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论探讨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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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我国新闻传播事业和体育事业的迅猛发展，在当前媒介融合的大环境下，我国的体育新闻教育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
战。本文旨在通过对当前我国体育新闻教育的现状以及困境，提出一些具有可行性的对策与建议，以期能对我国体育新闻教育的发
展提供借鉴，使我国更好的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转变的过程中作出该学科应有的贡献。 

关键词：媒介融合；体育新闻教育；问题；思考 
 
当今是一个全球化以及媒介高度融合的信息时代，各类传

播媒介互相依存，相互渗透，形成了一个纵横交错的信息互联
网络，渗透于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特别是具有交互性、跨时
空性、主动性、互动性、移动性等特征的新媒体的出现，[1]更
是打破了传统媒介一枝独秀的局势，社会影响力越来越明显。
如何及时跟上信息时代发展的需要，培养不具有时代使命的专
业人才，已成为当下我国体育新闻教育的共识。 

1当前我国体育新闻教育的现状：各类体育院校与综合性大学
优势互补 

我国体育新闻教育的诞生标志是 1985 年的上海体育学院体
育新闻写作班的开设。体育新闻教育的兴起，丰富了我国新闻
传播教育的内容。进入 21 世纪后，我国新闻传播事业和体育事
业的迅猛发展，为适应社会的需要，体育新闻专业在我国各所
体育学院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比如成都体育学院（2000 年），
北京体育大学（2000 年），广州体育学院（2000 年），武汉体育
学院（2001 年）、天津体育学院（2001 年）、西安体育学院（2002
年）和一些综合型大学：吉林大学（2000 年），南京师范大学（2000
年），郑州大学（2003 年）相继建立了体育新闻专业。相比而言，
综合性大学的体育新闻专业办学的专业化水平没法和具有专业
优势的各大体育学院相比，但是也有着人文环境更加深厚的背
景优势。像南京师范大学仅在新闻传播学院设立体育新闻专业，
此外像一些高校开设了体育新闻专业的相关课程。 

2当前我国体育新闻教育的困境 
2.1 课程设置与时代发展有差距 
体育新闻专业作为一门我国体育事业和新闻传播事业蓬勃

发展的新型学科，经历着从无到有、日趋完善的成长过程。教
科书作为一个专业教与学的传播载体，既是教师教学讲授的基
本依据，又是学生掌握专业知识的来源。由于我国的体育新闻
教育依然处在探索的起步阶段，相关教材也依然不多。当然，
不少院校体育新闻专业在使用教材时，和综合型大学的新闻传
播专业使用也区别不大，并没有形成自己的学科体系和独到的
学科特色。导致体育新闻专业学生在接受四年的高等教育后，
毕业竞争时没有自己的专长，难以适应日渐激烈的社会竞争。 

2.2 师资力量不尽合理 
教师队伍的学科背景以及年龄结构不合理一直以来是我国

体育新闻教育的软肋，也成为制约体育新闻专业发展的瓶颈。
全国各院校体育新闻专业的教师中有过正规体育新闻专业科班
出身者较少。大多数是新闻传播专业、中文专业或者其他一些
社会科学类或者体育专业背景的师资来担当，这对体育新闻教
学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大大影响了本学科的发展。目前，各高
校对新进教师的学历普遍要求博士学历，纵观全国有体育新闻
专业博士培养高校仅有北京、上海、成都、武汉等少数几所体
育学院，这对培养高层次体育新闻传播人才制约不少。 

3专业素养夯实不够 
前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曾经说过：“奥运会成功的一半

取决于成功的体育新闻报道，其根源取决于成功的报道者和采
编者，取决于这些新闻从业者的人文素养、学识、视野以及文
化底蕴以及理念。”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影响力的日
益提高，近年来在我国举办的各种国际赛事层出不穷，这对我
国体育新闻传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传播出更具有国际水
准的新闻报道，如何在这一系列具有重大国际重大影响力的传
媒事件中塑造一个开放包容、蒸蒸日上的大国形象等对我国的
体育新闻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在这方面体育新闻教育差
距依然很大。 

4 培养理念有待提高 
全球化与奥林匹克精神的融合是当今国际化发展的必然趋

势，体育新闻传播教育要有这种高瞻远瞩的大局意识。体育是
和平时期没有硝烟的国际战场，如果舆论引导不好就会使之成
为民族主义情结的爆发源。为防止极端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滋生，
对传播者的教育培养要有目的的引导。因此，体育新闻教育培
养出的人才需要具有宽广的国际视野，这也符合中国更好的融
入世界发展的需要，符合我国日益强大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
力，符合中国和平发展的外交发展的需要，以及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中国梦”的传播。 

5 结语 
在当前全球化趋势日益加深的时代背景下，我国的体育新

闻教育应该解放思想，及时调整学科的发展战略，以此能够培
养出更适应时代需求的各类专业人才。 

5.1 加强通识教育 
体育新闻学是一个综合性高、应用性强、涉及面很宽的新

兴学科，其实践性和开放性也很强???。目前在全球化以及媒介
融合的大背景下，我们应该改变原有的传统培养方式，调整战
略，以此更好的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改变过去传统纸媒新闻业
务教育为主的体育新闻专业培养模式，加大广播电视及网络媒
介、新媒介等课程门类，使之具备全媒体的传播能力，培养一
专多能的传媒意识和能力。特别注重通识教育，最终才能在竞
争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 

5.2 重视对体育历史文化和奥林匹克知识的培养 
根据近年来业界的虚假新闻统计，体育新闻占据了很大的

比例。一方面和从业者缺乏社会责任感有关，另一方面也反映
了传者对体育历史文化知识的匮乏以及奥林匹克知识的不理
解，闹出不少错误。这要求从业者在具备社会责任感的同时，
一定要加强自身建设，紧跟国家大政方针，重视体育历史文化
和奥林匹克知识的积累，做到术业有专攻，才能奉献出精准、
耐人回味的体育新闻报道。 

5.3 加大媒介素养教育 
媒介素养是衡量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刻度与标尺，关乎

国家和民族的未来。鉴于体育运动的国际化，科技化、商业化
日趋显著，体育新闻传播已成为一个国家形象展示的窗口，以
奥林匹克运动为代表的国际体育赛事已成为一个国家展示其经
济、科技、文化、社会制度、政治等综合因素的平台。因此，
体育新闻专业的媒介素养教育适应提高对信息选择、评估解读
的能力，以此更好的为国家形象的传播奠定基础。 

5.4 加强合作意识 
体育院校体育新闻专业之间要加强交流与合作，互通有无，

共同致力于本专业的学科建设和学科发展。注重学界与学界、
学界和业界的密切合作一定能使体育新闻专业沿着具有自身学
科特点和优势的路径向前发展，也一定能在我国从体育大国向
体育强国的转变中发挥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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