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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新闻媒体媒体研究》教学设计 

 

课程总体特色 

《当代中国新闻媒体研究》作为新闻传播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学业基础课，

以课堂教学和案例教学为主，突出前沿性和研讨性，做到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主要突出的是启发式、讨论式教学；课程融课堂讲授、课外阅读、课后分享、

课外小组调研等多种生动多样的教学环节，让学生在主动学习、互动式研究中

认识当代中国新闻媒体的发展历程、最新变革，锻炼并培养学生观察中国媒体

变迁的宽广视野和研究框架。  

本课程主要追踪中国中国新闻媒体在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的发展历程，精

选 10 个不同的重要剖面，展开研讨。同时鼓励学生以研究小组的形式，使用

网络问卷调查和入户调查相结合的方式，对大学生或者社会公众媒体使用和接

触的最新现状、认识等进行一些初步的调查和分析。使他们了解中国传媒生态

的特点和运作机制，了解中国传媒改革的方向和世界业务的发展动向，同时熟

练掌握指导和规范中国传媒运作的基本政策和法规。 

课程设计上特别设置媒体人进课堂和走进新型主流媒体等环节，坚持“走

出去、请进来”的研读方式；布置中国媒体研究热词回溯交流和课后小组调研

报告等交流，保持学生对前沿研究的关注、对媒体变革的关注等，把教师与学

生的简单传授关系，改革为教学相长的互动式学习；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合作

研究等良好的学习习惯。 

 

课程坚持理论和实践结合的教学思路，主要创新和特色体现在： 

1.深度践行课程思政和新闻专业思政的融合 

新闻专业是政治性极强的工作，“政治家办报”是新闻人的基本素养，该理

念贯穿课程始终。此外，还开设了三次思政主题课程，结合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全

国宣传思想工作精神和以疫情为代表的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带领同学们认识在国

家宣传工作中媒体的职责与担当，让同学们意识到媒体在舆论引导中不可缺席的

地位，提升同学们对业界的了解、对主流媒体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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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力开展案例教学和课堂讨论 

案例教学是一个融理论与实践为一体的好方法，便于学生接受和理解。课

程中有教师提供的，也有学生们主动搜集整理的案例，教学相长互动，可以收

到很好的教学效果。同时，鼓励学生就课程专题。就亲身经历、认识和阅读积

累出发，进行课堂发言和讨论。 

3.理论学习与实践并行，突出第二课堂的实践教学 

课堂上，安排学生对热点事件进行策划、写作练习，把理论教学和实践教

学相融合；还邀请了“人民日报上海分社”、“第一财经”等业界领头媒体的

媒体工作者进课堂，在与实践界的互动中，让学生了解新闻业的最新趋向。  

4.注重教学中翻转课堂的应用，鼓励学生自主学习和自主调研相结合 

5.理论学习和业务学习相贯通 

通过每周研究主题讨论、课堂小练笔等多种方式，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

自觉把新闻理论学习和对媒体的实践观察思考紧密结合。  

 

教学设计节段选编 1：第三讲 公共服务：新闻报道和新闻专业理念 

学时：3学时 

1.教学目的 

本学时的教学目的包括：第一，阐述新闻专业理念的核心是社会责任；第二，

阐述新闻专业理念要求的工作态度是尊重受众；第三，阐述新闻专业理念的要求

是真实、全面、客观公正。 

2.教学思想 

教学总体思想：新闻业是基于“公共服务”的一项专业。作为一项“公共服

务”的事业，就必须有与之相匹配的新闻专业理念作为从业人员的指导思想。本

学时是本课程第三讲的第二部分，比起第一部分，需推进一些。从研讨课的特点

出发，结合案例，围绕媒体的社会责任、工作态度等展开讨论。 

教学思路和教学过程：本学时首先阐述新闻专业理念的核心、工作态度和

要求，其次结合案例探讨具体报道中的做法。首先从过去有偿新闻报道案例谈

起，引发学生对新闻报道专业理念的讨论；然后拓展到互联网时代，媒体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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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的责任、恪守的精神和秉持的态度，并通过大量案例，让学生参与到课堂

