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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澳大利亚新闻教育范式之争⋯

口吴满意 [电子科技犬学成都610054]

[摘要】本文在科学史家库恩“范式”界定的基础上，通过综合当代澳大利亚新闻教育界著

名学者的观点，在新闻职业化教育、新闻教学和研究的体制支撑、研究主张和教师的应对措施等方

面作一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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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自囚犯乔治·侯(George Hwe，1769一1821)1803年出

版‘悉尼公报》便开始了新闻的历史。而真正在高校中试图通

过新闻教育培养和训练新闻工作者，则是20世纪早期的事

情，最早进行新闻教育的学校当推位于布里斯班(Brisbam)的

昆士兰大学(uIIive商ty of Queensland)，1921年便设置了相关的

课程学习。然而时至今日，澳洲新闻教育界依然围绕着培养

目标、理论研究与实践性教学的关系等问题存在着争论，焦点

则是在职业能力训练和丰富的教育课程设置中如何保持真正

的平衡问题(亦即理论与实践的比重问题)。本文结合范式

(删舯)的理念。以及澳洲学者的有关论述，在新闻职业化
教育、新闻教学和研究的体制支撑、研究主张和教师的应对措

施等方面作一描述。

一、关于新闻职业化教育之争

面对“新闻是什么以及作为与实际工作性质不同的高校

环境中新闻的技巧和能力怎样培养”等问题，高校的新闻教学

和研究不能不给予回答。怎样才能较好地解决这些问胚呢，

学者们围绕着以下层面展开了分析与讨论。

(一)关于教育和专门知识问题

关于澳洲新闻教育的讨论经常被新闻编采人员圈定在职

业化框架中，如专门化技能、较好的写作都是基础性要求。在

澳洲，这些专门化技能主要在本科生阶段完成或达到相当于

本科毕业水平。wouo-190119大学是在本科水平上提供这些新

闻教学的唯一的学校。在教学中，其他的教学内容还包括引

导学生通晓和熟悉法律条款和伦理规则、言论自由、出版自由

以及对新闻工业和市场制约下的新闻运作方式所支撑的自由

党民主理念的理解等。

学者们认为，新闻研究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应被界定为在

工作时段需要怎样发现和展开一个好的新闻故事。例如，

Qmdv(1990年)指出：新闻教育和研究应利于学生搞懂“信息

在哪、怎样获取信息和怎样使用它们”等之间的联系。他主张

给学生讲授图书馆搜索、公共文献搜索、FoI点播以及其他的

电话投票和报道技能”J。

学校和教师对学生的估价主要基于其能否采编和展开新

闻故事。当然，学生要学一些人文社科课程，以便养成长期阅

读的习惯，强化分析能力，提升整体水平。这种教育范式与在

昆士兰大学举办的、澳洲最古老最有声望的新闻讲座紧密相

连Ⅲ。

(二)关于基本问题的学习(Problem—Ba9e‘11瑚衄i嘴)

专挑当代澳洲新闻实践之刺儿的教师们，经常构思不同

的教育框架。众多专家认为，通过教育而入门，一定能提升对

薪闻实践和日常工作中相关问题的批评意识，能促动学生获

得更多不同的实践方式。应该说，这种教育方式有重要价值。

除学到更多的常规新闻制作能力外，学生们还可学到“决策”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些“解决问题”的能力提供着“Mo-

dus Opemndi”(操作方式)以便应用技术性能力，如写作或广

播。同时也有利于学生学习识别故事、搜集信息、获取信息源

头和制作新闻。相对于单纯学点儿知识、理解关于新闻伦理、

媒体法规或新闻过程与结果的理性条目而言，这种方式有利

于学生具备较高的综合素质，以应付来自在实际工作中遭遇

的伦理、法律、同行和商业的挑战。

在新闻教学中，“mth大学和Newcasde大学都使用了

PBL(Pmblem—Based k锄ing)教育教学范式“1。C越Ih大学的
新闻教学由MichaeI Meadows设计，由7个题目组成，而学生在

学习前要完成4个先决性的基础能力题目，而教学中则提供

学术写作和研究能力介绍。这种新闻教学阐明的观点是：帮

助学生发展批评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亦即不仅仅提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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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普通智力应对能力，也要提供一种使他们能系统总结自

