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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边界消融时代高职传媒专业教育的思维创新初探 

 
唐乘花 

 

(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湖南长沙，410100) 

 

[摘要]  媒介边界消融既给高职传媒类专业教育带来了教育主体媒介专业优势缺失、教育客体职业认同力模糊、

专业教育实效性下降等困扰，又对教育改革与创新提出了新要求。思维创新是探索教育改革与教学创新的先导，

融媒体的效应聚变、融媒体的行业发展、融媒体的功能型人才需求又赋予了高职传媒专业教育的“整体性”“市

场化”“能力迁移”等思维创新的前瞻性价值。教育改革与创新面临的最大挑战来自于思维方式的固化。因此，

借助泛系思维的原理，在教育改革和教学创新活动中，把各类“理念”和“知识”重新组合，善用中国哲学的“整

体性”思维，重塑现有专业共性，培养适合融媒体需要的功能型传媒人才；运用现代管理学“市场化”思维，剖

析产业人才结构，依据传媒行业发展需要提升专业办学实效；借鉴中医学的“土枢四象”思维，强化学生核心技

能价值，培养具有能力迁移的可持续发展的传媒人才，以期探索出媒介边界消融时代高职传媒类专业教育人才培

养的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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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边界消融表现在媒介内容生产领地被进

入、信息传输渠道边界被侵蚀、媒介产品形态多元

等诸多方面[1]。平面媒体、广播电台、电视媒体、

户外媒体、网络媒体、社交媒体等多媒体高度融合，

媒介产业已经形成了一个近乎无边界的具有多功

能、全媒体、立体层次的融媒体体系。任何新事物

的产生所蕴含的深层思维都能促进社会人才需求

与教育变革，媒介边界消融带给高职传媒类专业教

育思维创新的价值赋能将为解决当前传媒类专业

教育中专业优势整合、学生核心技能培养、教育活

动实效提升等问题提供现实解决思路。 

一、媒介边界消融给高职传媒专业教育带来的

现实困囿 

媒介边界消融的不只是界限逐渐模糊的“疆

土”，还包括专属的业务能力、独占的渠道资源、

产品的不可替代性。媒介边界消融时代传媒类专业

教育从术业有专攻的类型媒体细分型传媒人才培

养转变到能力整合的功能型传媒人才培养。高职传

媒类专业教育面临专业教育定位、课程体系构建、

实践教学体系构建、教学活动设计、教学模式、毕

业作品设计等方方面面的诸多现实困境。归纳起

来，媒介边界消融时代高职传媒类专业教育面临的

主要矛盾是教育客体日益增强的能力整合的功能

型职业价值需求与类型媒体细分型专业教育模式

下教育活动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更是教

育思维创新上的困囿。 

(一) 媒介边界消融与教育主体媒介专业优势

缺失 

当前，高职传媒类专业的教育主体即专任教师

多数接受的是术业有专攻的各类新闻、出版、广播、

电视等类型性传媒专业教育，或是在大众传媒业鼎

盛时期媒介边界清晰的传媒企业成长起来的，具有

优势明显的媒介专业特色。客观上，媒介边界消融

形成新型融媒体使传媒业的内涵扩大，教育主体不

可避免地存在知识盲区；主观上，面对在互联网时

代成长起来的学生对媒介的认识无边界化，教育主

体过去引以为傲的专业背景和媒介行业优势会被

削弱甚至消失。其结果便是，教育主体有可能因在

教育教学活动中核心竞争力缺乏而不适应当前的

教育环境。 

(二) 媒介边界消融与教育客体的职业认同力

模糊 

从教育的价值理性角度讲，教育客体希望以更

能符合个体已有认知水平、满足自身职业发展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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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载体和形式参与教育活动。高职传媒类专业学生

