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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型本科网络与新媒体专业人才培养探究 

——以西安欧亚学院为例 
罗丽霞 

（西安欧亚学院  陕西西安  710069） 

【摘  要】截至2021年4月，我国已有300多所高校开设了网络与新媒体专业。专业发展过程中，面对快速变化的传播

生态与媒体格局，对本专业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为应用型本科院校，西安欧亚学院网络与新媒

体专业通过对行业发展调研与岗位分析，梳理人才培养能力模型，并在教育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与产业高度

融合的专业实践教学模式及社会服务特色，为西部网络与新媒体人才培养探索提供了一定的思路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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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环境变化与专业人才能力模型建立 

智媒时代传播生态重塑，产业图谱围绕内容生产、渠

道更迭、场景再建、技术驱动、消费转化等形成融合趋势。

人工智能技术和媒介实践的深度融合引发了人机交互的

信息生产模式、多元复杂的舆论生态、技术驱动的媒体格

局，为网络与新媒体专业的人才培养带来了机遇和挑战。 
1.1  新文科背景下人才培养的多元要求 

为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2019 年 4 月 29 日教育

部、科技部、财政部等 13 个部委联合发布“六卓越一拔

尖”计划 2.0，其中明确提出有计划、有步骤地建设新工

科、新农科、新文科等一系列举措。新文科主张把新技术

融入哲学、文学、语言等诸如此类的课程中，为学生提供

综合性的跨学科学习的新兴学科。在此背景下，战略性、

创新性、融合性、发展性成为新文科的一些基本特征。 

同时，新媒体行业对从业人员提出了“一专多能”的

能力要求。不仅应当具备采写编评等基本能力，还需要掌

握网络技术、大数据、跨界协作、社交媒体、经营管理等

新的能力技巧。 

在此背景下，西安欧亚学院网络与新媒体专业把握新

媒体发展态势，遵循跨学科、跨文化、跨媒体、跨行业的

发展趋势，动态调整并重构课程体系，打造具有核心竞争

力的课程群，助力学生多元发展与终身学习。 
1.2  专业调研与能力模型构建 

研究团队抓取各大网络招聘平台网络与新媒体相关

岗位，通过 13031 个岗位招聘分析发现，近年网络与新媒

体的职业需求集中在四个主要的岗位，分别为：新媒体内

容运营、媒体数据分析、媒体策划推广与新媒体品牌管理。

岗位核心能力主要集中在创意策划、文案写作、短视频创

作、可视化、社群运营等核心能力诉求上。此外，这也体

现了网络与新媒体人才“一专多能”的诉求，除了策划文

案、活动组织等能力以外，需要能够熟练操作 PS、AE、

PR 等软件。 

对于学历要求大多为大专或本科学历；新媒体运营岗

位大多要求至少 1 年以上的实际运营工作经验；媒体数据

分析、媒体策划推广与新媒体品牌管理岗位则大多需要 3

年以上工作经验。 

综上所述，产业对网络与新媒体专业学生的核心要求

为具有创新能力、策划写作能力、运营营销能力以及一定

技术能力的，能够与产业发展并轨，有着丰富实战工作经

验的专业化人才。 

岗位 分析岗位数量 主要能力需求关键词 
新媒体 
内容运营 

1744 
短视频创作、文案编辑、创意策划、团队合作、SEO、新闻热点捕捉、平面设

计、沟通能力、直播、编导、思维、社群等。 
媒体 

数据分析 
1521 

可视化、需求分析、数据挖掘、数据模型、界面设计、H5、算法、BI、舆情、

前端开发、撰写、建模、分析报告、JAVA 等。 
媒体 

策划推广 
5745 

创意、企划、品牌、团队管理、数据分析、撰写、设计、社群、软件操作、执

行能力、广告学、市场调研、业务开发等。 
新媒体 
品牌管理 

4021 
社群、市场推广、客户资源、业务挖掘、撰写、客户沟通、品牌形象、线下执

行、协调、技术、设计、企划等。 

1.3  人才培养方案修订 

在充分的行业和高校调研基础上，采用行业倒逼机制

和能力模型反推，明确了网络与新媒体人才培养目标及培

养体系。本专业围绕网络与新媒体传播的社会需求，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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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国际视野和新媒体思维，具备良好的科学素质、人文

