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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新闻评论学是高等学校新闻学专业本科生的必修课程。
为了教学的需要，并根据国家教委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写计划，在多年从事新闻评论教学的实践和研
究的基础上，我们撰写了《新闻评论教程）这本书。
回想我们曾经于1987年，撰写出版了教材（新闻评论学》。
十多年来，该教材先后印刷了九次，受到了新闻界和新闻教育界的重视并被广泛采用。
《新闻评论教程》正是在《新闻评论学》的基础上，根据新闻评论改革和发展现状，特别是电子媒介
新闻评论的日趋重要和繁荣情况，吸收新闻评论实践中的新鲜经验并考虑新闻评论教学的实际需要，
重新加以修订、拓展、增补而撰写成书的。
　　新闻评论学是一门政治性和实践性很强的应用新闻学。
新闻评论作为新闻宣传的基本手段之一，是新闻报道的延伸、拓展和深化。
应用和写作新闻评论是新闻工作者的一项基本功。
学习和掌握新闻评论的基本规律和方法，有助于指导新闻评论的实践，提高新闻评论的水平，更好地
发挥其“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的独特功能。
　　本书共十五章，分上下两篇。
上篇是总论，包括新闻评论的特点、功能、回顾与发展，评论写作的基本原则、规律和方法；下篇是
分论，包括新闻评论各种体裁的基本知识，它们的特点和运用，以及写作或操作的基本要求和技能。
考虑到便于读者阅读和领会，写作时尽量使之体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材料与观点的结合、分析与概
括的结合、历史与现实的结合，并注意到内容的理论性、知识性和可操作性。
各章执笔人如下：第一章、第二章的第一节、第六章、第十二章、第十三章由秦硅撰写；第四章、第
十章、第十四章、第十五章由涂光晋撰写；第二章的第二节及第三节、第三章、第五章、第七章、第
八章、第九章、第十一章由胡文龙撰写并负责全书的统稿。
　　本书撰写过程中，曾经得到新闻单位同志、我院有关教授和校出版社同志的支持和帮助，谨此表
示谢意。
对于书中所存在的缺点和不足，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作者　　1998年春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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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闻评论教程》中论述，不仅对服务行业的从业人员，而且会使从事其他行业的社会成员得到
启发和教益。
因为，通过对李素丽那些动人事迹的分析和提炼，倡导了一种追求真善美、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
的思想道德；颂扬了一种对祖国、对人民、对生活满腔热爱的感情；引导人们在平凡的岗位上奋发有
为，实现自己的理想和人生价值。
　　可以看出，通讯主要报道客观事实，通过生动感人的大量事实，从平凡中见伟大，于细微处见真
情，表现了李素丽的精神风貌，对于人们向李素丽学习，起了有力的激励作用。
而评论则是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上，通过分析说理，帮助人们提高认识，引导人们从根本上去学习李素
丽那种“岗位做奉献，真情为他人”的品德和精油新闻报道主要是传播信息，提供新闻事实，重在真
实客观，作者的倾向、感情、意见是包括在事实的叙述之中的。
评论则是针对新闻事实，分析说理，直截了当地表明作者的观点。
新闻媒介要“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就要讲道理、发表意见。
意见有有形的，也有无形的。
也可以说，新闻报道是无形的意见，新闻评论是有形的意见。
因此，新闻宣传既要有报道，又要有评论。
新闻报道和新闻评论在统一的思想指导下，互相配合，相得益彰，可以更好地发挥作用。
　　新闻评论对新闻所报道的重要事件或重大问题，进行分析议论，可以明确地指出新闻报道的思想
政治意义，深化报道的主题，进而全面、准确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有的评论还可以根据新闻报道中提供的事实，从某个侧面或角度，借题发挥，提出一些引人深思的问
题，启发读者。
所以，和新闻报道比较，新闻评论的宣传应该更全面，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因而对评论作者在某些
方面的要求也应当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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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篇第一章 绪论第一节 新闻评论的意义第二节 新闻评论的特点第三节 新闻评论的功能第四节 新闻评