对媒介已有认知水平受当前网络化和融媒体的影

响，缺乏对细分专业媒介的主动认知。从教育内容

上看，当前的传媒类专业设置普遍存在类型细分媒

介属性突出、融媒体整合的职业胜任力薄弱的现

实，很难满足教育客体对职业认同力的需求。 

(三) 媒介边界消融与传媒类专业教育实效性

下降 

现有的传媒类专业教育改革的速度显然落后

于新媒体技术发展速度，传媒类专业教育拥有的资

源有限、对传媒业前瞻性和宏观性的认知缺乏，特

别是面对媒介边界消融的新媒体环境对人才的需

要，传媒类专业教育模式的局限性已明显。这种局

限性的劣势在教育活动中将体现在教育主体与教

育客体间的信任关系崩塌上。学生在新媒体环境下

成长，他所认同的媒介和传媒知识来源于正在发生

的媒介生态。学校专业教育的资源、理念、手段、

实训条件滞后，很容易使双方形成不信任关系，教

育客体日益增强的能力整合的功能型职业价值需

求与传统细分类型媒介专业教育模式不平衡不充

分发展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造成教育活动实效性

下降。 

二、媒介边界消融对高职传媒专业教育思维突

破与创新的价值赋能 

任何一个媒介形态的兴起，其价值不仅仅体现

在这个媒介产生所包含的技术含量上，还体现在其

所蕴含的创新性思维上。因此，我们的思考要从单

纯关注媒介形态变化延展至所其引起的思维变化

及其对各类教育的促进作用、提升教育效果分析 

上来。 

(一) 融媒体的效应聚变对高职传媒专业教育

“整体性”思维创新的价值赋能 

融媒体的效应聚变体现在三个层次的“融”上，

即传媒生态、规则和逻辑的“融”，媒介的内容生

产模式、媒介形态的选择(传播形态、业态)等基本

要素和空间布局的“融”，组织要素、物质要素和

人力资源要素的“融”。现行的高职专业目录(据教

育部 2015 年颁布)设置中，新闻传播大类共分新闻

出版类、广播影视类 2 大类 23 个专业，笔者对应

当前融媒体效应聚变的发展现状，对高职专业目录

中“主要对应职业类别举例”进行分析，试图将招

生目录中的专业归纳为传媒内容生产、传媒艺术设

计、传媒技术应用等功能型人才类别(见图 1)。 这

已充分反映出当前融媒体的效应聚变需要不同层

次、不同功能型的人才，因此，高职传媒类专业教

育在办学定位、专业设置、教育教学活动、人才质

量评价等方面需要从整体性思维出发，以培养适应

融媒体功能型人才需求为目标探讨其可行性和必

要性。融媒体的效应聚变将引发围绕“人和物”的

关系链的社会价值深度变革，必将给传媒专业教育

改革提供整体思维的价值赋能。 

(二) 融媒体的行业发展对高职传媒专业教育

“市场化”思维创新的价值赋能 

传媒行业具有媒体先行理论研究滞后的特点

和规律，可谓“春江水暖鸭先知”。传媒教育面对

未来，如何理解和认识传媒行业发展变化趋势以及 

 

主要对应职业类别举例 涉及专业数量 功能型人才归类 

编辑、记者、校对员 12 

传媒内容生产 
播音员及节目主持人 1 

印刷人员 1 

记录媒介复制人员 1 

工艺美术与创意设计专业人员 2 

传媒艺术设计 
电影电视制作专业人员 4 

文艺创作与编导人员 1 

美术专业人员 1 

信息和通信工程技术人员 1 

传媒技术应用 

软件制作信息技术服务人员 1 

广播、电影、电视及演艺设备工程技术人员 2 

广播、电视、电影和影视录音制作人员 7 

舞台专业人员 3 

专业化设计服务人员 2 

图 1  教育部(2015 年)高职新闻传播大类专业目录设置的功能型人才归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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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随市场变化脉络是关键，因此借助“市场化”思

维深刻反思与主动自省，在专业教育中早作判断、

研究和探索，以确保专业具有可持续创新的市场动

力，在应对媒介边界消融时代的传媒人才培养格局

中占有一席之地并获得新机遇。 

(三) 融媒体的功能型人才需求对高职传媒专

业教育“能力迁移”思维创新的价值赋能 

技术变革使得传媒业媒介形态发展迅速，纵观

当前媒体变革的趋势，我们很难判断某一种媒介形

式能活多久。媒介形态变化万千、层出不穷，传媒

行业人才需求逐步从细分的介质型人才转向具有

核心技能(或关键能力)的功能型人才需求，3 年的时

间按照媒介介质培养人才显然难以跟上行业发展

变化的步伐。因此，着力培养学生具有普遍的可适

用性和广泛的可迁移性的核心技能(或关键能力)显

得尤为重要，将有助于学生储备较好的有益于就业

前景和终身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竞争优势。因此，

融媒体所带来的对专业素养较高的跨界人才需求

更为强烈，跨界人才的需求变化对于高职传媒类专

业教育的“能力迁移”思维创新具有较强的价值赋

能，而且一旦构建便容易迅速转化为现实效应。 

三、以泛系思维原理促进高职传媒专业教育思

维创新 

美国教育学家罗韦尔(S.Crowell)指出，“教育面

临的最大挑战不是技术,不是资源,不是责任感,而是

去发现新的思维方式”。泛系思维是一种跨度大、

效率高、具有超越性的网络型思维[2]。思维能力是

事业发展的核心，是探索教育改革与教学创新的先

导。借助泛性思维的原理，在教育改革和教学创新

活动中，把各类“理念”和“知识”重新组合，将

不同方法论研究的思维成果进行网联、整合，探究

人才培养的本质和规律，从而使我们更加概括地、

更加深刻地从完整和本真角度认识教育活动。过去,

传媒类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对媒介针对性强,比如为

电视、广播、图书、杂志(期刊)培养人才,媒介边界

消融时代需要的是功能化的人才，因此，思维的突

破是今后高职传媒类专业教育改革与创新的关键，

我们尝试借鉴中国哲学的“整体性”思维、现代管

理学“市场化”思维、中医学的“土枢四象”思维

等其他学科的思维来探讨高职传媒类专业教育与

实践。 

(一) 善用中国哲学的“整体性”思维，重塑现

有专业共性，培养适合融媒体需要的功能型传媒 

人才 

爱因斯坦认为，哲学是全部科学之母。中国的

哲学思想丰富多彩，辩证思维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整体性是这一思想最典型的体现。中国哲学的“整

