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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闻是以宣传为手段，反映当前社会生活的一种意识形态，在当前的社会生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新闻工作者担负着很重要的职责。
本书以理论结合范例，全面深入地介绍了新闻概论、新闻写作概论、通讯、消息、社会新闻、专访、
新闻特写、新闻评论、新闻言论、法制新闻、科技新闻、体育新闻、文化娱乐新闻的写作。
本书内容系统，范例新颖，旨在提高新闻工作者的写作水平和工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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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新闻概论　　第一节 新闻概述　　一、新闻的含义　　新闻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
新闻是指媒体对社会新近发生的信息的传播，广义的新闻指社会新近变动的消息。
　　新闻，是以宣传为手段反映当前生活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
新闻是报刊、广播、电视经常大量运用的一种文体。
新闻，是消息、通讯、特写、速写等体裁的统称。
　　二、新闻的特点　　新闻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真实性　　新闻，要求报道真实的事实。
人们通过这样的真实事实，可以启发人们了解大千世界的风云，社会发展的趋向，生活演进的动
态&hellip;&hellip;　　真实性，是新闻的生命线。
如果新闻不是写生活真实的事实，那就不会取得人民的信任。
新闻中所列举的真实事实还必须是典型的，带有普遍意义的能反映本质和主流的真实事实。
　　2.实证性　　实证性，就是说新闻要让事实本身说话。
新闻反映生活的特殊规律主要就是让事实本身说话。
　　写出确定事实的基本要素。
一般应交代清楚有关的人物、事件、时间、地点、因果、意义等要素。
　　3.及时性　　新闻既然是新近发生或发现的事实的报道和述评，那么就必须有新的事实，新的内
容，表现出新的特点与新的意义。
否则，写人家已写过或人家早已知道的过时的事实、过时的内容，或者一条新闻隔了十天半月才报道
，那就不叫新闻了。
要突现新闻的&ldquo;新&rdquo;，就得要及时地捕捉，及时地采写，及时地报道。
可以说新闻是一种极重时效的文体。
新闻的价值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迅速及时地采写与报道。
　　4.广泛性　　新闻是由新闻机构发布的，它是面向全社会，对广大群众传播最为广泛的信息形式
。
正因为新闻具有这样的广泛性，所以新闻一经发布就会引起全社会广泛的关注，产生广泛的影响。
　　5.开放性　　由于新闻是不受空间限制的一种宣传形式，因而它具有冲破闭锁隔绝现象的开放性
。
由于有了迅速灵敏的新闻传播，使当今世界每个角落发生变化的重要信息，能在瞬间传遍全世界，于
是遥远的距离得以缩短，孤陋寡闻者得以开阔视野，居于斗室，足不出户可以了解宇宙星云，天下大
事。
　　6.变动性　　新闻以生活中发生的具有新闻意义的事实作为归依。
而生活中的事实不断地有所变动，新闻所要反映的正是变动中的客观事实。
　　三、新闻材料和新闻背景　　1.新闻背景材料　　新闻背景材料是新闻事实的从属部分。
　　新闻背景材料在新闻报道中的位置却是灵活多样的，不是固定不变的。
　　2.新闻材料　　新闻材料只是采访所得材料的一部分，特指写入新闻作品中的材料。
新闻材料不等于采访所得材料。
　　在新闻写作中直接材料和间接材料都不可少，它们是相辅相成的。
　　（1）从获取捌料的方式分　　新闻材料可分为间接材料和直接材料。
　　①间接材料是新闻报道中运用最多的材料，间接材料就是别人提供的材料，记者的报道实际上是
转述别人提供的材料。
从新闻事实到记者，中间经过一次转述者，叫第二手材料；经过两次转述者，叫第三手材料，经过三
次转述者，叫第四手材料，以此类推。
需要注意的是，转述的次数越多，失真的可能性就越大。
因此，记者在运用间接材料时，要认真分析。
　　②直接材料正是记者从新闻现场亲耳所闻、亲眼所见、亲身所感得来的，比起间接材料要真切得
多，给广大群众的感觉也可信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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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材料在报道中常常成为最重要、最生动的材料。
直接材料的优点是真实可信，生动形象，而且对间接材料还有订正作用。
　　（2）从材料性质分　　新闻材料可分为言论性材料、新闻事实材料和背景事实材料三种。
　　①言论性材料是指，记者引述别人的言论来说明新闻意义、本质的材料。
　　②新闻事实材料，是新闻报道中的主体材料，也是新闻评论中的主要论据。
构成新闻事实的具体材料包括事件的称谓、规模、形态、原因、结果，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事件
中的人与物等等。
