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蛳2热愕倒盂党I裴红l磊图瞎Q

口心·侣 一———W
。一▲一

要论I”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在京
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口 一

重庆I陈敏尔：抓实重点任
务强化责任担当推进新时
代国防动员建设高质量⋯
四n

活动来了!参加学习党的
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知识
竞赛，获得满分者有望⋯
3

重庆机场预计迎送旅客590万

彩●

万方数据



  

CONTENT

	 特别策划

	 智媒时代的新闻传播学专业教育

009	 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传播专业课程教学的耦合机制 / 骆正林	  

012	 重建新闻传播学科的“边界” / 曾一果  	
015	 空间转向与新闻理论重构 / 刘洁

017	 智媒时代新闻传播教育的转型 / 陈小燕  陈龙

022	 人才需求视阈下出版传媒教育的多元化思考 / 陈丹  孔雅洁

026	 全媒体环境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学方法论创新 / 叶俊  杨娇娇  

029	 “SECI”模型理论视角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隐性建构 / 陈瑛  

	 报刊观察

033	 以品牌集群引领中国科技期刊市场运营能力的提升 / 邓雯静  别雄波

035	 疫情期间主流媒体的视觉化传播创新

  ——以人民日报相关报道为例 / 贾丽敏

038	 《今日中国文学》对外传播中国文化策略研究 / 朱斌

	 广电聚焦

041	 主流媒体精准扶贫报道探析

  ——以河南卫视《脱贫大决战》为例 / 刘韶华  况明亮  魏玉清

044	 基于智能物联的影视受众心理与场景应用问题初探 / 毛琦

	 新兴传媒

047	 进化：短视频大潮中媒体人转型痛点研究 / 马昌博

本期看点

王    彤  人 民 出 版 社 党 委
              副书记、纪委书记
看点：

在内容决定网络直播生死存亡的

今天，各大平台已开始致力于内容的

延伸和扩充，结合通俗文化、高雅文

化、传统文化、现代文化利用网络直

播的新形式，同台唱戏、绽放光彩。

多种媒介的融合为信息内容的广泛传

播带来了新的机遇，网络直播可以充

分利用自身优势，更多地融入民众的

日常生活，释放网络直播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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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行业最终的竞争，变成了组

织系统之间的竞争，是公司或机构的

组织、战略、效率等一系列现代商业

机构元素的综合竞争。从这个角度衡

量，中国的大部分内容公司，都不是

合格的，其缺乏作为一个公司应有的

产品标准和工业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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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媒介融合、卓越人才培养的大

背景下，社会对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

提出了全新的规格要求。新闻传播教

育单位顺应时代发展需要，逐渐形成

了多种课程模块。因为个人能力和教

学资源的限制，任何一位学生都无法

具备所有能力，任何一家教学单位无法

提供所有课程，这就需要创新新闻传播

课程教学的耦合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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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文推荐

重建新闻传播学科的“边界”

近年来，随着新媒体的快速发展，

新闻传播学的学科发展迅猛，逐渐成为

可以和政治学、社会学、文学、艺术学

等学科齐头并进的“显学”。但是新闻

传播学科在飞跃发展的同时，一个问题

也随之而来，那就是其学科疆界日益模

糊，不少新闻传播学专业出身的人也越

来越困惑于“新闻传播学的边界何在”

的议题。新闻传播学边界的模糊感和不

确定感，不仅出现在学科的教学和人才

培养中，也出现在学术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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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品牌集群引领中国科技期
刊市场运营能力的提升

中国科技期刊大部分都由行政事

业单位、科研机构等主办，运营费用也

基本靠主办单位拨款，一旦发生预算削

减，那些市场化水平较低的科技期刊就

很容易陷入生存危机。再加上许多期刊

从业者缺乏市场运营能力，导致科技期

刊发展动力和后劲严重不足。我国应该

以品牌集群为引领，通过完善的市场运

营能力，全面拓展科技期刊的发展空

间，为打造世界一流期刊提供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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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广电媒体融合的三个思
维导向

传统媒体的转型发展涉及思维理

念、管理机制、呈现方式、话语体系

等各个层面，需要适应从线性传播到

网状模式的转变。媒体融合要“形神

兼备”，就要从思维的真正转变谈

起，用户思维、数据思维、平台思维

构成了推进广电媒体融合的三个思维

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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