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密苏里模式与我 国新闻学实践教学体系

魏少华/ 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 - - 月卜

摘 要 密苏里新闻学院在全球开创了诸多人才培养方式的先河 。

“从做中学 ”是密苏里新闻学院长久以来采用的教育模式 。这一实践教学

模式历来为中西方众多新闻院校所推崇。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 , “媒介融

合 ”现象不仅影响着当今的媒介经营 ,更影响着当前新闻教育教学体系的

构建 。

关键词 密苏里模式 媒介融合 实践教学

1983 年 ,美国马萨诸塞州理工大学教授蒲尔提出“媒介融合 ”的概念之

后 ,这一概念成为新闻界热词 。 2003 年 ,美国西北大学教授戈登把 “媒介融

合 ”分为五种形式 ,即所有权融合 、策略性融合 、结构性融合 、信息采集融合 、

新闻表达融合 。之后 ,戴默等几位在美国鲍尔州立大学任教的学者提出 “融

合新闻 ” 的几种模式:交互推广 克隆 、合竞 、内容分享 、融合 。川随之而来的

市场策略是一个外延较大的概念 ,前文所

述的选题策划 、图书副文本的运用等从某种意义

上讲都属于市场策略。同时 ,市场策略又是一个

立体 、多层次的策略系统 ,仅微观层面上就分为出

版社 、市场部门和编辑三个层级的策略。其中 ,作

为项目操盘手的编辑也有很多可以作为的空间 ,

应认真加以考虑 ,正确运用各种市场策略。譬如 ,

英美市场对中文图书的接受程度相对较低 ,但法

语 、德语 、西班牙语图书进人的障碍要少很多 , 因

此 ,编辑可以考虑先翻译成上述语种的图书输出

到这些国家 ,再走 “曲线路径”进人英美国家市场 。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在 “走出去 ” 的选题策划上就

运用了此种策略:科技类图书选题策划通过和新

加坡出版公司合作 ,选用东欧作者 , 以“过桥方式 ”

突破欧美市场的壁垒 ,其原因就在于美国市场更

容易接受新加坡和东欧的科技图书。

(本文为上海外国语大学2印9年校级一般科研项目青

年基金 《建构视角下的外宣翻译与国家形象塑造 》 的阶

段成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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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媒介融合 ”成为一种无所不在 、影响巨大的

现象 ,这一现象不仅影响着当今的媒介经营 ,

更影响着当前的新闻教育。

、 密苏爪模式里J中国新闻教育的渊源

密苏里新闻学院由报人沃尔特 .威廉斯

于 190 8 年创建 ,是世界上最早开设新闻专业教

育的高等学府 ,也是世界上第一所独立的新闻

学院 , 被誉为 “美国记者的摇篮” ,其新闻专业

连续数十年在美国大学新闻专业中排名第一 。

“密苏里新闻学院奖 ”成为新闻界享誉全球的

奖项 。

密苏里新闻学院在全球开创了多项人才

培养方式的先河 。 “从做中学 ” 是密苏里新闻

学院一以贯之的教育模式。 密苏里新闻学院

自创办之初便创办了《密苏里人报 》 (日报) ,随

后密苏里大学又极具前瞻性地开创了自己的电

视台和电台 ,创力了 《全球记者 》杂志 ,这些媒体

全部是面向社会 、商业化运营 ,教师在媒体中

担任编辑 ,学生州入学就要为《密苏里人报 》写

稿 、拉广告 、搞发行 。密苏里大学还有自己专业

的广告公司 。 密苏里新闻学院学生的学习经

历也是 “真枪实弹 ”的工作经历 ,这让其他新闻

院校望尘莫及 。 所以密苏里新闻学院的毕业

生求职时总能成为美国的电台 、电视台的主管

和美联社主编们的首选 。 密苏里新闻学院的

教师大致分为两类 :一是具有博士学位学术

型的 , 大约 40 % 左右 ,主要教授传播理论 、传

播法 、新闻史等.二是来自媒体实践型的 ,大约

6 0% 左右 , 主要是 C N N 退休 副总裁 、普利策

奖得主等 ,他们多有二三十年的新闻实践 。 教

师相辅相成 ,使密苏里新闻学院的学生出校门

时 ,基本上已经是媒介采编 、运营的熟练操作

者。〔2]

