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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最新新闻写作技法与范例》简要介绍各种新闻文体的特点、写作要领，全面收录相关新闻文书
的典型案例，各类新闻从业人员及相关专业学生必备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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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新闻工作者要具有较强的获取信息能力　　在记者的工作中，最有意义同时也是最富挑战性的
就要算获取新闻线索了。
以往的新闻传播教育虽然也提供了不少发现新闻线索的方法，但在知识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仅靠这
些传统方式已经远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要找到好的新闻线索，还必须具备较强的获取和处理信
息的能力，因此，记者有必要掌握一些情报学和信息学等方面的知识。
　　就拿情报学来说吧，它是研究情报的产生、传递、利用规律和使用现代化信息的技术与手段，目
的是提高情报产生、加工、储存、流通、利用的效率。
随着人类社会向信息化社会的演进，情报学的社会重要性日益增加，其作用和研究成果已经被认为是
信息化社会的强大支柱之一。
笔者认为，新闻工作者从获取新闻线索，到采访，再到写成新闻这一过程正与情报学有着异曲同工之
妙。
而信息科学是研究信息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其基础是信息论。
按照新闻界最新的观点，记者已经被定义为是“专业的信息传播者”，这就赋予了记者这一职业新的
内涵和外延。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记者，尤其是一些大报、党报记者获得新闻线索有很大一部分是“派活儿”
，也就是应一些政府部门和企业的邀请出席新闻发布会，然后做出相应报道，这种工作形式缺乏主动
性、创造性，时间长了还会养成记者的惰性。
记者另一种常用的工作方式就是随机寻找新闻线索，哪儿发生了新闻就去哪里，有什么事件就报道什
么新闻。
这种形式在短期内具有灵活性、及时性的特点，但是现在新闻报道越来越讲究策划，新闻传播的“议
程设置”功能愈来愈受到重视，只重视对突发性事件的报道已远远无法满足受众的需求和新闻事业的
整体需要。
因此，新闻工作者可以学习并运用情报学的一些研究方法，如社会调查法、文献计量统计方法、数学
分析法、系统分析与评价方法、历史的研究方法等，对自己的新闻报道工作做出深入的研究和周密的
安排。
有了充分的前期工作，才能确保新闻报道水平的高质量。
总之，信息利用水平已成为衡量记者水平的重要标准。
　　3.新闻工作者要具备相当的专业化水平　　所谓“记者的专业化”，就是指每一个记者都要争取
成为他所从事的报道领域的专家。
在信息社会，分工更加细化，受众知识、文化水平提升，记者需要在全能型的基础上向专家型转变，
已成为一种必然趋势。
专家型记者的特点是在具备一个普通记者各项基本素质的同时，兼备某一领域的专业知识。
　　从实际情况来看，现今有专业背景的新闻人才越来越受到广大媒体和新闻单位的青睐。
虽然目前新闻从业人员的专业构成仍以新闻和中文为主，但是近期以经济、管理、法律、政治等为专
业背景进入新闻业的人才的比例正在不断上升。
多数报纸在招聘时已经不限专业，有些财经类报刊则专门招收经济、管理等相关专业的人才。
《中国经营报》就明确表示，不追求新闻的时效性，而致力于深度报道和背景报道，追求热点焦点，
追求深刻生动，追求新颖独特。
其对专业知识的要求也就可想而知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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