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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时代呼唤新闻教育的创新和发展今天，我们进入了信息社会，这是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需求和
新通信技术——互联网、卫星电视的支持下共同造就的。
一个现代人，即使并不跻身政治界、经济界、学术界，每天也在看报纸、看电视、用网络。
这不只是好奇心使然，实质上，新闻传播已经成为人们现代生活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新闻传
播已经成了我们的现代生活方式中的重要元素。
美国有一个新的词汇，它是由information加atmosphere合成的“inforsphere”。
“信息空气”意味着一个现代人如果离开了信息环境就不能活下去。
时代的需求在强烈呼唤新闻传播及其教育学科在创新中发展。
新闻传播教育要迎接新的挑战新闻传播专业，是我国大学中最热门的专业之一。
由于媒体的蓬勃发展及其在社会变革中日益重要的作用，大量青年学生喜欢学习新闻传播专业，我们
的大记者、大评论员、大主持人都成了名人，都是青年人崇拜和追随的对象。
上个月，香港的几百名大中学生来人民大学，我做了一个小时的演说，题目是“时代的召唤”，讲了
中国100年以来的进步，最后讲到要善于利用新闻媒体来认识祖国、认识世界。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欢迎他们的招待宴会上，几位白天来过人大的香港高中生发现了我，围着我说要考
人民大学新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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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首届全球新闻教育改革研讨会”上的众家观点、李希光教授对中国新闻学教育的深入思索、新
闻教育者与被教育者——青年学生的对话，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集中国际力量编写的《新闻学院课
程模板》，这些都在本书中形成鲜明的思想碰撞。
广大读者，特别是新闻传播教育工作者可以从中得到借鉴，中国的教育政策制订者可以了解中国新闻
传播的现实、全球新闻传播的现实，并思考：中国的新闻院校如何继续办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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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四，传媒业快速走向融合，媒体融合现在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
全国省级以上的报纸全部都有网站。
许多报社、电视台开始选拔自己的记者，试点培养融合媒体的记者，融合媒体的记者会采访，会写作
，会出文字、出照片、出影像。
多媒体这样的媒体记者已经开始出现了，像《解放日报》已经有十几个这样的记者。
现在全国所有省级以上报纸媒体都在选拔这样的人才，对新进的记者要求你是多媒体、多视角、融合
型的记者。
从这四大方面来看，对我们新闻传播学人才的培养将是一个长期的影响，而且是不可逆转的影响。
在如此激烈的竞争面前，对于学生来说，在专业和就业之间，学生现在毫不犹豫地首先选择就业而不
是首先选择专业，学生毕业之后抛弃专业首先要求择业。
所有学生首先想到安身立命，谋一个工作有碗饭吃，那种对于事业的追求、对于理想的追求现在逐年
在淡化。
这是对学生来说，对于我们教育者来说，我们现在教师确实面临：到底我们是重在通才教育还是重在
专业教育？
在这之间摇摆不定。
面对这样一个新形势，新闻传播学教育确实不能不改变。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整个专业正在转型当中、正在变化当中，我不敢说这是一种改革，但是毕竟在
变化当中，也就是说一定在转型当中。
问题在于我们现在来自新闻传播学教育、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风从四面八方吹来，新闻传播学这条
船不知道应该往哪里开。
现在面临的问题是：第一，需不需要重新确立本专业的培养目标？
大家知道到现在多少年来，我们的新闻专业就是为大众传媒培养编辑记者的，这是我们安身立命所在
。
现实是现在到大众传媒就业的不到30％，企事业成了大头；复旦大学新闻学院50％的学生也往企事业
方向走。
全国排名前20名的综合性大学的毕业生往企事业方向走的大概占了40％左右。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新闻教育未来之路>>

编辑推荐

《新闻教育未来之路》是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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