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新闻写作教程>>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新闻写作教程>>

13位ISBN编号：9787300039817

10位ISBN编号：7300039812

出版时间：2002-3

出版时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作者：刘明华 等

页数：56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新闻写作教程>>

内容概要

本书继承了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汤世英主编的《新闻通讯写作》的优点，根据时代的发展和
要求，补充了新的内容，突出了新的特点，归结起来，有五大特点。
第一，特设“总论”部分，介绍新闻报道的基本原则、基本方法、基本要求、角度、跳笔、语言等带
有普遍性的内容；第二，设置专门章节论述当今应用比较广泛的非事件新闻、分析性新闻和描写性新
闻等；第三，对网络新闻这一新的研究课题给与了强烈关注；第四，运用案例教学，对同一题材不同
写法的新闻作品进行比较阅读；第五，重点介绍新闻报道的主流体裁，即消息和通讯，并涉及到了兼
有叙事、描写、抒情、议论、解释、预测等各种功能的新闻体裁的现象和写作方法。
总之，将理论与写作实践、传统习惯与时代精神尽可能完美地结合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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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明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著有：《西方新闻采访与写作》、《名记者系列丛书·本多胜
一》、《天皇的军队——“衣”师团侵华罪行录》（译著）　　徐泓，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张征，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著有《漫谈新闻采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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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怎样学习新闻写作——代绪论　　新闻写作是指记者把采访中搜集到的材料、信息，通
过文字写作制成一定体裁的新闻作品的过程。
　　从宏观上讲，新闻作品主要有两大类：新闻报道与新闻评论。
因此，新闻写作也有广义与狭义之分。
广义上的新闻写作，包括新闻报道与新闻评论的写作。
　　狭义的新闻写作，一般仅指新闻报道方面各种体裁的写作。
　　新闻报道与新闻评论各有“职司”，承担着不同的任务，因此在写作上有不同的体例和要求。
如果做某种类比，新闻报道主要“记事”，犹如我国古代典籍中的“记注类”。
新闻评论主要“记言”，犹如典籍中的“撰述”类。
但无论“记事”还是“记言”，它们都要遵循新闻传播的规律，因此同属于新闻作品这个大家族。
　　随着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在新闻报道与新闻评论这两种文体之间，逐步呈现出某种交叉、渗透
与融合的趋势。
例如纸介媒体近些年来大力发展的深度报道，在写作上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叙述与评论的有机结合。
而这种趋势在一些电视新闻节目中更加明显，例如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的名牌栏目《焦点访谈》，
其中的不少节目，夹叙夹议，都是在新闻报道过程中进行新闻评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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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本书既被纳入“21世纪新闻传播学系列教材”范围，似乎总该有一点新意。
这为我们出了一道难题。
新闻报道方式、新闻写作技巧，可以，也应该随时代的推移而不断创新。
但是，新闻报道活动本身又有其特殊的规律。
反映这一规律的新闻写作的基本原则、基本方法、基本要求，是带有普遍性的，不应被忽视。
毋宁说，只有遵循基本原则、运用基本方法、符合基本要求，才能写出合格的、优秀的新闻作品。
消息如此，通讯也不例外。
基于上述考虑，本书特设“总论”，以较多的篇幅强调了这样一些基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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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基于上述考虑，《新闻写作教程》特设“总论”，以较多的篇幅强调了这样一些基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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