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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融媒体时代新闻传播复合型人才
培养的“金字塔”体系

李良荣　魏新警

（复旦大学 新闻学院，上海 200433）

【摘 要】在信息科技所驱动的媒体融合时代，我国日益细分的新闻传播教育体系显露出功底不深

厚、能力不稳固、技能不适配等结构性问题，建构适合当下媒体环境的复合型新闻传播人才培养体系成为燃

眉之急。本文认为，“复合”并不是单纯的“专业技能复合”，而要在“技术—表达—思想”三个由表及里

的层面实现能力的多维复合：具备新文科思维下不断迭代的新闻传播技能包、锻造融媒体环境下的综合表达

能力，同时还要坚守新闻专业的人文价值。只有以“互联网”为锚点，依照以上“金字塔”式复合型人才培

养体系，对我国新闻传播教学实践模块的定位进行整体更新和重构，所培养的人才方能在日趋跨界交融的网

络社会系统中拥有一席之地。

【关键词】媒体融合；新闻教育改革；复合型人才培养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主持人语：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发展和信

息传播技术的突破性进展，新闻传播生态体系发生巨变，人才需求亦有重大的

变化。大学新闻院系是职业传媒人才的培养基地，因应传媒行业层出不穷的新

需求，在教育理论与实践方面的改革也在持续推进。新闻教育与新闻实践的原

生动力在于媒介技术的迭代更新，技术的变革导致生产流程再造、教育理念创

新、学科专业裂变、能力标准提升、课程体系重构、价值观念更新。各新闻院

系基于学校的历史传统、学科生态和人力资源状况，应势而动，与时俱进，别

出心裁，成就斐然。本期《新闻大学》围绕新闻教育改革，推出了四篇论文，

作者皆为国内新闻教育界资深学者、名校新闻学院院长。李良荣的《论融媒体

时代新闻传播复合型人才培养的“金字塔”体系》、张昆的《论引领新闻传播

教育的三重逻辑》、陈昌凤的《新闻教育如何在技术主导下的颠覆性变革中创

新？》和林晖的《“拆墙”与“建墙”：中国新闻学教育的再“专业化”》，

从不同的视角解读了当下中国新闻教育改革的缘起、动因、路径、内容、策略

及空间诸问题，新见迭出，值得一读。  

主持人：张  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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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普及，互联网已成为当代中国社会运行的重要基础设施。

CNNIC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已达10.11亿人，互联网普及率

达71.6%，曼纽尔·卡斯特所言的“网络社会”在中国逐渐成为了现实。同时，5G、物

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AR和VR等高新技术的迭代升级，让互联网

的革命性能量外溢至社会的每个角落。

在这一全新的社会系统下，以信息传播为使命的新闻传播业逐渐演化出了新的生态

和新的业态，“各种沟通模式整合入一个互动式的网络中”（曼纽尔·卡斯特，2000：

406），单一介质的内容生产体系和信息传播方式已无法适应如今网络社会的需求。自

2014年中央审议通过《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后，以报

纸、广播、电视为代表的传统媒体大刀阔斧地走向融合，“媒体融合”成为引领中国媒

体生态变革的国家战略，建设“四全媒体”、构建全媒体传播体系，是我国当前媒体深

度融合发展的总体目标。

在融媒体变革面前，新闻传播教育面临重大挑战。伴随传媒产业的飞速发展，我国

新闻传播教育自诞生以来一直处于快车道上，截至2019年，共有721所高校开设了新闻

传播学类本科专业，本科专业布点达到1352个（刘义昆、雷雪晴，2020）。我国的新闻

传播教育堪称繁荣，也出现了网络与新媒体等面向未来的细分专业，但近几年持续低迷

的就业率和居高不下的转行率，仍暴露出现有新闻传播教育功底不深厚、能力不稳固、

技能不适配等结构性问题。在融合时代，如何及时切换赛道、革新体系，将决定高校是

否能培养出融媒体时代所需要的专业人才。

本文认为，只有复合型的新闻传播人才方能适应目前媒体融合的需求。具体来讲，

复合型的新闻传播人才并不是单纯的“专业技能复合”，而是在“技术—表达—思想”

三个由表及里的层面实现能力的多维复合。未来的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可依照该思路分层

构建“金字塔”式的融媒体时代新闻传播复合型人才培养体系。

二、技术为基：新文科思维下迭代的新闻传播技能包

新闻传播学是一门非常强调应用能力的学科，培养优秀的记者、编辑和其他新闻传

播从业人员是这一学科的社会意义所在。传统的新闻专业“技能包”，无论是黄远生的

“四能”（即“脑筋能想”“腿脚能奔走”“耳能听”“手能写”），还是作为新闻专

业基本功底的“采写编评”，皆是围绕“新闻纸”这一传统的媒介形态展开。而如今，

媒介形态的融合，以及在此条件下受众养成的新需求和新习惯，彻底重构了新闻信息的

整个生产和传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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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新闻内容的采集方面，传统记者需要身体力行地“跑新闻”和“抢新