我国的新闻教育与密苏里模式的渊源由

来已久 。密苏里新闻学院首任院长沃尔特 ·

威廉斯对中国十分关注 , 曾五次到中国讲学 ,

推广密苏里新闻教育理念和操作方法 。曾帮

助燕京大学成立新闻系 ,接受中国人到学院留

学 、访问。 民国期间 ,孔祥熙代表国民政府赠

送学院的两个大石狮 ,至今还保存在密苏里新

闻学院门口。不少密苏里新闻学院的毕业生也

曾到中国工作 ,其中最有名的是写《红星照耀中

国 》的斯诺。{3l

现在 ,密苏里新闻学院更是与中国的诸多

高校建立了合作关系 ,人民大学 、复旦大学 、厦

门大学 、汕头大学 、南京大学等先后与密苏里

新闻学院开展了各种形式的项目合作 。 密苏里

新闻学院每年也会接受十几位来自中国高校和

媒体的访问学者和留学生 。

飞、 媒介融合背景 下我国密苏 l̀i- 模 式

的特色实践

1.与宣传部联姻 :复旦新闻学院开创合作

办学之先河

20 01 年 12 月 , 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与复

旦大学签订协议 ,共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时

任市委副书记的龚学平在共建大会上指出:“这

是一种全新的办学模式 ,是新形势下新闻教

育与新闻队伍发展的一项与时俱进的重大举

措 。” 他认为 ,这是新闻办学的创新之举 , “从新

闻教育的源头抓紧培养新世纪党的合格的新

l︵︸CZ已三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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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宜传工作者 , 。l4]

得天独厚的合作资源 ,使新闻学院获得大

量资金 , 同时有北大方正为新闻学院提供最新

软件和技术支持 ,保证学院的学生能接触到最

新的媒介技术 。这样的合作保证了新闻学院

的硬件建设 ,也使新闻学院获得令人艳羡的社

会资源 。 新闻学院的学生可以非常便捷地进

人上海所有的新闻媒体实习 ,上海媒体提供设

备供新闻学院学生进行办刊物 、力、节目的实践 。

新闻学院的老师定期到媒体实践 ;资深记者编

辑定期到新闻学院任教 。这些极大地保证了

新闻教学与媒介前沿的紧密联系 ,使学院的新

闻教学更有方向 、目标 ,也更有针对性 。

2 .接力传媒: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成为

国内商业化校园媒体的探路者

2005 年 4 月 ,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

授蔡雯到密苏里新闻学院调研 ,对该院自办媒

体的人才培养模式很认同 。2 005 年 11 月 , 中

国人民大学创办了首个内地自负盈亏的校园媒

体一一接力传媒 。 它像密苏里新闻学院的学

生媒体一样是由新闻专业的学生自主运营 、自

负盈亏的校园多媒体平台。 接力传媒由新闻

传播学院老师牵头 , 由《新闻周报 》 、网络电台 、

网络电视台 、接力新闻网四部分组成 。 口号是:

