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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erated Content，简称AIGC)技术的迅速发展，新闻传播

行业面临着深刻的变革，传统的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方式已和当今社会对此类人才的需求脱节，为适应这

一变化，顺应时代发展，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技术的驱动下，培养复合型新闻传播人才成为当务之急。

本文通过调查问卷的方式梳理了目前复合型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的现状及问题，探讨了基于AIGC技术的复

合型新闻传播人才培养路径，提出了创新课程体系，强化实践教学，高校、媒体、企业等多主体协同育

人的策略，旨在为培养适应时代需求的新闻传播人才提供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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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advancement of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erated Content (AIGC) technology, the 
news dissemination industry is encountering profound transformations. The traditional 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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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nurturing news dissemination talents has become disconnected from the contemporary societal 
demands for such talents. To adapt to this change and conform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driven by the AIGC technology, cultivating compound news dissemination talents has become an 
urgent matter. This article combs through the current status and problems of cultivating compound 
news dissemination talents via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 explores the cultivation paths of 
compound news dissemination talents based on the AIGC technology, and puts forward strategies 
such as innovating the curriculum system, strengthening practical teaching, and achieving multi-
subject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among universities, media, enterprises, etc., with the aim of provid-
ing beneficial references for cultivating news dissemination talents that meet the demands of the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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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新闻传播行业依然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其重要性体现在多个方面，新闻传播是信息传播的重要

渠道，人们可以通过互联网、电视等多种媒介及时了解新闻信息，促进社会的公正性和透明性；新闻传

播同时也具备社会监督功能，通过披露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行为，推动社会进步；另外，新闻传播还是

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通过新闻报道和媒体的宣传，人们可以了解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风俗习惯和文

化传统，增进文化交流交融，通过传播文化产品和活动，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然而，传统的新闻传播

专业不断被细化，造成教育资源分散和传统媒体对新闻人才的需求减少[1]。 
AIGC 是一种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自动生成内容的新型生产方式，它主要在专业生成内容(Professional 

Generated Content，简称 PGC)和用户生成内容(User Generated Content，简称 UGC)的优点之上，利用人工

智能算法，通过在前期大量数据的学习以及模型的训练，根据输入的条件来生成有创意的图像、文本、

音频、视频、3D 交互内容等[2]。并且在教育领域有较多的应用，从个性化学习到教学辅助，再到教学内

容的创新丰富，都在不断地推动教育领域的发展与变革。 
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新媒体平台对新闻传播人才的需求却在不断增加，且更倾向于具备跨学科

能力和实践经验的人才。然而，传统的教学模式下，往往偏向于注重学生的理论知识而忽视实践能力

及跨学科能力的培养，导致学生毕业后很难适应职场的需求。因此，如何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加持下，培

养学生的跨学科能力和实践能力，培养适应社会发展的复合型新闻传播人才是当前教育领域中的重要

课题。 
在这样的教育背景下，考虑在传统的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方式中引入 AIGC 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如何结合 AIGC 现有平台所提供的功能，提升学生学习新闻传播的兴趣，提高教学效果，更加积极地参

与到新闻传播中来，适应社会发展节奏，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培养更符合时代要求的复合型新闻传播

人才才是重中之重，因此本文主要探讨当前复合型新闻传播人才培养中存在的问题及如何在 AIGC 的大

背景下，培养复合型新闻传播人才的路径，以此为后续新闻传播专业的人才培养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

促进学生能力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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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IGC 概述 

人工智能最早是由图灵在他的论文中提到的“图灵测试”发展至今，他提出了机器是否能够模仿人

类的思维方式来“生成”内容继而和人类交互[3]。从这个想法被提出后，人工智能就不断发展至今，不

仅可以和人类交互，还可以进行其他创作，例如，编曲、绘画、写作、视频创作等。AIGC 主要通过预训

练模型和其他大量数据的学习，根据输入的指令或者其他条件，生成与此有关的内容，并在不断地交互

当中，增强模型自己的学习能力，不断给出更让人更满意的结果。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和京东探索研究

院联合发布的《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白皮书》中提到 AIGC 在广电传媒行业、影视行业方面的十大

