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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初以来，在线教育类APP 成为了大中小学在线学习
的刚需与标配，其中功能强大的移动教学平台越来越成为学生学
习的首选。根据市场研究公司Global market Insights的数据，

“预计到2027年，在线教学APP、移动教学平台的使用将以21%的
复合年增长率飙升”。可见，有在线教育需求的人群还在不断增
长，成为应对后疫情时代学习、工作的标准化配置，为居家学习
工作提供了一项新的思维模式与保障。

作为新闻学专业，在使用线上移动教学平台，在远程自主
学习、师生互动方面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但另一方面，新闻学
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学科，大量的实验课程及实践环节需要操作
实验设备，以及实验教师的现场指导，移动教学平台目前还无法
全部满足。

但各类移动教学平台的大量出现，也为学校、教师、学生
提供了新的教与学的思路，为新闻学科理论与实践教学带来了新
的挑战与契机。

1　高校传统新闻学科教学模式迎来挑战
2020 年以前，高校传统教学模式主要还是校内面对面教学

模式，同时辅以慕课等形式的教学。2020年初，各高校纷纷采取
移动平台教学模式，学习通、腾讯会议、钉钉等移动平台逐渐成
为教学的一种重要手段与方式。

1.1 顺应“互联网+ 教育”时代潮流
2021 年教育部颁布《教育信息化2.0 行动计划》，其中指

出，智能化教育是顺应智能环境下教育发展的必然选择。计划重
点推进“互联网+教育”的具体实施。

一部手机即可教、学、师生互动、传作业、资料、云盘
保存、内容链接等多种功能，功能强大，随时随地可以完成多种
场景的切换，这也是传统的固定教学模式无法相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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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信息化 2 . 0 行动计划》指出：智能环境不仅改变
了教与学的方式，而且已经开始深入影响到教育的理念、文化
和生态。

传统新闻学教育在理论与实践的讲授中，更多是以讲授为
主，而通过使用移动教学平台，学生可以接触到更多的资源，并
且能更快地参加到互动与交流中，增强了主动自学的能力。

1.2新闻学科教学能很好地移动网络平台
其来源于新闻学是一们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新闻专业的理论

学习与实验、实习，主要内容包括新闻的采访、写作、编辑、拍
摄等，在网络发展飞速的今天，出现了新媒体写作、短视频拍摄、
微电影创作、新闻网站内容的采写与制作，因此，在实际教学中，
也离不开使用网络、软件、平台，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达到
新闻学的教学目的，通过网络及各种移动平台，实现教学理念，从
理论到新闻内容的多形态输出，移动网络教学平台可以说是提供
了一种新的教学模式。

2　移动教学平台在新闻学教学与实践上优势表现
移动教学平台的大面积使用，只有短短两年，就成为大学

首选的远程教学工具，说明其具有在在新闻教学与实践上不可比
拟的优势，如其教师在授课方式上灵活多样，学生在学习中有了
更高的自主创新等。

2.1移动教学平台授课方式灵活多样
与传统的线下教学相比，移动教学平台功能强大，可以通

过自带软件录课，
而且内容与教学资源全部可以储存在云盘中，这样解决了教

师在海量教学资源无法保留的问题，同时，这些宝贵的教学资源
都可以设置为链接与参考资料无限放置在课程资源中。

其次是直播，直播既有传统教学方式中面对面的特点，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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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了远程教学的难题，而且还可以通过边教边录的方式，将
传统讲授中声音不可存储，不可回放的特点变为了可以永久保留
与编辑，大大方便了不能参加直播的同学，以及当堂没听清、没
听懂的难题，可以重复听课，记笔记，达到温故知新的效果。

还有其他补充形式，如慕课，通过链接更好的线上资源，
拓展了学生的眼界，达到了更好的教学效果。

2.2 学生学习方式：有一定自主创新
首先，学生只凭一部手机扫码，可以精准学习指定课程、

章节，可以进行教师指定的预习、练习、复习、签到、考试
等任务，同时可以参与讨论，将自己看到好的新闻作品上传到
系统中进行展示，教师可以进行及时点评。

其次，学生自我创作能力得到提高。与传统教学方式相
比，学生在课后完成作品，只能老师看到，作品展示的需求未能
满足，而在移动平台中，如《新闻摄影》《新闻摄像》、《新媒体写
作、编辑》等课程，学生通过手机拍摄照片、短视频、微电影、新
闻作品，除了上交到移动教学平台，还可以分享到微信、抖音等
公共平台，充分满足学生的展示需求，同时通过大量的拍摄、编
辑练习，新闻实践能力也会得到提高。

2.3 线上资源、软件、手机应用能得到充分利用
教师在备课中，可将大量的资源放置在移动教学平台，学

生可以通过下载资源、点击链接、参与讨论、调查，来进行
深度学习。

新闻学科自身特点决定其在网络中所有的内容都可以成为学
习资源，新闻网站，如人民网、新华网每天的内容选择、编
辑，短视频平台，哔哩哔哩、央视频，每天有大量的短视频
可以供学生进行观摩，在不断看的过程中，提高了自己的新闻
作品欣赏水平。

