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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智”时代新闻传播学专业课程改革与培养创新
  苏新力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湖北 武汉  430070

摘      要  ：   “数智”时代以大数据、AI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等新兴技术为核心驱动力，正在深刻改变着各行各业的生产

方式和运营模式。新闻传播领域作为信息传递和舆论引导的重要阵地，同样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变革。本研究旨在探讨

“数智”时代背景下新闻传播学专业课程改革与培养创新的路径和策略。通过分析“数智”时代对新闻传播学专业的影

响，明确“数智”时代对新闻传播学专业的具体要求和挑战，探讨新闻传播学专业培养创新的有效策略和方法，提出

新闻传播学专业课程改革的可行路径和实施方案，以期为新闻传播学专业的教育改革提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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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e "Digital Intel l igence" era, driven by emerging technologies such as big data, AI art if icial 

intelligence, cloud computing, and the Internet of Things as the core, is profoundly changing the 

production methods and operation models of various industries. As an important front for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and public opinion guidance, the field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is also facing 

unprecedented changes. This research aims to explore the paths and strategies for the curriculum 

reform and innovative cultivation of the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major in the context of the 

"Digital Intelligence" era. By analyzing the impact of the "Digital Intelligence" era on the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major, clarifying the specific requirements and challenges of the "Digital Intelligence" 

era for this major, exploring effective strategies and methods for the innovative cultivation of the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major, and proposing feasible paths and implementation plans for the 

curriculum reform of the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major, this study hope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educational reform of the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maj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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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社会已全面进入“数智”时代。进入新世纪以来，科学技术进步对新闻传播行业形成全方位冲

击，[1]新闻传播教育总体上以生产有用的专业知识生产为职志，重视学生的专业抱负、智识和技能训练。[2]但是传统的新闻生产方式、传

播渠道和受众互动模式在“数智”技术的冲击下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例如，算法推荐、数据新闻、虚拟现实报道等新型传播形式不断涌

现，极大地丰富了新闻传播的手段和内容。

2024年9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传媒大学全体师生的回信中对新闻传播教育提出了新要求：“新时代新征程，希望你们落

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聚焦新闻舆论工作需要，突出办学特色，深化改革创新，不断提高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新闻传播

人才，为党的宣传思想文化事业发展作出新的贡献。”[3]在这一背景下，高校新闻传播学专业的教育教学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机遇。

传统的新闻传播教育往往侧重于理论知识的传授和传统媒体技能的训练 [4]，部分高校的课程设置停留在传统媒体时代的框架内，未能及

时跟上人工智能前沿技术迅猛发展的步伐 [5]，多数新闻传播教育机构还是在强大的传统惯性轨道上滑行，变革意识不强 [6]，其课程体系

和培养模式已难以满足“数智”时代对新闻传播人才的需求。新闻传播学专业亟须进行课程改革和培养创新，以适应新时代的要求。这

不仅关系到新闻传播教育的质量和效果，更直接影响到未来新闻传播行业的发展和社会舆论生态的构建。新闻教育 [7]的变革不仅是事关

行业兴衰的关键因素，更是关乎网络社会运行效率的基础工程。[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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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数智”时代对新闻传播学专业的影响

 （一）“数智”时代的特征

“数智”时代是数字化与智能化深度融合的时代，其核心特

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数据成为关键生产要素。大数据

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海量数据的采集、存储、分析和应用成为可

能，数据驱动决策成为各行业的普遍趋势。其次，人工智能技术

深度赋能。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计算机视觉等 AI技术在内

容生产、信息分发、用户交互等环节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再次，万物互联成为现实。5G、物联网等技术的发展使得人、

机、物之间的连接更加紧密，信息传播的时空限制被进一步打

破。最后虚拟与现实深度融合。一个“视频天下”的时代已经来

临 [9]，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等技术的应用，正在重

构人类的感知方式和交互模式。

（二）“数智”时代对新闻传播行业的影响

“数智”时代对新闻传播行业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传统的新

闻生产模式正在被智能化、自动化所重塑。AI写作、机器人新

闻等技术的应用，使得新闻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例如，新华社的

“快笔小新”、腾讯的“Dreamwriter”等 AI写作工具已经能够自

动生成简单的新闻报道。同时，数据新闻、可视化新闻等新型报

道形式的兴起，要求新闻工作者具备数据处理和分析能力。新媒

体平台的崛起打破了传统媒体的垄断格局，社交媒体、短视频平

台等成为重要的新闻传播渠道。算法推荐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

个性化、精准化的信息分发成为可能。这要求新闻工作者不仅要

掌握传统媒体的传播技能，还要熟悉新媒体平台的运营规则和算

法逻辑。 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使得新闻消费呈现出碎片化、即时化

的特征。[10]

