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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媒体时代的高校新闻将何去何从 
田 天 

南京医科大学 

摘要：众所周知，新媒体时代已经伴随着时代的浪潮呼啸而至，在互联网时代，传统的以期刊杂志为主要载体的高校新闻该何去何从，是变革，

还是因循守旧，传统与潮流的碰撞，摩擦出的到底是新思想的火花还是末世的钟声？显然，历史上的每一次变革一定是以“旧势力”的灭亡和新一代

的诞生而告终的。在传统纸媒已经开始向新媒体网媒转型的今天，高校新闻步入新媒体时代，进行开拓和创新已经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在新媒体

时代的高校新闻，将面临着新的抉择，是顺应环境娱乐化还是继续“高冷”？是“卖干货”，还是“卖萌”？每一个选择都将决定未来高校新闻的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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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媒体时代高校新闻的几种载体 
（一）校方官方 QQ 公众号 

在新媒体时代到来时，许多“嗅觉灵敏”的高校已经乘着东

风组织选拔了一批学校里优秀的人才进行了培训，并组织学生注

册了校园官方 QQ 公众号，进行日常经营，另配有指导老师进行

指导。每日更新的内容多以校园趣事、校园活动宣传、校外逸闻

为主，公众号的读者也主要是学校的学生和老师。 

（二）校方官方微信公众号 

微信公众号在早年间曾经有过一段红利期，据说在那个时期

仅仅只是依靠“搬运”——转载其他公号的优秀文章就能够保证

浏览量不衰、粉丝量逐步增长。校园官方微信公众号则不用考虑

粉丝数量和浏览量的问题，因为作为校园官方媒体，校园的重要

消息都会在微信公众号及校园官网上发布，官方媒体代表着正

确，不仅仅是高校的教师和学生，送孩子来上大学时家长朋友们

也会顺手关注校方官方微信公众号，以求能对孩子的成长环境有

了解，和孩子多一点共同话题。 

也因为高校学生家长的年龄阶段的成人使用微信比较多，所

以作为官方消息传播媒介的校园官方微信公众号，既要保证消息

的正确性、权威性，也要考虑到学生的阅读口味，用一句笑话就

叫做：“要求是既要美艳又要大方”，“美艳”是内容要足够有

吸引力，符合多个年龄层的阅读口味；“大方”是在娱乐化的同

时，不能忘记作为一个官方媒体的责任，要时刻以信息的准确性

和政治的正确性为指导思想。 

（三）校方官方新浪微博 

众所周知，新浪微博/腾讯微博以简短精炼著称，在微博上往

往只用几百字就要把事情详尽地表达清楚，同时，由于微博上的

内容种类繁多，信息量也很大，所以要想保证以校园生活为主要

内容的校园官方微博就需要更加注重文化特色的培养。 

（四）由学生独自运营的以上三种新媒体平台 

除了以上三种以及下面的校园官网的运营以外，还有一个类

别的新媒体平台值得关注，这一类的平台与其他四种平台的成员

组成不同，纯粹是由学生自己进行独立运营，没有指导老师负责，

内容偏于娱乐化，但同时也没有其他几类新媒体平台运营者所能

获得的第一手的信息资源和对于运营者自身的奖励或者说是荣

誉。 

这一类的运营者们，虽然还是学生，却已经要再新媒体市场

上和其他社会上的已经工作的成人以及校园里有一手资源的其

他校园新媒体平台的运营者们进行竞争，难度可想而知。由于缺

乏老师以及正规的校园组织的强制性的管理，这一类新媒体运营

平台的运营者的流动性比较大，类似于社会上的公益组织，全部

靠运营者个人的兴趣作为支撑。 

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由于没有学校老师进行监督，且不具

备校园官方媒体所必须肩负的责任和义务，这些“野生”的新媒

体“种子”顶着高校的旗号反而能够在大学生中获得很高的关注

度和认同感，其原因在于这些平台能够做到彻底的娱乐化和功能

化，彻底地迎合学生市场。 

（五）高校官网 

几乎每所大学都有自己的校园官网，有的学校甚至有好几

个，分别用作不同信息的发布平台。但无一例外，在校园官网上

面，我们都能够看到由学校教务处或者校学生会的相关部门发布

的第一手的信息，且都是正面的、严肃的乃至于刻板的新闻模式。

当然，也有很多所高校对官网的维护相当到位，设计了既有美观

性，又有学校风格的网页，同时发布的内容也尽量避免了“曲高

和寡”的窘境，而是做到了对校园内发生的趣事逸闻进行实时跟

踪报道。 

二、高校新媒体新闻的现状 
（一）新的挑战 

高校新闻宣传具有主要的两个作用，一个是对外，能够弘扬

校园文化，提高高校声誉，对于高校招生有着重要作用；还有一

个就是对内，服务师生，便利师生，给学生产生归属感。高校的