应用场景，包括“数字复活”已故演员、合成虚拟物理场景，影视图像的修复、还原，生成影视预告片、

影视作品 2D 转换为 3D 等[4]。充分展现了 AIGC 与新闻传播领域的交叉应用，为该领域的发展提供了强

有力的技术支持。 
 

 
Figure 1. Diagram of the application fields, advantages, and challenges of generative AI 
图 1.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应用领域及优势与挑战图 

 
AIGC 的最常见应用领域、优势与挑战如上图 1 所示。在文本生成方面，AIGC 可以撰写新闻，快

速生成新闻稿件，提高新闻生产效率，例如写稿机器人、采访助手等，但同时要认真审核，严格把控

生成新闻稿件的质量问题；作为智能客服自动回答用户的问题，提供准确的解决方案，通过 AIGC 塑

造虚拟数字人客服；还能创作小说，辅助作家进行创作，提供一定的创意和情节建议等。作为 AIGC
代表作的 ChatGPT，凭借其优秀的文本理解能力，长篇写作能力给新闻传播领域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

便利。 
在图像生成方面，可创作出独具风格与灵感的艺术作品；还可在设计领域展现 AIGC 的创意性，如

进行 UI 界面设计、海报设计等，快速生成设计方案；另外还可进行游戏开发，生成游戏场景、游戏角色

等。在音频生成方面，可进行语音转换，将文本转换成自然流畅的语音，例如 SoVitsSvc、魔音工坊等；

还可进行语音的合成，根据已有的音频将文字合成特定的音频等，但是要注意防范电信诈骗；还可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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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创作，根据输入的创作音乐的要求或命令生成各种风格的音乐作品[5]。 
在视频生成方面，可根据要求合成视频；还可进行视频剪辑，自动合成视频片段，提高视频制作效

率；还能制作特效，生成更逼真的视觉效果，Runway Gen-2、Deepfakes 等都可以辅助视频的生成[6]。以

上常见的应用领域无不展示着 AIGC 的优势，根据用户的需求和偏好生成更加个性化的内容，在短时间

内生成大量内容，节省人力和时间成本，提供新的创作视角和创意，激发人类的创造力，但同时 AIGC 也

存在一定的问题，如虚假信息的传播、歧视性内容的生成，且生成内容的版权归属问题尚无定论，易引

发法律纠纷，生成的内容质量参差不齐等，因此在使用 AIGC 的同时，也应注意尽量避免此类问题的发

生。AIGC 技术的发展让新闻传播行业传统的发展模式及运作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同时两者之间也

有较强的联系。 
AIGC 的最常见应用领域除以上文本生成、图像生成及视频生成方面，在新闻的传播渠道与分发中也

有体现，比如 AIGC 结合用户兴趣和浏览历史，通过算法实现新闻的精准推送，提高用户的满意度；其

次，AIGC 生成的短视频、图文等内容在社交媒体上易于传播扩散，扩大新闻的传播范围。受众的互动与

体验也有所提升，AIGC 生成虚拟新闻场景，结合 VR 技术，为受众提供沉浸式新闻体验。 

3. AIGC 与新闻传播的联系 

AIGC 的出现对新闻传播带来了深刻的变革，尤其在新闻生产、传播以及人才培养方面，都产生了重

大影响。 

3.1. 改变新闻创作方式 

AIGC 改变了以往新闻创作的方式，由传统的记者通过选题策划、采访、收集素材等线性、单向的创

作过程转变成集合海量视听数据与先进算法，提高文字编辑效率，另一方面辅助记者提升素材搜集的能

力，提高新闻生产效率[7]。例如，成都广播电视台成立“AIGC 创新应用工作室”，以实际成果展示 AI
在内容创新上的无限可能；上海广播电视台成立了“生成式人工智能媒体融合创新工作室”，他们的智

媒魔方首次应用于两会报道，具备多种 AI 能力。此外，解放日报、华东师大、凡闻科技联合开发 AIGC
“浦先生·新闻魔笔”，从热点事件感知到新闻报道内容自动生成，覆盖新闻策划、信息采集、内容编写