己创意和实践的方法，以便于他们习惯新闻的准则并践行。

(三)关于反思实践和对待技术变化问题

反思实践教学(Teaching as B mⅡective pmctice)是随肖恩

(schon．P 1983)《反思的实践者》出版而出现的新的教学范式。

在美国，它是一个从职业实践的常见概念中引申出来的教育

观点，目前在欧美日益流行。肖恩认为，教学过程应该是一种

对教学实践的不断反思过程。此范式将教学看成是一个发展

性的概念，教师的教学可以通过不断的实践而得到提高。反

思实践(№nective Pr∞tice)是一种长期的学习方法，目的是易

于胜任反思和从工作场所的经历中学习。在这种方法中，作

为学科知识主干的专业知识应被理解和熟知，并通过研究或

在工作中扩展其理解力和接受力。在～个特殊的职业领域内

有效性工作，有效应对那些引发社会错综复杂内容与变革结

果的各种新的挑战，专业知识则被包括在理解力和接受力之

中。有效性和有效率关系着系统性反思的实践和对工作经验

的估价，以及能否拓展恰当的知识或谋略以提高对未来类似

状况的应对能力。

在澳洲，相对于记者的专门知识而言，反思实践(Renecnve

PracIjce)是一个支撑记者具体工作方法的特定的变种，确切

讲，对于教育面临的日益增长的新技术的冲击，包括混合媒体

形式和新闻实践的凸现，教师们在新闻教学中采纳了“反思实

践教学”(te∞hing∞a Renective Pr∞Ⅱce)，并作为一种应对措

施。通过强调个体性，学生应熟悉互联网和掌握新闻实践关

键措施的计算机辅助工作与录制技能等。为让学生做好面对

“新闻高速变化的技术背景”的准备，作为一种独特的呼吁，反

思实践刚提出，许多来自Deakin大学和QIleensl—d univers畸of

Technology的教师便提供了一份关于训练新的新闻记者与互

联网打交道的专业报告”1。与新技术挂钩成了教学中不可或

缺的环节。

(四)关于新闻的革新实践问题

在澳洲的部分高校中，有些教师围绕提高澳洲社区居民

智力水平的兴趣范围设计他们自身的工作。在umversity of

Techrdo留，Sydney(u佟)基础之上成立的澳大利亚独立新闻中

心(The Aus嗵b蛐centre for Independent Jo啪日li蛐)(AcIJ)，是最

著名的新闻教师团体。

在部分学者看来，新闻教育的目标是能增加记者与新闻

业自主介入和创造比仅有市场爱戴更多的社会需要的新闻覆

盖面。基础性的学习和较强的技术能力是十分重要的，但职

业化的介入并不影响记者决策过程或记者的技能问题。同

时，无论哪一种新闻媒介的实践，记者介入都应有明确意图，

亦即承诺能够分析和思考澳大利亚的自然和生活质量，并作

为介入的主要原则。例如，吣本科生新闻教学手册中写到：
“u髑的新闻教育是建立在公众知情权基础上的职业化新闻

原则。这一目标能使学生明白记者所扮演的角色，刨设传递

不同社区居民的声音，提供居民讨论和咨询有重大影响问题

的论坛等民主的公共领域。”

在新闻教学研究中，工作关系调查被设想出来，但是这种

需要考虑前后关系的调查却限定和制约了新闻工作实践。怎

样处理记者、研究者和公众之间的关系，Bacm等人强调了对

话的重要性，并认为教学研究可能会导致理论的发现，在一种

革新职业实践中，应尝试“去做能引发思想的新闻”，或者“激

发关于新闻报道的公众对话”“1。

其实，不同的学校和不同的教师在实际中会通过不同方

式展示出不同的教学和研究侧重点。因此，新闻职业化教育

若想在理论与实践两者之间获得恰当“平衡”，应该说是有较

大难度的，其中涉及到作为记者的操作方法(M0dus Opcr明di)，

是否比新闻知识更重要；适合于教学实践的问题比之于那些

支持为学生讲授一个操作方法(Modus Opemdi)是否更具有意

义。不可否认，人们认同大学在鼓励变化和革新方面所扮演

的角色，但在新闻的教育教学与研究方面，澳洲的学者们则是

各执己见。一部分专家将新闻教学看成是提升学生在工作场

所的伦理践行、写作水准或保持与技术变化并进的问题；另一

部分专家则想创设做新闻的方法，强调职业化教育的组织性

问题。甚至有专家还认为，之所以讨论新闻的学习与研究，是

因为它关系着新闻的学科性等问题等。

二、关于体制支撑问题之争

在人们关注教育教学的内容、方式方法等诸多问题时，往

往容易忽略教育教学得以正常开展的物质性保障。澳洲的新

闻学教育专家们在此问题上则表现得极为敏锐。他们认为，

一方面，这一领域的发展取决于人和物质资料基础的有效性

利用；另一方面，则取决于已有的体制或巩固的程度。然而意

见并不统一。

(一)关于基础条件问题

PatchiIlg教授1997年所做的针对澳大利亚22个本科新闻

教学院系的调查中提供了一些很有价值的材料。例如，在

1997年，5个最大的新闻教学单位是昆士兰大学(uIlivers蛔of

QIleensland)、昆士兰理工大学(QIlee璐laIld univen竹of Tccllnolo．

gy)、悉尼理工大学(u11ivers时0f‰hⅡ0109y，Sydn8y)、RMrr(the
Roy8l Melboume InsdtLlte《‰hnology)和迪肯大学(Deakin uni．