闻”，即黄远生所讲的“腿脚能奔走”，但这样的信息日常采集效率已不能满足如今

“7×24”的信息推送速度。除了一些重大报道和深度报道，大多数普通稿件都可以通

过网络完成采访和数据采集的工作，而利用各种软件进行网络信息挖掘的本领，将成为

融媒体时代“采访技能”的新衡量标准。

其次，在新闻内容的呈现方面，报纸这一媒介形态已经慢慢退出了中国人的日常

生活，电视开机率也日渐下滑，电脑屏幕、平板屏幕和手机屏幕构成的“三屏”成为大

众接触信息的主要媒介界面。新的媒介界面，需要新的信息呈现方式，也要求内容生产

者具备适合“三屏”的内容制作技能包。文字、图片、音频、2D和3D视频，以及AR和VR

互动视频，都需要根据内容的不同属性而进行创新设计和组合。这种内容呈现，不仅要

求图文视频等技术过硬，更要求制作者对内容有准确的把握，能够设计出适合的呈现方

式。例如，“数据新闻”这一新闻品类，要求作者在拥有高超的可视化能力之前，首先

能将复杂的数据抽丝剥茧地进行分析和提炼，如果没有良好的数学功底，这一工作恐难

胜任。

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新闻传播学子的必备技能应跨越学科的边界。如今，新闻传

播学毕业生的就业流向更加宽广，除了新闻机构之外，企业的传播和公关部门、机关事

业单位的政府传播部门、互联网企业、自媒体等都吸纳着数量可观的新闻传播学子。以

往“记者”的职业愿景，也逐渐被“媒体从业者”的泛称所取代，而身处不同的机构从

事传播工作，本身就意味着业务层面的交叉跨界。例如，在政府部门做公众号，不仅要

有新闻技能，也要把握政府传播的基本原则；在企业的传播部门，不但要办好内刊、做

好组织传播，还要对企业运作有所了解。这种业务的交叉，倒逼着中国新闻传播教育提

高学科之间的融合度。

2018年，我国提出了建设“新文科”的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而新文科的“专业优

化”路径之一，就是要推动理工医农等学科和文科专业交叉融合。在这一学科融合的背

景下，新闻传播技能包也在不断迭代，目前融媒体式的信息采集和内容制作，实质便是

互联网信息技术和新闻传播学的交叉融合。除此之外，在政府传播、企业传播、健康传

播、科学传播等交叉领域，也需要形成有针对性的新闻传播技能包。这些具有实践适配

性的复合型技能包，将取代“采写编评”，成为新闻传播学子走向更加广阔职业天地的

敲门砖、开山石。

三、表达为锋：锻造融媒体环境下的综合表达能力

拥有融合跨界的“技能包”可以让新闻传播学子在实践中快速上手，但如果不能用

逻辑清晰、简洁明了的话语表达出来，再丰富的技巧、再精美的呈现，也不能称为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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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因为它没有实现“传播信息”的基本功能。只有在表达上清晰严谨，新闻作品才

能如“利刃出鞘”一般一击即中，而不会变成空有形式的“花拳绣腿”。

新闻传播学子从事的媒体工作无论涉及何种领域，基本功能就是传递信息，梁启

超所谓的“去塞求通”便是这一职业的本份。如何有效传达信息、促进交流，如何消除

误解和避免对空言说，都需要优秀的综合表达能力来实现。正如英国某媒体从业人员所

言，新闻学院在当下培养记者的定位之下，“讲故事——以最佳的方式讲故事——永远

有最高的优先级”（常江，2020：100）。

表达能力，是传统新闻教育的重点。但在纸媒和广电媒体分而治之的时代，表达能

力的培养体系也被对应地切割，报社记者和评论员要求“妙手著文章”，电台和电视台

记者和主持人要舌绽莲花。而在媒介融合时代，所有媒体从业人员都将转型为“全媒体

记者”。除了要掌握多元的新闻制作技能包，全媒体记者还需练就“口头+文字+视频”