和报道发布的整个新闻创作流程[8]。随着 Sora 的出现，使用 AI 进行视频创作成为一种新的选择。Sora
仅需要简短的提示词就可快速生成高质量的视频内容[9]。根据提示词中的元素和场景，Sora 生成的视频

元素丰富、天马行空，可大大降低创作视频内容的成本。 

3.2. 拓宽新闻传播渠道 

随着 AIGC 技术的发展，新闻传播的渠道更加多元化，包括社交媒体、个性化推荐平台等，使得信

息传播更加即时和互动。新闻可以通过更多的形式和平台进行传播，如虚拟主播、AI 生成的短视频等

[10]。例如，澎湃新闻 24 小时直播频道上线，由四大矩阵组成，重新定义 AI 时代的移动互联直播。AI
合成主播的使用范围逐渐扩大[11]些年来“冬奥 AI 手语主播”，Aida、“冯小殊”、“杨丹丹”等 AI
虚拟天气主播陆续上线，为新闻和天气预报带来了新的传播途径。在电商领域，京东推出以刘强东为

原型的“采销东哥”进行直播带货，近年更是推出了“京东高定数字人”面向品牌提供定制化数字人进

行全天候直播。 

3.3. 改变受众接收模式 

以往的新闻是粗放、漫灌式的推送方式，而 AIGC 能够根据受众的兴趣和需求，提供个性化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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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推荐，提高受众的参与度和满意度[12]。更精准地对接用户需求，提供定制化的新闻服务，实现“千

人千面”的新闻定制。例如，新华网测试发布 AIGC-Safe，可协助检测和识别虚假信息，保障内容的真

实性与合规性，为受众提供更加可靠的新闻服务。抖音等短视频平台、知乎等问答社区都有通过用户

观看记录来向用户推送感兴趣的视频或知识的服务[13]，受众接收新闻的方式从海量漫灌向精准投送的

模式转变。 

3.4. 重塑新闻传播生态 

AIGC 改变了传统的新闻生产方式，通过深度学习和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能够根据输入的条件、指

令自动生成新闻稿件、视频剪辑等内容，提高了新闻生产效率；还可辅助记者进行深度分析和个性化推

荐，通过海量数据的分析挖掘，AIGC 可发现新闻事件背后的深层次联系，为记者提供有价值的线索；在

AIGC 技术的推动下，新闻传播的主体不再仅局限于专业的媒体组织和记者编辑，而是扩展到了智能化机

器，这些机器通过 AIGC 技术生成和传播新闻内容，成为了新闻传播生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3.5. 增加社会系统互动 

整个新闻业的发展是传播系统与社会系统互动的产物，需要多种社会条件和传播技术的催化。另外，

新闻传播的生态也因为 AIGC 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带来了新闻传播业传统发展方式与运作逻辑的中断

或终结。以传播五要素为例，现实发展中的传播者逐渐从专业化到精英化，再到大众化和智能化，AIGC
的出现使得新闻传播的主体不再局限于专业的媒体组织和记者编辑，而是扩展到了智能化和公众化的机

器；AIGC 技术的出现也使得新闻传播的内容更加高效化、多样化，AIGC 能够快速搜集和分析数据，自

动挑选有价值的内容，优化新闻采编流程；传播渠道和传播受众也有了新的变化，更加多元化，更加精

准化(具体如上 3.2 和 3.3 所述)；在 AIGC 技术的应用下，传播效果也发生了变化，不仅提高了新闻传播

的效率，还增强了新闻报道的视觉效果和用户体验，从而可能改变受众的态度和行为。但是不论现实发

展中如何“变”，AIGC 与新闻传播的联系在未来发展中也会保持“不变”。例如，无论信息技术如何发

展，新闻传播的核心价值“提供真实和新鲜的信息”不会改变，同时信息传递的本质(社会信息的传递或

运行)在 AIGC 技术的应用下总不会变。以用户为中心的传播理念不会变，AIGC 的发展，将会进一步强

化对用户需求的满足和用户体验的提升，不论技术如何改变，社会责任和伦理底线也需要坚守到底，一

直不变。 

4. 当前复合型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的现状及问题 

新文科大背景下，不少高校都在提倡培养复合型新闻传播人才，但是目前依旧存在很多问题亟需解

决，文章通过调查问卷的方式，面向本校广播电视学专业大二至大四的学生，针对广电专业学生对目前

复合型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的现状了解情况展开调查，旨在深入了解本专业的教学现状及其与行业需求的

