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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型人才视域下传播学教学改革路径探索

汤娅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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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素质教育的不断深入，培养应用型人才已经成为时代的要求，传播学教学改革也是势在必行。在应用型人才培

养背景下，本文立足于传播学教学改革的重要性，着重对传播学教学改革的路径进行研究探讨，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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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人才的培养。现阶段，我国已经全面参与

到世界经济中，各行各业对实践性人才的需求呈几何阶梯式的增长。

因此，高校教育只有在教学改革中明确改革的背景和趋势，才能培

养出更多适合社会发展需要的应用型人才。

1 传播学教学改革背景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开始过渡和

转变。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随着经济的飞

速发展，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也越来越大。“用工难，就业难”成为我

国现阶段所面临的两大难题。要解决这一个人才供需问题，就需要

加快教学改革，改变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而作为一些名牌高校和

高校的名牌专业，仍然沿用传统的教学模式，老师讲，学生记，缺

少实践和互动，导致高校培养出的人才很多都只注重理论知识，而

没有实际的操作能力。为此，不少新学校、新专业已经积极寻求突破，

探寻改革渠道，以培养更多能够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应用型人才。

高校培养方向的改变，推动了各学科教学模式的改变。在一些

高校中，课堂教学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教师摒弃旧有的教学

理念，将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思考创新的能力

融入到课程教学当中。这种变革，对偏重理论知识讲述的传播学课

程也提出了新的挑战。如何能够在理论学习的同时又能提高学生的

动手实践能力，成为了教学改革的难点和重点。本文接下来将从传

播学教学改变的必要性入手，探索如何实现在传播学教学改革中培

养应用型人才的问题与路径 [1]。

2 传播学教学改革的必要性
应用型人才是指一方面具备专业的知识理论，另一方面又具备

动手操作能力的专门型人才。理论加上实践，是应用型人才培养最

好的体现。高校在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下，需要学生具备更多的实

践能力，这就给偏理论型的课程出了一道难题。而在传播学传统的

教学中，则偏重于讲解历史演变、结构类型、传播过程、媒介和手

段等。与此同时，传播学的理论知识大多来自西方发达国家，涉及

到知识和学科又多是互相交叉的，这些都直接影响着学生的接受程

度，加大了学生学习的难度。如果传播学教学还停留在原有的传统

的讲授方式上，理论多，实践少，那么学生必然会对学习失去兴趣，

为了应付考试只是单纯机械地背诵理论，不能结合实际加以应用，

使得学生毕业了就面临失业的困境。这种在实际工作用不上的知识

教育，不符合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要求。因此，传播学教学改革是势

在必行的 [2]。

3 传播学教学改革的路径
在社会生活中，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是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必

要途径。在传播学教学改革中，怎样才能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即

动手操作能力呢？本文将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探讨。

3.1 运用案例，辅助教学

传播学是一门新兴学科，它是从西方国家舶来的，同时，它又

是一门偏重理论的综合性学科，内容涉及的领域众多，在社会、心理、

语言和符号等方面都有所涉猎，是一门交叉性学科。高校在课程内

容设置上多会偏重一些理论的知识，学生理解起来有很大的难度，

间接影响学生学习的兴趣。为此，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要让学生成

为课堂的主人，教师辅助学生开展学习活动。在课堂上，教师根据

教学大纲，可以运用实际案例讲解不易理解和掌握的理论知识。例如，

对“刻板印象”的理解，可以通过大家耳熟能详的案例实现理论与

实践的结合。如“很多南方人对东北的认识都是这样的：白雪皑皑，

人们穿棉衣，戴棉帽，坐在爬犁上满处跑……”通过具体案例，让

学生探讨出现刻板印象的原因，它有什么特点，对他人产生的影响。

以案例来调动学生的参与度，可以让学生更快更好地理解理论知识，

还能通过实际案例来分析解决问题，从而激发了学生的求知欲，提

高学习效率。

3.2 巧设问题，引发思考

通过问题引出课程主题和内容，是许多教师在教学中经常使用

的一种教学方法。教师可以将教材上的理论结合各种不同的问题提

出来，或者是学生在预习的基础上，总结教材的知识点，提出自己

的问题，通过课前预习和课堂学习，学会将知识与实际生活相结合，

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

巧设各种问题，就是在教学过程中，将教材中抽象的、难于理

解的知识以问题的形式转变成简洁的，容易理解的内容。这个过程

其实就是改革创新的过程。同时，也要根据学生的喜好，寻找他们

喜欢的话题和领域，提出有新意，可以吸引学生眼球的问题。例如，

在搜索“防疫论”概念时，就可以先提出一个问题“你知道世界上

发生过几次重大的疫情？病毒的名字是什么 ? 最后是通过什么攻克

疫情的？”通过这些问题，引导学生答出关键词：病毒和免疫，从这

两个具体的概念进而让学生理解“防疫论”的概念。

3.3 模拟情景，达到共情

在传播学的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想要达到更多的授课效果，

调动学生的课堂学习气氛，一个最有力的手段是采取情景模拟教学。

教师可以将教材内容，通过设立一个最符合这个内容的现实情景，

让学生扮演各自的角色，通过模拟和表演，让其他未参与表演的同

学进行思考和总结，以达到课程的教学目标。如在“符号与意义”

一课中，教师可以选择两组学生，两人一组，手拿小红花，一组是

男生向女生表达爱意，一组是教师表扬学生。通过这两个情境，让

学生思考小红花做为符号，为什么它所表达出来的意义却各不相同。

近而，引导学生得出符号与意义的关系，即它并不是唯一对等的关系。

通过加入这个情境，相信学生都会对这一课，尤其是符号和意义的

理解上，印象深刻，久久不能遗忘 [3]。

3.4 变革标准，多元评估

在传统的教学中，考试是考核学生学习成果的唯一方式。而在

培养应用型人才模式下，考试不应该是唯一的标准和手段，引入其

他的标准，将会更加客观地反映学生学习成果。如采用辩论、演讲、

论文等多元化形式，既能反映学生的整体素质，又能丰富评估方式，

从而推进教学改革进一步开展。

结论：社会的发展是需不同的人才，而高校作为培养人才的基

地，需要将培养应用型人才模式引入到教学改革中。传播学做为理

论性较强的课程，也要适应这种需求，在教学过程中，通过案例运

用、问题引入、情景模拟、变革标准等方式来加快传播学的教学改革，

从而培养出更多社会需要的应用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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