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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案例教材在法学、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工商管理等社会科学的教学中早已普遍使用，但在新闻
传播教学中却应用不多。
到目前为止，除了西方学者撰写的少数几本新闻法规案例教材之外，大多数专业课程都还缺乏支撑案
例教学的适用教材。
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正式启动“十五”期间“211工程”的子项目“新闻传播学案例库建设
”，率先开始了对新闻传播学科中所有专业领域的案例开发研制工作，希望以此带动新闻传播学科的
案例教材建设和案例教学法的推广，全面提高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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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承担的“十五”期间“211工程”和“十一五”期间“985项目”新闻传
播学案例库的一个子项目，是从已经完成的评论案例中选编出的一部分，其中一些案例已在实际教学
中被使用。
    新闻评论是新闻体裁中重要的一类，它表达了人们对新闻事件的判断和由新闻引发的对各类社会问
题的思考。
一篇好的新闻评论，既反映作者认识问题的能力、把握新闻的素质，也反映其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有效
率地表达观点的能力。
这样的能力，是一个新闻工作者应该具备的，也应当是现代公民素质的一部分。
    新闻评论教学有着很强的实践性。
长期以来的写作实践和丰厚的经验总结、理论归纳，以及大量的作品赏析，虽然为人们理解和掌握新
闻评论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却一直没有形成更为贴近教学进程的、理念与经验紧密结合的评论写作和
编辑训练模式。
这样一种训练模式，今天看来，应该就是一个案例系统，或者说，是一个系统化的案例库。
近年来，国内迅猛发展的新闻评论、更开放的评论环境、更多的言论版和更多公共议题的媒体论争，
丰富了新闻评论的经验，拓展了观察和研究新闻评论的深度和广度。
这是今天编写新闻评论案例库的优越条件。
    本书一方面着眼于新闻评论思维、写作训练的基本案例，针对具体情境中的具-体作品，进行深入的
分析和背景展示；另一方面，则围绕当前新闻评论一线的组织、策划和典型作品，通过访谈、分析和
附录文献等形式，把学习者带入不同媒体的新闻评论编辑、制作过程之中，使其直接领略一线新闻评
论工作者所面对的情境、他们的思考以及业务操作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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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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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论官员的三篇作品    案例1-2  直面新闻做判断  第二节  新闻评论的思维方式    案例1-3  直觉、联想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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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    案例3-1  关于小区绿地的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  第二节  具体判断与普遍性判断    
案例3-2  张天蔚对“人乳宴”的开阔思考第四章  论证：逻辑方法与论证强度  第一节  演绎推理方法的
实战运用    案例4-1  章士钊用“三段论”辨析英国“政制”  第二节  归纳推理方法的实战运用    案
例4-2  程亚文的观察、积累和判断  第三  节论证的强度与论据的强度    案例4-3从“变更车道，谁该让
谁?”的法条看论据强弱  第四节  论证中的谬误    案例4-4  前提不真：康有为论证应以孔子为教主    案
例4-5  偷换概念：陈独秀辩护“功利主义”    案例4-6  不相干谬误：一篇关于农民造汽车的消息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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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层次与结构    案例5-3  从《新京报》言论版看言论版的层次与结构  第四节  言论版内在的环境、要素
与节奏    案例5-4《北京青年报》：较早的“今日社评”栏目与较晚的“每日评论”版  第五节  言论版
的个性化    案例5-5  “青年话题”--珍视“小我”表达的草根言论版第六章  广播评论的真实交流    案
例6-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背景》栏目      案例6-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专家论坛》第七章  电
视评论的形态演进    案例7-1  从《今日话题》改版看电视述评的特征    案例7-2  《景行长安街》，在交
流中表达观点第八章网络评论专题    案例8-1  从《搜狐视线》看原创性网络评论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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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当一个结论所依赖的前提并不和它的结论有关联，因此也就不能够建立起结论的真的时候，这
个论证就犯有某种不相干谬误。
”①这是逻辑谬误中的一大类，具有各种特殊表现形式，比如诉诸情感的谬误、诉诸权威的谬误，但
最基本的特征是前提与论题不相干。
这类在新闻评论中出现得也最多，反映了人们普遍的思维错误和表达错误。
　　在这篇学生习作中，“如果个人都能造汽车，那么我们国家还生产不出一流的汽车吗?”似乎是那
位造出了一辆汽车的农民刘声说的话，也是作者立论的一个基础，论证的一个论据。
但是，这句话是一个似是而非的判断；而那位农民成功制造出一辆汽车的事实，也与本篇文章的论题
不相关。
因为，个人造车的个别现象，不能作为“国家造出一流汽车”的论据。
这是因为，两者的标准完全不同。
个人造车，技术上不可能是“一流”的；规模上也不可能达到满足社会需求。
论证国家能够造出一流汽车，需要的是另外一些论据，比如国家汽车工业的技术水平、生产规模与市
场条件，等等。
　　此外，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农民造车”在本篇中与其说是被当作一种事实的论据，不如说是被
当作一种“精神”的论据。
因为在作者看来，我们国家如今自己造不出一流的汽车，恰恰缺乏的是一种(像这个农民那样的)精神
。
然而，正是因为作者把农民造车这个事实强调为一种精神，也就使其成为一种弱的论证。
请看文中对应着的这些话：“这让我不禁想起‘大跃进’时那些豪言壮语”、“那些看似天真却豪气
冲天的口号和精神，那些‘超英赶美’、时不我待的民族忧患意识和建设决心”——这些话之所以弱
化了论证而不是强化了论证，是因为“大跃进”时那些“超英赶美”的豪言壮语，恰恰是那样一个时
代工农业冒进失败的象征，恰恰是历史的教训，而不是经验，因此，难以作为正面的论据进行论证。
作者把当代农民造车的事实——无论这种事实具有什么样的意义——与“大跃进”牵扯在一起，既不
足以在一篇评论中论证“大跃进”的正确，也恰恰会使读者对本文要论证的观点产生消极的印象。
　　当然，作者如果认为当年“大跃进”的精神还是有积极意义的，在当代还是应该发扬的，那么，
他等于又提出了一个有争议性的论点，这个论点，同样需要论证——那等于得另写一篇文章才能完成
的了。
这里也可以看出，在评论中不应该以一个隐含的、有争议性的论点作为立论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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