契合度，特别关注技术类课程的占比、跨学科课程的融合、教学方法的有效性、师资队伍的背景及实践

经验、企业参与人才培养的积极性及其顾虑等关键因素。其中，参与问卷调查的学生共有 132 人，有效

问卷回收率为 100%，为保证问卷设计的可靠性和有效性，如下表 1 所示，是对问卷中的量表性问题使用

SPSSAU [14] (第 24.0 版)进行数据分析(在进行信效度分析[15]过程中，排除问题 7，企业对参与人才培养

的顾虑)。 
如下表 1 所示，信度系数值(Cronbach’s α系数)为 0.908，大于 0.9，因而说明研究数据信度质量很高

[16]。针对“CITC 值”，分析项的 CITC 值均大于 0.4，说明分析项之间具有良好的相关关系，同时也说

明信度水平良好。综上所述，研究数据信度系数值高于 0.9，综合说明数据信度质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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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Cronbach’s reliability analysis 
表 1. Cronbach’s 信度分析 

名称 校正项总计相

关性(CITC) 
项已删除的 α

系数 
Cronbach’s α

系数 

您认为目前本专业的技术类课程占比是否足够？ 0.646 0.901 

0.908 

您觉得跨学科课程的融合深度如何？(例如人工智能和广播

电视学专业课程) 0.492 0.908 

您认为当前的教学方法是否能有效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能

力和创新能力？ 0.662 0.900 

您认为本专业师资队伍中跨学科背景和实践经验的教师比

例如何？ 0.561 0.905 

您认为师资队伍是否能满足学生对“复合型”知识的需求？ 0.739 0.896 

您认为企业(实习实践基地的企业等)参与人才培养的积极性

如何？ 0.659 0.900 

您认为实习企业与高校之间的合作机制是否完善？ 0.672 0.899 

您认为本专业的实习实践基地建设是否深入？ 0.711 0.897 

您认为作为实践基地的媒体与本专业之间是否存在深入的

项目合作和人才联合培养机制？ 0.631 0.901 

您认为本专业是否能够及时了解行业的最新需求和动态？ 0.744 0.895 

综合考虑，您对当前本专业培养模式的满意度如何？ 0.689 0.898 

 
Table 2. The results of validity analysis 
表 2. 效度分析结果 

名称 
因子载荷系数 共同度 

(公因子方差) 因子 1 因子 2 

您认为目前本专业的技术类课程占比是否足够？ 0.553 0.452 0.510 

您觉得跨学科课程的融合深度如何？(例如人工智能和广播电视学专

业课程) 0.052 0.816 0.669 

您认为当前的教学方法是否能有效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和创新

能力？ 0.295 0.781 0.697 

您认为本专业师资队伍中跨学科背景和实践经验的教师比例如何？ 0.262 0.679 0.530 

您认为师资队伍是否能满足学生对“复合型”知识的需求？ 0.510 0.635 0.664 

您认为企业(实习实践基地的企业等)参与人才培养的积极性如何？ 0.457 0.583 0.548 

您认为实习企业与高校之间的合作机制是否完善？ 0.724 0.294 0.610 

您认为本专业的实习实践基地建设是否深入？ 0.765 0.296 0.673 

您认为作为实践基地的媒体与本专业之间是否存在深入的项目合作

和人才联合培养机制？ 0.867 0.063 0.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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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您认为本专业是否能够及时了解行业的最新需求和动态？ 0.823 0.273 0.752 

