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传媒资讯网┆传媒学术网┆传媒考研网┆传媒博客┆传媒社区┆传媒书店

首页 动态 专题特稿 理论 实务 随笔 学人 期刊 法规 书坊 社区 二〇〇九年十月十六日  星期五 

美日两国新闻教育的共性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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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代新闻教育产生于二十世纪初的美国。本文通过对美日两国新闻教育的比较分析，认为两国新闻教育具有这样

几个相同特征：新闻事业发展的需要是新闻教育的原动力；对新闻教育的正确认识是其新闻教育的思想基石；人文学科

知识教育是新闻教育的基础；职业精神教育以及大众普及新闻教育是新闻教育的重要内容和课题。 

[关键词]美国 日本 新闻教育 共性比较 

现代新闻教育产生于二十世纪初的美国。它适应新闻事业发展的需要而产生，并随着新闻事业的发展变化而不断拓展新

闻教育的领域。它在发展中根据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事业需要形成了鲜明的特色。美国新闻教育以高等学校教育为主，

讲求科学化和规范化，注重实践环节，是较为典型的实用教育。而日本先是师承于英国的学徒制，二次大战后又受美国

影响，开创了自己的高等学校教育、在职教育和大众普及教育相结合的多层次发达的新闻教育体制。实践证明，美日两

国的新闻教育在其发达新闻事业形成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一、新闻事业发展的需要是新闻教育的原动力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美国的资本主义经济进入到垄断阶段。与此相适应，作为资本主义私人企业的报业也由自由报

业发展到垄断，进入大规模发展阶段。彼此竞争加剧，规模扩大，加之社会对政治、经济等各种新闻信息的关注需求更

为膨胀和迫切，因而各家报纸就增加了对专业人才的需求，同时，报纸的繁荣与发达，其社会地位和影响日隆，也使美

国的院校对这块人才市场发生了兴趣。 

日本的新闻教育虽然起步艰难，但也诞生于日本报业的大众化、商业化、国际化改革发展之时。一次大战后，日本成为

世界强国，日本报业也进入黄金发展时期。报社纷纷实行股份制经营，规模迅速扩大，赢利增加，报社机构健全，分工

严密。为争夺读者，各报积极采用先进手段抢发新闻，并和世界新闻组织交换新闻。随着报业的发展，改革的成功，涌

现出很多如《朝日新闻》、《每日新闻》等大报，发行量突破一百多万份，对专业人才的需求要比以往迫切，使有识之

士看到了社会对新闻教育的这种需要而萌发了发展新闻教育的设想。 

二次大战是新闻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个分水岭。新闻教育作为一种应用性教育，它一方面受教育规律的制约，也受事业发

展的直接影响。美日两国在二次大战前的新闻教育主要是以报学为主。当然，美国是为报纸训练记者，而日本是进行有

关报学史论方面的研究。二次大战后，由于广播电视等新的媒介的出现，美日两国的新闻教育内容就发生了很大的变

化，由报学扩展到涵盖报纸、广播、电视、电影、杂志、书籍等大众传播教育的范畴。如美国不仅在新闻院系当中开设

了广播电视专业，增设广播电视、广告、公共关系等课程。而且有些大学的新闻院系还改称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或传播