 （三）“数智”时代对新闻传播学专业的具体要求

面对“数智”时代带来的深刻变革，新闻传播学专业必须与

时俱进，调整人才培养目标和培养模式，具体要求体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

1. 数字素养的培养  数字素养成为新闻传播人才的核心竞争

力。新闻传播学专业需要培养学生具备数据处理、分析和可视化

的能力，能够运用数字工具进行新闻采集、编辑和传播。具体包

括：数据采集与清洗、数据分析与挖掘、数据可视化、编程基础

等技能。

2. 跨学科知识的融合  新闻传播学专业需要与计算机科学、数

据科学、心理学等学科交叉融合，培养复合型人才。例如，开设

计算传播学、社会网络分析、用户行为分析等课程，帮助学生掌

握跨学科的理论和方法。

3. 创新能力的提升  面对快速变化的媒体环境，新闻传播人才

需要具备创新思维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要求新闻传播学专

业加强实践教学，鼓励学生参与创新项目，培养其批判性思维和

创新能力。

4. 伦理意识的强化  在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新闻传播人才

更需要坚守新闻专业主义和伦理道德。新闻传播学专业应加强新

闻伦理教育，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职业道德。 

5. 国际视野的拓展  全球化背景下，新闻传播人才需要具备跨

文化沟通能力和国际视野。新闻传播学专业应加强国际化建设，

引进国际先进课程和教学资源，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

二、新闻传播学专业课程改革的路径

 （一）课程体系优化

在保留新闻学、传播学等传统核心课程的基础上，应着重强

化数字素养相关课程。建议增设“数据新闻”“计算传播学”“新

媒体技术与应用”等课程，系统培养学生的数据处理和分析能

力。同时，将“数字素养”作为实践课程，面向所有学生开设，

鼓励学生利用社交媒体进行专业实训能够指导学生将社交媒体上

的内容作为一种报道和职业发展的资源和工具。

建立新闻传播学与计算机科学、数据科学、心理学等学科的

交叉课程体系。例如，开设“社会网络分析”“用户行为研究”“人

工智能与传播”等课程，帮助学生掌握跨学科的理论和方法。鼓

励学生选修相关学科的课程，如 Python编程、机器学习基础等。

将课程体系划分为基础模块、专业模块和拓展模块。基础模

块注重通识教育和学科基础；专业模块强化专业核心能力；拓展

模块提供多样化的选修课程，满足学生的个性化发展需求。每个

模块都应融入数字化元素，如基础模块增设“数字媒体概论”，

专业模块强化“数据可视化”等技能训练。

建立课程体系的动态调整机制，定期评估课程设置与行业需

求的匹配度。邀请业界专家参与课程设计，及时将新技术、新趋

势融入课程内容。设立课程创新基金，鼓励教师开发适应“数

智”时代需求的新课程。

 （二）教学方法创新

在课程设计方面，注重教学内容中新闻传播学与其他数字、

人工智能等专业的跨学科融合，将新闻传播学与数据科学、人工

智能、计算机科学等学科结合，开设跨学科课程，如“数据新

闻”“算法与传播”“数字伦理”等，教授学生使用数据分析工具

（如 Python、R）、可视化工具（如 Tableau、D3.js）和内容管

理系统（如 WordPress）。注重培养虚拟现实与增强现实技术，

通过引入 VR/AR技术，让学生体验沉浸式新闻制作。设置数字

伦理课程，讨论数据隐私、算法偏见等问题，培养学生的批判性

思维。

 （三）实践教学强化

与主流媒体、互联网企业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共建实践教学

基地。与新闻机构合作建立数据新闻实验室，与科技公司合作建

立新媒体创新中心。这些平台可以为学生提供真实的实践环境。

设立创新实践项目，鼓励学生参与数字新闻产品开发、新媒体运

营等实践活动。例如，组织学生参与“数据新闻大赛”“新媒体创

意大赛”等，激发学生的创新潜能。建立系统的实习实训体系，

将实习纳入必修课程。与合作单位共同设计实习内容，确保实习

质量。建立实习导师制，由专业教师和业界导师共同指导学生。

（四）质量保障体系

建立以学习成果为导向的评估体系，注重对学生数字素养、

创新能力的考核。采用多元化的评估方式，如项目报告、作品展

示、实践表现等。建立课程质量反馈机制，定期收集学生和用人

单位的反馈意见。根据反馈结果持续改进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

积极参与专业认证，如教育部的新文科建设认证。通过外部评估

促进课程质量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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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闻传播学专业培养创新的策略

