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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FACE


基于实践论的中国自主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建构

新闻传播学作为实践性极强的应用型学科, 它的源头是完全来自实践的, 而学科的出路, 即知识体系的出

路也是完全面向实践的。
马克思主义最大的优势是它的实践论。 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 包括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 都是基

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实践进行的。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也是实践性极强的一种理论框架。 2023 年 4 月 25 日习近平

总书记到中国人民大学考察的重要讲话中, 明确提出: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归根结底是建构中

国自主的知识体系。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做到方向明、 主义真、 学问高、 德行正, 自觉以回答中国之问、 世

界之问、 人民之问、 时代之问为学术己任, 以彰显中国之路、 中国之治、 中国之理为思想追求, 在研究解决事

关党和国家全局性、 根本性、 关键性的重大问题上拿出真本事、 取得好成果。” 第一句话是总要求, 后面是路

径和做法———实际上就是回答这四个 “问” ———它们其实都来自实践。 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所有对象、 所有问题

一定都来自实践, 至于提炼到什么程度, 乃至达到哲学形而上的层面, 也是基于实践的思索、 讨论与抽象。 讲

话中的中国之路、 中国之治和中国之理以及解决方案, 对于新闻传播学尤其重要。 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最终是

要回归到对实践的指导和指引。 当下需要讨论的不再是重要性和必要性的问题, 而是要讨论如何建构中国自主

的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的问题。
2016 年 5 月 17 日, 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实际上提出了我们

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基本路径和源头之水。 自主知识体系一定是包括三大体系, 即学科体系、 学术体系、 话语

体系。 要构建这三大体系, 既不能忘记本来, 又要吸收外来, 面向未来。 结合习总书记的历次讲话, 再结合整

个新闻传播学的特征, 我们尤其要抓住这个学科作为可转化的知识体系的特点。 亦即要为新闻传播的实践去提

供一种认识上、 理念上、 思路上和方法上的解决方案。
我们认为, 学科体系是知识体系, 由理论与方法构成; 专业体系是能力体系, 由目标、 课程、 过程、 方法

和人 (师生) 构成; 实践是认识体系, 是学科体系建构的源泉, 同时, 又是对学科体系, 乃至学科体系转化为

专业体系之后成果的检验体系。
实践是一切认识的源泉, 一切知识建构的可能性源泉。 由此, 才能够建构知识体系, 即学科。 但知识建构

之后又需实践检验, 所以实践既是认识体系或者说知识体系的来源又是检验的体系。 这套知识体系 (即学科)
是由理论和方法共同构成的。 学科具有存在的合法性之后, 它就有能力把学科体系即知识体系转化成为专业体

系, 也就是人才能力体系。 在高等教育中, 这套体系就是人才培养方案, 含目标、 规格, 以及教材、 教学、 培

养模式与方法、 教师与学生等等。 高校所有专业体系都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对其能力及其背后的知识体系进行

检验。
当下新闻传播实践的颠覆性变化对所有新闻传播学学者提出了新要求。 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创新就必须以

实践为基础, 以问题为导向, 研究方法要融合, 学科目标要融合, 以分化的研究领域为手段。
新闻传播学的交融性越来越强, 不仅是学科在交叉, 业界也在融合, 学科融合和分化也呈共同存在的趋

势, 这一问题至关重要。 因此, 实践是中国自主的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建构的创新原点, 同时又是这套知识体

系建构后检验的标准。 只有围绕实践, 我们才能真正使得学科体系、 学术体系的建构更加符合中国的现实, 也

才能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建构贡献我们这个学科应有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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