体性”思维着力于整体与关系的认识、形成互通互

化的关系思维、运用时势运转的思维方式关注转化

过程中条件变化和关节点[3]，可以作为解决当前传

媒类专业教育中存在的问题的指导思路。 

整体性思维把所有媒介介质的专业看作一个

教育共同体,为教育教学提供了一种用以分析、研判

传媒类专业教育本质和现象的方法。在传媒类专业

教育教学中,整体性思维有助于弥合“学科与介质之

争”,有助于统合“内容与传播剥离”。湖南大众传

媒职业技术学院从专业的价值出发，调和现有专业

专属性坚守与专业共性重塑之间的矛盾，以整体性

思维突破传媒类专业教育改革与创新，深度挖掘专

业人才的“核心技能”(见表 1)，基于整体性思维探

索专业教育改革和人才培养面向定位的有效尝试，

以全院 20 多个传媒类专业构建传媒内容生产(新闻 

 

表 1  基于整体性思维构建专业共同体 创新传媒类功能型人才规格 

专业共同体 共同体内核心专业 重塑功能型人才规格 核心技能 

传媒内容生产 

新闻与采编、数字出版、网络新闻、

广播电视技术、电视节目制作、影

视编导、摄影摄像 

主要面向融媒体培养传媒信息内容生产与传媒产品制作

的记者、摄影摄像、编辑、编导、策划等传媒内容生产与

制作类高端技能型人才 

媒介信息内容生产能力、媒

介产品内容制作能力 

传媒技术应用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云计算技术、

移动互联应用技术、计算机网络技

术、软件技术、电子商务技术 

主要面向互联网环境下的新媒体产业培养数字媒体应用、

云计算、移动互联、计算机网络和软件、电子商务等传媒

技术应用类高端技能型人才 

新媒体技术应用能力、新媒

体技术处理能力 

传媒艺术设计 

影视动画、动漫设计、艺术设计、

广告设计与制作、数字媒体艺术设

计、人物形象设计 

主要面向动漫和文创产业、现代数字艺术设计产业培养动

漫、动画、游戏、平面、广告、数字媒体、VR 虚拟、人

物形象等传媒创意设计与制作类高端技能型人才 

艺术创意设计能力、文创作

品开发和孵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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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传播)、传媒技术应用(新媒体技术应用)、传媒艺

术设计(视觉艺术设计)三个专业共同体(二级学院)，

整合相关专业资源，扩大优质资源共享，促进现有

专业间在课程、实训、师资等方面的互补共享，着

眼于传媒业的最新发展动态和趋势，培养适合融媒

体需要的功能型传媒人才。 

(二) 运用现代管理学“市场化”思维，剖析产

业人才结构，依据传媒行业发展需要提升专业办学

实效 

市场化思维是指一种强调一切都通过市场优

胜劣汰来决定其生存和发展的思维模式。它反映在

教育指导思想中，就是强调教育市场供求关系，强

调人才的社会产出效率，也就是从根本上强调学校

专业教育和人才培养的市场属性。高职教育作为我

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技能型、应用型和

订单式人才培养的主体，也是高度依托行业、紧密

对接企业、深度融入产业的教育层次。 

从当前融媒体行业的功能模块、工作内容来 

看[4]，市场对人才的需求具有明显的功能型特点(见

表 2)。因此，市场化思维对高职传媒专业教育有一

定的指导意义。近年来，我们明确了面向传媒全产

业链提供信息收集、加工、整理、制作、输出及技

术支撑等众多环节培养劳动者的办学定位，通过市

场优胜劣汰原则紧跟市场职业需求，打破原有专业

的限制，对全校传媒类专业进行了梳理，紧密切合

市场需要采取关停、改造与新增措施，调整专业布

局，优化专业与地方产业的结合，真正实现专业链

与产业链、实训课程与行业标准、教学过程与生产

过程的对接，提高人才培养的实效。 

(三) 借鉴中医学的“土枢四象”思维，强化学

生核心技能价值，培养具有能力迁移的可持续发展

的传媒人才 

“土枢四象”是中医经典《黄帝内经》藏府学

说中最主要的思想，“中土为枢而司四象”，即以脾

胃为中土、枢纽，肝心肺肾四藏为四象，揭示了人

体生理生命活动的基本规律。通俗地讲，“土枢四

象”模型强调在人体生命系统中脾胃具有核心和关

键性作用，其升降启合拨动着其他脏腑的生理功能

和人体的一气周流，从而决定着人体的生理、机理

与病理[5](见图 2)。所以中医认为“脾胃乃后天之本，  

 