综合考虑，您对当前本专业培养模式的满意度如何？ 0.708 0.334 0.612 

特征根值(旋转前) 5.803 1.218 - 

方差解释率% (旋转前) 52.756% 11.074% - 

累积方差解释率% (旋转前) 52.756% 63.830% - 

特征根值(旋转后) 3.971 3.050 - 

方差解释率% (旋转后) 36.104% 27.726% - 

累积方差解释率% (旋转后) 36.104% 63.830% - 

KMO 值 0.900 - 

 
如上表 2 所示，效度研究用于分析研究项是否合理，有意义，效度分析使用因子分析这种数据分析

方法进行研究，分别通过 KMO 值，共同度，方差解释率值，因子载荷系数值等指标进行综合分析，以验

证出数据的效度水平情况。KMO 值用于判断信息提取的适合程度，共同度值用于排除不合理研究项，方

差解释率值用于说明信息提取水平，因子载荷系数用于衡量因子(维度)和题项对应关系，从上表可知：所

有研究项对应的共同度值均高于 0.4，说明研究项信息可以被有效的提取。另外，KMO 值为 0.900，大于

0.6，数据可以被有效提取信息。另外，2 个因子的方差解释率值分别是 36.104%，27.726%，旋转后累积

方差解释率为 63.830% > 50%。意味着研究项的信息量可以有效的提取出来。 
综上所述，Cronbach’s α系数和 KMO 值均较高，即表示该问卷的结果一致性较高，且较稳定、可靠，

数据之间的相关性较高，说明本次问卷设计合理，可以进一步进行数据的分析。 

4.1. 高校培养模式的局限性 

如下图 2 所示，根据数据分析，绝大多数受访者认为本专业的技术类课程存在不足，具体表现为

43.94%的人认为“略有不足”，而 9.09%的人认为“完全不够”。仅有 37.12%的人认为课程“足够”，

而认为“完全足够”的比例更是低至 9.85%。这表明整体上来看，学生认为本专业的技术类课程占比相对

不够，他们的满意度较低。 
 

 
Figure 2. Pie chart indicating whether the proportion of specialized technical courses in this field is sufficient 
图 2. 目前本专业技术类课程占比是否足够统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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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下图 3 数据所示，跨学科课程的融合深度总体表现为“一般”水平，占比 59.85%。只有 27.27%
的参与者认为融合程度“较深”，而认为“非常深”的比例仅为 5.3%。相比之下，认为融合深度“非常

浅”的比例为 7.58%，显示出少部分受访者对当前课程融合的深度持保留看法。 
 

 
Figure 3. A diagram of opinions on the depth of integration of interdisciplinary courses (e.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Broad-
casting and Television Studies) 
图 3. 跨学科课程的融合深度看法图(例如人工智能和广播电视学专业课程) 
 

课程设置方面，当前普通高校的培养方案中，普遍存在技术类课程占比较低，即使有技术类课程，

但仍存在跨学科融入不够深入的问题，表面看是进行了学科的融合，但是在实操层面上，课程的设置只

是杂糅了不同的科目，缺乏深度融合，难以满足 AIGC 时代对人才知识结构的要求。教学方法方面，传

统的教学方法注重理论传授，实践教学环节相对薄弱，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和创新能力培养不足。师资

队伍方面，具有跨学科背景和实践经验的教师相对较少，存在跨专业知识鸿沟的问题，“复合型”师资

相对欠缺，难以给予学生全面的指导。 

4.2. 实习企业参与人才培养的积极性不高 

根据下图 4 的数据分析可得，参与人才培养的企业主要顾虑集中在“投入与回报不成比例”，占比

高达 47.29%。这表明企业在投入人力、物力进行人才培养时，普遍感到回报不足，可能导致其积极性降

低。同时，“短期经济效益”和“人才流失”也占据了一定比例，分别为 20.93%和 16.28%，显示出企业

对短期利益的关注以及对培养后人才流失的担忧。此外，“缺乏合作机制”的问题虽然占比较小(15.5%)，
但仍然是影响企业参与意愿的重要因素。 
 

 
Figure 4. A diagram of the reasons for the concerns of enterprises and other entities in participating in talent cultivation 
图 4. 企业等参与人才培养的顾虑原因图 
 

一般来说，企业更加关注短期的经济效益，害怕自己费心费力培养好的人才去到其他企业，并未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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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身上得到任何回报，对参与人才培养的投入和回报存在顾虑，尤其在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后，

