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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广大媒体、社会各界对于新闻专业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对
我国的高职高专新闻专业教育也提出了一个新的挑战。
高职高专新闻专业教育要培养出什么样的新闻人才，才能够适应社会和市场的需求，这是每一个从事
或关注新闻专业教育的人都应该认真思索的问题。
　　高职高专教育强调专业技能和实践能力的培养，这已经成为社会的共识。
面对新的形势，我们在不断摸索、尝试新的教学方法和方式。
实践证明，任务驱动教学有利于培养高素质、高技能的专门技术人才。
当然，光有好的设想还不够，对于内容的设置让很多高职高专的教师感到头疼。
为了应对新形势下的高职高专教育特点，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我们编写了本教材，
旨在帮助高职高专新闻专业写作课程的教学。
　　“新闻写作”是高职高专新闻采编与制作专业的主干课程之一，主要任务是使学生了解新闻写作
的一般流程，掌握新闻写作的基本方法和技能。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可以使学生掌握必要的新闻写作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为今后做好新闻专业相
关工作，提高宣传、传播质量奠定良好的基础。
　　为了编好这本教材，笔者竭尽所能地考察了近年来已经出版的新闻写作专业相关教材，遗憾的是
，目前高职高专新闻写作教材寥寥无几。
实事求是地讲，尽管同人们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与探索，出版了一些富有特色的教材，但是从整体上来
看，绝大多数还没有突破传统的体系，体系庞大，内容繁杂，体例上也多重理论、轻训练，使学生学
习起来疏离感较大。
如何让新闻专业更加亲切地走近我们的学生，这是笔者近年来一直在思索的一个问题。
　　本书试图做一些有益的尝试，着眼于高职高专学生群体或新闻专业日常工作中经常涉及的文种，
为学生校园的学习和生活提供切实的帮助，同时也为走向社会从事新闻工作打下基础，不求全面，但
求实用，努力实践打基础、提兴趣、尚实用、强素质的编写宗旨，编写一本针对性强、注重实操性的
新闻写作教材。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在编写中特别注意并努力实现以下两个目标：　　一是突出实操性。
在理论知识够用、管用的前提下，尽量简化理论知识的介绍，尽可能比较细化地介绍各种写作规范和
写作技巧，以期最大限度地提供指导性，并强化实训的分量，不再设置传统意义上的思考练习题，而
是代之以文体写作实训，通过实训锻炼学生的写作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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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可以使学生掌握必要的新闻写作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为今后做好新闻专业相
关工作，提高宣传、传播质量奠定良好的基础。
     本书试图做一些有益的尝试，着眼于高职高专学生群体或新闻专业日常工作中经常涉及的文种，为
学生校园的学习和生活提供切实的帮助，同时也为走向社会从事新闻工作打下基础，不求全面，但求
实用，努力实践打基础、提兴趣、尚实用、强素质的编写宗旨，编写一本针对性强、注重实操性的新
闻写作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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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种是以个体的形式出现，如2009年12月23日，《中国青年报》的报道《他练就了“一眼辨毒
”的真本领——记驻沪海军某基地防化营大学生排长邓承志》，人物是邓承志。
第二种是以群体的形式出现，如2009年10月24日下午，长江大学15名同学营救2名落水少年事件，媒体
后来在报道此事时，把他们称为“10.24英雄集体”。
第三种是有些当事人由于个人隐私、系未成年人或其他原因，须使用化名或笼统称呼，如对我国内地
第一个甲型H1N1流感患者，媒体均称其为“包某某”。
再如，出于保密需要，对军事单位常称“解放军某部”。
第四种是有些新闻人物以社团、单位等集合体的形式出现，如2009年12月21日《法制晚报》的新闻报
道《手机实名制有望明年立法》，介绍了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将出台《通信短信息服务管理规定》
的情况，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就是新闻中的人物。
　　4.事件。
事件是新闻的核心要素，其他要素均围绕新闻事件来组织和安排。
写事件，一要真实可靠，不能道听途说，随意捏造或制造假新闻；二要脉络清楚，表述准确。
一般采用顺序的方法来写事件。
　　5.原因。
报道事件须交代清楚原因。
原因，有内在的，也有外部的；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有显性的，也有隐
性的。
报道时，要准确找出事件原因。
一些事件的原因暂时无法找到，可用“事件原因正在调查中”等语句作交代。
如果是跟踪报道，原因也可在后续报道中交代。
　　6.结果。
事件的结果，有的当时就能体现出来，有的需要经过一定时间才能显露出来，有的需要经过调查、计
算和评估。
报道新闻事件的结果，要尊重事实，不可主观臆断和道听途说。
一些暂时无法得知结果的，可用“事件的结果还有待相关部门进一步调查”等语句作交代。
如是连续报道，可在后续报道中交代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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