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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映安
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23级硕士

研究生
指导教师：王君玲

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作 者 感 言
所谓评论，就是看见生活，向生活发

问。正如生活问题没有标准答案，评论可
以没有严肃的讨论框架，但需要细腻的感
受和时常的叩问。期待更多同龄人参与到
对事件的思考和评论写作中，在变化中不
失底气，在沸腾中长存热气，在输出与表
达中成长。

告别“词穷”先要丰富内心

作者：林斯琦
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2022级本科生

指导教师：涂凌波
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教授

作 者 感 言
撰写文章时，我深刻了解到网暴的危

害，希望通过我的文字能够唤起更多人的关
注与反思，让网络空间成为传递善意与温暖
的桥梁，而非滋生暴力的温床。新年已至，
未来可期，期待“青年说”能够继续引领青
年关注社会问题，激发更多思考。

反网暴呼唤加速构建全链条治理体系

何以动人，唯其真诚

姚泽金

过去一年，“青年说”栏目宛如一
座桥梁，以文字为媒介，以思想为灵
魂 ， 在 时 代 的 浪 潮 中 闪 耀 着 独 特 光
芒。在这里，青年学子凭借扎实的调
研、严谨的论证和生动的笔触，对教
育改革、社会发展、科技创新等多元
议题进行深入探讨。“青年说”不仅为
青年学子提供了展示自我、抒发情感
的空间，更成为我们观察当代青年精

神风貌的重要窗口。
新的一年，希望青年学子始终保

持对新闻的敬畏之心、对知识的渴望
之情，在专业学习中筑牢根基，在社
会 实 践 中 锻 炼 本 领 ， 立 足 中 国 国
情 ， 讲 好 中 国 故 事 。 在 媒 体 深 度 变
革的时代浪潮中，以青年的智慧与担
当，记录时代发展的脉搏，推动社会
不断进步。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光明新闻传
播学院常务副院长）

以青春之笔展现
青年担当

倾听青年声音 触摸时代脉搏
本报评论员

青 年 的 理 想 信 念 关 乎 国 家 未
来。青年理想远大、信念坚定，一
个国家、一个民族就会有无坚不摧
的前进动力。然而，互联网环境
里，形形色色的信息不断涌动；舆
论场中，纷繁复杂的热点新闻“你
方唱罢我登场”。如何在这样的时
代环境中培育青年的志向理想？这
是所有教育工作者、媒体工作者和
关心青年成长的人应该思考的问
题。或许评论写作恰恰可以成为一
个载体、触角，记录青年的思想律
动，引导青年与时代对话。

自 2021 年 3 月开办以来，《中国
教育报》 每周二的“青年说”栏目
已经走过近 4 个年头。4 年来，有超
过 50 所高校的新闻学院负责人、教
师及业界青年导师，带领数百名大
学生全面而深入地探讨各种社会热

点话题。“以写作助力学生向阳而
生”“打造助力新文科建设的媒介园
地”“引导青年积极与时代深度对
话”⋯⋯4 年的时间里，新闻学界对

“青年说”栏目寄予了高度的期望和
评价，坚定了我们开设栏目的信
心，成为我们不断前进的动力。

敢于做先锋，而不做过客、当看
客。在“青年说”的舞台上，一篇篇热
气腾腾的评论作品展示了当代青年
的思想深度，也为我们提供了观察大
学生专业水平和思想的多元视角，教
育评论也因此充满青春的朝气。

如 果 把 目 光 聚 焦 于 2024 年 的
“青年说”，青年大学生关心社会问
题的态度、敢于向生活发问的勇
气、耐心自我剖析的冷静，以及内
心长存的善意、乐观和家国情怀在
一篇篇评论作品中涌动沸腾。例
如，针对青年群体中出现的“词
穷”现象，他们找到丰盈自我内心

的“药方”；看到网暴对青年的伤
害，他们呼唤加速构建全链条治理
体系，期待网络空间成为传递善意
与温暖的桥梁；对于与他们自身息
息相关的就业歧视问题，他们选择
正视，表达“法律必须明察秋毫”
的锐见；面对“今天的青年学子如
何爱国”的时代之问，他们认为拳
拳爱国之心应该通过理智的方式从
线下延伸至线上⋯⋯

当下，青年面临的机会很多，关
键是要以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
值观来指导自己的选择。在一次又一
次的思考和写作中，我们欣喜地看到
他们不断探索新知、渴望向上成长的
精神面貌，以及逐渐清晰的志向理
想。《何以动人，唯其真诚》《在变动不
居的世界中寻找“真我”》《寻找“张怀
民”不如成为“张怀民”》等一系列作
品，既是他们对论文致谢词走红、电
视剧《我的阿勒泰》热播、网梗“怀民

亦未寝”流行等文化现象的反思，更
是他们对自我成长之路的清醒认识。
拒绝人云亦云和随波逐流，他们在写
作中校准自己的航向，希望自己能够
回应时代的困惑，将自己的学习研究
与家国乃至人类的整体境遇紧密联
系起来。