表 2  融媒体功能模块、工作内容与功能型人才需求 

功能模块 工作内容 功能型人才需求 

内容融合模块 
面向电视、广播、网站/网络电视台、微博、微信、移动客户端、报纸等全媒体

传播渠道，负责各种内容的统一策划、生产、审核、分发以及传播运营分析 

传媒信息内容生产与传媒产品制作；选题

策划、内容采写、内容制作、编辑加工 

内容发布模块 
面向媒体机构提供新闻资讯发布、互联网资讯发布、视音频网络直播点播等，支

持微博、微信、新闻客户端、网站、融合号、电视端等新媒体渠道的传播体系 

新媒体内容制作与传播、新媒体技术和互

联网技术应用与服务 

大数据支撑模块 
以全媒体公开数据为基础，通过全方位、多维度、高精准的挖掘与分析，提供线

索汇聚、热点发现、传播路径分析等大数据应用与服务 
新媒体技术和互联网技术应用与服务 

协同指挥模块 
负责融媒体环境下选题的统一策划以及选题相关资源特别是采访报道资源的调

度和指挥 

媒体大数据系统对接、选题组织与执行、

后续的选题开发 

 

 

图 2  中医学“土枢四象”理论模型 

气血生化之源”，也就是说脾胃是人体一切生命活

动的关键。 

如何突出功能型传媒人才培养的实效，中国

传统医学的“土枢四象”思维给我们提供了好的

思路借鉴，在专业教育中要以学生的核心技能(或

关键能力)作为统领整个教育教学系统的中枢，强

化学生核心技能的价值，着重培养学生“通过核

心技能的学习而促进另一种能力学习”的可持续

发展的能力，学生一旦拥有核心技能，就能适用

已知的广播、电视、平面媒体、网络媒体、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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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社交媒体以及未知的介质形式的媒介就业

(见图 3)。 

基于融媒体功能型人才培养的教学改革创新

与实践，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新闻与传播学

院通过构建专业共同体，在专业知识、专业技能培

养中强化核心技能的培养，形成了从校内生产性实

训基地到融媒体功能模块的专业实训+企业模式的

改革创新，为学生能力迁移和提升提供了一条有效

的培养途径(见图 4)。 

 

 

图 3  传媒专业学生核心技能模型 

 

 
图 4  高职传媒类专业学生核心技能迁移途径 

 

四、结语 

传播技术的应用日新和媒介边界消融时代的

来临，必将影响传媒行业的人才需求和推动传媒类

专业教育创新与改革。如何在媒介边界消融时代为

行业培养更多更优质的传媒功能化的人才，思维的

突破是关键。本文尝试借鉴中国哲学的“整体性”

思维、现代管理学“市场化”思维、中医学的“土

枢四象”思维等其他学科的思维来探讨高职传媒类

专业教育，为媒体融合创新发展提供人才培养的实

践路径进行初探。我们通过国家骨干校专业建设、

国家示范专业建设以及湖南省卓越校重点专业建

设，不断尝试和优化专业设置与专业教育人才培养

定位，以满足媒体融合发展的人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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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edia boundary melting not only brings problems to vocational media major education, such as the lack of 

professional advantage in educational subject, the obscurity of career identity in educational object, and the decline of 

time efficiency during education, etc. but also poses new requirements for educational reform and innovation. Thinking 

innovation is the precursor of exploring education reform and teaching innovation, and effect fusion of the media, its 

industry development, and its demand for functional talents of convergence endow media major educ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with prospective values of thinking innovation, including globality, ‘marketization’, ‘ability 

migration’, and the like. The biggest challenge that education reform and innovation face comes from the solidification 

of thinking mode. Thus, in education reform and teaching innovation activities, we should resort to pan-system thinking, 

recombine “ideas” and “knowledge” of various sorts, make good use of the holistic thought in Chinese philosophy, 

reshape the commonality in existing majors, and cultivate functional talents needed for convergence media. We should 

also adopt the thinking method of “marketization” in modern management in analyzing the talent structure of the 

industry, abide by the needs of development of media industry in improv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professional education, 

and borrow “the four directions with the TU” as the center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strengthening the value 

of students’ core skills as well as cultivating sustainable media talents with ability migration in the hope of exploring 

new ways to cultivate media talents in vocational colleges in the age of media boundary melting. 

Key Words: media boundary; media major; pan-system thinking; education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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