versity)。昆大和迪大吸引的本科生最多，并且昆大拥有全澳

洲专职教师(fuU—time)最多(9人)”1。Patchi醒发现，教学是

新闻教师占支配地位的行为。表中列出的22人，只有6人谈

及了科研工作量的额度。昆大员工中的情况则是罕见的，每

年工作量的l，4用于搞科研；在学历方面，全澳82名新闻教师

中有69名接受了大学学历教育，而获得博士学位的仅有12

人；在90年代中期，Palchjng作为一项主要的研究行为对该领

域博士和硕士的论文进行了研究。他发现，原有的20名新闻

讲师成为博士，14名则成为硕士(其中博士的题目包括新技

术、新闻伦理以及1987年以来的新闻教育史和针对少数社团

的新闻作品)。此外，他还提到了3个主要的已被发现的研究

课题，其中2个在教与学中应用了新技术，另一个则是研究关

于当地政府的新闻与公众关系(public rela60m)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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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中专家们发现，自1989年以来，澳洲独立新闻中

心(AcU)作为澳洲仅有的一个新闻研究组织，一直没有一个

对其研究能力工作的系统评估。尽管它在册学生较多，出版

物一般也被看成是重要新闻课程的设计源头和必读作品，但

是该组织对澳洲新闻主干知识的贡献依然模糊。显然，对于

一个极有可能成为训练未来新闻教师的组织以及它的研究领

域，存在上述问题不能不是一个遗憾。

(二)关于新闻教学与研究的发展战略问题

19昕年，Breen，Palching和Lm强烈主张新闻教师在学术

兴趣方面进行更多的“管理研究”(adnliIlis【rative rescⅢch)。他

们在一篇辩证看待课程体验调查表(cEQ)的文章中就三个学

术方面的问题提示ch盯1es Sturt大学的同行应该去“在变动的

时代上演管理游戏”。他们认为：成为学习中心目的的是，新

闻教师为学生选择和组织有关资料，引导学生，并将此方式提

供给问题讨论的设计者。这样，学生可以在利用资料的基础

上作好讨论。当然，教师也应关注不完善、不正确的资料使用

或实际中不恰当地使用了资料，讨论效果较差的负面效应“1。

依据他们的看法，首先，这种“管理游戏”是由考虑新闻教

师工作状况评估的资料构成；其次，这种“管理游戏”表明，基

于TER(Te而ary EntⅢ·ce RaIlJ【ing)成绩的课程需求状况对比以

及对学生对教学或讨论满意的cEO证明是没有价值或意义

的；再次，这种“管理游戏”认为，设置独立的研究生监测和分

析工作目标u，。

其实，早在1989年，作为昆大新闻系首席教授的Henlling—

hm为学科的发展提出了一个更加全面广泛的战略，而这个战

略的大纲在1988年致函澳大利亚新闻教育协会时就被提出。

该战略主要论点包括：

1)确保部分自主权，创设研究硕士学位教学与课程。

2)刨设研究生课程文凭，提供核心课程和资格鉴定，提

供同规格的教与学。

3)为教学和研究获取产业资助与筹集资金。

4)通过国内外的学报公开出版论文、著作，增强学术研

究能力。

5)专家评估与媒介状况估价。

当时，此种论点很难被接受。例如，曾在澳大利亚众多私

立学校和Bond大学Gold Co∞t校区任教的№rson教授，是反
对此战略的著名代表。自从1991年以来，他一直警告：不能

从教学中抽调资源去支撑最特殊的研究者进行新闻战略项目