论工作者的修养第二章 新闻评论的回顾与发展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报刊政论实践第
二节 我国新闻评论的简要回顾第三节 新闻评论的发展现状和趋势第三章 选题立论的根据与要求第一
节 选择和确定论题的根据第二节 立论的基本要求第三节 调查研究——选题立论的前提第四章 新闻评
论的标题与结构第一节 新闻评论的标题第二节 新闻评论的结构第五章 说理论述的原则与艺术第一节 
说理论述的原则和要求第二节 据事议理第三节 比较说理第四节 论辩明理第五节 算账示理第六章 新闻
评论的语言与文风第一节 平易近人深入浅出第二节 形象生动爱憎分明第三节 入情入理情理交融第四
节 朴素精炼要言不烦第七章 配发言论的效应与依据第一节 配发言论的效应第二节 哪些新闻事实需要
配评论下篇第八章 社论、评论员文章 第一节 社论的重要地位第二节 社论、评论员文章 的类型第三节 
评论员文章 的规格和形式第四节 社论的写作要求第九章 短评第一节 短评的特点和要求第二节 短评怎
样才能短小精悍第十章 编者按语第一节 编者按语的性质和功能第二节 编者按语的形式及特点第三节 
编者按语的写作要求第十一章 专栏评论第一节 专栏评论的特点第二节 专栏小言论第三节 论坛评论第
四节 经济漫谈第十二章 新闻述评第一节 述评的基本特点第二节 述评的类型第三节 述评写作的基本要
求第十三章 杂文第一节 什么是杂文第二节 杂文的主要特点第三节 杂文的写作笔法第十四章 广播新闻
评论第一节 广播评论的特点第二节 广播评论的特殊形式第三节 广播评论的写作与制作第十五章 电视
新闻评论第一节 电视评论的特点第二节 电视评论的独特形式第三节 电视评论的构成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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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应该说，陈云这位革命前辈所概括总结的十五字经，正是一条领导方法和调查研究的重要原则和
方法。
它不仅适用于领导工作，也完全适用于新闻评论的写作实践。
　　其次，要敢于正视矛盾，倾听不同意见。
　　调查研究要抱定积极而客观的态度，不能背着框框找材料，遇着矛盾绕着走。
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可能比我们预想的要复杂得多，解决起来也困难得多。
回避矛盾固然能免去许多麻烦，但若是那样，还要我们调查研究做什么呢？
还要我们写作评论做什么呢？
正确的做法应当是积极地去发现矛盾，并在调查研究过程中分析矛盾得出解决矛盾的办法。
为此，重要的是要倾听各种意见，包括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见。
对不懂的或知之不多的事情尤其要虚怀若谷地向有实践经验和有理论素养的群众和专家请教。
　　再次，务求收集材料与分析研究相结合。
　　收集材料是整个调查研究的基础。
因此，调查时要多占有材料，力求全面、具体、扎实地掌握情况，诸如历史和现状、成绩和缺点、优
势和弱势、好的和差的等等。
有了比较充足的材料，也就可以进行整理和分析了。
通过对材料的分析研究，使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是个认识深化的过程，从而由现象触及本质，
发现事物的规律性，找到解决矛盾的具体办法。
　　（二）调查研究的途径　　博闻善学，注意知识、材料、情况的积累，把广泛的积累同根据自己
工作范围、明确主攻方向的重点积累结合起来。
　　经常钻研党和政府的政策、决议、文件，以便了解形势，掌握政策，明确解决某些问题的指导思
想，有助于立论的准确，避免主观性和片面性。
　　注重阅读记者、通讯员和广大读者、作者的来稿来信，从中获取各种信息，了解各方面的情况以
及实际生活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某种意义上说，各种来信正是社会的晴雨表，是送上门来的社会调查报告，这些源源不断的报告反
映了群众的呼声，提供了各种情况和最近信息，是评论选题和立论取之不尽的源泉和依据。
　　在这一方面，现代著名政论家邹韬奋就是一位杰出的榜样。
他早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到30年代主持办报刊、写政论、搞调查研究工作，主要正是通过阅读和处理
源源而来的大量的读者来信，广泛了解社会各方面的情况，了解人民群众的呼声和要求，并从中汲取
思想营养。
他在20年代后期到30年代初期主编《生活》周刊的七年中，平均每年收到来信多达两三万封，最多时
每周收到干封左右。
他差不多每天要用半天的时间看信。
他这样说道：“我每天差不多要用整个半天来看信”，“这是一件极有兴味的工作”，“每天工作到
深夜还舍不得走”。
韬奋复信全部留有底稿。
来信的姓名、地址，全部编入卡片，以便保持联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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