“新闻采写”是新闻学专业的核心课程，采写能

力也是卓越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的核心目标之一。由

于全媒体时代的发展变化促使了地方本科院校新闻

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并树立“以学生为主体，

以教师为主导”新型教学理念和打破学科定势[1]，对

“新闻采写”课程进行模块化重构，以适应地方本科院

校新闻学专业卓越新闻人才培养要求。

一、卓越新闻传播人才培养与“新闻采写”课
程模块化理念契合

“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的课程教学理

念就意味着对学生学习主体地位及其能力本位的

凸显。2013年，教育部、中宣部联合颁布实施卓越

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意见，提出了五个具体

任务：（1）加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2）加强人

才培养基地建设；（3）加强卓越师资队伍建设，推动

高校与新闻单位从业人员互聘；（4）推动人才培养

模式改革创新，探索高校与宣传部门、新闻单位联

合培养新闻传播人才的新模式；（5）推动优质教学

资源共建共享[2]。上述5大任务可见，卓越新闻传播

人才培养就是要适应媒介融合的发展趋势，进行应

用型、复合型、国际化、全媒体和创新性高等新闻传

播学教育，由此契合了地方本科院校应用型人才培

养理念。

德国应用科学大学（FH）模块化教学是被国际

公认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成功典范。以合肥学院为

例，其充分发挥了多年与德国应用科学大学的合作

优势，借鉴模块化教学新理念，并在全校进行了一

系列模块化教学改革，获得了2014年高等教育国家

级教学成果一等奖，从而跃升为同类院校改革中的

引领者。理论上，模块化教育改革源自于“MES”和

“CBE”两大理论流派：MES（Modules of Employable

Skills）是“任务模块”为主导；CBE（Competency

Based Education）是以“能力模块”为主导[3]。新世纪

以后，这两大流派传入我国，迅速受到地方本科院

校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引用和创新，并将任务模块和

能力模块进行了整合和交叉。“新闻采写”模块化构

建倾向于在任务模块基础上，将能力模块分散在任

务模块下进行融合。

二、教学转变与“新闻采写”课程模块化专业
基础框架确立
（一）面向卓越新闻传播人才培养课程模块化教学

转变

面向卓越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新闻采写”课程

模块转变主要体现以下几点：首先，培养导向转

变。以应用型人才培养为中心，从“知识输入”转变

为“能力输出”导向，“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

导”进行教与学的主体角色转变，凸出学生的自主

学习和应用能力；其次，课程设置转变：从“学科导

向”向“专业导向”。从“知识逻辑体系”向“技术逻

辑体系”转变，对“新闻采写”课程进行模块化处理，

并注重模块间的衔接与互动；第三，改变“封闭学校

教学”为“校企（媒体）网络合作教学”。一方面，邀

请媒体（企业）参与课程培养目标设立、模块设置、

实践教学和反馈修正等；另一方面，让学生多频次

和多方式参与媒体（企业）的新闻采写实践，通过实

战提升其采写能力。

（二）“新闻采写”课程模块化专业基础框架

专业基础是“新闻采写”课程模块化的依托，并

DOI:10.16104/j.cnki.xccxbsh.2015.01.037



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27卷

形成了“学生专业综合技能（主体）+模块化教师团

队（软件）+实验设施（硬件）+校内外实习与实践（平

台）”构建框架。

首先，学生专业综合技能。学生作为课程模块

化教学活动中的主体，其通过相关模块学习所掌握

的专业综合技能将会直接影响“新闻采写”课程模

块化建设效果。其次，模块化教师团队：“双师型”