学系。日本在二战以后，也增加了大众传播学方面的研究和教育内容，为日益信息化、情报化的社会培养多功能的大众

传播学人才。纵观美日两国新闻教育从产生到现代的发展历程，可以说，新闻事业发展的需要是新闻教育的原动力。新

闻教育直接服务于社会新闻事业的建设与发展。 

二、对新闻教育的正确认识是新闻教育的思想基石 

美国和日本堪称当今世界两个新闻大国。美国现有日报1700多种。总发行量达6200多万份，[1]其中《纽约时报》和《华

盛顿邮报》等在世界上都处于领导地位。日本日报种数虽然只有124种，但总发行量达6678万份，人均563‰，普及率居

世界第一。[2]其大报《读卖新闻》和《朝日新闻》等在世界上也有很大影响。 

作为新闻大国，这跟他们重视新闻教育是分不开的。同时，对新闻教育的正确认识也促进了新闻教育的高度发展。 

普利策是美国报业大王，是美国“新新闻学”的奠基人。他虽然是自学成才，但几十年的报业实路，使他认识到新闻教

育对于新闻事业发展的重要性。他在1904年《北美评论》杂志上发表“新闻学院”一文中，说：“现在培养律师、医

师、牧师、陆海军军官、工程师、建筑师与艺术家，已有各种专门的学院，但没有一所学院是用来训练记者的。所有其

他专门职业，都已从这些专门训练中得到益处，而不将新闻事业包括在这些专门职业之内，在我看来是毫无理由的。我

想，我所能够贡献的，没有比建立一所新闻学院，将对我所献身的行业（报业）及社会更为实际”。[3]正是基于这种认

识，他非常重视新闻教育的开展，并亲身投入中来，出巨资发起建立了当今世界最为知名的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并

在普利策新闻奖项中专设优秀学习奖，每年奖励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的三名研究生到欧洲作文化旅行。 

普利策认为，新闻永远是文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一种社会力量，新闻专业是所有职业中最重要的职业，要有最渊博的

知识和最高尚的品格。他说：“像负有这么重要责任的职业，应该完全交付自我教育的人吗？应该完全交付给批评大

众，指导大众，而他本身不需要指导的人吗？”他相信未来的新闻记者，都应该接受专业训练。“新闻学校其目标是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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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若干较好的新闻记者，他们将制作较好的报纸，这些报纸更好服务社会。”[4] 

美国政治专栏作家李普曼，被称为当代美国乃至全世界最为知名和最具影响的记者。他在1920年讲道：“我们实在不可

思议，像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为何永远停留于依赖一些未受过训练的记者。记者是历史的见证人。最好的办法，是训练

一批最卓越的新闻专业人员，将那些不能胜任的记者驱逐于报业之外。这可以表示两件意义：第一，表示公众承认报业

的尊严，使报业不再成为政客及不学无术人们的避难所。第二，由于报业声望的增加，必须加强新闻专业训练，在这训

练中，理想客观的见证是最基本的。”[5] 

普利策和李普曼的观点可以说是美国新闻界共同的心声，代表了美国新闻界对新闻教育重要性的一致看法，有力地论证

了新闻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从而也奠定了美国新闻教育的思想基石。 

在日本，虽然早期新闻业不够发达，而且屡遭挫折，但新闻对于社会的重要性的认识是明确的。在明治维新时期，富国

强兵，文明开化，殖产兴业被当作三大国策，而其中的文明开化很大程序上依赖于新闻事业的发展。新闻传播事业及面

向全社会的新闻教育得到了政府及社会各界高度的重视，而迅速发展起来。小野秀雄有过10年的新闻记者经历，他在日

本较早认识到了新闻教育的重要性，他认为新闻研究固然重要，但是，要办一张好的报纸，必须有好的记者，必须加强

记者教育。从此他在从事新闻理论研究的同时，致力于新闻教育工作。1929年在东京帝国大学创办了第一个新闻研究

室，从法律、文学、经济三系选拔十一名研究生，目的是培养新闻记者，培养致力于新闻教育的人才。又于1932年4月创

建了三年制的上智大学文学部新闻学科。这是日本最早培养新闻记者的大学学科，开创了日本新闻教育的新局面，并通

过新闻研究与新闻教育，树立了新闻学的科学地位。现在日本已形成了高等新闻教育，在职新闻教育、大众普及新闻教

育并存的高度发达的新闻教育体系。 

三、人文学科知识教育是新闻教育的基础 

在美国和日本新闻教育发展中，都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从开始时的报学研究到二战后的大众传播研究，其范畴拓展到

广播、电视、杂志、电影、书籍、广告、公共关系、民意等。由于范畴的扩展就要求新闻教育向纵深、广义的方向发

展，加之学生来源的多样性，因而在课程设置上，使人文学科的课程越来越在新闻教育中占据重要的位置，成为新闻教

育的理论基矗在美国大学本科的新闻教育中，学生前两学年以攻读人文及社会科学课程为主，而后两年才学新闻学专业

课程，新闻课程的比例只占25%，而人文及社会科学课程占75%，包括自然科学、心理学、语言学、社会学、经济学、政

治学等。[6] 