讨论中，认识到媒体的社会责任对于新闻行业和社会的重要性。 

3.教学分析（内容、重难点） 

本学时的教学内容包括：第一、阐明新闻专业理念的核心、工作态度和要求；

第二，结合案例，具体探讨报道中符合与不符合新闻专业理念的做法，并总结建

设性意见。 

本学时的教学重点：第一，探讨新闻专业理念的核心；第二，现场讨论新闻

专业理念在实际报道中的应用；第三，探讨媒体在报道实践中如何践行自身承担

的社会责任。 

4.教学方法和策略 

本学时的教学方法包括：第一，讲授法，即通过教师讲述使学生了解；第二，

提问法和引导法，在和学生的问答中从讲述向更深度行进；第三，讨论法，组织

现场讨论，让学生适应研讨的氛围。 

本学时的教学策略包括：第一，图文并茂，以图片增强学生感官影响；第二，

列举典型案例，通过典型案例让学生深入并具体地了解概念；第三，随堂课堂讨

论，邀请学生结合自己的阅读精力和认识出发组织课堂讨论。 

课堂片段预设： 

1996 年 4 月 9 日，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发生了“呼格案”。呼格吉

勒图在窥探女厕所时发现女尸并报案，随后却被警方当作流氓杀人犯逮捕，62天

后执行枪决。2005 年，内蒙古系列强奸杀人案嫌犯赵志红落网，其交代的多起

案件中，包括 "4 · 9" 女尸案，因 " 一案两凶 " 从而引发媒体和社会的广

泛关注。呼格吉勒图父母得知这一情况后，向公安局和律师事务所寻求帮助，无

果。经人指点，辗转找到新华社内蒙古分社，汤计作为分管政法口的记者接待了

他们，并开始了为他们长达九年的“呐喊”。2005年到 2014年，汤计为呼格案

发了 5篇内参，一直呼吁再审呼格吉勒图案，不仅将呼格吉勒图案由幕后推向前

台，而且一再推动此案进程。 

基于此案例，授课老师加以引导，让学生们积极开展讨论。 

角度 1:评述该案例。我国传媒业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开始步入产业化，这

个转变唤起了中国传媒业的自我利益，不乏媒体和记者缺乏新闻媒体的公共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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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当。“呼格案”的记者汤计，在九年间，为“呼格案”发了 5篇内参，一直呼

吁再审呼格吉勒图案，不仅将呼格吉勒图案由幕后推向台前，而且推动了此案进

程。新闻报道之于社会是如此重要，记者的指责如此重大。一切媒体、所有新闻

从业人员都必须要肩负起高度的社会责任。 

角度 2:结合该案例以及其他相关案例，让学生发散性思考如何践行媒体的

社会责任。 

这一角度落脚到“怎么做”，在中国，对党、对人民负责、把党和人民利益

当作媒体的最高利益，这是新闻媒体社会责任的集中体现。尤其在当前，在商业

化浪潮席卷全球传媒业，同时也冲击着中国传媒业的今天，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 

首先要政治过硬，坚守主流意识形态底线；其次要敢于碰硬，与人民站在一起；

最后要业务过硬，学习至上。 

角度 3:媒体与法治建设的关系，让学生结合案例，进一步思考媒体如何以

社会责任促进法治建设。 

国家法治建设正处关键期，转型时期的法治建设充满荆棘，当下信息化、网

络化高速发展，社会的信息环境发生变化。此阶段，媒体的社会责任越发得到凸

显，一方面，媒体和新闻从业人员要用自己的目光所及去洞察社会，运用笔杆去

揭示事件。涉及到法律案件，在尊重司法独立的前提下，跟踪案情，推动进展，

从而促进法治建设；另一方面，媒体报道让社会感受法治建设日渐成熟，让每一

位民众加入到法治建设的队伍中去，法治建设之重任，才得以早日完成。法治建

设之重任，虽为国家职责所在，媒体在其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5.教学安排： 

本讲的教学安排如下:每学时对基本理论观点的课堂讲授约用时 20 分钟，

案例介绍和分析用时 20 分钟，总结用时 5 分钟，合计 45 分钟。本周总计 3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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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新闻媒体研究教学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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