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系实践周：防疫不松懈，精彩不停歇

《地平线》11月 11 日 讯 2021 年 11 月 1日-11 月 5 日，新闻

系学子们迎来了一次特殊的实践周。由于重庆市疫情防控压力突增，

为充分保障疫情防控安全，两场校外实践活动和两个由校外人员主讲

的讲座被临时取消，剩下三场校内实践活动得以保留并顺利进行。在

做好防疫的同时，本次实践周的精彩程度并没有打折扣，同学们收获

了丰富的新闻实践体验。

“新闻策划-老年传播联合工作坊”开营仪式暨“朝夕志愿协会”

换届仪式：薪火相传，做朝夕之间的沟通桥梁

11月 1日下午，新一期“新闻策划-老年传播联合工作坊”开营

仪式在歌乐楼 B2-2 圆满召开，“朝夕志愿协会”成功换届，团队成

员薪火相传，继承协会的志愿精神，继续为老年人群体的数字融入做

好培训和服务。

据了解，该工作坊发端于去年 11月实践周期间杨清波副教授《新

闻策划》课组织的老年人智能手机培训班，后又结合王艳副教授主持

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老年流动人群的社交媒体使用及其社会交往重

建研究”，培训班于 12月底发展成为常态性服务数字弱势群体的志

愿组织-“朝夕志愿协会”，并于上学期 5月份实践周期间成功举办

了首期“新闻策划-老年传播联合工作坊”。到目前为止，老年人智

能手机培训班已在校内外包括在我校乡村振兴定点帮扶点秀山县隘

口镇共举办七期，使 220 人次老年人受益，今年 5月活动经梨视频报

道一度登上微博热搜，阅读量突破 1.3 亿人次，得到了学院领导的大



力支持、重庆日报、新华网重庆频道、华龙网等多家主流媒体关注以

及社会广泛认同和赞誉。

四川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丁钟副院长和协会及工作坊指导

老师杨清波副教授莅临现场。丁副院长对工作坊给予了高度肯定，他

表示学院将极大支持开展这样一个品牌性的传播活动，并对于“朝夕

志愿协会”代际传承表达祝福、提出期许：“希望协会能够继续拓展

更多的触角，成为一张响亮的志愿名片。”

（丁钟副院长提出期许）

“朝夕志愿协会”首任会长汤健同学作出总结报告，他回顾一年

来协会的主要成果，展望新一届的未来：“无限的过去都以现在为归

宿，无限的未来都以现在为渊源。”

协会和工作坊指导老师之一王艳副教授也委托现场主持人表达

了对协会换届的由衷祝福：“年轻人和老年人之间如何建立起真诚的

代际友谊？社区志愿服务如何持续推动老年群体的数字融入？这是



我作为老年传播研究者在研究文献中常有的疑问，你们用青春的实践

坚定地回答了我：想到就去做，做就要做好！欢迎你们和更多的新人

加入我们，一起做朝夕之间的沟通桥梁，一起只争朝夕！”

