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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数据时代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的基本要求

1.1培养学生数据抓取能力

在互联网飞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网络中的新闻数据量越来
越多，新闻传播专业学生在面对大量数据时，需要具备较强的

数据抓取能力，将数据中的有用信息提炼出来，以提高传播的

效率和质量。大数据时代背景下，新闻传播人才应当具备数据
抓取的能力，能够对数据具有较强的敏感性，通过大数据分析

获取各种类型的新闻数据来源。强大的数据抓取能力源于学生对

数据的敏感度，在培养新闻传播专业人才的过程中，高校应当
对学生进行专门的训练，确保学生具备较强的数据意识。

1.2培养学生数据分析能力

新闻传播从业者能够利用网络资源了解实时热点，同时也应
具备数据分析能力，能够从已有的新闻数据中提炼出有价值的内

容，并且得出相应的观点。为此高校在新闻传播人才培养过程

中，应当重视学生数据分析能力的锻炼，将大数据技术与新闻
相融合，确保数据分析具有较强的时效性。新闻传播本身具有

一定的人文内涵，仅仅依靠网络技术难以满足新闻传播的人文属

性，为此在人才培养过程中，高校应当重视对学生数据分析能

力的锻炼，让学生能够做到基于受众分析数据。此外新闻传播
本身具有及时性的特点，在开展新闻传播活动时，学生需要在

短时间内对新闻内容进行分析，基于新闻传播的特点和规律，

提高传播效果和速度。
1.3培养学生数据可视化能力

数据可视化通常是指将新闻数据转化为图表以及视频，让原

本枯燥的文字变得生动有趣，以提高新闻传播的效果。在大数据
时代下培养新闻传播人才，高校必须重视对学生数据可视化能力

的有效培养。随着新闻传播行业的不断发展，新闻的叙述方式正

在由定性描述向定量描述转变，如果只是直接展示数据，很容易
导致新闻的受众缺乏阅读兴趣，此时数据可视化显得尤为重要。

新闻传播专业人才应当对数据进行可视化的操作，将复杂的数据

转化为直观的图表，并且不断拓宽新闻传播的渠道，确保新闻传
播质量的提升。此外，在数据时代下，新闻传播从业者的信息素

养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新闻传播的广泛性，只有可视化的数据才更

容易获取群众的青睐[1]。
2　大数据时代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模式的优化策略

2.1 优化课程体系，贯彻理实结合理念

合理设置课程是人才培养的基本前提，在优化新闻传播人才
培养模式的过程中，高校必须重视课程体系的优化，实现理论与

实践之间的有效平衡，确保学生的专业技能和实践能力能够得到

有效提升。大数据时代背景下，新闻传播的各个环节都与计算机
息息相关，为此高校在课程设置的过程中应当融入信息技术方面

的教育活动，让学生能够掌握计算机的基本操作方式，并且能够

利用计算机软件对新闻数据进行加工，确保学生能够掌握文字排
版、视频剪辑、图片处理等基本的技能。高校还应在课程设置以

及科目教学顺序之间做好平衡，应当充分重视文化基础课程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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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确保学生能够具备良好的文化素养，在面对新闻传播工作时

能够以丰富的知识解决实际工作问题。此外，高校还应平衡好理

论课与实践课之间的比例，增加新闻传播实践教学的比重，以多
种形式开展实践教学，确保课程体系能够满足学生专业发展的需

求[ 2 ]。

2.2 重视师资建设，提高教师整体教育水平
强大的师资力量是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模式得到优化的重要前

提和保障，大数据时代下高校必须重视师资队伍建设，提高教

师的整体教育水平。高校应当从人才引入和师资培训两个角度出
发，确保新闻传播专业师资队伍的先进性。从人才引入的角度

来看，高校应当充分重视新闻传播人才的引进，除了优秀的应

届毕业生之外，还可以邀请企业的资深管理人员到校兼课。从
师资培训的角度来看，高校应当制定完善的在岗教师培训机制，

针对新闻传播专业教师所需的职业能力进行专项培训，打造一支

学习型的师资队伍。此外，高校还应格外重视大数据的时代背
景，对新闻传播专业教师提出更高的要求，推动教师信息化教

学水平的提升。

2.3基于校企合作强化学生实践能力

校企合作是高校人才培养的重要发展趋势，新闻传播本身具
有一定的特殊性，在人才培养过程中，高校必须与企业进行深

入的对话和交流，为学生寻求实习和校外学习的机会。实际

上，相较于其他专业，新闻传播专业人才培养更加强调对学生
实践能力的锻炼和提升，只有通过高效率的实践，才能让学生主

动了解行业的运作特点，并且了解新闻传播行业的发展方向，为

学生树立高远的志向。在深化校企合作的过程中，企业可以向高
校提供师资力量，外派专业的新闻传播工作者向学生传递经验，

并且参与到教材编写等基础性工作，确保实践教学能够与工作实

际相匹配，让学生能够提前接触到新闻传播的工作环境。此外，在
完善的校企合作机制下，企业能够成为高校学生实习的重要平台，

让学生能够在企业中进行深入的学习，并且了解最新的行业发展

动态，进而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新闻传播观念。在形式多样的实
践活动中，学生的新闻传播专业素质能够得到有效培养[3]。

3　总结

综上所述，大数据时代背景下，高校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模
式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高校应当充分关注新闻传播行业的发

展动态，与企业进行深入的沟通和交流，确保高校人才培养能够

顺应时代的发展潮流，通过大数据时代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模式的
优化，为社会输送高素质新闻传播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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