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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校园媒体融合出版的误区及规避
李秀芹　张　杨　张枫雪

（山东理工大学，山东 淄博 255049）

摘要：自 2014 年媒体融合上升至国家战略，自上而下的各级各类媒体根据中央要求和自身发展需要，应势而谋、因势而动、顺势而

为，纷纷走上媒体融合发展之路，逐步从相加、相融进入深度融合阶段。高校校园媒体作为学校党委和师生的“喉舌”，当然也不例外。

但在媒体融合实践中，盲目求全、急于求成、急功求进等现象也逐步凸显，亟需正视误区，有效规避，以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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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不论是老一辈的高校校报，还是中生代的校园广播、

校园电视、新闻网，以及新生代的新媒体，都立足自身实际和发

展需要，积极应对传播新环境，主动顺应时代新变化，不断推进

传统媒体和新媒体融合发展。但在媒体融合实践中，盲目求全、

急于求成、急功求进等现象也逐步凸显，亟需正视误区，有效规避，

以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

一、理念上：强化顶层设计  避免盲目求大

（一）“﹢互联网”≠“互联网﹢”

目前，国内多数高校校园主流媒体都包括校报、网站、微信、微博、

抖音、广播、电视等。随着互联网快速发展，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

合发展，逐渐形成了“+ 互联网”的传播模式，如“报纸 + 互联网”“电

视 + 互联网”等，只是把报纸或电视内容“搬运”到网站或新媒体

上，报道内容重复性强、同质化程度高。上海报业集团原党委书记、

社长裘新曾说过：“媒体融合不是‘+ 互联网’，而是‘互联网 +’。

记者给报纸写完稿子以后，再根据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的特点去改写，

上网站、发微博、微信、APP，这是‘+ 互联网’思维，而不是质的

突破。”  因此，媒体融合要牢固树立和善于运用“互联网 +”思维，

加快“报、网、端、微、屏”等资源整合，在技术融合、内容生产、

传播路径等方面实现媒体的有机融合。

（二）“中央厨房”≠融合传播

媒体融合，并非摊子铺得越大就越成功。近年来，不少高校

着手建设自己的“中央厨房”，综合而言，情况不一，效果各异。

从执行情况来看，建设“中央厨房”需要一笔不小的投入，财力

雄厚的高校当然义无反顾，大干快上；财力一般的高校则咬紧牙关，

挤出专项资金进行建设；缺乏资金支持的高校媒体只能慨叹心有

余而力不足。

高校校园媒体依托学校而办，主要受众是在校师生和校友，

报道内容大多局限于校园，因此，从学校管理者到媒体决策者，

要根据校园媒体的传播特点和规律，强化顶层设计，突破现有体

制机制，走出“为融合而融合”的思维误区，真正使传统媒体和

新媒体从“你就是你，我就是我”逐步变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最终达到“你就是我，我就是你”的融合发展新态势。 

二、机制上：凸显媒体特色  避免盲目求变

（一）一稿多用≠融合传播

经了解，目前高校宣传工作任务重、人手少是普遍存在的问

题。在校园媒体融合过程中，一部分高校的做法是，在队伍建设

上从原来的传统媒体采编队伍中抽调人员组建新媒体团队，在内

容发布上以校报记者采编稿件为基础，共享给多个媒体，形成了

一稿多发的现象。事实上，不同的媒体平台有不同的特点和规律，

其受众关注热点和阅读体验也不相同。如果同样的稿件重复应用

于校报、网站、微信、微博等，就会导致受众浏览其中一个平台后，

便无心再关注其他平台。在多元化、分众化传播的时代背景下，

这种状况无疑很难形成传播合力。

（二）平台相加≠媒体融合

毫无疑问，媒体融合并不是多个媒体的简单相加，也不是文字、

图像、视频的任意组合，更不是一两个新技术的纯粹应用，而是

媒体在传播内容、传播方式、传播手段、传播机制等多个方面的

互通、互融。媒体融合的关键在于融为一体、合而为一。

对任何媒体而言，特色即生存之道。正是因为不同媒体的

不同特色，才形成了百花齐放的传播格局，也满足了不同受众

的不同需求。众所周知，媒体传播的法则是：受众在哪里，宣

传报道的触角就应该伸向哪里。 时代在不断变化，技术在不断

革新，任何媒体都不能因循守旧，而要与时俱进，主动求新求变。

但在融媒体时代，各媒体要想实现更好发展，也不能盲目求变，

必须发挥优势，凸显特色，打造品牌。媒体深度融合过程中，

各媒体要强化自身比较优势，充分彰显纸媒求深、网站求全、

移动端求快、全媒体求融的传播特质，构建多介质、全方位、

分众化、立体式现代传播体系，实现传播规模与传播效率的整

体提升。

三、方式上：坚持内容为王  避免盲目求快

（一）“泛视频化”≠融合传播

随着 5G 时代的到来，视频的应用日益广泛，其即时、生动

的画面比单纯的文字更吸引人，有时一段视频胜过千言万语。尤

其是微信、微博、抖音等新媒体平台都不约而同地更加重视并广

泛运用视频新闻。由此，有的媒体人片面地认为，短视频就是短

新闻；有的则简单地认为，短视频就是“融媒产品”的全部，短

视频即“时长较短的视频”或“长视频的一段”。另外，一些新

媒体在重视视频制作和应用的同时，越来越轻视文字的作用。其实，

无论传播媒介如何变化，文字语言的作用都是无法取代的，尤其

是在深度报道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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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唯流量论”≠融合传播

