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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向科研项目推动教学改革与学生发展实践研究—

—以传媒学院“博爱夜读”项目为例
王鹤 王超

汉口学院，湖北武汉，430212；

摘要：汉口学院传媒学院自 2018 年实施“博爱夜读”横向科研项目以来，已制作 1300 余期音频节目，全网播放

量超 800 万次，获得多项荣誉。项目通过科研与教学的深度融合，实现了教学内容创新、教材编撰、毕业论文水

平提升、青年教师成长、学生学科竞赛参与及科研精神培养等各方面赋能。项目涉及多学科交叉融合，构建知识

与实践桥梁，推动教学改革，同时服务社会，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对高校科研项目推动教学改革与学生发展具

有一定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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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口学院传媒学院始终秉承“培养思想政治素质好、

专业基础知识实、具有创新意识、创业精神和实践能力，

能适应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定位，以实施“博爱夜读”

横向科研项目为契机，深入推进科研与教学的深度融合，

不断探索与实践新的教育教学理念和方法，取得明显成

效。

1 博爱夜读项目概括

“博爱夜读”是汉口学院与中国红十字总会、武汉

市红十字会等多家单位共同打造的公益人道传播品牌，

也是传媒学院积极响应国家战略需要，服务于地方政府

部门的重点横向科研项目。该项目旨在通过制作一系列

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音频节目，并以专栏

形式在全网覆盖播出，大力弘扬博爱、人道、奉献精神，

继而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博爱夜读”项目由

中国红十字总会报刊社金宝杰社长担任总出品人，汉口

学院王鹤副校长任总监制，传媒学院教学副院长王超任

总制作人。自 2018 年 5 月实施至今，项目组已累计制

作音频节目 1300余期，并在《中国红十字报》《博爱》

杂志、武汉市红十字会等单位自媒体以及喜马拉雅等全

国七家知名网络电台同步播出，总播放次数已超过 800

万。该项目曾被国际红十字委员会东亚委员会列入“20

18 年人道传播与创新项目”，荣获过“湖北省红十字好

新闻奖”等专业奖项。

“博爱夜读”项目通过科研与教学的深度融合，促

进了教学内容的创新、教学改革研究、教材建设、毕业

论文水平的提升、青年教师的成长以及学生参与学科竞

赛的能力提升，已成为汉口学院传媒学院科研与教学实

践相结合的品牌项目和重要平台，为教育教学改革和应

用型人才培养提供了有力支撑。

2 博爱夜读项目促进教学的实践与成效

2.1 促进教学内容创新

“博爱夜读”项目的实施有力推动了传媒学院教学

内容的创新与丰富。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传媒学院百余

位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的学生通过朗读和录制稿件，有

效巩固了专业知识，提升了专业演播技能。网络与新媒

体专业学生通过参与音频作品的剪辑、配乐、制作和传

播宣传等后期工作，将课堂知识应用于实践，极大提升

了教学质量。实践证明，项目驱动教学模式通过具体项

目的实施，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他们的实践

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项目团队还将项目经验融入

《文艺作品演播》《播音主持与发声》《网络营销策划》

等专业课程建设，实现了课程目标与项目需求的精准对

接。在这一过程中，《文艺作品演播》和《网络营销策

划》等课程取得了显著的教学成果，其中《文艺作品演

播》课程已获校级一流课程立项，并已申报省级一流课

程。《网络营销策划》课程也已获得校级一流课程立项。

项目负责人王鹤教授结合项目经验主持的研究项目：

《面向成果导向的民办高校传媒类专业人才培养体系

改革与实践》被学校列为 2024 年校级教学改革研究重

大项目。

2.2 助力专业教材编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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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媒体时代，传媒专业教材需要不断更新，融入