  （一）培养目标调整

新闻传播人才培养在教学和实践中需要与时代对话、与传媒

对话、与学科对话、与教育主体对话。这就要求其在培养目标

上，紧跟国家发展战略，契合传媒变革需求，适应学科建设方

向。[11]在“数智”时代背景下，新闻传播学专业应重新定义人

才培养的核心能力。除了传统的新闻采编、传播理论等能力外，

一批熟悉“四全媒体”传播规律，掌握全媒体技术工具，具有用

户、产品、服务理念的新闻传播人才，将成为对内提升舆论引导

能力、互联网治理水平的重要力量。[12]

首先是数字素养能力，数字素养是指个体在数字化环境中有

效获取、理解、评估、创建和传播信息的能力。对于新闻传播从

业人员来说，具体而言，相较于传统的新闻传播学教学侧重新闻

作品的采写编评的能力，数字素养更加注重学生掌握数字工具

（如数据分析软件、可视化工具、内容管理系统）的使用，能够从

数据中发现问题、分析趋势并提炼出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利用数

字技术（如多媒体、VR/AR）制作高质量的内容，引导学生理解

数据隐私、算法偏见等伦理问题，并在工作中遵循相关规范，并

在数字化环境中探索新的传播形式和叙事方式。

 （二）跨学科融合

2019年10月发布的《教育部关于一流本科课程建设的实施意

见》提出：“聚焦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体现

多学科思维融合、产业技术与学科理论融合、跨专业能力融合、

多学科项目实践融合。”[13]数字化与智能化技术正在重塑各行各

业，单一学科的知识已无法满足复杂问题的解决需求。新闻业界

的发展亟待新闻传播学界构建新闻传播学与计算机科学、数据科

学、心理学等学科的交叉课程群。整合多个学科的知识和方法，

如新闻传播学、数据科学、人工智能、社会学等。课程之间相互

关联，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培养学生

的综合能力和创新思维。

构建新闻传播学跨学科研究平台，跨学科研究平台旨在打破

学科壁垒，整合多学科资源，促进新闻传播学与其他学科（如数

据科学、人工智能、社会学、心理学等）的深度融合，以解决复

杂问题并推动理论创新和实践应用。跨学科研究平台的建设整合

新闻传播学、数据科学、人工智能、社会学、心理学等多个学科

的知识和方法。

 （三）产学研合作

1. 协同育人机制  与媒体机构、科技公司建立协同育人机制，

共同制定培养方案、开发课程、指导实践。共建产业学院或特色

班，如“数据新闻产业学院”“智能媒体特色班”等。共同开发实

践课程或项目，如“新媒体运营实践”“数据新闻工作坊”等。共

同指导毕业设计或创新项目，将企业真实项目引入教学。

2. 实践教学基地建设  侧重将学生媒体的运行和课程实践相

结合，致力于培养学生的媒体融合理念和全媒体传播技能 [14]，与

主流媒体、互联网企业共建实践教学基地，为学生提供真实的实

践环境。在媒体机构设立实习基地，组织学生参与新闻生产全流

程。在科技公司设立创新实践基地，组织学生参与新媒体产品开

发。校内建设融媒体中心，模拟真实媒体环境。

3. 双师型队伍建设  聘请业界专家担任兼职教授或实践导师，

参与课程教学和实践指导。建立教师到企业挂职制度，提升教师

的实践能力。鼓励教师参与产学研合作项目，将行业最新动态融

入教学。

数字素养，是一个全球性的议题。[15]通过以上培养创新策略，

新闻传播学专业可以更好地适应“数智”时代的需求，培养出具

备数字素养、创新能力和国际视野的复合型新闻传播人才。这些

策略的实施需要学校、教师、学生和业界的共同努力，持续探索

和完善，以应对快速变化的媒体环境和行业需求。同时，还需要

建立相应的保障机制，确保培养创新的有效实施和持续改进。

四、结论

“数智”时代为新闻传播学专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

战。面对快速变化的媒体环境和行业需求，新闻传播学专业必须

主动求变，通过课程改革和培养创新，培养出适应新时代需求的

复合型人才。这需要教育工作者、行业专家和学生的共同努力，

也需要持续的研究和实践探索。只有这样，新闻传播学专业才能

在“数智”时代保持活力，为新闻传播行业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做

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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