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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吴廷俊

今年是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新闻传播教育（以下简称地大新闻教育）

创建十周年。十年，虽然不算长，但是在学校党政领导的大力支持下，经

过教职员齐心合力的努力，地大新闻教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为了

总结十年来学科建设、专业发展、人才培养等方面的经验，他们编辑了这

本《咱们那十年———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新闻与传播学科建设的回顾与

展望》，并希望我写一个序。我作为同行，也作为邻居，义不容辞，借此机

会写几句话对他们表示衷心祝贺。

第一句话，发挥后发优势，十年磨一利剑。

虽然发展大学教育与发展产业不一样，需要有长时间的积淀，但是，

也不是说后发院系只有“跟着走”的份。实践证明，后发院系只要办学思

路清晰，办学理念正确，领导班子得力，经费投入充足，是可以实行跨越式

发展的，尤其是新闻传播教育。为什么这样说呢？首先，新闻教育在大学

里本来就是一个新学科。大家都知道，１９０８年美国中部的密苏里州哥伦

比亚市创办的“密苏里新闻学院”为世界上大学新闻教育之始，至今只有

１００多年历史；中国的大学新闻教育更晚一些。１９２０年上海圣约翰大学

成立报学系为中国第一个由大学新闻教育机构，从那时算起，至今只有

９０余年的历史。传播学是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以来跨学科研究的产物，７０年

代末、８０年代初被引入我国，而“传播教育”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１９８６

年①，试办传播学本科专业是２００１年的事。仅有百十来年历史的新闻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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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是年，《国际新闻界》第１期摘译发表了美国卡罗莱纳大学新闻系主任理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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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学与哲学、逻辑学、几何学等有上千年历史的老学科、老专业比较起来，

简直就是个婴幼儿。尤其是在我国，现存资格最老的新闻院系上海复旦

大学新闻学院，也只有８０多年的历史，加上１９４９年后的折腾，“文革”１０

年的中断，其积淀虽然宝贵，但也是有限的。虽然是新学科、新专业，对办

学者来说，大家几乎都在一个起跑线上，即使新办院系，后发的时间也不

长。其二，信息社会传播技术突飞猛进，新闻传播观念日新月异，新的传

播媒体层出不穷，新的传播方式变幻莫测，致使新闻传播学知识更新太

快，以至于新闻传播教育面临着许许多多实际问题。这些新知识、新技能

的挑战对于新闻教育院系，无论是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创办的，还是２１世纪

刚兴起的，都是一样的。那些设置在以理工科为主的大学里的新院系，在

新媒体教育方面甚至比老院系更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发展会更快。中国

地质大学（武汉）（以下简称地大）的新闻教育创办仅１０年，就做出了骄人

的成绩，就是一个很好的应证。创办３年，就取得了传播学的二级学科硕

士点；创办８年，即取得了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硕士点。２０１２年５月，

２００８级的次仁旦达同学，作为高山摄影师和向导，作为中国地质大学登

山队的主力队员，和其他３名队友一起，成功登顶世界最高峰———珠穆朗

玛峰，并做了大量的文字和图片报道，摄制了大量的登山素材；２００８级４

位同学拍摄的电视纪录片《空巢》，获得了全国第３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活

动艺术作品甲组一等奖，等等。常言道，“十年磨一剑”，地大新闻教育充

分发挥自己的后发优势，十年磨出了一把利剑！

第二句话，快步进入主流，迅速创建特色。

办教育，必须遵循教育发展的规律，办新闻传播教育也一样。大学里

的任何专业教育都是以一定的学科为依托的，没有学科依托的专业教育

是立不起来，也是走不远的。学科，必须有它自己的核心概念、独特的学

科体系和知识体系，即使是新闻传播学这样十分年轻的学科也一样。因

此，办新闻教育必须首先入主流，即进入新闻传播学的中心领域，理论、历

史、方法等方面的课程设置要齐全，科学研究要跟进，否则，就不能进入本

学科的评价体系，就不会被同行所认可；其次是创特色，尤其对于后发院

系来说，这一点十分重要。“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依靠本校独特的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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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走跨学科发展之路，创出自己的特色，“以特色求发展”。后发院系

如果创不出特色，那只能永远“跟着走”。地大的新闻教育在发展过程中，

很好地遵循了办教育的规律，在进入新闻传播学主流后，又依托本校的优

势资源，探索自己学科发展的新路径。在地质公园文化建设、地质勘探电

视新闻编排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在旅游新闻传播方面也取得了大家

认可的成绩。

第三句话，坚持育人为本，打造地大品牌。

大学是培养人的地方。这专业、那专业，共同指向只有一个，就是“育

人”。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是国家重点大学，有着光荣的办学历史，培养

出众多的优秀人才。所谓“优秀人才”，首先是一个仁者。仁者爱人。无

论何种职业，无论职位高低，无论名气大小，均应怀仁爱之心、感恩之心。

为自己的国家，为自己生活的社会做点有益的事情，为人处世，问心无愧。

这一点，地大校友温家宝总理可以算是个榜样。２００３年３月１８日，他在

人民大会堂会见中外记者时说：“全国２　５００多个县（区），我跑遍了１　８００

多个。这使我更深地了解国情和人民的状况，深知人民的期待。我绝不

辜负人民的期望……”作为政府总理，他心中充满爱，深切地爱着广大人

民群众，尤其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平民总理的形象深深印在百姓心中。

毫无疑问，温家宝总理的这些品质与学校教育分不开。２０１２年５月１９

日晚上，他以校友身份来到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深情地说了这样一段

话：“母校培养了我，我铭刻在心，时常牢记。‘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我要用我自己工作的成绩来报答母校，决不辜负母校对我的期望，让母校

