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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新媒媒体体时时代代新新闻闻传传播播教教育育的的四四大大转转型型趋趋势势  

韦  路 

（浙江大学 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7） 

 

摘  要：为了适应新媒体技术的发展，新时代的新闻传播教育将呈现以下四大转型趋势：学科融合，大学需要优化内部的所

有资源，通过学科的融合推动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媒体融合，如果一则新闻能够用 30种不同的方式、以 30种不同的技术形式

来讲述，我们需要帮助学生理解新闻的本质，并使用最适合的媒体报道新闻；科技创新，高校应该成为新闻传播的创新引擎，而

不是创新的跟随者，应加强针对新媒体环境的应用性研究，推动产学研一体化；理解生态，只要我们身处的媒介环境发生了变化，

我们报道新闻的方式就没有理由不变，我们新闻教育的模式也没有理由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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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也就是 Twitter诞生的那一年，美国《时代周刊》

将“你”（YOU）列为年度人物。在数码文化方兴未艾的今天，

那些曾经被称为受众的人们变身成为信息生产的积极参与

者。正如 Bradshaw（2007）所言，我们所处的世界已经从一

个公众必须依赖专业媒体获取信息的社会，变成一个“人们可

以自己获取并且生产信息的社会”。《时代周刊》预言，为数

众多的用户生产内容平台，如 YouTube、MySpace、Wikipedia

以及 Twitter，“不仅会改变世界，而且还会改变世界变化的方

式”（Grossman, 2006）。迅速变迁的媒体环境对新闻传播教育

提出了挑战。为了适应新媒体技术的发展，新时代的新闻传

播教育将呈现四大转型趋势。这四大趋势概括起来就是：学

科融合，媒体融合，科技创新和理解生态。在当前几近相同

的技术环境里，这四个方面不仅是西方新闻传播教育面临的

课题，也是中国新闻传播教育需要重点思考的发展方向。今

天，我想围绕这四大趋势，立足于世界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

前沿，并结合浙江大学的探索，谈谈想法。 

一、学科融合 

先说个案例。最近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新闻与大众传播学

院似乎被推向了风口浪尖。他们也许是美国历史上第一家被

校方“关闭”的新闻传播学院。当然，校方并不主张用“关闭”

这个词，他们用的是“重组”。该校高层表示，现有的学院太

小，太孤立，太受约束，以至于无法为学生提供他们所希望

的新闻教育，也无法使教师从事他们所希望的教学和研究。

在重组期间，新闻教育仍然以课程的形式继续，不过必须是

双主修，或主修其他专业加辅修新闻专业。请注意，是辅修

新闻专业。面对学院教师、学生和校友的质疑，校方强调此

举将是提升该校新闻传播教育的一大契机，未来可能建立一

所融合信息、传播、媒体和技术等多种相关学科和资源的新

学院，并可望成为美国最好的。 

科罗拉多大学或许只是个案，它有许多内因，如原来学

院的内部管理比较混乱等等。但这一个案传递出一个重要的

信号，就是面临每天都在改变的媒介环境，我们的新闻传播

教育也需要改变。在这个媒介无处不在、无时不在，而且人

人都是媒介的时代，新闻（ Journalism）和新闻工作者

（Journalist）本身的概念受到挑战，需要大大拓展。随之而

来的一个问题就是，新闻教育仅仅依靠新闻学院是否足够？

科罗拉多大学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被重组的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校方认为它没有很好地与其他学院合作，从而无法提供

适应新媒体时代的新闻传播教育。因此，如何优化大学内部

的所有资源，通过学科的融合推动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成

为新闻传播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议题。 

这一目标有不同的实现途径。科罗拉多大学是比较极端

的一种。目前，浙江大学 2+2 的本科教育模式，在某种程度

上有助于这一目标的实现。新生进校都按人文或社科两大类

划分，前两年打通培养，主要是通识教育，没有具体专业。

学生在很大程度上可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课程。从第三年开

始，学生进入自己确定的专业院系学习。用校方的话说，就

是一种“宽专交”（拓宽基础、专业培养、学科交叉）的人才

培养模式。这样，就弥补了原有单一化专业教育的不足。当

然这一模式在新闻传播专业也面临一些问题。例如，大块的

实习时间使得本来就被压缩的专业课程进一步压缩，导致学

生感到在校受到的专业训练不足。进入专业较晚，也使学生

难以找到专业感觉。头两年通识阶段选课太随性，有些课程

感觉用处不大。总的来说，这种“宽专交”的培养理念是适合

新环境下的新闻传播教育的，但具体模式还有待进一步优化。 

二、媒体融合 

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政治学家普尔教授

提出。他认为，媒体融合就是传统上需要依靠多种媒介技术

来提供的内容和服务被整合在一种媒介之上，而这种媒介通

常就是数字网络媒介（Pool, 1983）。同样来自MIT的媒介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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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研究专家、比较媒介研究专业的创始人杰金斯教授对这一