“青年说”栏目所呈现的数百篇
作品，记录了编辑部、导师与学生共
同走过的足迹。回顾过去是为了更好
地前行。新年伊始，编辑部邀请中国
政法大学光明新闻传播学院等院校
的专家推选出10篇“青年说”佳作，最
终与读者见面。同时，我们邀请一些
同学和教师讲一讲他们的感受。

时光如金，感恩与所有“青年说”
作者的相遇，感谢他们的指导教师以
及高校新闻学院负责人对栏目的倾
情支持。期待 2025 年，我们在“青年
说”的舞台上碰撞出更多的思想火
花，生发出更多鼓舞人心的力量。

作者：蒋蝉羽
浙江大学广播电影电视研究所2022级

博士研究生
指导教师：林玮

浙江大学广播电影电视研究所副所长、
教授

作 者 感 言
要成为一位好的学者不能局限于我们

所研究的一亩三分地，而应在这个过程
中跳出来反思：自己能否回应时代的困
惑？可否将自己的研究与家国乃至人类
的 整 体 境 遇 勾 连 起 来 ？ 希 望 新 的 一 年 ，
我 们 青 年 学 人 的 心 中 都 常 怀 山 川 湖 海 ，
装有朗月清风，去更多关心广袤的世界
和具体的人。

作者：周紫月
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与新媒体学院2022

级博士研究生
指导教师：杨琳

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与新媒体学院教授

作 者 感 言

在这个充斥图像语言的“短平快”时
代，“思想的深度”似乎成了稀缺品。这是
我参与“青年说”栏目的第二年，我学会
了如何从表面和深度的缝隙间发现文字更
多的可能性，在现实和思考间锤炼语言的
创造力。

作者：李佳佳
中国政法大学光明新闻传播学院2024

级硕士研究生
指导教师：聂书江

中国政法大学光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作 者 感 言
教育不仅是知识的交流传递，更是一次

次心灵的触碰。感谢“青年说”栏目提供的展
示平台，让青年的声音得以传扬。愿“青年说”
栏目能够聚焦更多教育热点，搭建互动桥梁，
让青年在交流中生出更加璀璨的思想火花。

作者：李媛
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24级新闻与

传播专业硕士研究生
指导教师：彭焕萍

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教授

作 者 感 言

作为新闻传播专业的学子，不仅要扎实
掌握理论知识，更要积极投身实践，在实践操
作中提升专业技能，培养敏锐的新闻洞察力
与社会责任感。

听·编辑部说▶▶
听·导师说▶▶

作者：李晶晶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

2021级本科生
指导教师：曹林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教授

作 者 感 言

评论于我，是探索世界的窗口，更是
表达自我的舞台。新闻评论以事件为引，
借反思之力，试图在点滴文字间撼动观念
的沉疴。在“青年说”栏目中，青年的思
想于笔端流转，留存于白纸黑字的报纸
上。庆幸在快节奏的时代里能拥有这样一
个平台，得以和全国各地的老师同学交流
评论写作。

“青年说”2024年度佳作
听·青年说▶▶

在变动不居的世界中寻找“真我” 正视“努力”相信没有白走的路

付费自习源于对高质量学习环境的追求

反就业“隐形歧视”法律必须“明察秋毫”

寻找“张怀民”不如成为“张怀民”

视觉中国 供图

作者：李昊雯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2023级硕士

研究生
指导教师：余道先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

作 者 感 言

《何以动人，唯其真诚》是我今年入选的
评论，也是我写作的体会。以真情实感、以真
诚笔墨来写评论，才会让简单的文字具有力
量。作为新时代的青年，理应不断探索新知，
勇于挑战自我，在传递青年声音这条道路上
一往无前、始终如一。

作者：吴雅忻
浙江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2级

硕士研究生
指导教师：程松泉

浙江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研究中心浙江师范大学基地研究员

作 者 感 言
“青年说”栏目鼓励青年以专业所学思

考社会热点，以微小视角切入宏大叙事。衷
心祝愿栏目越办越好，呈现更多青年锐见。

在存舍之间把握好度

谨防“假个性”阻碍真成长

曹林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新闻专
业的思想根系，那么传统的采写编评就是
新闻专业的实践根系。在我看来，新闻专
业有三大核心。其一，媒介素养。在社交媒
体的后真相语境中，看见可能是一种幻
象。对看得见、看不见的信息进行鉴别和
判断，这是一种通识素养。其二，批判性思
维。避免过于丝滑地滑向某一个结论，避
免冻结在某个“理所当然”中，能够在别人
停止思考的地方多思考几分钟。其三，快
思、快写、快传的强输出能力。有强的文字
表达能力，能成为无声者的“嘴替”。

舆论曾热议过“文字讨好症”现

象，其实人们也有一种“新概念新技
术讨好症”倾向。一种新技术，只有
进入一个专业的恒久价值中，才能真
正存活下来，并成为“新传统”。这种
恒久价值，就是深植于内容基因、我
们赖以“以不变应万变”的专业精神
和核心知识中。没有内容之根，就会
成为悬浮在新闻业的“空心人”。