教师与媒体（企业）导师团队。一方面，要建设并形

成具有能同时开展理论和实践（试验）教学“双师

型”教师团队；另一方面，要构建媒体（企业）导师团

队。教育部和中宣传部启动的“千人计划”，打通了

新闻单位和高校之间“双挂（聘）”的政策通道，促进

了高校新闻学专业媒体（企业）导师团队建设；第

三，试验硬件设施。它是模块化教学得以开展的实

验硬件平台；最后，课程实习与实践平台。它是学

生实践锻炼提升的依附，主要包括校外媒体实习平

台及学校网站、广播台、校报、学院实验室/工作室等

校内实践平台。

三、面向卓越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新闻采写”

课程模块化改革
（一）卓越新闻传播人才培养专业能力模块确立路

径

“能力输出”导向是卓越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的

核心，也是构建课程任务模块的基础与依据。新闻

学专业能力模块确立需考虑以下三个要素：媒介发

展及其技术逻辑、社会媒介人才需求岗位群和学校

教学实际（图1）。

图1 面向卓越新闻传播人才培养专业能力模块确立路径

如图1，首先，媒介发展及其技术逻辑主要考

虑：一是新媒体发展对人才复合型能力需求；二是

传统的采、写、编、评、摄、播等新闻采制流程；三是

“新闻采制→媒介传播→分析反馈→新闻采制优

化”的传播闭合循环。其次，社会媒介人才需求岗

位群是卓越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的重要参照指标。

按照媒介属性及单位性质划分，地方本科院校新闻

学专业人才培养面向的岗位群主要有：（1）报刊、广

播和电视编辑、记者、主持、编导等；（2）网络编辑、

记者、主持、美工、设计、广告、营销、创意等；（3）广

告创意、策划、文案、设计、营销、管理等；（4）企事业

单位文化建设、宣传、品牌维护、形象塑造、危机传

播等；（5）文化相关产业经营、管理与推广等。第

三，学校教学实际，即需综合考虑院系传承及特色、

师资力量、学生基础素养、实验设备、实践与实习基

地与平台等。

综合上述，本研究共提炼出由低到高按升序排

列的文学审美、专业基础、新闻采写、摄影摄像、编

辑设计、新闻评论、策划创意、经营管理和调查分析

等九大能力模块。

（二）面向卓越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新闻采写”课程

模块化改革

1.“新闻采写”课程内容模块化建设

“新闻采写”课程内容模块化建设是按照分学

期教学将其细分为“新闻采访”和“新闻写作”两极

模块，这两极模块由按照各自的操作流程和运行规

律细分出共8个子模块：（1）“新闻采访”模块是按照

新闻采访活动中“线索（信息）搜寻与选择→提纲设

计与采访策划→访谈执行→后续材料整理与分析”

这一流程进行4个子模块设置。（2）“新闻写作”模块

则是按照新闻写作活动中“写作材料（实质是采访

材料）选择与加工→新闻作品制作→新闻作品传播

→作品评价与反馈”流程细分出4个子模块[4]。

由此构建“新闻采访”和“新闻写作”各自的任

务模块（理论模块、实践模块和自主学习模块）及对

应的能力模块（新闻采写知识框架体系建构模块、

实践操作模块和自主提升模块），以实现“新闻采

写”模块化“能力导向”的设计理念（图2）。

图2 “新闻采写”课程内容模块化建设

2.校企（媒体）合作与课程模块化实践教学改革

卓越新闻传播人才培养要加大校企（媒体）合

作与共建，并通过构建多层次校企（媒体）合作网

络，优化融合机制。其中，“3+1”（3年学校专业学

习+1年企业实训）人才培养模式就是凸显了企业

﹃
新
闻
采
写
﹄
模
块
化

采访模块：线索（信息）
搜寻与选择→采访提纲
设计与采访策划→访谈
执行→后续材料整理与
分析

写作模块：写作材料
（实质是采访材料）选
择与加工→新闻作品
制作→新闻作品传播
→作品评价与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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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实训及学习的重要性。又由于我院实行的是

