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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写作能力一直是新闻传播人才的核心能力。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

速发展，媒体格局、舆论生态和人们思维方式都在发生深刻变化，社

交平台的短视频化阅读，导致大学生陷入碎片化思维和浅层化写作困

境。新闻专业学生“不会写、没深度”现象屡见不鲜，新闻写作人才

培养“与时代和实践脱节”问题屡受批判。如何培养能适应全媒体深

度融合和行业创新发展，基础写作有功力、深度写作有识力、视听制

作有魅力、全媒体运作有执行力的卓越新闻传播人才，面向世界讲好

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已成为全媒体时代卓越新闻写作人才培养

迫切需要解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2. 研究和改革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为了适应世界变革、中国发展、教育改革的需要，加强新文科建

设已成为高等教育的迫切任务。作为新文科建设的重要部分，如何构

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人才体系，培育“全媒化复合型研究型”

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是当前我国新闻传播高等教育面临的重大课题。而

全媒体写作能力是新媒体时代卓越新闻传播人才必备的核心能力，实

施全媒体新闻写作人才培养改革迫在眉睫。本成果依托 2012 年以来

举办的“书山论坛”“读书会”通识教育，率先开设多学科融合的新

闻学实验班和 2019 年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在国内率先构建

了全媒体写作能力培养的“四梁八柱”模式，培育专业化、深度化、

融合化的全媒体写作/制作高端人才。

改革的可行性表现在：

一是教学理念先进。提出以写作能力为核心能力的“实战”理念，

重视通识、专业、思政教育互通互融，注重与行业导师、媒体精英的

跨界协同，完全符合“新文科”建设理念并能一以贯之。

二是师资力量雄厚。拥有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

充满活力的师资队伍，团队带头人是国家一流专业建设点负责人、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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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省青年骨干教师，团队成员连续三届荣获湖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

一等奖和一届二等奖，多人指导学生荣获全国新闻类竞赛一等奖。

三是学科支撑雄厚。团队所在学院是湖南省首批唯一的部校共建

新闻学院，创办了湖南省首个新闻学本科专业，获批湖南省唯一新闻

传播学省级重点学科，省双一流培育学科，湖南省高校第一个新闻传

播学一级学科博士授权点和博士后流动站。在建国家一流专业建设点

4 个，居湖南高校之首。

3. 研究和改革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本成果除解决新闻人才深度写作能力培养与媒体转型所需人才

脱节的问题外，还着重解决以下问题：

（1）新媒体时代以“人的写作”驾驭“机器写作”的问题

新媒体时代机器人写作在技术上已相当成熟，但在创造饱含温度、

深度的作品方面，远不及人的写作。本成果坚持“内容为王”，不仅

力求培养学生在新闻写作中精准表达、深度挖掘、敏锐评论，更支持

和鼓励学生全方位传播中国故事、中国方案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精

神力量。

（2）课堂上“能写作”与实践中“难以致用”问题

新闻写作教学多限于教室的理论讲解，缺乏现场的实践训练，学

生往往眼高手低，引发“大学能否培养新闻写作人才”的质疑。本成

果釆取“课内外、校内外”协同育人模式，构建“四种课堂”写作阵

地，能够促进理论素养和写作能力同步提升。

（3）新闻写作仅“作为一种技能或宣传手段”的素养局限问题

本成果既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锤炼学生的思想境界，又运用理论

提升新闻写作教学地位和新闻人才的写作水平，有效防止了将宣传写

作和专业写作割裂开来的现象，强化了新闻写作的社会意义。

本成果通过十年探索和实践，得了同行的认可和好评。暨南大学

等多所高校新闻学院来校交流人才培养经验，《光明日报》、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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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中央主流媒体，聚焦 “卓越新闻传播全媒体人才写作能力”的实

战培养，累计报道近 30 篇次。

4. 相关项目立项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