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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校校报不同于社会上发行的报纸，美术类院校校报的境遇更加特殊，它有自身的独特宣传范围和阅读人

群，具有比较明显发展限制因素，美术院校校报要在当代传媒环境下谋取新的宣传效果，就要寻求创新发展的新思

路，这些思路对于高校校报而言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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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校校报是高校党委的机关报纸，是高等教育

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校党委部门的喉舌，是校

园文化的重要载体。高校校报拥有独特的读者群，

高校师生较 高 的 文 化 素 养 对 校 报 提 出 了 更 高 的 要

求。美术类院校校报作为高校校报一个有机组成部

分，除了具备高校校报应有的职能之外，还要面对艺

术师生这个更加特殊的读者群。美术类院校的校报

要突出艺术特色，充分利用自身知识优势提升读者

对校报的兴趣和感情。

１　美术类院校校报现状

目前，我国教育部规定独立设置的艺术类高等

学校有３１所。２００３年出版的《中国报纸名录》［１］总

共收入了１４家艺术高校校报名录及简况。这１４家

高校校报中，八大美院均拥有自己的报纸，《山东工

艺美院 报》创 办 于１９８６年，《广 州 美 院 报》创 办 于

２００２年，《四川美术学院报》创办于１９９２年３月，已

出版１８３期，《湖北美术学院报》已出版４４５期，《中

国美术学院报》已出版１６９期，《鲁迅美术学院报》已
出版４７期，《中央美术学院报》已出版８４期。《西安

美术学院报》创办于１９９６年，是美术院校中较早创

立、发展完备 的 高 校 校 报 之 一，１９９９年 获 得 国 家 新

闻出版署规定的国内统一刊号，目前已出版１４７期。

虽然同为美术类院校的校报，它们之间办报思想各

异、办报形式多样，在办报效果和影响力上也不尽相

同。

２　美术类院校校报发展劣势与优势

由于受管理体制、办报理念等主客观因素的影

响，美术院校校报与社会公开发行的其他报纸相比，

仍存在着生 存 空 间 狭 小、发 展 前 景 不 明 朗 的 问 题。
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２．１　时效性较差

面对社会变革的日新月异，艺术师生对信息的

需求量大增，他 们 迫 切 需 要 获 取 艺 术 名 家、作 品 展

销、设计市场、理论前沿等讯息，但目前高校校报出

版周期较长。根据中国高校校报协会的统计数据，
目前我国１０００余 家 高 校 校 报 中，周 报 占５．１％，旬

报占１２．６％，半 月 报 接 近５０％，双 旬 报 和 月 报 占

３１％，年报和不定期出版的占２％。［２］八大美院校报

绝大部分为每月一期，除去寒暑假，全年十期，无法

较好地满足师生需求。

２．２　可读性不强

由于校报版面的限制以及采编人员不稳定等其

他体制因素，造成采编队伍匮乏，严重制约了报纸的

耐读性。长期以来，充斥校报报刊版面的多是领导

视察、领导讲话、会议程序性报道和反映工作动态的

文章，校报新闻注重权威性、严肃性，忽略了实用性



与趣味性。除此之外，一般校报为四开四版或对开

四版，这就决定了它拥有的信息量小，这也是造成可

读性不强的原因之一。

２．３　发行覆盖面窄

大部分情况下，校报的发行对象为本校师生，发
行量多的在万份左右。美术类院校规模较小，师生

数量、校友数量远不及其他普通高校，一份普通的校

报印刷量也只有三四千份，这些报纸向交流学校寄

送几百余份，其余的向院系派送，且不一定保证师生

人手一份。

２．４　文字力量较薄弱

美术类院校与普通院校不同，美术院校校报学

生通讯员虽然大多是文学爱好者，但毕竟不是科班

出身，采编力量有待发展壮大。
虽 然 面 临 着 诸 多 的 制 约 因 素 和 网 络 媒 介 的 挑

战，作为纸媒的美术类院校校报也拥有自身的一些

优势。首先是它具有可信度。校报主管部门一般是

党委宣传部，代表党委的声音，担负着舆论引导的重

要职责，稿件的选用必然经过领导层层把关，因此具

有很强的权威性和可信度。其次是信息精当。校报

因受版面限制，在刊登信息时会精挑细选，显得简明

扼要。再次是方便阅读和易于保存，阅读上可以不

受时间、地点的约束，学生发表的作品可以作为就业

实力凭证。第四，美术院校所拥有的美术设计长处。
校报新闻组合的独特与版面设计的美观是报纸版面

编辑的一门学问，版面要经过精心设计，做到主次分

明，轻重得当，标线合理，给人赏心悦目的感觉。

３　美术院校校报创新发展的思路

美术院校校报要坚持品位服务原则，在坚持作

为党委机关报权威性、指导性的同时，提倡服务性、
实用性，最大限度地适应师生口味。通过立意的创

新、触角的延伸、视野的扩大，进一步增强校报的吸

引力和感染力，使之真正成为党联系群众的一个纽

带。美术院校是创建特色高水平大学的重要力量，
为我国美术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建立在这