密苏里新闻学院院长费希尔说：新闻学院的学生必须接受开明的教育。这些人应当懂得科学和技术，也必须懂得社会科

学、经济学和历史学，还要掌握外语。他必须具有广博的知识。他应当具有从重要的事件中选出重要新闻的智能，也就

是有一个“新闻鼻”。他除了接受广泛的开明教育以外，还应有某一专业方面的特长，如医学、科学等。[7] 

在日本，新闻教育一开始就偏重历史和理论，偏重于大众传播理论的基础教育。以早稻田大学新闻学系为例，人文学科

的课程包括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以及其他各类学科，占总学分的75%强，而其新闻类课程只占25%，并且仍然以基本

理论为主，技能课不仅很少，而且有些还被列为选修之列。正如某新闻学教授所说：“现在的大众传播讲座，实际上已

在逐渐变成一种教养课程了。”[8] 

这一方面跟新闻学的发展有关，也跟日本的新闻界的选才制度有关。总而言之，重视人文学科基础教育，不仅是社会大

众传播事业深广发展的需要，也是美日新闻教育取得成功的重要经验。 

四、专业精神教育是新闻教育的精髓 

新闻事业是社会公共事业建设的一种特殊专业，新闻道德建设与社会文明进步密不可分，也关系到新闻事业的未来。因

此，在新闻教育中灌输和培养职业道德和专业精神被放在重要的位置，是新闻教育的精髓。 

哥伦比亚新闻研究生院给未来的记者传授两件根本的东西：新闻工作的技巧和“道德”，[9]这其中的道德不是把记者培

养成“正人君子”，而是职业信念和美国精神。美国大学很注意向学生灌输“美国精神”，注重“美国文明”的教育。

美国学者把“美国精神”总结概括为：人定胜天，强调变革，苦干、巧干、珍惜时间，讲究实际，注重效率，坚持平

等，放眼未来等。 

1908年，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创建人和首任院长沃尔特·威廉主持制订了《记者守则》，首次提出一个全面而又系

统的新闻道德规范。[10]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办学宗旨，在该院招生简章中写得很明确：“学院并不是为了增减在毕业后就能在一、二流的新闻

单位工作的学生，而是要教育学生献身于这一有重要意义的事业。[11]新闻研究生院院长奥斯本·埃利奥特认为记者的

条件包括能够接受艰苦的、时间长而不规则的工作，坚持注意公正，献身于真理，幽默感。[12]现在美国很多大学的新

闻院系都开设了新闻道德课程。美国学者斯达克教授认为：新闻教师的一项重要责任就是要培养学生通过新闻报道工作

为社会做出贡献。只有这样，到他们成为新闻工作者的时候，才不会被私利或集团利益所驱使，对整个社会有益，使社

会进步，这能成为工作的动力。这就是应该强调新闻教育的大目标。[13] 

在日本的新闻教育中，一个是在校期间的精神教育，一个是对在职人员的入社教育，重点就是社风、社格教育（本社宗

旨、历史及传统等）。日本新闻界对人员不仅挑选严格，有笔试，还有面试，而且把是否真心热爱新闻工作作为决定录

用的首要条件。入社后还要把新人放到基层锻炼，然后通过考查再一步一步提拔为骨干。在这个过程中，各新闻机构很



注重老对新的传帮带，以使新人业务和思想同时得到进步。其目的是培养职业精神和爱社思想，从而使人们在事业追求

中得到满足。在日本新闻界，比较普遍的存在一种“爱社”思想。这是资方通过终身雇佣制度给记者灌输的一种意识，

一种他们与报社共存亡的“一体”观念：只要好好干，报社有发展自己也能有出息。每日新闻社一份材料上说：“家有

家风。《每日新闻》在长期的历史中形成了自己的社格和社风。代表这种社风，在一切活动中体现这种社风的是人，是

每日新闻社七千名职员。因此，必须有造就本社人格的目标。本社全体人员必须具备每日新闻精神，成为优秀的‘每日

新闻人’”。[14]如此种种，日本的记者在工作中大都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忘我和奉献精神。这也是日本新闻界成功的一

