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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采写课程与课程思政的要求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天然联

系。新闻行业，作为党的喉舌，作为党和人民沟通的桥梁，天

然具备政治属性，也天然要求从业人员必须具备基本的思想政治

素养。所以，在相关课程中进行思政教育既是顺理成章，也是

行业要求，具备思政教育的天然基础。通过思政教学，可以保

证能够为新闻行业生产出合格的、符合党的要求的新闻工作者。

同时，也可以保证传媒领域的相关文化产品的思想政治水平，

保证社会文化能够很好的为政治服务，同时也能保证思想教育通

过大众文化产品进行有效传播。通过有效的课程实践发现，可

以通过诸多有效的路径达到设定的思政教学目标。

1  精选思政案例

随着传媒事业的不断发展，新媒体日新月异，传统媒体也

在新媒体的追赶下不断发生可喜的变化。面对更加复杂的新闻环

境，思政教学资源不应该仅仅局限于传统的教材、理论性书籍，更

应该依照学生的媒介接触经验、年龄特征、思想特点等内容优选

新媒体资源，让思政资源一改严肃传统刻板的面目，呈现大学生

群体可接近、乐于接近等状态。在课堂上，既要把人民日报、新

华社等主流媒体的时政报道引入课程，成为思政教学资源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同时，也会将微博、朋友圈、新闻类app等新媒体

平台上的不同新闻教学资源引入课程，作为思政教学资源的重要

内容。

2   打造专属于课程的思政系列讲座

授课过程中开展系列讲座活动，广邀新闻传播领域知名学

者、主流媒体负责人与学生面对面交流，特别是要邀请一些微博

大V,知名公众号作者和运营者到课堂内进行讲座，让学生能够对

新闻行业的前沿发展有了解，同时也对行业从业的规则有深入的

把握。

通过项目的实施，将聘请行业内的专家和学者针对新闻业务

和思政教育结合的主题进行一系列的课程思政讲座活动。在讲座

召开的过程中，将进行讲座内容的录制，制作成可供线上观看的

视频形式的讲座内容，形成思政内容和新闻业务内容的系列讲座

视频资源。一来可以供学生在讲座之后回顾收看，二来也可以形

成新媒体产品获得社会影响力，同时，还可以成为未来授课的宝

贵资源，也可以成为相关教师进行学术研究的可参考资料。

3  打造课程校外思政教育基地

在教学过程中除了要在课堂内向学生传达思政知识，更重要

也必要的是，让学生能够真切的在实践中记录中国的发展。在授

课过程中，可以积极引导学生走出课堂去课外记录中国变迁，例

如可以在2020年开展记录新世纪中国20年的实践活动，利用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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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
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新闻采写课程从课程内容到课程性质都和思政内容存在着一定的关系，是可以进行思政教学的典型课
程。本文通过实践教学总结出新闻采写课程思政目标实现的有效路径，以此作为此类课程开展思政教学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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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例如抚顺市雷锋纪念馆开展红色主题之行，既能锻炼专业知

识和技能，同时，也能让同学在记录中国的过程中增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为了配合学生的采访实践活动，课程将着力打造一批校外的

思政教育基地，让学生不断通过“行万里路”接受潜移默化的思

政教育，不断提升思政素养。因本校近沈抚地区，且抚顺市雷锋

纪念馆与我院有着良好的前期合作关系，所以在校外思政教育基

地的选择上将优先选择抚顺市雷锋纪念馆，让学生通过对纪念馆

的参观、纪念馆的文献研究来完成专题性的采访、写作等内容，在

过程中不断提高思政素养，进行润物语无声的思政教育。后期，课

程还将与沈阳9.18纪念馆、本溪抗联英雄纪念馆等地进行联合教

学，打造一批优秀的校外思政教育基地。

4  加强对教师的培训

在新闻采写教学领域的思政教育上，面对全新的媒介环境，

不能仅仅局限于传统的课堂内的灌输和理论讲授。社会环境在变

化、学情在变化，在新闻业务课堂上进行思政教育时，如果还仅

仅局限于传统的时政报道的分析和讲授，会让学生失去兴趣，同

时会觉得教学方法的生硬，为了能够让新闻采写课程的思政教育

真正做到润物细无声，授课教师不能仅仅局限于对书本知识的研

究，更要在尽可能广的维度上接触社会实践，这样才能尽可能多

的获取关于行业前沿的知识和信息，在授课的过程中才能更有的

放矢的进行思政教育。授课教师到媒体一线进行挂职锻炼，感受

行业前沿发展，这样才能将思政教学跟一线更好对接。

新闻采写课程能够跟思政内容链接的点比较多，关系也比较

紧密，在思政内容的选取上有很大空间，唯一需要在课程内多做

思考的就是思政教学形式设计。通过教学实践发现，通过精选思

政案例、开展思政讲座、打造思政教学基地及教师培训等手段开

展思政教学，能够做到潜移默化的思政教育，有效提升学生思政

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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