“接近 、接触 、接力传媒 ” ,立足校园 ,关注社会 ,

表达大学生思想 ,做成最专业的校园媒体 。《新

闻周报 》创办于 1982 年 , 4 开 12 版 , 出版周期

为 10 天 , 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悠久的学生纸

媒体 , 整合到接力传媒后 , 其定位依旧是 “笔锋

犀利 、关注现实 ” ,报道校园新闻事件和议题 ,

“促进校园民主 、正义 、进步 ” , 网络电台 、电视

台由学生主持编辑 ,主要内容是学生原创影像

作品 ,也直播 、转播学生喜爱的节目, 同时还推

出 D V 、F L A S H 作品;接力新闻网的内容不仅

包括人大新闻 、高校新闻 , 还涵盖国内国际新

闻 , 以及生活 、娱乐资讯等。151

接力传媒由新闻学院提供 500 0 元的启动

资金 ,其后全部经营由传媒自负盈亏。接力传

媒的增收主要是校园周边商家的校园广告以

及企业校园活动 ,另外还承揽了一些社会媒体

的校内发行工作等。

现在的接力传媒正在良性发展 ,尤其网站

建设表现出传媒学子的较高素养。 接力传媒

在校园媒介经营上迈出的第一步 ,已经成为国

内高校新闻教育的典范 。至今接力传媒的自负

盈亏机制在内地高校仍是领先 。 同时 ,它在经

营中摸索出来的整合社会资源的思路 ,如与校

外的企业进行公关合作等 ,已被国内诸多高校

新闻学科争相效仿。

3 . .̀融合媒体实验室 ” :汕头大学长江新闻

与传播学院让文科生走进了实验室

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前身为汕

头大学新闻学系 ,创办于 1999 年。 20 03 年在

香港李嘉诚基金会的鼎力支持下 , 长江新闻与

传播学院宣告成立 。

从成立的时间上 、地理位置上看 , 长江新

闻与传播学院都与密苏里在美国一样不具优

势 ,但是长江新闻学院充分借鉴密苏里经验 ,

制定了自己差异化发展的战略 , 即突出国际化

和实践性 。长江新闻学院有个只做不说的目标 ,

那就是打造中国的 “密苏里 ”。

在实践性上 ,长江新闻学院把密苏里模式

运用到了极致 。

2002 年 ,长江新闻学院的学生创办了集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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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 、电视 、网络 、电子报刊功能于一身的校内 “准

媒体 ”平台 “长江传媒在线” ,并承担了 C U B A

中国大学生篮球赛事 、凤凰卫视 《时事开讲 》的

现场直播 。

200 7 年 3 月 ,长江新闻学院和密苏里新闻

学院合作成立了 “融合媒体实验室 ”,这是全国

高校首家成立的融合媒体实验室 。从此 ,这里

的学生像理工科学生一样走进实验室成为一

大特色 。学生通过实验室学习网络新闻业务 、

电子报刊编辑流程 、网络视觉设计 、网页制作

与开发 、网络发展管理等 “融合媒体 ”课程 。这

个利用 “融合媒体实验室 ”的数码技术平台 ,将

平面 、影像 、网络等多种媒体形式融合在一起 。

实验室已陆续制作出 “重走中国西北角一一拯

救若尔盖 ”等示范性专题节目。20 08 年元月 ,

实验室开始对新闻传媒业人士进行培训 , 来自

香港的近 20 位资深传媒人成为首批培训对

象 。

长江新闻学 院亦沿用密苏里模式聘请

了诸多业界精英 。 在长江新闻学院 , 有国际

化背景的教师占 50 % 以上 :新闻学院院长陈

婉莹曾在美国从事新闻工作 23 年 、曾任美国

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研究院客座教授; 聘请的

p eter M ·H erford 教授曾任哥伦比亚广播公

司(C B S) 新闻副总裁 ,也是世界著名电视新闻

栏目((6 0 分钟 》的前制作人 。I6]