流量是媒体的本能追求。在传统媒体时代，报纸发行量、电

视收视率是体现媒体热度的重要指标。移动互联网时代，一条新

闻或资讯的影响力也要靠数据说话，即网络流量。为此，有些媒

体简单地把“流量”作为衡量报道影响力的指标，千方百计获取

点击量，绞尽脑汁追求“10 万 +”。但是从本质上来说，媒体流

量只是一个“瞬间值”，而媒体融合的最终目的是培养长期而稳

定的用户，最后成为媒体的“粉丝”。因此，融媒体时代，媒体

不仅要关注流量，更要让用户“留得住”。

内容为王，永不过时。随着媒体深度融合时代的到来，无论

传播技术如何变化、传播载体如何更新，“内容为王”的基本传

播准则并未改变，高品质的内容始终是媒体的核心竞争力。作为

融合发展中的校园媒体，只有通过优质内容赢得受众，才能不断

提升新闻舆论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充分发挥校

园媒体的育人功能。

四、技术上：引领驱动赋能  避免盲目求新

（一）“+ 新技术”≠脱离本质

合理运用数智技术可以拓宽创作的思路，赋能内容创新、叙

事方式、用户体验、传播效果等，但是高校融媒体从业人员仍需

具备扎实的新闻业务能力，坚守新闻专业精神，以内容为基础，

以受众为核心，以技术手段提升产品内核而非本末倒置。在新技

术的加持下，如何实现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效果的最大化，

是推进媒体深度融合需要不断探索研究的课题。

（二）“+ 新技术”≠放任自流

尽管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为媒体融合和新闻传播厘定了全新范

式，有利于推进新闻传播体系和主流舆论阵地建设，但也伴随着

内容虚假、侵犯版权、隐私泄露等各种问题出现，因此新技术的

运用需要伴随生产方式的革新优化，需要从源头做好内容的审核

把关。

新技术赋能的媒体深度融合在促进内容生产提质增效、扩大

舆论宣传影响力等方面具有不容小觑的作用，探索新技术在媒体

深度融合中的效能最大化，寻求新技术在媒体深度融合中的最佳

发展路径，值得深思。一是构建以内容建设为根本、先进技术为

支撑、创新管理为保障的传播体系，探索媒体融合的更多创新范式。

二是不断增强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内生动力，提升高校宣传

人员的业务水平，坚守专业精神，坚持内容为王，把新技术全面

融入到媒体深度融合的实践中，在不同媒介平台形成优势互补，

从而全面推进新闻传播体系和主流舆论阵地建设。

五、用人上：加强队伍建设  避免盲目求全

（一）全媒型人才≠全能型人才

对于媒体而言，人才日益成为其核心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

而且全媒型人才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鉴于当前高校引才用才

的实际和局限，不少校园媒体在很难扩大人才增量的情况下，只

好在提升现有人才竞争力上下功夫，希望通过加大培训，把采编

人员培养成提笔能写、举机能拍、看稿能编、对镜能录的全能型

人才。但术业有专攻，如果让一个文字记者同时兼顾并不擅长的

摄影或视频工作，反之亦然，不但会增加时间成本，还会影响传

播效率和传播质量。

（二）一专多能≠一味求“全”

就传媒教育而言，如果让一个大学生通过四年学习同时具备

系统的专业知识、深厚的人文功底、先进的媒介技能和全媒体思维，

应该可行性不大。就业界而言，如果让一个全媒体记者同时做到

采、写、录、摄、播样样专业，也不太现实。因此，全媒体记者

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不能一味求“全”，也不能刻意追求又“全”

又“专”。各媒体成员能够在擅长领域做到精通、专业，成为一

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才是关键。

六、结语

综上所述，在高校校园媒体深度融合，对新闻宣传工作的内

容创作、表达方式等各方面产生了较为深度的影响。媒体融合作

为一项系统的工程，还需要高校新闻宣传工作人员在理念上强化

顶层设计，避免盲目求大；机制上凸显媒体特色，避免盲目求变；

方式上坚持内容为王，避免盲目求快；技术上引领驱动赋能，避

免盲目求新；用人上加强队伍建设，避免盲目求全。在媒体融合

实践中，正视和有效规避以上误区，大力推动高校校园媒体融合

向纵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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