永远记得我是一个优秀的学生。”温家宝总理把自己的成长归功于母校的

培养，他在校时是“优秀学生”，毕业后是国家的优秀人才。他在全国教育

工作会议上，要求学校一定要坚持育人为本。

社会普遍反映，近年来，讲真话的人少了，仗义执言的人少了。此种

现象值得教育工作者深思，尤其值得以培养“新闻人”为己任的新闻教育

工作者深思。何谓“新闻人”？就是“讲真话的人”，就是“仗义执言的人”。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新闻传播系在建系１０周年时，提出今后工作的重要

目标，是培养 “有品格的地大新闻人”，这是很值得赞赏的。我深信，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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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年，地大新闻教育坚持育人为本，一定是人才辈出，一定会树立起自己

的育人品牌。

作为中国地质大学新闻教育１０年成果之一的《咱们那十年———中国

地质大学（武汉）新闻与传播学科建设的回顾与展望》出版了，这个集子分

“我们的学科”、“我们的大学”、“我们的媒体”和“走出国门的我们”４个部

分，仅从标题就可以看到两点：一是看到地大新闻人的精神风采，充满了

喜悦，充满了活力，充满了自信；二是看到地大新闻教育工作者发展新闻

传播教育的思路，抓学科建设注意入主流、创特色；抓专业建设紧扣育人

为本、一切从实际从发。

华中科技大学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仅一墙之隔。并且从某种意

义上说，我也是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新闻教育的一员。建系当年，我就被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聘请为该校的兼职教授。多年来，我不时到地大新

闻系给师生开讲座，见证了地大新闻教育的发展。

以上的话为有感而发，是为序。

２０１２年７月６日

（吴廷俊，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新闻

史学会副会长，中国新闻教育史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副会

长兼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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筚路蓝缕 凤舞九天
喻继军①

岁月荏苒，时光如梭。以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的开办为标志，中国地

质大学（武汉）新闻传播学科的建设已经有１０年了。

回首这１０年的发展，我们可以用“筚路蓝缕，凤舞九天”来概括之。

一、申报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

早在１９８７年，时任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校长的赵鹏大教授就提出了

创办理、工、文、管综合性大学的目标。随后，中国地质大学逐渐明确了建

设“地球系统科学一流、多学科协调发展的高水平大学”的办学目标。

在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这样一所专业特色突出的学校，为什么要开

设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以下简称广电专业）？当时主要的考虑是：第一，

改善中国地质大学的办学结构；第二，抢抓国家实施“中部崛起”战略的机

遇；第三，考虑到新闻传播学在国内是一个比较新的学科，大家起点相似，

便于我们迎头赶上，缩小与国内其他院校的差距；第四，与新闻传播学学

科的特点与要求相似，中国地质大学一直具有注重实践的传统。

基于以上因素，２００１年，学校委托当时的人文与经济学院中文教研

室，负责起草向国家教育部申报新增“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的申报书。

由于时任中文教研室主任袁朝教授调任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出版社，该

项工作改由中文教研室喻继军老师主持完成。２００２年年初，广播电视新

闻学本科专业获得教育部批准开办。２００２年秋季，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开始招收首届广播电视新闻学本科专业学生，招收的学生是１个班，共

３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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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副教授。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新闻传播系首任主任。曾任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中文教研室主任、广播电视新闻学教研室主任。



二、实施模仿战略　加强本科专业建设

从我国新闻教育的历史看，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属于建国后新闻传

播学发展的第３个梯次。

实事求是地说，２００２年，我们办广播电视新闻学这个专业的条件还

是有所欠缺的。学校原来的想法是结合中文教研室、学校党委宣传部的

力量，以党委宣传部的设备为基础，来办广播电视新闻学这个专业。

但是我们调研的结果使学校和学院决定，办新专业就要遵循办专业

的规律，办学就是办学。因此，学校开始在师资、设备、对外学术交往等方

面对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给予了大力的扶持，特别是人事处、教务处、科

技处和设备处对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这个新专业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广

播电视新闻学专业的老师和同学，也志存高远，从高定位，不懈努力，创造

性地开展工作，为取得学校的认可、同行的认可、用人单位的认可付出了

艰辛的努力。

新专业怎么办？通过大量的调研，结合我们的实际，我们决定实施依

附战略。经过大量调研和分析研究，我们决定选取与我校特点相似的中

国传媒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作为模仿对象，学习他们的办学经验。为此，

我们一方面苦练内功，加强教学的管理，规范教学；另一方面，加强实验室

建设，加强学术交流，加强与媒体的联系，积极搭建学生实践的平台。同

时，还结合我校的办学经验，强调学生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的建设，在学

校开办了“普通话大赛”这一与我们专业结合较密切的实践平台，以培养

学生的专业认同感，提升学生的满意度。

在办学条件方面，尽管学校的用房非常紧张，人文与经济学院仍于

２００３年腾出了学院办公用房，初步建成了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多媒体教

室、摄像实验室。在学校教务处的大力支持下，２００２级广播电视新闻学

专业的同学在２００３年１１月成功地承办了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首届普通

话邀请赛。

２００４年，是教育部对我校的教学评估年。在学校设备处、教务处的

支持下，我们进一步完善了实验室建设，增添了摄像设备，落实了实验室
４

?　咱们那十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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