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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

论新时代传媒人才视觉素养的构建
富　刚 1　夏　星 2

（1. 重庆交通大学 重庆 400074；

2. 重庆科技学院 重庆 401331）

摘要：媒介“融合”时代为现代传媒人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传媒人需要不断提升个人的视觉素养适应“视觉时代”的发展。

本文论述了现阶段高校传媒专业人才培养中视觉素养缺失的问题，

分析了传媒业视觉素养构建的重要性，对高校传媒课程设置中视

觉素养与艺术课程的关联性做了分析，为我国新时代传媒人才培

养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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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艺术史家贡布里希（E.H.Gombrich）曾描绘过如此的

视觉情景：“我们的时代是一个视觉时代，我们从早到晚都受

到图片的侵袭。”如今，中国也处在这样一个“视觉时代”的

繁荣期。社会发展到今天，现代传媒业已经是艺术与创意的高

度智能集中体，从内容生产的形式来看，视觉传达形式的媒体

构成了最重要的部分，如纪录片、电视新闻、电视文艺、影视剧、

摄影图片、报纸的排版、广告海报、新媒体平台都以视觉观看

的形式进行着信息的传播，其中内涵了多种艺术的综合和多种

视觉语言的体现。

由此看来，新时代传媒从业人员要具备较高的视觉素养来适

应传媒业的发展，然而我国大部分高校在这方面的人才培养和认

识明显不够，已经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本文试从以下几个方面

讨论传媒人才视觉素养的构建问题。

一、媒体融合背景需要传媒人才提升视觉素养

我们已经处于一个媒介“融合”的新时代，“融合”显著地

表现在传媒、人文、艺术、科技多个领域的交叉。传统的视觉艺

术形式摄影、电影、电视、数字新媒体、绘画、平面设计艺术形

式都会相互融合渗透，综合体现在传媒作品创作中，而不像传统

艺术的发展具有独立性。比如电视节目包装这个领域，融汇了多

种艺术形式，动画、3D 技术、影视特效、平面设计、影像制作、

绘画等，具有很强的视觉设计要求。再比如新闻传播需要用到的

H5 动画和数据新闻，则是平面图形设计、互动技术、动画、新闻

编辑、计算机大数据等内容的综合体。

融合背景下，传媒产品的融合需求对传媒人才的视觉素养和

综合素养都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而我们传媒人才培养恰恰是在艺

术思维领域视觉素养的欠缺，导致了创作上的障碍和人才就业时

候的能力问题。

二、高校传媒人才视觉素养的培养缺失

什么是视觉素养？ 1997 年，格林威提出：视觉素养是通过视

觉分析技能和视觉创作技能来应用视觉思维。2011 年，美国大学

与研究图书馆协会（ACRL）出台《高等教育视觉素养能力标准》，

该标准对多年来各国视觉素养概念进行整合延展，认为视觉素养

是一种能力，具有视觉素养的人能够有效地发现、阐释、评价、

使用并创建图像与视觉媒体。高等教育领域普遍认识到高校视觉

素养教育有利于培养高校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如视觉思维、

视觉交流等方面，以适应高速发展的信息社会。这个标准是针对

一般社会大众在现代学习生活中所具备的基本视觉素养。而对于

传媒领域专业人才来说这个标准只是一个基本要求，传媒人才的

视觉素养会要求更高，甚至说是视觉艺术的重新创造与创新者，

既要有艺术创造性的思维，又要有很好的视觉表现和传媒产品转

换的能力。

然而，分析我国国内现状，高校视觉素养课程开设普遍较晚，

不可否认高校传媒人才培养是受多方面的条件制约。一方面与我

国的艺术基础教育整体水平不高有关，高中、初中阶段过于重视

文化课的内容学习，艺术课程较少，导致艺术修养和审美培养不足，

这方面内容寄托于高校里进行提高和补充是万万不够的。而另一

方面，高校在艺术视觉思维训练方面的课程也是不多，由于师资

配备、课程大纲设置和学校资源不足的情况下，很多高校传媒课

程的艺术训练课则是没有的状态。

有的时候学生是学习了传媒的专业基础课程，掌握了传播和

制作技术手段，写作技能，掌握了新闻传播的理论基础，但是在

做创意性作品视觉表达的时候，则体现了作品视觉表现的不足。

比如，微电影和纪录片画面不美观、构图角度不耐看、缺乏画面

质感，或者剧本创意平淡没有艺术新意。报纸和海报作品、图文

排版混乱、图形绘制不准确、色彩搭配混乱。新闻图片摄影作品

没有影调质感、拍摄主题不能引起观众的共鸣。网站与新媒体平

台的建设，注重功能和内容，界面设计不注重视觉上的图标、排版、

颜色使用上的问题，导致媒体平台缺乏个性风格和缺乏关注力，

这些作品问题都是在视觉修养上不够造成的最终结果。

我们经常说学生在校期间没有一个完整的、拿得出手的作品，

确实在视觉表现力上就已经输了，如果作品没有艺术感和美感，

那么传播的内容和思想怎么能够在这个视觉泛滥的时代吸引和影

响观众。那么这样毕业的学生也就无法适应新时代传媒业的发展，

会在激烈的竞争中慢慢失去自己的创造力。

三、传媒人才视觉素养的培养要与艺术密切关联

艺术与传媒是不可分割的，两者是互相融合互相影响的。我

们都知道传媒领域的电影、电视、摄影是现代技术诞生的产物，

其艺术的创造性理论都借鉴了早期的绘画和雕塑传统理论。而视

觉素养培养的方法，在美术教育教学中经常使用。主要表现为对

画面的构成和图形绘制的研究，如设计理论三大构成方式、图形

图像创意、基础造型练习、摄影构图与造型，版式与字体设计，

这些练习看似纯艺术类院校才应用的方法，实则为促使学生认识

视觉画面构成和对视觉元素的认识、理解、加工、重构，内涵为

视觉上的形状、色彩、物体质感的审美认识，这些方法和理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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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课程中的微电影、纪录片、摄影的构图和画面质感表现方面