新技术和实践经验，以适应行业发展的需要。“博爱夜

读”项目的实践经验为传媒学院专业教材与教参书的编

撰提供了真实案例和丰富素材。项目团队结合行业需求

和实践经验，编写了《文艺作品演播》纸数融合教材和

《智能数字营销策划》数字教材。这些教材结合传统纸

质教材与数字化资源，通过扫描二维码等技术手段增强

了学生学习的趣味性和互动性，为学生提供了更加全面、

深入的学习资源。这些教材的编撰，不仅丰富了教学资

源，也为培养新时代传媒人才提供了更加有力的支持。

2.3 提升毕业论文质量

“博爱夜读”项目为参与学生撰写毕业论文提供了

一手的实践课题和研究资源。依托该项目，网媒专业学

生们开展了多项与公益传播、新媒体应用等相关的研究，

取得显著成果。例如，2018 级石蕾同学的《新媒体环境

下传统公益组织如何发展和创新“微公益”——以中国

红十字会为例》荣获 2022 届毕业生优秀论文。论文结

合项目实践，深入探讨了新媒体环境下传统公益组织的

发展策略和创新路径，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

2020 级郭宁可同学的《AI 语音制作技巧总结与分析—

—以红十字会“博爱夜读”为例》和刘辉同学的《新媒

体时代下人道传播新途径分析 ——以武汉市红十字会

“博爱夜读”为例》等论文通过研究新媒体技术的发展

为公益传播提供的新途径和新方法，为提升社会公益活

动的社会影响力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相关研究工作不

仅直接促进了学生们的毕业论文质量水平和创新实践

能力，也为相关行业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2.4 帮助青年教师成长

李娜教授在《科研项目对青年教师专业成长的影响

研究》中指出：“参与科研项目有助于青年教师提升科

研能力，丰富实践经验，促进专业成长。”“博爱夜读”

项目为青年教师的成长提供了锻炼机会和宝贵经验。项

目主持人王超依托本项目连续两年获得“汉口学院科研

先进工作者”；王鹤教授结合课题经验，指导播音与主

持艺术专业青年教师王瑞钦于 2024 年荣获“博协杯”

全国解说员大赛志愿者组一等奖。这一成绩的取得不仅

彰显了传媒学院骨干教师的专业素养和职业能力，也体

现出“博爱夜读”项目在青年教师培养方面的积极作用。

通过参与项目实践，青年教师们得以接触和解决实际工

作中的问题，提高了他们的实践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同时，项目团队为青年教师提供了丰富的实践机会和资

源支持，助力他们在职业生涯中快速进步提高。

2.5 指导学生参与竞赛

学科竞赛是提升大学生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有助

于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博爱夜读”

项目为学生参与学科竞赛提供了有力支持。依托于该项

目，多个学生团队近年来在各类学科竞赛中取得优异成

绩。例如，王鹤、王超、张迅等教师指导的“博爱江城”

项目荣获第六届“挑战杯”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湖北省

铜奖；王鹤、王超指导的“博爱夜读”项目荣获中国国

际大学生创新大赛（2024）省级三等奖。这些成绩的取

得不仅体现了学生们的综合素质和创新精神，也展现了

“博爱夜读”项目在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方面

的显著成效。通过参与学科竞赛，学生们得以将所学知

识应用于实际问题的解决之中，提高了他们的实践能力

和创新思维。同时，项目团队也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的实

践机会和资源支持，助力学生在竞赛中不断成长和进步。

2.6 培养学生科研精神

2024 年 3 月，《AI 语音技术助力汉口学院横向科

研项目——〈博爱夜读〉》被学校教务处列为汉口学院

人工智能赋能高等教育应用典型案例，并向湖北省教育

厅报送。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师生团队不仅利用 AI语

音技术推动节目制作创新，更将科研精神融入日常教学。

教师通过分享利用 AI 技术解决项目实际问题的经历，

向学生教授 AI 工具使用技巧，传递探索未知、勇于创

新的科研态度。同时，强调实事求是、精益求精的科学

精神，鼓励学生在学术研究中保持批判性思维，不断追

求真理。这种将科研精神融入教育理念的做法，有效提

升了学生的科研素养，为他们未来的学术发展奠定了坚

实基础。

2.7 营造校园学术氛围

“博爱夜读”项目通过参加汉口学院横向科研项目

经验交流会，举办情感类音频节目制作专题讲座，以及

校外的学术成果展示与分享会，成功营造了校园学术氛

围，扩大了项目的影响力。项目主持人王超在交流会分

享项目经验，通过讲座深入探讨技术内容创新，展现 A

I语音技术成果与社会影响，增强了师生之间的学术交

流，进一步促进了科研与教学的深入融合。这些学术活

动既提升了师生们的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同时也促进

了跨学科的合作与交流，为汉口学院的整体学术发展注

入了新的活力。

3 项目推动教学改革与学生发展深度剖析

3.1 跨学科融合机制下的知识与实践桥梁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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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爱夜读”项目作为汉口学院传媒学院的一项