的研究。他认为：“花时间研究教学耗费或许是值得的，对学

生而言，它正常服务于利益共享者需求。其他员工班级数的

增大和专职研究人员课时减少两者相抵而成为常数，忽视学

生的问题也就解决了。”【91

而作为G越th大学NatII∞校区新闻教学召集人的M沁ha．
e1 Meadows教授在工作中发现并提出了“有效管理社会信息与

创意流动的‘文化资源”’的观点“⋯。MicIlael Meadows教授没

有鼓噪新闻的学科发展，却提出了发展澳洲新闻教育的战略。

基本论点包括：

1)关注基于跨学科理论与方法的解析能力问题的研究。

2)对小的、灵活多样的大学基础新闻教学提供资助，减少

课程纬度，增加课程深度和学生的经验接触。

3)聚集于革新新闻实践，增加在本地媒介和本国主流媒

介报道中的比重。

4)基于国内经验的国际化比较研究。

与HenfIin曲Ⅻ的观点比较，Michael Meado№教授的思路

没有显示出对相应资源和方案可行性的有力论证。因而，他

的建设性战略在澳洲的新闻教师中未获得公认。Bacon副教

授对此种现象评论到：“新闻教师，从不与文化相联，经常疏于

发现在文化研究中不同的讨论和动态，错误地肢解文化研究、

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作茧自缚，对各种观点、评论置之

不理⋯。

三、关于研究主张和应对措施之争

近年来，澳洲新闻学界围绕“赞成还是反对新闻研究”问

题产生了一连串的争论，争论集中在“文科教育”科目能否最

好地满足新闻训练以及怎样最好地将其合并进总课程之中。

同时，部分学者鼓励同行调研学生的就业状况及其学生对课

程的反馈意见。这是争论中较为重要的话题。

(一)关于核G课程问题

直到2001年从昆大突然辞职，Hellllingll一教授是主张澳
洲要依据美国大众传播传统进行新闻研究和教育的最一贯的

提倡者。他的最具争议的观点是，1994年提出了澳洲新闻教

育应坚持的10门课程的核心课程计划。有趣的是，重新审视

当时的情况，这个建议是对那个基于“研究”必然能加强高等

教育教学假定的学术范式的最清楚的阐释。其中包括了三个

大众传播科目(新媒介理论、国际媒体、新闻与社会)，一个研

究方法的科目以及针对提高学生普通智力能力的伦理与法律

科目各一门”“。

在澳洲新闻教育界，He血nghu·独占鳌头。没有其他的

新闻教师能象他一样在研究学生需要和新闻问题的争论方面

有如此广泛的看法或观点。当然，有时他提出的观点也会遭

到强烈的批评。如，Pe—on谴责到，以带有明显的地域性、狭

隘与荒诞的内容来支配澳洲业界，简直就像乌托邦(ul叩ian)。

在Pearson看来，90年代中期，HerlIlin小一在昆大开设的课程
仅仅是澳洲新闻教学中“可能适合的范式”。替代或者制定新

的核心课程，应该通过“基础质量控制测量”方法负起对学生

的更大责任。从而，Pea—n强调应优先考虑对学生学习结果

测试的程式化操作方式。他认为，学生通过实验研究小节目

的种类或许能展现对于关联更多的、资源丰富的、大都市基础

节目所具有的竞争优势””。实际上，Pearson也未清楚地阐释

是否或怎样的研究行为或发现故事的行为能提高学生自身学

习和实践的价值。

近年来，随“文化研究’’理念引入媒体研究领域，Henlli醒．

hⅫ的关于澳洲新闻教育研究应置于美国传统的主张显得暗

淡。但他依然故我，即便推荐新人到该领域就业，都强调以经

  万方数据



卯

糍黝濑曝糍弱黪蛹缓黝囊麟媾囊；期囊!耩：警骥荔荔荔01鏊蠢鬻裟鬻誉；
Joumaf of UES’rC(sociaI sciences edition)