这些投入可能不会在短暂的时间内转化为实习企业的实际效益，因此参与人才培养的积极性不高。另外，

实习企业与高校之间的合作机制不完善，缺乏有效的合作机制和平台，缺少长期稳定的交流，缺乏有效

沟通和反馈机制，使得双方对人才培养的协作不够，最终导致双方之间的合作难以顺利开展。就实际来

说，企业并没有人才培养的义务，加之高校培养的人才可能与企业的实际需求存在差距，因此企业可能

对人才培养持保留态度。 

4.3. 作为实践基地的媒体与高校的合作不足 

根据下图 5 数据可知，绝大多数受访者认为媒体与本专业之间的项目合作和人才联合培养机制存在

一定程度的合作。其中，51.16%的受访者认为“有一些”合作，而 37.98%的受访者认为“很少”合作，

只有 2.33%的受访者认为“完全没有”合作，8.53%的受访者认为“非常多”合作。从分析结果来看，虽

然大部分受访者认可存在一定的合作机制，但仍有超过 37%的受访者认为合作程度较低，这表明在项目

合作和人才培养方面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Figure 5. A diagram of opinions on whether there is in-depth project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media industry as practice bases 
and this major 
图 5. 作为实践基地的媒体行业与本专业之间是否存在深入项目合作等看法图 
 

从数据分析结果来看(如下图 6 所示)，当前本专业培养模式的满意度整体偏向中立和一般。其中，

57.36%的受访者选择“一般”，表明他们对培养模式的认可度并不高，可能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同时，

满意和不满意的比例相对较小，分别为 34.11%和 8.53%。这意味着虽然有相当一部分人对培养模式表示

满意，但也有接近 10%的受访者对其表示不满意。 
 

 
Figure 6. Diagram of students’ satisfaction with the current talent cultivation model of this major 
图 6. 学生对当前本专业培养模式的满意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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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虽然高校内建设了不少的实习实践基地，但是这些实习实践基地的建设往往停留在表面层次，

基本流程是学校给学生分组，让校内导师带队将学生交给实践基地，实习实践内容由实践基地负责人安

排，但这种情况下学生可能被安排和专业实践毫不相干的工作，作为实习实践基地的媒体和高校之间缺

乏深入的项目合作和人才联合培养机制。另外，高校的培养机制和实践基地媒体对人才的需求之间存在

脱节，媒体和高校之间的信息交流不畅，高校难以及时了解行业的最新需求和动态，导致人才培养和行

业需求脱节。 

5. AIGC 驱动下复合型新闻传播人才培养路径 

针对上述存在问题，结合 AIGC，提出了以下复合型新闻传播人才培养路径，给日后人才培养提供一

定借鉴。 

5.1. 课程体系创新 

5.1.1. 增设 AIGC 相关课程 
在新闻传播专业的课程体系中，很少有跟人工智能相关课程的设置，因此，为培养复合型新闻传播

人才，可以增设 AIGC 相关课程，将 AIGC 技术的简单原理、应用、伦理等内容融入课程教学中，使学

生系统的了解 AIGC 在新闻传播领域的应用。例如，可以增设“AIGC 的原理与应用”“AIGC 时代的传

播策略”等课程。“AIGC 的原理与应用”课程可以涵盖 AIGC 的发展历程、简单技术基础以及主要应用

领域等内容，具体可以介绍 AIGC 从早期的简单文本生成到现如今能够生成高质量图像、视频的发展过

程，讲解深度学习、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在 AIGC 中的简单应用，以及 AIGC 在新闻、广播电视学、影