　　③背景事实材料是指，记者在新闻报道中为了说明新闻事实的真实情况而引用一些与新闻事实有
关的历史事实或现实生活中的相关事实来衬托新闻事实的材料。
　　3.新闻背景　　所谓新闻背景，是指新闻事实发生的历史条件、现实环境。
能对新闻事实起到说明、补充、衬托作用的历史条件、现实环境，又被称作&ldquo;新闻背后的新
闻&rdquo;。
新闻背景可分为以下几类：　　（1）从材料的性质内容角度分　　背景材料可分为政治背景材料、
经济背景材料、文化背景材料、地理背景材料等；也可分为人物背景材料、事物背景等等。
　　（2）从新闻背景与新闻事实的时间和空间距离分背景材料可分为纵剖面背景材料与横断面背景
材料。
纵剖面背景材料，也就是历史性背景材料；横断面背景材料，就是现实背景材料。
　　第二节 新闻报道概述　　一、新闻报道的含义和分类　　1.新闻报道的含义　　所谓新闻报道，
就是媒体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
新闻的本源是讲究用事实说话，新闻是对客观事实进行报道和传播而形成的信息，反映在新闻信息中
的内容必须对事实具有真实传达。
但是，客观事实本身不是新闻，被报道出来的新闻是在报道者对客观事实进行主观反映之后形成的观
念性的信息，是记者把自己对客观事实的主观认识传达出来而产生的信息。
　　2.新闻报道的分类　　（1）按照新闻事实发生的地域和范围来分　　有国际新闻和国内新闻。
　　（2）按照新闻的性质来分　　有政治新闻、经济新闻、科教新闻、军事新闻、社会新闻、文艺
新闻、体育新闻和会议新闻等。
　　（3）按照新闻的特点来分　　有事件性新闻与非事件性新闻，单一性新闻与复杂性新闻，动态
性新闻与静态性新闻，本体新闻与反应新闻。
　　（4）按照新闻的题材来分　　有典型报道、综合报道、述评性报道、批评性报道。
　　（5）按照新闻传播的手段来分　　有口头新闻、文字新闻、广播新闻和电视新闻。
　　二、新闻报道基本要求　　新闻报道的基本要求是保证新闻报道的真实性、时间性和思想性。
此外，新闻是选择具有新闻价值的客观事实进行报道，对客观事实的选择也是新闻报道的一个重要环
节，是新闻写作活动中选择素材的过程，没有意义或意义较小的客观事实一般不能成为新闻报道的对
象。
　　三、新闻报道的基本方法　　1.概括事实　　这是报道新闻的基本功之一，任何新闻报道都离不
开对客观事实的概括，这不仅因为要用语言传达任何客观事件的总体情况和来龙去脉都需要概括，还
因为新闻一般要求精练、简明。
对新闻事实的概括要立足全局，抓住特征，正确反映整体。
　　2.精选事例　　在报道中，结合对事实的概括报道，选择一定的具体事例，既能提示新闻报道的
主体，又能使报道生动感人，这些事例不应随便选，而应具有典型性、具有鲜明个性、能够说明问题
、能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3.再现场景　　再现场景就是将新闻事实的现场情况逼真地描写出来，产生使人如临其境、如闻
其声、如见其人的效果，从而增强报道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4.对比衬托　　在新闻报道中使用对比性材料能够更明确地表达记者要说的话，比如揭示新闻事
实的意义，突出新闻事实的变动程度等。
　　总之，新闻报道与文学作品、评论文章、理论文章不同，它的主要内容是对事实的报道，记者的
观点、感情也要通过对事实的报道来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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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新闻报道用事实说话，并不是绝对排斥议论和抒情，有时在报道事实的同时加上一两句精辟议
论，可以使人们更好地理解新闻事实；真诚而自然的一两句抒情，可以增强新闻报道的感染力。
　　四、新闻报道的具体要求　　1.新闻报道的真实性　　新闻报道的真实性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新闻五要素必须明确无误　　新闻五要素即新闻的时间、地点、人物、事情经过和事情发生
的原因必须具体、确凿，不能含糊不清。
　　（2）不能搞虚实报道　　新闻事实发生的环境和条件、过程和细节、人物的语言和动作（包括
心理活动和思想活动）都不能进行&ldquo;合理想象&rdquo;式的报道，更不能搞虚虚实实的&ldquo;创
作&rdquo;式报道。
　　（3）引用材料必须有根有据　　新闻中引用的数字、引语、用典，以及其他背景材料都必须有
根有据。
　　（4）尊重事物的本来面目　　新闻中对事实的解释和说明，必须符合事物的本来面目，不能夸
大，扭曲或变形。
　　新闻报道中不用事实说话的情况有：　　①用空洞的议论掩盖事实。
　　②用笼统的叙述代替具体的事实。
　　③用突然的转折性词语代替有关事实。
　　④用概念加例子捏造事实。
　　2.新闻报道的时间性　　新闻报道的时间性指的是新闻报道的及时性、时效性、时宜性。
新闻报道的时间性要求的具体内容是：　　（1）新闻报道必须迅速及时　　迅速及时地反映生活的
变化是新闻的主要特点之一，只有保证新闻报道的及时性，对新近发生的事实进行及时反映，才能充
分发挥新闻报道的作用。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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