随后，杨清波副教授宣布了协会新一届管理团队的任命决定并对

协会的发展提出祝福协会能够坚持创新，做大做强，希望未来“朝夕

志愿协会”能和“重庆青年电影展”一样，成为“川外新传”的新名

片。未来，朝夕志愿还可以与其他高校合作，让这件意义多元而深远

的活动影响日增，造福更多的老年人。

（“朝夕志愿协会”指导老师杨清波副教授讲话）

最后，协会首任会长汤健将印有“新传朝夕志愿者协会”的会旗

传给了新任会长叶琳瑶，标志着协会正式完成了换届交接工作。叶琳

瑶同学介绍了工作坊主要内容、未来规划以及实践周相关活动安排，

她表示会创新协会活动形式、发掘社团横向合作模式、实行街道就近

开展服务、打造协会志愿服务品牌。至此，此次“新闻策划-老年传



播联合工作坊”开营仪式暨“朝夕志愿协会”换届仪式取得圆满成功，

考虑到疫情防控安全，本次工作坊的现场实践活动即第八次老年人智

能手机培训班将推迟举行。

（“朝夕协会”会旗交接）

（会后全体人员合影）

（文字：罗舒月；摄影：梁月、王禧雨、“朝夕志愿协会”）

《深度报道》选题会：报道事实，更要关心宏观结构



11 月 2 日下午两点半，新闻系实践周活动之一“《深度报道》

选题会”在西区教学楼 C506 举行，王艳副教授主持，2019 级 1班全

体同学参加。

据了解，此次活动是王艳老师讲授的《深度报道》课程的新闻

实践活动，要求同学们围绕期末考核需要提交的深度报道进行选题汇

报，包括选题意义，资料准备情况（相关新闻背景及以往媒体报道等），

采访实施方案，内容呈现方案，成员具体分工，备选选题等。

经过半个月的前期选题调查和小组讨论，同学们为此次选题会

进行了充分准备，选题范围涵盖校园内外诸多社会热点问题，包括《双

减政策下的应届“名师”》《考研热现象下的理性思考》《弱势群体

的社会救助》《“双减”之后非师范生的从业困境》《那个考研三次

的学长》《“读研后，你得到了你想要的吗？”》《学生遇到的心理

问题是否得到有效的帮助体系》等，师生之间就每组选题的报道意义、

采写方案、操作可行性等展开了广泛讨论。

吴灿同学小组就《双非师范专业应届毕业生就业现状及困境》选

题进行了汇报，现场讨论氛围十分热烈，她发现现在的“双减”政策

以及公费师范生政策对双非师范生的择业和就业造成了较大的影响，

打算对相关人群进行采访，呈现他们在特殊就业形势下的故事。王艳

老师认为：“该选题操作性很强，对象也很接近我们学生，但还是要

更加注重当下的宏观背景，探究这种现象背后发生的原因”。吴灿同

学也表示下一步会更加注重权威数据的分析，结合社会背景，优化整

体方案。



(吴灿同学做选题汇报)

王茜同学小组的选题《流浪动物的生存和救助困境》也引起了

关注，她们从社会背景、国家层面、地区层面切入，发现流浪动物的

生存还存在着许多困境，打算通过采访并观察文阿姨救助站以及其他

救助站动物的生活状况和了解重庆市相关法律规定等问题情况等方

式寻找切入点。她们希望采用流浪动物的叙事视角，来看待人类世界

和动物自身的生存空间，从而呼吁同学们参与文阿姨的公益项目中去。

王艳老师指出：“选题很有意义，以新闻报道的方式帮助流浪动物改

善生存环境的想法也很好，可以做下去，但你们要考虑一下动物的叙

事怎么嵌入社会结构的问题”。



(王茜同学做选题汇报)

选题会上同学们收获了许多，曹卓思同学分享说：“《深度报

道》选题会这本身就是一件很有趣的事，王艳老师对每组选题的指导

建议最让我有启发的就是关于对深度报道的理解，虽然平时在课上也

一直强调，但真的结合事实去思考后就会发现把握这种深度是很困难

的，做深度报道需要我们去看到个体故事背后更广阔和复杂的社会性

结构。”王茜同学也提到：“不论在我们前期准备还是采访、后期写

作过程中，如何去挖掘‘故事’与‘社会’的关联并流畅地呈现，这

是我们必然会面临也必须努力攻克的难题。多数时候我们的焦点容易

被故事本身的冲突、戏剧性所吸引，而忽略人和事始终处于社会的大

环境中，以至于没有思考清楚具体的个人故事与所在社会环境之间的

联系。而一篇优秀的深度报道，不仅是呈现生活中‘戏剧化’的故事，

更需观照故事背后存在的结构性问题，挖掘‘故事’与‘社会’之间

的联系，这是一种‘社会学的想象力’，这种‘想象力’是我们所欠

缺的，仍然需要我们通过不断阅读、观察、思考来培养。”