新闻宣传工作与中国的企事业单位的新闻宣传工作类似，高校的

新闻宣传工作承载着帮助高校树立形象的重要任务，同时还要对

学生进行正确价值观的引导；而企事业单位的新闻宣传工作则仅

仅只有前一个作为主要工作任务。 

在新媒体成为新闻宣传的一个大趋势的情况下，各个高校也

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众所周知，新媒体平台是开放性的平台，

在新媒体平台火热之后不久就出现了“自媒体”这个新名词，这

意味着旧式媒体的门槛放低了，有大量的对媒体行业感兴趣的人

加入了新媒体行业，这大大加大了市场的竞争。高校新闻在这样

的背景下，需要也不得不尽快在新媒体行业确定自己的权威性，

以保证信息的发布权在掌握中，尽量减少网络舆论可能对高校造

成的不良影响，但不可否认，在开放性极强的新媒体平台，高校

引导舆论的难度大大增加。而在这样的情况下，网络上的虚假信

息繁杂，当代大学生虽然适应力很强，但由于长期生活在相对简

单地环境里，对于是非和真假的判断力还较弱，很容易就被网络

上的舆论导向所迷惑。而误导的信息由于新媒体传播速度极快，

很可能会引起更大的舆论危机，给高校新闻宣传带来严重的负面

影响。 

同时，新媒体交流的公开性使得传播“去中心化”，这从某

一种程度上来说是对高校官方媒体的权威性的一种削弱，打破了

以往高校新闻宣传的统治性领导地位，使得信息源复杂化、难以

控制。 

（二）新的机遇 

新媒体平台有着非常广泛的传播性，这为高校新闻宣传工作

提供了更加便捷、高效的传播平台。借助于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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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网民的规模已1经非常庞大，这也为新媒体平台的广大浏览
量提供了基础。而众所周知，浏览量就意味着言论影响力和舆论
导向的掌控权。尤其是在大学生群体中，手机、电脑等客户端的
拥有者人数众多，大学生大都对新奇事物的好奇心比较重，接受
能力和学习能力也比较强，所以作为大学生思想教育工作主导者
的高校宣传部门更应该紧紧占据新媒体这个战略高点，比如校园
官网、校园官方微信公众号、校园官方 QQ  公众号等等新媒体平
台，运用丰富的资源开拓和多样的传播模式，向当代大学生传递
健康向上的信息，通过“润物细无声”的宣传教育手法来推动高
校新闻宣传工作新发展。 

与传统纸媒相比，新媒体具有的信息容量很大，且传播方式

非常丰富，形式也多样化，比如：图片、视频、文字、声音等等

都可以作为新媒体时代新闻的传播形式。 

同时，新媒体新闻还具有很强的交互性，这也保证了新闻的

发布方和接受方能够进行交流和互动，这使得新闻能够得到及时

地反馈，群众的声音也能够被及时地听见。应用于高校新闻中，

则能够帮助校方了解师生的想法，对学校的政策进行及时地调

整。 

三、新媒体时代高校新闻发展新方向 
（一）建立地方与高校的合作人才培养基地

“未来的竞争其实是人才的竞争”，新媒体时代背景下，高

校新闻能够在互联网新媒体平台上，传统新闻学、网络传播学、

广播电视学呈现出越来越强的融合趋势，新的全媒体型人才开始

凸显，这一类人才需要具备突破传统媒体界限的思维与能力，适

应融合媒体岗位的流通与互动，集合采访、撰写、摄影、录音、

编写、网络技能运用及现代设备操作等多种能力于一身。 

高校可以与地方建立校地合作平台。学校可以给媒体单位提

供合适的人才储备，而地方上也可以监督人才的培养；对于各高

校来说，这也是一个给学生进行实习实践的好机会，可以帮助学

生在实践中成长，实现合作共赢。 

（二）校企合作办学

校企合作办学是地方与高校建立合作人才培养基地的延伸，

对于高校中对于新媒体感兴趣或者有天赋的学生而言，这是另一

个机会，可以帮助那些对于将来进入地方电视台或者其他地方国

家单位不感兴趣的同学来说，一个新的就业方向。企业的文化相

较于政府而言，气氛比较轻松，但同时竞争压力也更大，对于年

轻的高校大学生而言，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磨练机会；而对于企业

单位而言，在培养优秀新媒体新闻人才的同时，也能够在一日日

的反复试验中，真正找到自己企业需要的人才，为企业的建设提

供人才储备，也能够慢慢培养出与企业需求相契合的人才。 

（三）校园内搭建新媒体平台，培养优秀人才

要定期召开学校层面的宣传工作总结和计划大会，对先进集

体和个人予以表彰，并成立专门的新闻工作组织，统筹做好学校

新闻宣传工作。组织系列新闻宣传专题培训，定期做宣传工作技

巧培训和工作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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