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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学概论》课程中思政教学路径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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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校的基础是道德教育，思想政治教育是高校的重要任务。但是，思政教育和专业课程相互作用中依然会出现“两

张皮”现象，导致思政内容与专业内容分开，没有进行有效融合。因此，教师必须首先对思想政治教育理念的重要性有深刻

的认识，并将思想政治教育彻底融入教学实践中。本文主要探讨将思想政治教学纳入《新闻学概论》课程的有效途径，其观

点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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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新闻学概论课程是培训综合新闻人才的专业必修课。通过

理论学习，学生将增强融媒体认知，并形成“中国经验”，“中
国智慧”，“中国模式”和“中国特色”的新闻学概念，要传承
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肩负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

二、编写课程思政案例，深化马工程《新闻学概论》
教材

为了使学生更好地学习“新闻学概论”教科书并提高他
们的政治和新闻素养，我们在该教科书的基础上选择了新闻
来源，新闻真相，新闻价值，新闻舆论和新闻工作的党性原
则和基本方针，包括课程的基本政策和十个课程思政案例。

每个案例由四个部分组成：“案例文本”，“案例的思想政
治成分分析”，“案例使用说明（包括教学任务和教学目标，
案例讨论要点，案例分析要点）”和“教学方法”。经过多轮
讨论和修改，选择了具有时代典型特征，内容丰富，叙述力
强，可读性强的案例。在“教学目标”一词中，它分为三个
部分：“知识层面，能力层面和素质层面”。“知识层面”主要
是指对新闻理论知识的掌握和理解，而“能力层面”则主要
集中在思考和判断的能力上。培养“素质层面”主要是培养
思想意识和专业意识。 “案例分析重点”部分可帮助学生根
据思考问题来解释案例。

依据马工程《新闻学概论》教材编写了思政课程案例，
进一步拓展了教材内容。课程思政案例编完后，将其融入
《新闻学概论》教学中，重点打造“新闻理论 + 思政元素”的
案例特色课程，并且在教学中，采取学生乐于接受，且好懂
的策略进行讲述，以达到思政育人的教学宗旨。

三、结合网络智媒新技术，开启多元教学模式
在融媒体环境中，新媒体及 APP，新平台和新技术的不

断发展，已成为对专业知识和思想政治内容进行有效传达的
关键。 “新闻概论”课程的内容主要是理论性和乏味性，但
比许多现代政治事务和丰富的历史知识要好。例如，在我们
国家，宣传的方式很多。许多县和村庄经常使用口号和标语
来宣传国家政策，并且一些地区已经建立了打击腐败和促进
廉正的警示基地。但是，这些区域通常很远。在学生学习时，
教师可以图像和视频的方式进行展现，并可以使用 3D 和 VR
技术来提高教学的实用性和学生学习兴趣，也进一步丰富了
教学资源，扩大了学习空间，并激发了学生学习积极性。

教学后，对于学生难以理解且有趣的知识点，可以采取
网络广播平台进行线上回答问题，这样既回答了问题，让使
教学变得更有趣，缩短了师生之间的距离，并培养了学生之
间良好的沟通方式。 还可以利用空闲时间来录制微型课程，
在其中放置思想和政治知识点，并将其放置在固定的平台上。

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点拨，以巩固知识要点，扩大
学生的学习思路。

为了验收课程中的教学效果，使用全新的测试模式，并
且通过将专业知识与思想政治知识相结合而形成问卷。每个
问题的分数、总分及答案都固定。学生可以扫描二维码，进
行自我检测，查漏补缺；教师还可以查看每个学生的分数，
掌握每个学生的学习情况，并不断提升自我专业教学水平和
思政教育能力。

四、贯彻“学生为主体”的教学理念
“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模式对于主动获取知识和发展

学生的自我意识很有用。通过根据不同的学习主题进行教学，
可以选择不同形式的教室和课外活动，例如主题辩论，现场
访谈模拟，新闻广播和点评等多样化的课堂教学活动与课外
活动，并添加一个关于热点话题的 `` 新闻发布会’’，学生将
独立演讲和讨论，争取每一位同学都能去并尝试，确保学生
的参与度，并理性地了解社会现象和社会矛盾，了解社会形
态和观察社会冷暖，不断提升社会自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五、关注个性化成长，定制个性化课程
全新的融媒体时代，学生的个性特点及对待课堂的态度

均有所变化。传统的课堂在既定的框架下授课，单一的教材、
内容、形式，学生虽共同完成了课堂内容，却忽略了学生个
性化的接受程度与需求。在教学中可以多构建板块兴趣模式，
通过网络或者学习兴趣小组呈现，学生可以因人而异地选择
学习，增加群体课程之外的个性化教学活动，教师进行个性
化的点拨。

在新媒体时代，学生的个性和上课态度已经改变。传统
课堂在既定的框架内使用单一的教学内容和格式进行教学。
尽管学生共同完成了课堂内容，但却忽略了学生的个性化接
受和需求。在教学过程中，可以依据实情建立兴趣模块，采
取网线学习或学习小组的形式，学生可以选择不同的学习方
式，并加强群体课程外的个性化教学活动，并且教师可以进
行个性化指导。

六、结语
总之，我们在课程改革中注重发挥课堂在思政育人方面

的主渠道作用，努力丰富新闻专业课程中的思想内容，促进
新闻专业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有机融合，通过专业知识的有
效传达，强调核心价值观的创新式引领，做到专业中育人，
将专业知识与个人的发展、国家的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正确
发挥国家宣传阵地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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