标志性横向科研项目，其核心价值在于成功构建了播音

与主持艺术、网络与新媒体等多个学科之间的知识与实

践桥梁。项目通过深度整合不同学科的专业技能与理论

知识，实现了学生综合能力的全面提升。在实践操作中，

播音主持专业的学生通过朗读与录制，深化了对专业技

能的理解与应用；而网络新媒体专业的学生则在后期制

作与传播环节发挥了关键作用，将课堂所学转化为实际

操作能力。这一跨学科的合作模式不仅促进了课程内容

的更新与迭代，还实现了课程目标与项目需求的精准对

接，显著提升了教学质量与效果。

项目团队同时将项目实施经验融入《文艺作品演播》

《网络营销策划》等专业课程的建设中，通过理论与实

践的紧密结合，推动了课程体系的持续优化。同时，项

目成果的成功转化，如《文艺作品演播》纸数融合教材

和《智能数字营销策划》数字教材的编撰，不仅丰富了

教学资源，还为新时代传媒人才的培养提供了更加全面、

深入的学习支持。

3.2 实践导向的教学模式与学生综合能力提升

“博爱夜读”项目在推动教学改革与学生发展方

面，尤为注重实践导向的教学模式。项目通过提供丰富

的实践课题和研究资源，鼓励学生深入探索公益传播、

新媒体应用等前沿领域，有效提升了学生的科研能力和

创新能力。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学生不仅掌握了从朗读、

剪辑、配乐到制作、传播宣传的全链条技能，还通过参

与各类学科竞赛，如“挑战杯”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

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等，进一步锻炼了团队合作精

神、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

这种实践导向的教学模式，不仅使学生在实践中巩

固了理论知识，提升了专业技能，还通过竞赛平台的锻

炼，增强了他们的综合素质和竞争力。同时，项目团队

还注重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通过参与社会服务、关

注社会问题等方式，引导学生将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相

结合，实现全面发展。

3.3 科研与教学深度融合下的教学体系改革

“博爱夜读”项目在推动教学体系改革方面，发挥

了科研反哺教学的积极作用。项目为青年教师提供了真

实有效的专业实践平台，通过参与项目实践，青年教师

不仅提升了自身的科研能力和教学水平，还积累了宝贵

的实践经验。这些经验随后被融入教学之中，推动了课

程改革、教材开发和教学模式的创新。

在项目成果的评估与反馈机制下，教学质量得到了

持续改进和完善。通过项目经验的总结与分享，教师们

能够及时发现并解决课堂教学中的问题与不足，形成良

性循环。这种科研与教学深度融合的教学模式，不仅提

升了教学质量和效率，还为传媒学院教师队伍的内涵式

建设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3.4 社会责任担当与家国情怀培育

“博爱夜读”项目在弘扬博爱、人道、奉献精神方

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项目旨在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建设，培养传媒学子的家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通过参

与项目实践，学生们不仅掌握了专业技能和知识，还深

刻理解了社会责任与担当的重要性。在新冠肺炎疫情期

间，项目组师生逆风而行，毅然加入红十字志愿者行列，

配合武汉市红十字会完成了各项抗疫宣传工作，展现了

传媒人的责任与担当。

综上所述，“博爱夜读”项目通过深度融合科研与

教学，不仅促进了学生综合能力的全面提升，还推动了

教学体系的持续改革与创新。同时，项目还注重培养学

生的社会责任感与家国情怀，为新时代传媒人才的培养

提供了有力支持。这些成果不仅体现了项目的实践价值

和社会意义，也为高校科研项目推动教学改革与学生发

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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