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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1883年美国报业先驱约瑟夫·普利策在《世界报》（The World）首次设置体育新闻部和专职的
体育编辑起，体育新闻作为一个正式的新闻分支学科，已有百余年的历史。
然而在中国，直到20世纪80年代，体育新闻才得以正式登上“大雅之堂”。
90年代，随着一批市场型报纸的崛起和国内职业足球联赛的开展，体育新闻已成为各类媒体吸引受众
、扩大售报量、提高视听率或点击率的重要传播内容，并在推动体育运动的发展、促进体育产业和市
场形成方面显示出不可替代的功能与价值。
进入21世纪后，体育新闻在中国的新闻事业中已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成为中国新闻报道的主角之一
。
　　中国体育事业和新闻事业的高速发展，无论是对体育新闻报道的品质还是对体育新闻从业人员的
专业素质都提出了全新的要求与挑战。
诚如美国体育新闻学者布鲁斯·加里森和马克·塞伯加克在《体育新闻报道》一书中所指出的，当代
体育新闻报道与传统的体育新闻报道相比，已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当代体育新闻报道的概念，已由传统的体育赛事与活动报道，演变扩展为“体育运动及其相关的一切
人或事的报道”。
这种“后现代的体育新闻”的特征是，以传统的体育赛事报道为中心，体育新闻报道的对象、内容和
范围日趋边缘化，除了体育赛事与活动外，凡是与体育有关的政治、经济、商务、司法、娱乐以及社
会事件等，也都成为现代体育新闻的报道内容。
体育新闻实际上已成为一个内涵丰富、外延模糊、影响广泛的复杂报道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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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的写作实际始于20世纪90年代。
笔者在授课之余，先后在媒体兼任体育记者、体育编辑、体育新闻部主任和体育专业报的编委等工作
，时间长达10年之久，从而积累了一批体育新闻传播理论和体育新闻采访、写作、评论、编辑等业务
方面的资料后，笔者不揣冒昧，将此书献给中国体育新闻事业。
　　本教材以国内体育新闻报道实践为基础，立足于当代大众传播体育记者、体育编辑的业务特点，
同时针对国内大学新闻学和体育学专业本专科教学的需要，力求较全面地就体育新闻的基本理论、国
内外体育新闻发展史以及采访、写作、评论、编辑等业务知识和特点进行介绍与阐述。
本书可作为大学新闻学专业和体育专业的本、专科教材以及研究生辅助教材，也可作为体育新闻从业
人员的自学教材和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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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勤，山西大同人。
成都体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体育新闻系主任，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体育新闻传播分会副主任
委员兼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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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部主任、报社编委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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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写作激情与创作欲望　　写作是记者报道的主要手段。
作为体育记者，必须具有和保持旺盛的写作激情与创作欲望。
体育运动是一种高情感活动。
人们或为胜利而欢喜若狂，或为失败而黯然神伤，或为自己所喜爱的球队和运动员倾注情感。
体育新闻报道与其他新闻报道品种的不同之处之一，就是要在报道中要反映体育运动的这种高情感特
征，通过记者的报道，使读者能够感受到比赛过程的紧张激烈，体验到比赛结果的大喜大悲，这就是
体育新闻报道的特点。
而要做到这一点，除了需要体育记者本人对体育运动有深刻的体验与感情外，还必须内心充满写作的
激情和创作的冲动。
如果体育记者本人面对一场激烈紧张的精彩比赛都无动于衷，那就很难写出能打动读者的体育报道。
　　2.知识积累与文学素养　　现代体育新闻报道不仅仅是要报道比赛过程与结果，而且要通过记者
的报道，表现体育运动中的人格力量和人性本质，宣扬体育精神和道德风尚，反映体育之美与运动之
乐，同时，还要报道受众所关注的各类体育事务、体育商务等的活动，对体育运动中出现的各种违背
体育精神的现象进行批评，对违法乱纪的行为进行监督和揭露。
因此，当代体育记者不仅要精通体育知识和新闻业务，他还应有深厚的哲学、文学、历史等学科功底
，另外，为了适应当代体育报道广度和深度的变化，他还应懂得一些经济、金融、商务、司法等方面
的知识。
总之，一位体育记者应该是位全才，他的知识面越广，越全面，就越有利于他写出好的体育报道和作
品。
另外，记者所写的体育报道不仅仅是要真实准确地传递有关体育信息，而且还要通过自己激情而感人
的文字来吸引和打动读者，以精彩优美的语言让读者享受到体育报道所带来的美感。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学素养是体育记者的基础。
只有既具有体育运动知识又具有较高文学素养与写作水平的人，才能达到从事体育记者职业的要求。
所以，体育记者要想写出好的体育报道，就必须在文学素养和写作能力上狠下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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