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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方法和研究过程

团队带头人 2011年任新闻系主任，2013年起正式实施创新型人

才培养方案，提出“厚基础、凸专业”、以写作能力培育为核心带动

卓越全媒体人才整体发展的培养模式。2014年，学院获省委宣传部

“部校共建”专项经费 1800 万元、省教育厅专业建设专项经费 100

万资助，本专业获十二·五规划综合改革试点项目经费资助，学院组

建了“新闻写作和全媒体应用”“新闻传播前沿”教学团队。2016年

9月，培育卓越新闻写作人才的“新闻基础文字写作能力-新闻深度文

字写作能力-新闻视听制作能力-新媒体写作能力”大梁基本架设起来，

依托“课程-赛事-项目-活动”课堂，逐步搭建了全媒体写作人才培养

的整体框架。2019 年，以申报和获批国家级首批本科一流专业建设

点为契机，自 4至 9月，学院六次开会研讨写作实践教学，多次咨询

专家和调研，完善了卓越新闻传播人才全媒体写作能力的“四梁八柱”

模式。

2. 教育教学方案

“四梁八柱”模式是指围绕全媒体写作能力培养目标，架设“四

种写作能力”大梁，建立以课程、赛事、活动、项目构成的“八根强

柱”，搭建起全媒体写作能力培养的大厦。（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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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实施过程

（1）坚持高标准规划，围绕人才培养目标设计改革方案。

坚持高处着眼和统筹协调，完成了“四种写作能力”的顶层设计，

制定了“写作能力导向”方案，创设了“四种写作课堂”阵地，建设

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等多门省级线上精品课和精品教材。

（2）贯彻新文科理念，构建多元化教学质量保障体系。

在课程体系方面，着力打造深度报道、突发事件现场报道、新闻

写作、全媒体新闻采访等省校级“金课”共 8门（见下图），构建了

“新闻基础写作课程—新闻深度写作课程—新闻视听制作课程—新

媒体写作课程”阶梯式课程模块，增设跨文化传播、数字技术应用、

计算机数据分析、专业展映等课程，不断增加了课程体系的深度与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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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在教学方式方面，坚持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以新闻现

场为课堂，推行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开展“每周新闻播报和点

评”线上线下结合的常规训练；实施媒体式、模拟式和作坊式教学，

深入省市县融媒体进行现场教学，开展新闻采写模拟实战教学、深度

报道项目式教学。

在教学设计方面，设置了“专题报告+新闻报道”社会调查教学

环节；实施了“每周主题荟”“作品点评荟”互动活动；实施了“参

赛有奖”考核环节，激励师生参赛参展。每门课程要求发表作品，计

入成绩。

（3）搭好高层次平台，构建“课内外、校内外”协同育人新模

式。

积极组织师生参与《中国新闻传播大讲堂》。已创建湖南日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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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实习基地和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等实习网。与湖南日报共建

“新湖南媒介工作室”。指导学生自办 “致远传媒”“专业展映”

和参加新闻评论大赛、大数据新闻比赛、新媒体创意大赛等育人平台。

（4）建设高水平师资，打造专兼结合跨界融通的教师队伍。

坚持“外引内培”。引进《解放军报》原总编辑谭健等一批高层

次人才任导师，引进名校计算机博士和数据舆情博士各 1名。全额资

助 6人次获博士学位和出国访学 1年以上，参加线上线下业务培训共

30人次。坚持“学界业界互聘”。连续 10年与省内主要媒体互聘导

师，先后有 50多名业界精英入课堂，近 20名高级记者/编辑任导师。

已派 4名教师到媒体挂职，1名教师长期任媒体新闻评论员，形成了

“院内教师、业界导师、一线记者”三位一体的师资配备。

3. 取得的理论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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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实践成效

10年来，学生素质明显提升，用人单位满意度高。在校生在主

流媒体发表各类作品近 200篇，获得全国大学生网文大赛一等奖、全

国大学生评论之星大赛一等奖、中国数据新闻大赛一等奖等国家级、

省部级奖 70多项。2022年在人民网《冬奥特评》发表评论 23篇，

发稿量居全国新闻院校首位，人民网编辑表示，在所有院校里，我院

老师对人民网评论分析最透彻，学生稿子也最优异。2018 年全国唯

一新闻评论之星王艳华认为：“新闻评论课程及写作实践锻炼了我理

性思辨和公共说理能力。”毕业生凭借过硬的写作技能，遍布新华社、

人民日报、央视、中国青年报等中央和省级主流媒体，信息反馈和调

查结果显示，用人单位满意度达到 99%。湖南卫视新闻中心称赞本专

业学生“理论文字功底好，视频剪辑很专业，上手快，后劲足”；湖

南日报高级记者陶小爱多次表示本专业学生“好带好用，有底蕴，有

情怀，文字功底好”；长沙晚报编辑部多次表示，我院新闻人才培养

创新意识强，师生真抓实干，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全媒体写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