应用非常广泛，只是在静态构图中加入了运动的元素，而传媒中

的报纸、平面媒体、新媒体平台、网站，则是要大量绘制原创图形、

图文新闻编排，这对于画面的形式美感尤为重要。

因此，我们看到某些纯美术类、纯艺术类的高校传媒专业

正在以个性化的方式发展，南京艺术学院传媒学院、四川美术

学院影视动画学院，在结合自己在艺术创作和视觉表现力上的

优势，开办传媒的专业教育，出现了较多的影视作品，作品极

具艺术欣赏性、视觉效果突出，这得益于学生具备较强的造型

基本功训练、学校的艺术氛围熏陶和教师在视觉表现和传播方

面的引导。与其说是个性，不如说作为常态化的传媒人才培养

路径。某些地方综合性大学专业划分建立艺术与传媒学院，一

个学院的发展同时涵盖艺术类和传媒类，这样学科的融合也是

对传媒人才培养非常有益的。因此传媒人才视觉素养的建立要

与艺术类专业密切关联，取长补短，学习艺术中的视觉思维方式、

表达技巧和创意思路。

传媒视觉经验的积累得益于课程中合理的训练方法和一定数

量的训练实践，而有些传媒专业在这些课程方面开设相对较少，

使得学生的视觉素养无法达到行业标准。提议在实验实践课教学

中，引入艺术视觉素养训练内容，在传媒技术课之前适当融入艺

术视觉创作基础知识，设想解决这个问题另一种方法是学生在从

高中入读大学专业之前就应该进行美术、影视、音乐等方面的基

础知识和训练，学生在入学考试中加入这些方面的内容获得早期

的视觉经验积累，为后面的传媒实践课打下基础，提高实践能力

和作品质量。新的人才培养方法同样对于教师的个人综合素养提

出挑战，既要有传媒技术素养又有艺术视觉素养或者说美术造型

素养，教师还要为学生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指导。因此教师队

伍的人才培养也需不断参与实践、磨练和提高应用能力，或者可

以是多种专业背景的教师相互合作教学达到相同效果。

四、结语

新时代传媒业对传媒人的创作素养要求更高，在此期望高校

的传媒人才的培养能以高效、长远、持久的方式发展，能够排出

教育上的艰难阻碍，共同构建我国高素养的传媒创作人才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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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图书馆员新型服务能力和研究能力提升研究
顾志芹

（华中科技大学图书馆，湖北 武汉 430074 ）

摘要：近年来，我国高校的图书馆发展势头良好，很多高校

都将信息技术融入了图书馆的管理工作中，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

高校图书馆的管理效率和质量。但受到客观因素和自身素质的影

响，图书馆教师的服务能力和科学研究能力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这个问题若能得到有效解决，高校图书馆的综合服务能力将提升

到一个新的高度。本文将针对高校图书馆员的服务能力和研究能

力进行分析，并提出一些策略，仅供各位同仁参考。

关键词：高校；图书馆员；服务能力；研究能力；提升策略

高校要为社会培养更多优质人才，除了要重视发展自身教学

水平，还应将部分精力放在校园建设上。图书馆作为学生获取知

识的重要途径，对学生未来的发展有非常大的影响。一般来说，

馆员的素质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图书馆的总体服务水平。随着高

校总体水平的提升，很多图书馆都引入了信息技术，这对图书馆

员的研究能力也提出了一定要求。图书馆员若是具备较强的研究

能力，将在很大程度上提升图书管理的效率，还能将图书管理工

作的质量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对于授课教师来说，教学能力和

研究能力结合可为学生提供更加优质的授课内容，提升学生的学

习质量。对于图书馆员来说，服务能力和研究能力结合也是非常

重要的。在以往的图书馆管理中，教师通常会将精力放在提升自

身服务水平上，对研究能力的关注较少，这会在无形中阻碍图书

管理工作整体质量的提升。基于此，提升高校图书馆员的服务和

研究能力成为当代图书管理工作的新议题。

一、提升高校图书馆员的服务和研究能力的意义

（一）有利于图书馆总体水平的提升

图书馆员若能提升自身的服务意识和科学研究水平可在很大

程度上解决当前图书馆存在的问题。在实际工作中，图书馆员应

尽可能学习一些新的管理技术、图书馆管理理论，并借此推动自

身实际工作的发展。一般来说，高校图书馆是一个高素质人才汇

聚的地方，这些人可解借助图书馆丰富的资源进行科学研究，将

在无形中促进图书馆总体水平的发展。

（二）有利于促进高校科研水平的提升

一般来说，高校图书馆主要是为学校的学生和教师服务。图

书馆员若能具有较高的服务能力和研究能力则可在很大程度上满

足学生和教师对优质学习资源的需求，从而在无形中提升学生的

学习效率，还能促进教师科研能力的进一步提升。因此，在培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