如今的长江新闻学院在香港 、北京 、上海 、

广州等地 的不少新闻媒体都设有学生实习基

地 。 教学成绩在国内乃至国际上崭露头角 ,如

第 79 届奥斯 卡电影金像奖最佳纪录短片奖《颖

州的孩子 》就由长江新闻学院一位 200 6 届毕

业生参与制作 。在第三届中国报业竞争力年

会上 ,年轻的长江新闻学院被人们视为 “全国

最具权威和最有影响的新闻学院” 之一 。

三 、 构建密苏里模式实践教学体系应

注意的问题

密苏里模式近年来得到许多新闻院校的

认可 ,尤其是国内高校在推行的过程中 ,也的确

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但是 ,我们在致力于实

践教学改革的同时 ,还必须看到与它相生相伴

的问题 。

1.走得快的学生能否走得远 。

密苏里新闻学院的教育模式有其特殊的

社会环境 。密苏里新闻学院建立于 19 世纪末

至 20 世纪初 ,当时的美国正是实用主义时代 ,

媒体工业时代的到来 , 需要大量拥有专业知识

和实用技能的人员 。传统的师傅带徒弟的手工

作坊式新闻教育显然无法满足媒体快速发展

的需要 ,造成当时的媒体从业者供不应求 。普

立策在 19 04 年 5 月的 《北美评论 》上写道 :“新

闻编辑室里 ,没有人有时间去教一名生手在他

职业生涯开始前应该知道的事情 ,哪怕是最简

单的工作 。”17〕

现在 ,无论国内国外 ,新闻教育的迅速膨

胀使新闻专业的就业形势不容乐观 。 不断更

新的媒介业态环境 , 不仅使很多人找不到就业

岗位 , 也使很多的就业岗位找不到合适的人

才。

来自新闻专业的就业竞争已经异常严峻 。

各个高校构建自己的实践教学体系的时候 , 必

须考虑到的是: 仅仅靠快速上手是否还有足够

的竞争力 ,偏重实践的密苏里模式会不会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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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新闻业务中后劲不足 。

2 .宽 口径厚基础的知识结构如何架构

密苏里模式尤其重视新闻职业化教育 ,

课程 、训练都以新闻专业课程为主 。 但是一

项调查表明 , 日本报业每年招收的从业人员

中 , 只有 20 % 左 右来 自学 习过新闻传播知识

的高校毕业生 , 其余大多来自其他学科 ,如文

学 、法学 、经济学 、社会学 、管理学 , 甚至理学

和工学等 。这些非新闻专业的毕业生甚至比

新闻传播类专业的毕业生成绩更突出。 究其

原因便是纯新闻专业的毕业生往往对新闻

内容涉及的经济学 、法学 、管理学 、社会学 、文

学 、理学和工学等专业缺乏基本了解 。 美国

著名报人普力策创办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

以后 , 也是在新闻教育中逐步加大引人人文

课程与自然科学课程 , 以扩充新闻学专业的

知识储备 。 反观中国高校的新闻专业课程设

置 , 依然是几十年一贯制以采 、写 、编 、评 、史 、

论为主干 , 学生在人文社会科学知识方面的

积累相当贫乏 。l8] 宽 口径 厚基 础就应当让每

一个新闻专业的学生另外选修一个 自己感兴

趣的第二学位 , 让自己的知识结构真正能做

到宽口径 、厚基础 。

3. 综合型能力结构如何完善

有很多学者已经注意到密苏里模式有些

过分注重实践 。 密苏里新闻学院广电系系主

任也坦陈:“学生们总是找我要好主意 ,我让他

们去看书 ,但他们还是来问我类似的问题 ,上

电视 、成明星的吸引力要远远大于去读书 。”

学生不重视传播伦理等课程的学 习 , 普遍流

露出对采写与编辑技巧课程的偏好。191

早 在施 拉姆之前 ,新闻教育是职业教育 、

通识教育还是专业教育的争议就一直存在 。

今天我们在谈到密苏里实践教学模式时 , 往

往也会谈到哥伦比亚大学的培养模式 。两者

被分别称为 “实用型” 和 “专家型 ” 的教学 。哥

伦比亚大学新闻学 院以培 养专家型记者为

主 ,课程以新 闻业务为主 ; 而密苏里新闻学

院以培养适应媒体融合的新型人才为主 ,课

程开设上紧跟技术发展潮流 , 以传播技术为

主 。Il0] 国内一些学者也曾反复强调 ,新闻业

务的核心竞争力永远是内容为王 ,任何一种新

兴媒体 ,其技术的普及基本不会超过三年 , 技

术更新频率在加速提高 ,而技术发展趋势则

是越来越人性化 、便捷化 。 在新闻业务中 , 技

术的壁垒恰恰是最容易被打破的 , 因此过分

注重技术的教学会让学生对新闻的人文精神

忽略甚至迷失 。

总之 ,任何一种学科教学体系的构建 ,我

们都必须在不断的实践验证中对其完善 ,唯

有如此 , 才能达到最大限度的趋利避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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