概念进行了展开。他将媒介融合定义为三方面的整合：跨越

多个媒介平台的内容流动，多种媒介产业之间的合作，以及

媒介受众的主动信息获取行为（Jenkins,2006）。从这个意义

上讲，媒介融合并不单纯是一种技术现象，而是包括技术、

产业、文化和社会变迁等多种因素的复杂过程。 

媒体融合的大潮同样席卷中国。不论是中国政府大力推

动的三网融合进程，还是每个媒体内部争先恐后规划的全媒

体蓝图，都体现了这一趋势。一线的新闻工作者，则切切实

实地感受到媒体融合的压力。从前，报社记者只会写文字稿

就行了。但现在，越来越多的记者被要求在新闻现场同时以

文字、照片、音频、视频的形式通过微博等方式发布新闻。

一些记者为新技术带来的新可能而欢欣鼓舞，还有一些记者

则更多地感到不知所措、力不从心。如埃里克·牛顿所言，“如

果一则新闻能够用 30种不同的方式、以 30种不同的技术形

式来讲述，我们需要理解新闻的本质，并使用最适合的媒体。

（Newton, 2010）”这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种挑战。 

面对日趋融合的媒介环境，新闻传播教育如何培养未来

的新闻工作者？传统新闻理论对于新闻现象的归纳和解释是

否仍然准确？传统按媒体划分的采写编评课程是否还适应当

前的融合新闻报道？如果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我

们又该如何改变或重组现有的课程设置？目前，大多数高校

选择的是增量改革的途径，即对现有课程进行修正的同时，

增加一些新的课程。浙江大学也是如此。2011年上半年，浙

大增设了《媒体融合》本科课程，我是主讲教师。在教师讲

授相关理论和技能的基础上，要求学生调研国内外融合新闻

报道的前沿案例，最后独立完成一项融合新闻报道任务。同

学们在学习中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收获不少。但初次探索，

也暴露了一些问题，如课时太少，未能与实验课结合，发布

平台不够完善等等。 

三、科技创新 

一直以来，新闻传播教育，包括研究，与业界之间都存

在着一定的断层。理论研究保持独立性固然无可厚非，但如

果应用研究也与业界脱离就值得反思了。在新闻传播学科，

高校喊产学研一体化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但事实却是说的多，

做的少。常见的情况是，业界在前面尝试，学界在后面观望。

业界有了成绩，或出了问题，象征性地请学界来总结一下，

仅此而已。结果就是，业界觉得无关痛痒，学界感到疲于应

付。双方仍然未能找到一个有效的连接点。 

要改变这种局面，高校应该成为新闻传播的创新引擎，

而不是创新的跟随者。举两个例子。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

堂山分校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刚刚建立了一个 Reese Felts 

数字新闻项目，旨在通过实验研究探索新闻传播的新形式。

其中一个重要尝试是，建立一个由学生设计、开发、制作和

运营的新闻网站（reesenews.org），然后利用这一平台试验各

种不同的报道和叙事方式，通过对用户数据的实时监测和分

析，测量不同方式的传播效果。一方面，网站为所有相关课

程提供了实践基地，另一方面，网站实验研究的结果也可用

于指导专业媒体的新闻实践。另一个例子是前面提到的科罗

拉多大学，他们也建立了一个名为“数字媒体实验厨房”

（Digital Media Test Kitchen）的实验室，从新闻技术、技巧

和商业模式这三个方面进行创新研究。 

中国大陆的新闻传播学院在这方面虽然整体上尚未起

步，但也不乏开拓者。比如南京大学金陵学院新传媒系于 2008

年建成媒体融合未来实验室，并与多家媒体和 IT企业开展了

多种合作，初显“媒体硅谷”之势。浙江大学最近也利用学校

投入巨资升级传媒学院实验室的契机，重点建设新媒体实验

室，由认知研究实验室、数字影视与文化产业实验室、电子

编辑与数字出版实验室组成。其中，认知研究实验室配备全

球最先进的眼动仪和脑电仪，旨在利用认知科学的研究手段

为新闻科技创新提供更加准确的数据支持。 

四、理解生态 

我们所处的世界已经不是原来的世界，我们所面对的人

也不再是原来的人。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使我们所处的媒介环

境发生了深远的变化。不论是新闻传播教学还是研究，都必

须时刻把握不断变换的媒介环境，方能与时俱进。理解媒介

生态的关键是理解我们周围的人，理解那些我们曾经称之为

“受众”的人们。新媒体环境下，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都发

生了变化。例如思维方式上，新媒体的出现使人们具有更强

的批判能力，不再认为传统的主流媒体是唯一的、甚至可信

的信息来源，对新闻的理解也不再是单一的、静止的；行为

方式上，Web2.0的出现使人们不再是消极的接受者和消费者，

也成为主动的参与者和生产者。同时，人们的习惯也发生了

变化。例如，浅层阅读逐渐取代了过去印刷媒体时代的深度

阅读；多任务（multitasking）逐渐取代人们一个时间只做一

件事情，等等。面对变化的环境和其中的人们，新闻传播教

育不能熟视无睹。我们要通过各种手段，弄清楚现在的人们

究竟喜欢什么样的新闻。以情感为例，传统的新闻报道不能

掺杂新闻人的任何情感，记者编辑必须冷静客观地报道新闻。

但研究表明，带有情感的新闻更容易受到人们的关注，也更

容易被人们记住。记者不隐藏自己的情感倾向，反而会使读

者更愿意相信。而且，在博客、微博这样的新平台上，带有

个人感情的报道更容易拉近与读者的距离。另一个相关的问

题是人称。第三人称毫无疑问是新闻报道的叙事方式。但人

们发现，用第一人称讲新闻，会使受众感到更有人情味，感

到是在跟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一个冷冰冰的媒介进行

交流。当然，这些都需要更多的研究来帮我们进行决策。但

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只要我们身处的媒介环境发生变化，

我们报道新闻的方式就没有理由不变，新闻教育的模式也没

有理由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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