（文字/摄影：詹庆芬、张睿雯）

媒介实务大讲堂：剖析经典案例，创新新闻实践

11 月 5日下午两点三十分，由媒介实务中心主任杨清波副教授

组织的“《川外新传》换届大会暨媒介实务大讲堂——《川外新传》

新闻实践三个经典案例剖”在歌乐楼 B-202 准时举行，新闻传播学院

院长刘国强教授、学院党总支书记倪颖军出席了活动并对《川外新传》

取得的丰硕成果予以高度赞扬。

此次讲座上成功完成了学院官方宣传平台“川外新传”的换届仪

式，作为执行总编及指导老师的杨清波老师带领“川外新传”主编团

队，结合《新闻策划学》课堂教学内容向现场观众分享剖析了“川外

新传”改版以来的新闻实践三个经典案例。活动由《川外新传》副主

编兼运营管理中心主任蒋爱玲同学主持，新闻专业 1901 班和“川外

新传”团队部分学生参加。

刘国强院长对“川外新传”的换届表达祝贺，他强调，“川外新

传”有两个重要功能：一是它是本院学生的重要实践平台，本院学生

在校媒这个平台上，将所学和现实结合在一起，从而训练过硬能力、

收获切实成长，才能在未来更大的媒介平台上展示扎实的专业能力；

二是“川外新传”作为本院的官方发声平台，要发挥它的宣传作用，

让它与学院的发展紧密结合，为学院服务，准确及时地传递学院师生

的声音。



（刘国强院长讲话）

倪颖军书记对“川外新传”过去的工作表示赞扬，作为“川外新

传”的总编辑，她感谢学校、学院各位领导以及师生的鼓励、支持，

尤其感谢杨清波老师不计报酬，无私付出，悉心指导“川外新传”的

工作。她希望，“川外新传”的新成员能继承和发扬老一辈的优良传

统，做到爱岗敬业、辛勤奉献、严谨求实、客观公正、抓住机会、主

动学习，在“川外新传”这个大家庭中撒下汗水，收获友谊，留下奋

斗青春的回忆。



（倪颖军书记讲话）

随后，杨清波老师宣读了新一届“川外新传”机构设置及人

员名单。同时，他对“川外新传”管理层人员提出“三个思维一个意

识”要求：一是具备前瞻思维，提前规划、做好准备；二是具备系统

思维，拥有全局观和历史观；三是具备管理思维，由带头到带动，营

造良好的团队氛围；最后树立创新意识，在变与不变中，激发“川外

新传”的活力。杨老师表示，“校媒之中有天地，方寸之间尽乾坤。

虽是在校媒行走、书写和聚焦，但和正规媒体的专业标准是一样的，

发出来的推文虽只有数百 或千字，且都在小小手机阅读，但同样需

要人文精神和家国情怀。”



（“川外新传””执行总编 杨清波老师讲话）

“川外新传”新任主编覃雪萍同学紧接着发言，她感谢学院提供

给学生一个实践平台，让学生能有机会锻炼能力，收获成长。她代表

“川外新传”整个运营团队做出表态:将努力培养责任心、提升专业

能力、增强凝聚力，真正做到薪火相传，不辜负刘国强院长、倪颖军

书记的希望，认真落实杨清波老师的“三个思维一个意识”要求，齐

心协力、勇敢面对挑战，力争做出更大的成绩。

《川外新传》副主编兼视觉中心主任彭韵洁，新任中干代表、内

容生产中心主任温若梅，新成员代表张文婧依次发言，分享她们与《川

外新传》的故事，表达她们对《川外新传》未来的祝福。

换届大会结束后，上个学习实践周开启的“媒介实务大讲堂”举

行第五讲，《川外新传》主编及各部门代表就《薪火相传，逐梦启航

|2021 级本科生开学典礼》《为祖国贺生|有奖票选你喜欢的歌》《特

别策划·独家专访|重庆青年电影展:从零的突破到八年坚守》三个经

典案例，从会议报道、互动策划、深度访谈三个方向做分享剖析，杨

清波老师进行了点评。



主编覃雪萍同学分享到，对于传统的会议报道，要拒绝“流水账”，

在保证准确性的前提下，抓住亮点，有所创新；对于互动性策划，要

明确目的：跟读者互动是为了及时收获反馈，了解读者的阅读需求，

在良性互动中实现系统弹活；对于人物访谈，她认为采访前一定做足

准备，在采访中要注意采访技巧，大胆提问、灵活应变，而在采访后

的写作过程中，应保证用词严谨准确，同时保留受访者的个性化表达。

杨老师点评到:作为记者要有角色意识，在采访中要平视所有采访者，

做到不仰不俯、不卑不亢，以平等一个对等的姿态进行交谈，最好的

采访就是聊天，提出好问题才能引出好细节。

内容生产中心主任助理兼采编 2 部主任刘诗扬同学分享到，人物

采访要注意挖掘独特的故事，通过在采访前充分了解采访对象，做好

采访的 AB计划，才能获得有深度的内容。而在写作过程中，写作内

容一定要有依据，没有歧义，表达要准确，合乎逻辑，注意细节。关

于会议报道，她强调要让文章具体化，呈现鲜明的内容，同时鼓励大

家多写多试错，找到问题才能改正问题。杨老师在点评时表示:写新

闻要坚持用事实说话，写人物要传递真情实感。除了数据和观点，对

鲜活的事件和人物，都只有通过面对面的采访，才能捕捉到情感和细

节甚至被访者的心理，才能让报道鲜活生动。

内容生产中心采编 1部主任赵云帆同学剖析到，做记者，一要有

执行力，及时执行团队所安排的任务，把握新闻内容的时新性和时效

性，向读者准确传递新闻；二是要学会把握自身资源，在平时的采访

中积累人脉。杨老师在点评时充分肯定赵云帆同学的极大进步，称“赵

云帆在迎新策划中的高效执行力和优秀表现表明：找到关键资源和合

适的方法，可以事半功倍”。

运营管理中心副主任余红青同学、视觉中心设计部主任姚雪同学



也依次进行发言，分享见解。杨老师要求到：《川外新传》一要完善

例会制度，在会议中有效率地解决实质性问题；二要坚持群指挥，做

到信息共享，提高传递效率；三要传承“倒金字塔”结构，每次任务

后都要有所总结，让更多人有所收获。

（“川外新传”视觉中心设计部主任姚雪同学交流分享）

（文字：张艺锋、冉玉菲；摄影：谭念 杨欣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