验和技能为前提。。

(二)关于文化范式的讨论

DeC．2005．vOI．7．NO．4

文化范式的提倡者是Meadows。他抵制Hennin加m的美
国式的新闻教育方式，并称之为“过时的、乏味的”。Meadows

坚持文化研究的价值，认为文化研究由极为广泛的理论与方

法构成，文化研究生产了“新闻最有用的理论分析”。对此，

Meadows分析到：“文化实践，比如象新闻，那里有大量的事件

发生，有大量的不同种类的效果被生产出来的恰当的场所。

文化研究是非简化的方法，这意味着它能识别出对现实而言

所具有的多方面的要素。“”，

Meadows在蹦伍th大学的新闻教学并未尝试以带有特殊

研究方法的学科基础科目讲授新闻，他期望学生通过学习相

关人文社科课程而获得额闻所需的学科知识和研究能力。相

对于讲演、辅导课等基础科目的学习，新闻科目的学习采取了

实践性的、灵活的做法。

不可思议的是，当人们以文化研究方式对澳洲新闻研究

进行强烈批评的时候，竟然没有相应的文章对Meadows的研

究与教学工作做出点滴审视或评论，表现出极不寻常的沉默。

(三)关于新技术问题

Bond大学的M8rk Pem∞教授和Newc鹊de大学的nank

M卿教授，是研究新闻及新闻教育面l临新技术冲击的关键
性人物。

Pea—n的研究兴趣是从1994年开始的对觏闻工业而言

如何确保新闻教育的实用性问题。他认为，作为强化新闻研

究的传统方法，将会被应用到对新媒体的研究中去；同时，新

闻教师需要面对和接受来自信息技术冲击下的产业及新闻业

的变化和挑战。媒体的趋同意味着新的混合性媒体即将出

现，与记者的一般能力而言，额的发展态势需要进行新的学历

教育”】。1997年后，Pearson在“互联网对新闻的影响”的研究

中发现，在新媒体环境中，对记者而言，有160种以上的任务

和实践需求““。于是，他尝试将在线新闻(o血ne news)能力的

培养逐渐引入相应课程。

无独有偶，作为IAMcR(111temaⅡorlal Association for Mas8

cornmunication a11d Resea”h)当值主席和传摇职业化教育方面

的领导者、Newc*ne大学传媒艺术研究生课程负责人的M一
脚教授也指出，传统的新闻科目设置原则对于21世纪的新
闻职业化和媒体教育是难以胜任和不恰当的““。他认为，全

球化和新媒体技术制造了实际工作者和教师新的需求，因而，

学术研究是构成课程内容展开的基础以及忽视教师教学讨论

和学生学习体验的观点已经过时。此外，Mo喂an通过1998年

后参与的全球性课题“全球职业化新闻、媒体教育网络、网络

新闻和课程方法”，从新技术应用、职业化教育等视角展开了

对澳洲新闻教育和研究与国际业界的对接。

综上所述，当代澳洲新闻教学与研究意见众多．范式各

异，但也造就了新闻教育和实践异彩纷呈的局面，这恐怕也是

澳大利亚新闻业蓬勃发展位居世界前列的重要原因。

注 释

①范式(pa珀digm)一词是科学史学家库恩(T．s．Kullll)在1962年

提出来的，现已成为科学研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按其论述，范

式是由从事某种特定学科的学者们在本学科领域内所迭到的共识度

其基本观点，是通过研究实践中的范倒(ex删ples)采理解的共同约定。

不管在实际生活中。还是在认知逻辑上。范式都意味着成贞围绕着自

身学科或专业领域建立起来的共同信念、共同取向和共同的研究范

围。

◎He∞in￡舡am在国内外出版了大量的论著，其研究的重点则集中

在澳是利亚新闻记者的十体品质和新闻职业化问题。2001年离开昆

大后在B^8b蛐e成立了澳大利亚私立新闻学校，招收一年制学生．培齐

的重点即是实际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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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坚持实行“官督商办”，进一步完善监督机制 外，更重要的是要强化投资主体自律机制，完善内部管理制

缺少“官督”则不能抑制资本的贪婪，保证公共产品的公度。前者重在建立行业自律机制，实现自我约束、自我发展，

益性；因此，政府应该把握好监管的尺度，既要引入和保护合又要弥补政府在管理和监督问题上的漏洞和不足。后者主要

法竞争，又要反对恶性无效竞争，最有效地保护消费者的利是指投资主体要制定适合于自身工作、管理和发展需要的规

益；建立完善的法律框架，应尽早制定《竞争法》和《反垄断章制度踢及职业行为规范。

法》，其内容包括价格自由和价格控制，市场准入和退出条件，

企业间歧视，财政税收政策，私下协议，地方保护主义，市场信 参考文献
息，尤其要以制定和控制与公众利益息息相关的公共产品的

价格为监管的核心。而非“商办”则不能通过竞争，提高服务 [1]朱仁显，公共事业管理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水平，增加经济效益。因此，要尽力避免把“官督商办”变为2加3．

“官督官办”，因为中国“官督官办”的传统有些根深蒂固。 [2]昊东明．非营利组织管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三)避免投资主体多元化过程中，不同刺益主体出现短2003．

期寻租行为。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寻租行为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寻租

行为”1。我认为它应该是指不同的投资主体因担心政府的失

信而寻求短期的、对自己有利但却损害了国家和公众的利益

的一种行为。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除了要加强政府完

善各项法律法规，采用行政、经济手段对其进行严格监管以

[3]蔓斯蒂夫．汉克．私有化与发展[M]．管雏利译．北京：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1989．

[4]李正叉．以香港为例的公共部门变革管理战略[M]．北京：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5]樊勇明，杜莉．公共经济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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