还有网络中大量软件，可以配合新闻学科的课程来完成理论
与实践的对接，如《网页制作》《报纸新闻编辑》《广播电
视新闻节目制作》《新媒体新闻编辑》《微电影创作》等课程，配
合相关制作软件，即可完成实验、课程设计、实践类作品。移动
教学最大优势就是手机的使用，手机中大量的应用软件，可以轻
松实现H5内容的策划与制作、短视频的剪辑、图片的修改拼接、
影视特技的制作与包装，这在传统新闻教学中是不可能一气呵成
的，只能是安排在理论教学后，实践教学环节才可能实现的。

3　移动教学平台在新闻学教学与实践中存在的劣势与问题
当前移动教学平台被大量使用，在提高教学方式灵活多样和

教学随时随地都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直接改变之前校内教学单一
模式，但这绝不意味着可以彻底抛弃线下教学，原因是当前移动
教学平台在新闻学教学与实践中存在一定的劣势与问题。

3.1不能实施有效的课堂监督
相比传统新闻学课程校内教学，教师在课堂中具有监督、

调动现场气氛的作用，但在移动网络教学平台中，录课无法实
时进行特定上课时间的监控，无法与学生形成眼神交汇，也无
法对学生对难易程度的情绪反应进行实时监测，因此，无法能
达到校内课堂的气氛与效果。同时录课不能保证特定时间完成内
容接受，造成后续课程无法赶上进度，出现短期无法消化大量
内容的情况。

3.2 新闻学实验、实践环节的课程无法开展
如《新闻摄影摄像》《现场报道》《新闻编辑》等课程，

配套的实验课程需要使用到演播室、录音棚、摄像机、相机、
摇臂等设备和实验室，只有线上课程，不亲身实践是不能掌握
教学内容的。

同时实验课非常重要的还有老师针对现场实验环节的指导，
不断修正和指明学生在实际操作中的错误与盲区，只有现场实验教
学，才能真正掌握新闻实践技能，这也是线上理论课不能给予的。

3.3通过网络布置作业受限
在新闻学教学与实践中，个人或小组实验实训各种作业，

学生需要按照新闻课程目的与要求完成，而远程教学中，高校
学生分散于全国各地，无法像校内实验实训作业组成团队，共
同完成一个新闻作品从策划、采写、编辑制作、发布的整个过
程。现实中的新闻工作极其讲究突队配合，如2021 年建党百年
央视直播中，央视出动2000 余名拍摄人员共同配合圆满完成。
因此，移动教学平台时空跨度的优势，使团队现场配合能力未
能得到最大化的发挥。

4　移动教学平台在新闻学教学与实践上的优化路径与改进
教育部《教育信息化2.0 行动计划》中认为，“人工智能、

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迅猛发展，将深刻改变人才需求和教育
形 态 ”。

在当前网络、移动媒体技术迅速发展的今天，移动教学平
台便捷教学新模式必然会给新闻学教学与实践带来的新机遇和新
挑战。

4.1 进一步优化移动教学模式，实施“线上+ 线下”混合
模式教学

移动线上教学优势很多，传统校内课堂的沉浸感无可替代，
因此要进一步优化移动教学模式，需要实施“线上+ 线下”混
合模式教学，新闻学科实践性很强，因此，通过线上讲授理论
课程，线下进行教师手把手实验操作，将大大节省学生理论学
习时间，同时增强学生对线下实践教学的兴趣与信息，这样才
能培养出合格的未来新闻工作者。

4.2优化移动教学平台功能
一个良好、安全、稳定的移动教学平台，是师生需要的。

高校师生从会用到用好，都离不开平台维护者、平台开发者的
技术改进，良好的平台功能与体验首先要能充分服务、惠及师
生，急师生之所急，想师生之所想，要简单实用，还要内容
与必选功能一应俱全，后期维护、及时解答师生技术难题，定
期技术培训，课程中能解决课堂中出现的技术问题，从而使师
生有良好的教学体验，这样对新闻学教育也是有极大帮助的。

4.3打造一些具有新闻学专业需求的教学平台或模块
高校学科专业都有自身的特殊性，新闻学科实践性强，如

何创设更好的直播、录播环境，如何打造学生展示作品的平
台，也是平台可以按学科特色开发的。

4.4充分发挥师生的主观能动性
移动教学平台自身还是有一些局限性，但我们要想方设法创

造各种机会，让师生来表现，比如通过与微信平台、腾讯会议
联动，增加课堂的教学的丰富性。教师可以寻找更多的教学资
源、制作更加吸引学生的课件、利用虚拟人物、声音、动画
来进行演示，都会带来更好的教学效果。

总而言之，在“互联网+ 教育”蓬勃发展的大背景下，移
动教学平台在新闻学教学与实践上的优化路径与改进势在必行，
我们要认识到移动教学平台具有跨时空的优势、满足师生远程教
学的需求，但同时在新闻教学中，不能突出新闻学科的实践
性，因此，我们要线上、线下教学不能偏废，要针对每一门
具体的课程来认真研究其适合的教学模式，如何通过线上直播、
录播更好地将知识融入，来更好地提升新闻专业人才的理论素养
与实践技能，探索出移动教学平台新闻教学的最佳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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