样的时代背景和优势条件下，作为舆论宣传的核心

阵地，美术院校校报要做好国家教育规划的宣传报

道，大力反映美术教育理论与实践成果，同时自身也

要坚持教育创新的必然要求，从内外两个方面创新

办报思路，对内改革，对外拓展，提高报纸质量。

３．１　扩大稿源，提高稿件质量

对校报而言，稿件是生命线。美术院校 校 报 主

要是为广大美术院校师生服务的，要增强可读性，就

必须在新闻报道中，针对艺术师生的兴趣点选好角

度、做好文章。具体而言，对于会议报道、工作报道

之类的硬新闻，应挖掘出新闻宣传与师生兴趣的结

合点、指导性与可读性的汇合点，从而满足艺术师生

的工作需要、认知欲望等。
采编上要广泛发动学生通讯员，通讯员队伍是

校报采编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学生记者队

伍。艺术院校学生思想活跃，个性鲜明，没有思维定

式，往往在分析事物时可以形成独到的见解。对待

学生记者要敢于放手，在最终稿件上把关。同时，也
有采取一些 激 励 措 施，给 他 们 颁 发 聘 书，增 强 荣 誉

感，在学分上对他们予以倾斜，对优秀通讯员予以表

彰。
稿件内容上要深度挖掘，一般美术院校校报的

第一、二版多为重大新闻、院系消息，它们大多板着

生硬的面孔，满篇空话、大话、官话、套话等等八股式

语言，个性缺乏，不能充分体现大学人文气息与艺术

院校风格。在适当的条件下可以从写作手法的创新

上增强可读性，大胆借鉴散文和杂文的笔法。校报

的第三版多为学术科研版，可以刊登一些名家访谈

而不是单纯的座谈会记录，采取学生通讯员与艺术

名家对话的组稿方式起到校报作为学生第二课堂的

教育作用。也可以刊登有关本校美术流派、校史点

滴、民俗与艺术、书评、时新影评等内容。有些校报

将热点评论、争议话题放置其上，试图引起全校师生

的共同讨论，比如说餐厅饮食改善情况，网络公开课

的利弊等，这些讨论范围固然小，但是给广大师生提

供了一个参与学校管理的全新途径。第四版多为文

艺副刊，很多美术院校校报将其改为师生作品展览

专栏。

３．２　合理布局，增强视觉美感

美术院校校报在形式设计上具有先天的优势，
因而，这些校报在色彩、版面设计上较之一般高校走

在前列。合理布局、增强视觉上的美感包含的东西

有版面、色彩、图文搭配，甚至于用什么印刷纸、用什

么样的印刷方式都涵盖在内。
再看印刷色彩和纸质，这也是很多校报研究者

容易忽略的层面，多数美术院校校报实现了四色或

者多色印刷。印刷纸质选择上各校略有不同，新闻

纸的好处是纸质松轻、有较好的弹性，吸墨性能好，
这就保证了油墨能较好地固着在纸面上。纸张经过

压光后两面平滑，不起毛，从而使两面印迹比较清晰

而饱满，非常适合以文字为主的校报。凸版纸常被

用于书记印刷，它的吸墨性虽不如新闻纸好，但它具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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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吸墨均匀的特点，《中国美术学院报》使用的是凸

版纸，视觉效果、触摸感比较好，读者在阅读中带有

一种书籍般的享受。《西安美术学院报》使用的是铜

版纸，因而能够保证报纸选登的绘画作品，纸面非常

光洁平整，平滑度高，光泽度好。但是铜版纸对于文

字来说是一种致命伤，铜版纸印制的文字看起来有

悬浮感。
在版面设计上，以《西安美术学院报》四版为例，

其第一版为要闻版，主要报道学院建设发展中的大

事要闻。二版为系部风采，主要报道各系部工作的

动态和师生文化生活等方方面面的亮点，展示广大

师生的风采。第三版为综合版，主要介绍教学科研

成就、研讨会谈话录等。第四版主要刊载师生的绘

画作品。经过十余年来的努力，《西安美术学院报》
已经成为院党委名副其实的舆论阵地和校园文化的

展示舞台，肩负着学校和社会宣传的双重任务。

３．３　走出校门，扩大影响范围

走出校门，扩大发行范围，要求美术院校学报眼

光不能局限于校园之内，高校的建设已经与社会融

为一体，高校为师生办的校报也应该与时俱进，拓宽

办报视野，从内向走向外向，打破院墙内办报的旧模

式，把触角伸 向 社 会，直 接 为 学 校 参 与 社 会 竞 争 服

务。走出校门加强对外联系，主要包括办报过程和

内容的对外以及发行的对外。面临高考的中学生很

希望了解相关大学的情况，光靠以往的一张招生简

章往往不够，校 报 若 能 有 意 识 地 增 加 介 绍 专 业、师

资、环境、收费、就业前景等情况的文章，定会受到学

生及家长的欢迎。广大校友遍及天涯海角，很想知

道母校的发展情况；在校学子也很想了解待校友的

成长经历和企业发展现状等等，这些方面都大有文

章可做。［４］

走出校门还包括在利用学校财力支撑的基础上

广阔吸纳社会资金。在师生眼中，校报一直靠学校

铁饭碗生活，事实上，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高

等教育产业化的进一步确认，美术院校校报必须面

对文化艺术与市场需求之间的调整，这种调整必然

要求将触角伸向社会，既要为教学科研服务也要参

与社会竞争。采取免费赠阅、经费拨款、不刊发广告

已经严重制约了校报的发展。校报完全可以通过与

社会之间的良性运作摆脱财政依赖，具备独立生存

的能力。美术类院校经常举办的一些服装、绘画等

展览中常常会有赞助商的身影，校报也可以充分利

用这些资源，在策划大赛中以校外企业协办的方式

推出小挂广告。
以上鉴于美术类院校校报的发展现状，本文从

面临的困境与优势入手着力探讨创新发展的思路。
事实上，制约美术院校校报发展还有一些别的因素，
比如说必备的人才、物力等等，它们也是维持校报运

转不可或缺的因素。总之，美术类院校校报作为艺

术院校一种独特的校园媒体，在把握舆论导向过程

中，在满足日益多元需求的读者中，应当充分认识到

自身优势，鼓励广大师生共同参与、形成互动，办出

特色，办出水平，扩大校报在师生员工以及社会当中

的影响力，在新媒体时代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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