个秘诀。 

五、新闻教育大众化是新闻教育发展的可靠保证 

在美国新闻教育中，虽然高等教育相当发达，但美国新闻教育却有着鲜明的层次，注意新闻教育的大众化。美国除四年

制的正规大学外，还有一种两年制的初级大学。据调查，在936所初级大学中59%开设了新闻学方面的课程，最普通的如

《大众传播概论》、《采访·写作·编辑》和《新闻摄影》。[15]这些课程是为进入四年制的专业打基础的。初级大学

有些教学人员认为，教学的目的，在于使学生更好的读报用报，以尽公民的责任。在某些初级大学里，也设置一些高级

课程，使学生修读后，即可就业。 

美国大约在5000所中学开设新闻学课程，选修学生每年约175000名。高中和初中的校刊、杂志和年鉴有45000种，多半定

期出版，有100万以上的学生为这些刊物工作，每年耗费5000万美元。学生们还通过教学和课余俱乐部活动，学习《广播

电视节目制作原理》。自七十年代起，数以千计的中学传授传播学知识，目的是使学生了解大众传播媒介的操作以及媒

介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人们认为，美国高等院校新闻、传播系（学院）新生入学率的稳步上升与中学的教学是分不开

的。[16] 

日本的大众新闻教育也非常有效，颇具特色。在日本的小学生课本里，有一篇课文就叫《报纸》。[17]为了加强中小学

的新闻教育，日本一些名牌大学如东京筑波大学、广岛大学等学校新闻学科的毕业生的一部分也在从事中小学的新闻教

育工作。日本各新闻机构也非常重视和积极参与这项活动。在日本，《读卖新闻》、《朝日新闻》等新闻机构都向读者

开放，主动服务和增进感情联络。大阪的朝日新闻社有一个相当大的读者室，580平方米，任何人都可以免费来这里体验

从写作、编排到印刷的报纸工作的全过程，室内摆放的设备、电脑、与编辑部使用的一样，只是印刷机是按四分之一缩

小比例制造的。读者们有朋友聚会或结婚等活动，常常来这里自己动手编上一份纪念版。这里有《朝日》的报史展览，

可以在这里查阅所有《朝日》出版的报纸和刊物，可以在里面的小录像室自由选看有关《朝日》的录像片，也可以反映

自己的意见和提出想要知道的问题。[18]朝日新闻社东京总社还成立了大型业余学习中心，开设550个学科，学员近6万

多名，另外，日本的报社、电台、电视台，不仅播放新闻节目，而且还经常公开的向读者传授新闻采编知识，可以说，

日本社会整个大环境都在引导民众从事终身的新闻教育活动。[19]这不仅提高了国民的新闻意识和文化素质，促进了社

会发展，也为新闻教育奠定了雄厚基矗 

通过比较与分析美日两国新闻教育的共性特征，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现代新闻教育源于新闻事业和社会的需

要，并随着新闻事业和社会的发展变化，不断调整自己的办学方向、目标和方法，以适应实际需要。新闻教育是专业性

很强的教育，既要重视应用技能的培养，也要重理论、厚基础，增强学生的潜在能力和可塑性。在进行新闻教育中不仅

要重视业务水平和职业水准的提高，更要重视“新闻人”的塑造，强化专业精神教育。同时，新闻教育不仅要着眼于为

新闻事业服务，还要放眼于提高国民的新闻意识和文化素质，积极实施全民新闻教育工程。如此，新闻教育才能真正得

到健康全面发展，培养出高素质的新闻人才，为新闻事业乃至社会的全面进步做出贡献。（作者单位：河北大学新闻

系） 

注： 

[1][2]张隆栋、傅显明《外国新闻事业史简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4][5][6]李瞻《世界新闻史》国立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印行 

[7][12]新闻记者的条件《国际新闻界》1980.2.33 

[8]张国良《谈谈日本的新闻教育》《新闻大学》总第3期 

[9]美国哥伦比亚研究生院是怎样培养记者的？《国际新闻界》1980.3 

[10]黄瑚《美国新闻道德建设及其理论基捶《新闻大学》总46期 

[11]陈建德《哥伦比亚新闻研究生院简介》《新闻大学》总第2期72页 

[13]苑子熙《外国广播电视事业史简编》新华出版社 

[14][17][18]刘明华《日本的新闻教育》《国际新闻界》1983.1.53 

[15][19]郑北渭《美国新闻教育的演变和特点》《新闻大学》总第6期 

[16]李小冬《日本三大报的公关意识》《新闻学》1992.2 

原载 河北大学学报：哲社版 1997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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