九学期制，即在大二下与大三上之前增设了一个“专

业认知实习”学期，而其设置正好紧随“新闻采写”课

程模块教学之后，形成了良好的实践模块延伸。

为此，我们对“新闻采写”实践教学改革的设置

三级实践模块：（1）课程实验模块，主要借助专业实

验室、新闻演播厅等平台完成；（2）校园实践模块，

主要借助院系网站、校报、广播台、校企合作嵌入实

验室/工作室等校内实习基地完成；（3）校外实习基

地实训模块。8年来，合肥学院新闻学专业建设并

形成了10余家校外媒体实习基地，基本实现了全媒

体覆盖，大大提高了学生专业新闻实战机会。

3.“双挂（聘）”模块化教师团队与学生自主学习

的凸显

2014年7月，安徽省教育厅应中宣部要求启动

了“高校与新闻单位从业人员互聘‘千人计划’”。9

月，首位来自合肥广电中心的副总编走入了合肥学

院“新闻写作”课堂，由此形成了“专职教师：理论模

块”、“媒体导师：实践模块”、“学生：自主学习模块”

三位一体的模块化教学模式，促成并完善教学管理

上的模块分工及“模块负责人制”。

同时，引入“学习负荷”理念，增强学生自主学

习。自主学习学时设置应不少于“理论学时+实验

（践）学时+自主学习学时”之和的1/3。目前，我院多

个系部在模块化学生自主学习的执行上倾向与其

第二课堂学习实现对接。

4.教学方法与手段改革

引入“学习负荷”和学生自主学习之后，学生的

学习主体地位得以确立，与之对应的实验教学法、

项目制学习法等因能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的教学

方法和手段而得到重视。尤其是项目制学习法可

以实现了多种教学方法和手段的融合创新，在“新

闻采写”课程模块化教学实践中备受推崇，教学中

可以院系网站、校报等新闻采写为项目，分为四个

阶段闭合循环进行:“项目建立→项目执行→项目评

价→反馈调正”[4]。

5.考核比例倾斜与模式改革

基于“能力输出”导向课程模块化考核比例调

整将倾斜面向实践模块考核和自主学习模块考核，

即借助增大对学生实践考核和自主学习考核的比

例，推动学生实践和自主学习的积极性。因此，本

研究设置并实施了“新闻采写”模块的“N+2”考核模

式及比例[5]：

（1）“N”，平时成绩（50%）：实验成绩（20%）+自

主学习（30%）。（5≥N≥3）

（2）“2”：期末考试（40%）+读书笔记（10%）。

四、结语
新媒体的冲击及其人才需求特征导致了地方

本科院校新闻学专业面向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全面

转型，促使了传统的“知识输入”转向“能力输出”的

教育教学导向转变，形成了“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

为主导”的新型教学模式。研究以“新闻采写”课程

模块化为例，全面探讨了面向卓越新闻传播人才培

养课程模块化改革，以期为地方本科院校新闻学专

业卓越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相关课程建设与教学改

革提供路径借鉴和方法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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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calization and Subjectivity in News Headlines

WU Ju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hangsh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hangshu, Jiangsu 215500)

Abstract: The subjectivity in the news headlines can be realized by various pragmatic-linguistic strategies,

among which focalization is an important and effective strategy. The headline makers will use some focus markers,

namely the focus marker“shi”, interrogative structures, and passive structures to make prominent the important

information in the news headlines, thus reflecting the perspectivising subjectivity, experiential subjectivity and

epistemic subjectivity of the headline makers.

Key words: news headlines; subjectivity; focus; strategy

吴 珏：焦点凸显与新闻标题的主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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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transformation and professional bases between the curriculum modular change and excellent

communication talents cultivation. In view of capability modules path establishment of curriculum modularization

oriented by“competency output”, we analyze the“News Gathering and Writing”comprehensive modular innovation

for cultivating excellent communication talents in-depth.

Key words: Excellent communication talents；News Gathering and Writing；modular teaching；

competency -orientation
（责任编辑：董应龙）

·· 1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