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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与职业》

前言

如果从1918年北京大学创办新闻学研究会算起，中国新闻教育已走过九十余年的历程；如果从1921年
厦门大学创办报学科算起，中国正规高等新闻教育也有近九十年的历史；1929年开办新闻系，一直延
续至今的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今年也即将迎来创建80周年的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办的新闻
教育机构，如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到目前也有五十多年的历史；即使是改革开放期间创办的新闻教
育，也有近三十年的历史。这就是说，新闻教育在我国的发展是有年头的，除了“文化大革命”那种
特殊年代外，一直都是受到重视的。近年来，中国新闻教育整体规模的增速惊人。截至2008年9月，全
国已共有878个新闻传播学类本科专业点，是30年前的八十多倍。其中2000－2004年，共增加335个专业
点，平均每年新增67个。而2007年、2008年两年间，更是新增216个专业点，每年增加的超过了100个。
现在，全国几乎所有综合性大学都设立了新闻系，民办高校也都争设新闻系，师范院校、理工院校，
甚至体育、农业院校基本都有新闻传播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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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与职业》

内容概要

《学术与职业:日本高等新闻教育研究》内容简介：起步于20世纪20年代的日本高等新闻教育，走过模
仿、创新、延伸、变革等发展历程，如今以其独特的重学轻术理念屹立于世界新闻教育之列。《学术
与职业:日本高等新闻教育研究》以日本内外部文化关系所构成的张力机制为视角，从日本文化的兼容
性、矛盾性以及传统教育观出发，动态地把握高等新闻教育的发展，分析高等新闻教育制度以及新闻
学的学科特征，展望日本高等新闻教育的发展趋势，为我国乃至世界各国的新闻教育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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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马嘉，1971年出生，2003—2006年就读于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获得新闻学博士学位，
期间到日本龙谷大学国际文化学院学习、调研，也曾在新闻媒体任职。现任沈阳师范大学新闻系副教
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新闻教育及传媒研究，先后发表相关论文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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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与职业》

书籍目录

序导论第一章 日本文化与高等新闻教育理念一、独特的日本文化二、日本高等教育理念三、内外文化
张力下的高等新闻教育理念第二章 日本新闻学的学科制度及其特征一、新闻学的学科特点二、高等新
闻教育专业组织机构三、新闻学相关研究机构及刊物四、新闻学的学科发展评价第三章 日本高等新闻
教育的教学体系一、课程设置与内容二、教学方式与方法三、师资结构与特点第四章 日本高等新闻教
育展望一、信息时代的抉择二、二元并行制度将持续发展结语参考文献附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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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与职业》

章节摘录

3.提出问题日本高等新闻教育和新闻行业之间、日本新闻学研究和新闻教育之间一直维持着一种特殊
的关联，从而使日本高等新闻教育走过了一条特殊的发展道路。正如日本龙谷大学国际文化学院教授
卓南生先生在我国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上所言：“大家都认为日本的新闻事业非常发达，从而推想其
新闻传播教育也一定十分发达，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日本新闻教育制度化的程度与其信息大国的
地位并不相称。日本东京大学社会信息研究所花田达朗教授甚至认为，尽管日本很早就有新闻教育制
度化的萌芽，但目前日本不存在已经被制度化的新闻教育。那么，如何解释其信息大国的地位呢？是
什么支撑着它的运作呢？对此，笔者的观点是：日本的新闻教育是发达的，新闻教育制度是存在的，
只不过是由大学和媒体企业共同建构的。首先，上述学者提出的观点仅仅是以日本高等学校中新闻教
育发展情况为依据得出来的。由于日本独特的家族式社会结构和重视教育的文化背景，我们不能忽视
日本新闻教育的另一端——企业内部培训机制。如果我们把学校的学理教育与业界的技能培训看做日
本新闻教育的一个整体，那么，我们就会得出与上述学者相反的结论。对于制度化的不同理解也是我
们得出与花田达朗教授完全不同结论的一个原因。新闻教育制度化有标准但是没有形成固定的模式。
学界与业界联合协作是现代大学重要特征之一，而日本的新闻学界和业界则在不断的磨合中一直完善
着这种二元并行的制度模式。从这个角度来看，认为日本新闻教育没有制度化的结论是不够全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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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本小书是在我的博士毕业论文基础上修改完成的。它既是我多年研究的小结，也是我向导师吴廷俊
先生交出的一份答卷，虽然它还有些稚嫩。2003年我拜师于吴廷俊先生门下。吴廷俊先生曾任华中科
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院长，是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中国新闻教育学会常务理事，在长期的
新闻教育研究和实践中先生敏锐地发现新闻教育领域中有一些问题值得进一步探究，特别是中外的比
较研究有着极大的拓展空间。比如。关于日本新闻教育的研究在基本概念的理解上就有很大分歧，更
谈不上深入、系统。而我自忖才情不足，对于从事日本新闻教育研究缺乏信心，同时又觉得这是难得
的一个机会，一次挑战，也是导师对我的一种激励，终难释怀，不忍割舍，只有焚膏继晷，全力以赴
，但愿能够成为一块引玉之砖。本书系关于日本高等新闻教育的首次专题研究，不仅在我国即使在日
本也没有相关的系统研究。不同民族的教育活动反映出不同的文化背景，体现着不同的文化传统。基
于文化的兼容性和双重性特点，日本传统文化与德国理性主义文化、美国实用主义文化构成了内外文
化之间的一种张力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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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学术与职业:日本高等新闻教育研究》是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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