新闻传播和媒体转型必须回到内
容的根系。技术和工具应该生长在它
的根系上，才能应对环境和变化的挑
战，才能在转型的大变局中野火烧不
尽，春风吹又生。

（作者系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
传播学院教授）

扎稳新闻传播
的根系

程松泉

教育评论对于当代大学生的育人
价值，并不局限在新闻专业。师范生是
未来的教师，由于教育评论一贯坚持的
教育立场，师范生能在“三个统一”中不
断向上成长。

对外与对内的统一。对师范生而
言，写好教育评论，对外能培养大局观，
学会跳出教育看教育、立足全局看教
育、放眼长远看教育，对内能找准坐标，

提升思辨能力，将自身成长融入
教育发展大局。

理性与感性的统一。高质量
的教育评论一定是情理交融的，既
有鞭辟入里的剖析，也有直抵人心
的关怀。技术无法替代人类的思
维和情感，社会与情感能力成为未

来人才的核心特质。教育评论写作中，师
范生在尊重事实和教育发展规律的基础
上进行理性思考之外，亦需要兼顾教育温
度与人文关怀。

厚积与薄发的统一。教育评论虽
然篇幅不长，想要写好却并不容易。写
作者要不断提高“脚力、眼力、脑力、笔
力”，即面向教育实际、发现关键问题、
剖析核心本质、挥墨诉诸笔端。师范生
养成教育评论写作习惯，将倒逼自己主
动阅读和思考来强化专业支撑，在笔耕
不辍中积厚成势，同时为职后教师发展
之路打下坚实基础。

衷心祝愿“青年说”栏目越办越好，
让时代听到更多“青言青语”。

（作者系浙江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浙江师范
大学基地研究员）

充分挖掘教育评论的
育人价值

林玮

每周二阅读“青年说”，已经成为
我的一种习惯。而这种习惯的背后，
是一家主流大报以其难得的胸襟和眼
界，扎扎实实鼓励和引导青年通过评
论写作彰显自我的存在。

评论写作是一种沟通，其要点是表
达自我，其前提是有自我。写作不难，
形成观点实难。观点形成的过程，就是
评论者寻找自我的过程。一个有趣深刻
的观点背后，一定有一个有趣深刻的灵
魂。这个灵魂，是通过“观察—体验—
思考—言说”形成的，也是通过彼此的
欣赏对话形成的。

大学生特别是研究生，在学习成长的
过程中要学会两套“笔墨”打天下：既要潜心

做专业的学术研究，又要关心时代和社会发
展；既要向上追求高远的思想境界，又要向
下对自己所处的世界怀有诚挚的热爱和深
切的悲悯。而评论写作，尤其新闻评论写作，
恰可以实现两者的结合。这种结合，是写作
者灵魂的升华，也是其灵魂的有趣化、深刻
化和彼此交往化。因为要写评论，一定也会
多读评论，而读评论的过程，就是寻找其他
有趣灵魂的过程。只有既读又写，既写又读，
才能在一个评论与言说的思想共同体中找
到自我存在的价值。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年轻人在
评论写作中，不要考虑“珍惜笔墨”，也
不要担心“悔其少作”。少作被“悔”
证明写作者或者时代进步了。

（作者系浙江大学广播电影电视研
究所副所长、教授）

在评论写作中找到
有趣的灵魂

彭焕萍

当前全国新闻传播教育界正在深
入贯彻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谋划新闻传
播教育改革新方向。以国家战略导向
和区域发展任务为指引，高校新闻传播
教育既要注重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又
要搭建好学生的实践学习平台，让学生
可以接触到真实的新闻场景和问题。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教育报》“青
年说”栏目为学生提供了宝贵的新闻写
作实践机会，可以说引校媒融合风气之
先。从选题来看，“青年说”栏目既关注
社会的新现象、新问题，又关注当前青

年面临的新烦恼、新困惑，使学生下笔
时言之有物，也容易倾注真情实感。从
表现形式来看，“青年说”每期由三名作
者各抒己见，构建起“围炉而坐”的氛
围，在多元观点的交流碰撞中引发读者
的阅读兴趣。同时，栏目又以片言居要
的“主持人语”，拓展观点的广度和深
度。从稿件来源看，多所院校的参与扩
大了栏目的影响范围。不同专业的作
者立足本专业的知识对话题进行分析
评论，推动了学生结合自身兴趣去增加
其他学科的知识储备。

（作者系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
长、教授）

协同搭建新闻传播
教育创新平台

作者：程博
重庆大学新闻学院2023级硕士研究生

指导教师：刘海明
重庆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作 者 感 言

评论写作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作为青
年，更需笔耕不辍。面对热点事件与现象，我
们应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而非随波逐流。当思
考出现断裂，更应补足相关知识，而非放弃写
作。在“青年说”栏目中，时常看到同龄人的佳
作，也常常思考若是自己来写，又该如何立
论，观点间的碰撞常常会迸发惊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