素养、社会责任感和职业道德，拥有新媒体技术和内容制

作能力、数据挖掘与分析能力、新媒体运营推广及品牌管

理能力，在传媒机构、新媒体公司、政府部门及企事业单

位等从事新媒体内容生产与推广运营、公共传播与舆情管

理等工作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同时形成了通识通修课程+

专业教育课程+个性发展课程的三大课程板块以及特色专

业实践体系。 

2  专业实践体系构建 

基于学校的应用型定位以及专业特色，网络与新媒

体专业积极拓展行业资源，创建实践条件，搭建实践体

系。 

网络与新媒体专业多维度理顺实践教学体系框架，

搭建实践教学平台。通过转变教育教学理念、培养创新

型组织文化、调整人才培养方案、研发应用传播课程、

改革教学方法与考核方式、完善实践教学板块、搭建实

践教学平台、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引进校外优质资源等

几个维度进行多轮探索实践，设计了从大一到大四实践

不离手的系统科学的实践教学模式和切实可行的具体实

施项目。 

积极建立和拓展实践教学资源。一方面在校内，网络

与新媒体专业建成创意与媒体实践中心，包含网络新媒体

工作室、创意传播工作室、交互与文化创意工作室、无人

机影像工作室、陕西新媒体工作室等专业单元，通过校内

企业驻点模式建成智慧树在线课程拍摄运营基地、无人机

研发公司等多家合作机构，办学条件与办学资源满足教学

与研究基本需求。另一方面根据专业属性与实践教学需

求，同陕西电视台、西安电视台、优酷网、环球网、北大

方正、大疆创新等媒体企业建立多元合作共享发展模式，

并拓展多家网络与新媒体企业机构建立实践基地，为学生

实习实训与就业发展提供平台资源。 

通过社会服务，网络与新媒体专业已经为政务新媒

体、传统媒体新媒体端、区域自媒体大号、政府部门等定

点输送人才，目前已经覆盖政务、文化、教育、旅游、智

库等多领域。 

3  形成差异化专业特色 

西安欧亚学院网络与新媒体专业经过 7 年专业发展

和沉淀，形成了主要专业特色。 

3.1  人才培养方案强化应用型定位及产业前瞻，

构建实践教学体系 

洞察传媒变革，结合产业前沿与智媒发展，关注移动

互联与技术驱动，聚焦渠道与运营，定位高质量应用型人

才培养，转变教育教学理念，遵循传媒教育实践规律，构

建以学生为中心的、适应行业发展的应用传媒实践教学体

系。通过工作坊、新媒体训练营、研学等专业实践活动，

形成工作室制、项目制、社群学习等教学模式。学生从社

会初步认知、媒介综合素养提升、专业技能累积到项目全

方位实践，通过进阶式学习，具备未来工作岗位所应掌握

的操作技能和职业素养。 
3.2  课程建设紧追行业发展趋势，构建科学课程

体系 

依据学生应用能力和职业要求，联动行业，开发特

色课程群。与头条学院、企鹅学院合作，将行业项目植

入课堂，提高学生实践能力。“网络编辑”课程获得今日

头条颁发的“新媒体教学创新奖”；2020 年 4 月腾讯全

国双百云课收录发布“新媒体数据报道与分析”“移动

信息传播”“无人机报道”“新媒体运营”4 门课程，优

质教学资源向社会开放。目前建设校级精品课 3 门，校

级重点课程 5 门，专业重点课程 10 门，逐步打造较高

质量专业课程群。 
3.3  产学研深度融合，服务区域经济发展 

充分发挥专业的人才、科技、信息等资源优势，联合

省教育厅成立陕西省教育新媒体研究院，在自媒体应用研

究方面建立系统和标准，推动新媒体业态发展，向外输出

品牌和影响力。坚持以教学、社会服务为带动，获批省级

“双百”工程，开展高校结对帮扶，助力脱贫攻坚。以提

高教师专业能力和综合素养为原则，提高学生能力为目

标，先后承办全国无人机传播论坛、全国院校无人机航拍

摄影应用培训班、多媒体编辑师资格培训与考试认证。无

人机航拍团队多次承接全国重大、省级精品、区域影响力

活动拍摄任务，形成业内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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