的综合表达能力。

在新技术快速迭代的当下，新闻内容的呈现形式花样翻新，从图文并茂的H5，到短

视频和直播，这些“面子”都需要优秀的文案和视听语言来撑起“里子”。自媒体创业

的门槛日益变低，我国目前仅微信公众账号就超过2000万个，再加上内容产出能力较强

的传统媒体和通讯社，每天都有千万甚至数亿量级的媒介内容出现在互联网上。在信息

爆炸的环境中，哪些内容可以脱颖而出？在“标题党”式的吸引手段日益被受众唾弃的

情况下，以新闻报道为代表的媒介产品将日益回归内容本身，优秀的文字报道、评论、

音视频表达以及背后的台本编撰，都需要媒体从业人员具备相应的综合表达能力。这一

能力在互联网阅听习惯日益碎片化、浅薄化的大趋势下，会显露出更强大的竞争力。

综合表达能力的下滑，也是当前中国大学生的普遍问题。由于中学语文的应试化特

性，学生的语言功底普遍不足，尤其缺乏口头表达能力。进入大学之后，大学生长期浸

淫在互联网中，阅读的碎片化倾向明显，早年140字的微博字数限制、如今抖音等短视

频强大的配音系统，都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大学生的语言文字组织与表达能力、逻辑思维

能力。来去匆匆的网络热词也对传统语言符号构成入侵，大学生表达自我的方式变得简

单粗暴，YYDS（永远的神）、XSWL（笑死我了）等拼音缩写更是极大消解了汉字表达的

韵味和深度。新华社所发布的《新华社新闻信息报道中的禁用词和慎用词》就曾将一些

浅薄不雅的网络用语列入禁用、慎用范围。

因此，在融媒体时代，如果新闻传播教育片面地强调多媒体等技能，忽视了“交

流”的职业使命，那么培养出来的可能不是优秀的记者，而是擅于炫技而表达混乱的

“技者”，所产出的媒介作品可能会吸引受众一时的感官注意，但却很难实现预期的传

播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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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思想为核：坚守新闻专业的稀缺人文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要求，要“努力推出有思想、有温度、

有品质的作品”（杜尚泽，2016）。“思想性”是新闻作品的首要品质，是新闻作品的

灵魂所在。一篇优秀的新闻作品，不但要传递有价值的信息，更要传递价值本身。新闻

作品要具备鲜明而有深度的思想，担当起“载道”和“弘道”的使命。有“思想”支撑

的“表达”才能言之有物，有“思想”浸润的“形式”才能永恒传续。

在我国，构成新闻作品思想性的核心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具体问题具体

分析。具体来说，就是在新闻采集和生产过程中坚持唯物辩证法，深入实际进行调查，

避免新闻的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准确、真实、完整地采集和

呈现新闻，深入、全面地解读新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要求的那样，“俯下身、沉下

心，察实情、说实话、动真情”（杜尚泽，2016）。

在5G时代，信息传播的速度将是4G时代的近百倍。新闻已经基本告别了当年“抢

首发”的价值诉求，一遇到突发事件，各大新闻App在通知栏集体刷屏，相互之间仅差

毫秒，“抢第一落点”非但失去意义，还有可能“因快酿错”。2019年5月，一则看似

源自“新华社”、名为《中美贸易战停火！止战！》的新闻被今日头条、凤凰新闻等资

讯App推送刷屏，国内一些传统媒体旗下的新媒体App也争相推送该新闻。令人意想不到

的是，仅仅3小时后，新华社就发布声明称该新闻为2018年的“旧闻”，对盗用新华社

名义发布虚假新闻的行为予以谴责，并保留依法追究其责任的权利。让这些“抢第一落

点”的媒体颜面扫地，公信力遭遇危机。

因此，在这个“快”已经不是稀缺价值的融媒体时代，真正有价值的往往是随后而

来的深度解读。当技术已经抹平了媒体信息采集和发布的效率差异，谁能提供有思想性

的更深刻、更权威的分析，谁就能在“第二落点”中获得身位优势。回顾新闻的历史，

简讯仅因事件本身而知名，但优秀的深度报道、新闻评论等具备思想性的新闻作品则会

被历史永远铭记。例如，“三鹿奶粉”系列报道体现出的人文关怀，《人民日报》任仲

平系列文章饱含的主流价值，以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所彰显的反思精神，

都是新闻作品思想性的杰出代表。

当然，思想性并不能靠天赋、靠空想，而需要在人文社科思想体系中长期浸润而

逐渐习得。有的高校也尝试过在本科前两年让新闻传播学生选修中文、历史、哲学、艺

术学等课程，但这些课程和后两年的专业学习大多数是脱节的，缺少衔接，呈现“两张

皮”的状态。有相关高校的学生，甚至由于前面接触了人文社科“形而上”的内容，再

落实到新闻专业时缺乏理论过渡和实践对接，反而在专业的对比中加深了对新闻传播专

业的轻视，“新闻无学”的印象不少就是由此而来。这种通识和专业脱节的问题，反过

来又会成为教学效果不佳的证据，促使课程设计者更加轻视人文社科基础类课程。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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