视等领域的具体应用案例。“AIGC 时代的传播策略”课程主要探讨在 AIGC 的背景下，新闻传播的策略

和方法的变化，例如，如何利用 AIGC 进行精准的受众定位和个性化推荐，如何应用 AIGC 带来的信息

过载和虚假信息问题等。同时通过设计与 AIGC 应用相关的实践项目，增加实践教学课程的比重，如利

用 AIGC 工具进行新闻写作、内容策划与制作等。通过理论的铺垫和实践的动手练习，进一步加深对 AIGC
和新闻传播应用的理解。 

5.1.2. 跨学科课程融合 
新闻传播学科具有很强的综合性和交叉性，可以与其他课程融合为学生提供更广阔的视野和丰富的

知识，例如新闻传播学和其他学科的交叉学科有计算传播学、认知传播学、网络传播学、国际传播、政

治传播等[17]。在 AIGC 时代，可以将新闻传播与生态学、计算机科学、数据科学、心理学等学科进行融

合，让学生在学习新闻传播学的同时，也能了解到其他学科在新闻传播学中发挥的积极作用。例如，与

数据科学融合，可以开设“社交媒体数据分析”“数据分析与可视化”“大数据与新闻传播”等课程，培

养学生的数据处理和分析能力，使他们能够更好的利用 AIGC 生成的数据进行新闻报道和决策等。与心

理学融合，可以开设“受众心理与行为分析”“传播效果与心理影响”等课程，帮助学生了解受众的心理

需求和行为特点，从而更好地利用 AIGC 进行个性化的新闻传播和互动。通过跨学科课程融合，学生能

够具备更全面的知识体系和综合能力，更好地适应 AIGC 时代新闻传播行业的发展需求。 

5.2. 实践教学强化 

5.2.1. AIGC 平台模拟实践教学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AIGC 在新闻传播领域也拥有了自己的一片天地，越来越多的 AIGC

平台不断的投入使用，提供个性化、多形式、全流程的媒体智能产品，助力新闻传播的发展，教师可以

通过 AIGC 平台模拟实践教学，丰富课堂，提升学生学习兴趣。例如，南开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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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环境下传媒类专业人才智能实训教育创新——学生 MCN 实践教学探索》项目，为学生打造了模拟

MCN 机构的运行机制和智能内容生产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学生们通过实际操作，提升了实践能力。

例如，学生们利用 AIGC 技术，快速生成各种形式的多媒体信息内容，包括图文、音视频等。他们根据

不同的受众需求，进行精准的内容创作和传播，提高了内容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同时，学生们还通过与

其他学生、教师以及行业专家的互动交流，不断改进自己的作品，提升了自己的专业水平。此外，学生

们在 MCN 实践教学中，还学会了如何进行团队协作、管理项目进度、与客户沟通等实用技能，为他们未

来的职业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央视网人工智能编辑部推出的 AIGC 线上平台，打造全流程的媒体智

能产品，贯穿智能采集、智能制作、智能审核、智能分发、智能运营等流程，布局“云、数、智”构建全

媒体产品服务和传播生态系统，AI 助力“策、采、编、审、发、评”全流程技术服务，学生可以通过体

验使用 AIGC 线上平台进行实践，增强实践能力、拓展思维，教师通过 AIGC 平台模拟实践教学，提升

学生学习兴趣。 

5.2.2. 智能实验室实践 
除了通过 AIGC 平台模拟实践教学以外，高校还可以通过建立 AIGC 相关的新媒体实验室来给学生

提供丰富的实践机会。例如，在 AIGC 背景下，学生可以利用实验室的先进设备和技术，进行新闻内容

的智能化生产和传播，学生可以通过 ChatGPT、文心一言、Kimi 等 AIGC 应用生成新闻稿件的初稿，然

后进行人工编辑和审核，提高新闻生产效率。高校还可以通过 AIGC 新媒体实验室和各大企业合作，让

学生可以接触到行业最新的技术和理念，提升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中国传媒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推出的

“AIGC 影像创作全流程培训班”，依托中国传媒大学优势学科与专业师资，联袂业界 AI 专家共同执教，

为学生提供了全面的 AIGC 理论知识与实践应用培训，培养了能够熟练运用 AI 工具进行短片创作的新一

代媒体人。 

5.3. 产业、教学与培训联动发展 

5.3.1. 完善协同育人机制，搭建 AIGC 人才成长舞台 
完善协同育人机制，首先需要建立合理的利益共享机制，形成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明确各方在协

同育人中的权利和义务，激发各方参与的积极性。其次，建立沟通协调机制，加强高校、媒体、企业之间

的沟通与协调，定期召开会议，共同解决人才培养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最后，建立科学的质量评价机制，

对协同育人的效果进行全面、客观的评价，并根据企业及媒体的需求等及时调整和完善培养方案，确保

培养的人才符合市场需求，并制定人才培养标准，确保教育质量和效果。由高校提供师资力量和学术资

源，指导学生了解 AIGC 背景下的新闻传播的发展以及当前行业内对这部分内容的需求；媒体提供实践

机会和行业动态信息，将在高校内学习了解到的新闻传播内容投入到实践过程中，理论转化为实践，从

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同时给媒体提供一定的帮助；企业提供实习实训基地和职业发展指导，在企业

内接触行业最新理念和技术，将此部分内容作为自己的研究内容进一步研究，反馈给高校教师，由此形

成闭环，高校、媒体、企业三方合作申报科研项目，共同开展科研攻关和技术创新，同时也可以推动高

校科研成果向企业转化，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 
构建 AIGC 育人平台，需要高校、媒体、企业共同参与，整合各方资源，实现优势互补。平台承担

人才培养方案制定、课程开发、实践教学、项目研发等功能，为学生提供全方位的培养支持，提供在线

学习、实训、考试等教学服务，帮助教师更方便的管理教学资源，提升教学效率。同时在平台上给高校

教师和媒体或企业的指导老师相同权限，让校内校外双师看到自己指导的学生情况。另外在平台上搭建

“育人建议反馈”部分，学校、媒体及企业有任何意见建议都可以在平台上提出，涉及各方及时提供解

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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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创新教学方法手段，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以 OBE 理念驱动教学过程中成果的产出，引入 AIGC 在新闻传播领域的成功案例，通过案例分析和

讨论，让学生深入了解 AIGC 的应用场景和效果，同时引导学生使用 AIGC 应用平台，以实际项目为载

体，在项目实践中学习和应用知识，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利用在线教学平台和

资源，开展线上线下混合教学，为学生提供灵活多样的学习方式。以产出为导向，利用产出成果参加比

赛、撰写论文等进一步提升学生对 AIGC 的应用与理解，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 
高校应定期组织教师参加有关 AIGC 技术培训和学术交流活动，深入了解人工智能及其应用领域的

最新发展动态，通过学习先进技术和理论知识，拓宽视野，激发创意，以此提升对 AIGC 技术的理解及

应用。提高教师的技术水平和跨学科素养，在进行跨学科学习过程中，产生新的跨学科想法，和 AIGC 进

行融合，融入教学和研究中。同时多鼓励高校教师积极参与 AIGC 技术的项目实践，通过实际操作来检

验和改进自己的应用能力。组建跨学科研究团队，在不同背景不同专长团队成员的带领下学习多样化的

思维方式和视角，不断交流，提升自己的应用水平。鼓励教师到媒体和企业挂职锻炼，积累实践经验，

更好的指导学生实践。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中明确要求高校与企业共建产业学院、实训基地，

将产教融合纳入高校考核指标；《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管理办法》(教高司〔2022〕1 号)中新文

科建设项目与 AIGC 相关项目占比超过 30%，这些要求为协同育人机制建设和课程改革提供了外部的政

策支持。此外，一些学者通过对高校学生群体使用 AIGC 的行为分析研究表明[18] [19]，不论是普通高校

学生还是研究生群体，出于各种动机对使用 AIGC 工具均有正向的意愿，为开展实践教学强化提供了内

生动力。 

6. 结语 

综上，由于目前多数高校在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过程中依旧是理论重于实践的现象，且与目前社会

的发展以及对新闻传播类人才的就业需求脱节，导致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差，毕业后无法适应职场的需

要。另外，当前复合型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的过程中，依旧存在技术类课程占比较低，实践教学环节相对

薄弱，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和创新能力培养不足，且难以满足 AIGC 时代对人才知识结构的要求。师资

队伍方面，具有跨学科背景和实践经验的教师相对较少，难以给予学生全面的指导。企业参与人才培养

的积极性不高，媒体与高校的合作不足等问题。基于以上问题，提出了 AIGC 驱动下的复合型新闻传播

人才培养路径。具体可通过增设 AIGC 相关课程、融合跨学科课程、通过 AIGC 平台模拟实践教学以及

让学生在 AIGC 智能实验室实践、创新教学方法手段、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构建 AIGC 协同育人平台、

完善协同育人机制等方式培养复合型新闻人才，提高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适应社会对新闻人才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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