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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我国成就最高、影响力最大的记者，新华社原社长穆青赠送给本书作者的字。
我们认为用这四个字指导有中国特色的新闻宣传工作很合适，“康”指新闻选材和立意要“以正面报
道为主”；“乐”指采访写作时的心态要快乐，要采写那些能让自己感动的人和事；“祥和”指文章
发表后产生的效果，力争能给刊发的媒体、文章所写的人和单位以及作者自己都带来吉祥，实现“三
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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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史振伟，1968年生，1993年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后进入新闻宣传界，曾任报社记者编辑、企业宣传部长
、新华社山东科文部宣传策划中心副主任，高端宣传经验丰富，多家单位的宣传顾问。
 高熠，1971年生，博士，资深媒体人，《中国报道》运营总监，《百姓生活》广告总监，北京城乡联
合消费市场调查中心主任，《消费与法》电视节目总制片人，中国药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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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干好新闻宣传工作有诀窍（前言） 上编 新闻 第一章 干新闻工作前要弄清的问题 第一节 新闻与学问 
一、新闻的学问在新闻之外 二、记者必须掌握的四门学问 第二节 新闻与政治 一、政治正确是第一位
的 二、政治家办报的由来 三、“耳目喉舌”论的来历和发展 四、不断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第
三节 新闻与经济一 一、多数新闻单位是企业，经营不善会倒闭 二、媒体的收入主要靠广告 三、财经
类报纸很受欢迎 四、红包与“封口费”腐蚀着新闻工作者 第四节 新闻与历史 一、新闻是易碎品，成
为历史文献不容易 二、不少记者喜爱写历史著作 三、史家办报思想 四、新闻主要记述的是“民史” 
五、口述历史和影视史学 第五节 新闻与文学 一、新闻与文学的区别和联系 二、文人办报思想 三、副
刊 四、新闻文学化尝试之一：新新闻主义 五、新闻文学化尝试之二：荒诞新闻 六、新闻文学化尝试
之三：新闻散文化 七、不可阻挡的潮流：新闻娱乐化 第六节 新闻与科技 一、印刷术的发明催生了大
众报纸 二、电子传播技术提高了新闻的时效性 三、摄影术让人们看到了精彩瞬间 四、电视把活动的
世界真实呈现在人们面前 五、网络让人人都可成为记者和总编辑 六、科技改变着新闻的写作方法 第
二章 新闻的主要概念 第一节 新闻有标准 一、新闻的定义 二、判断新闻价值的标准 三、新闻专业主义
第二节 新闻要真实 一、真实是大家的一致追求 二、事实真实、总体真实与本质真实 三、辩证看待合
理想象 四、新闻造假 五、正解对待假新闻问题 六、新闻报道的客观性原则 第三节 新闻要有力量 一、
无产阶级革命家重视新闻自由 二、新闻舆论监督的威力很大 三、搞负面报道一定要慎重 第三章 新闻
采访 第一节 采访是新闻报道的前提 第二节 与采访有关的问题 一、采访权问题 二、付费采访问题 三
、新闻线人问题 四、正确认识狗仔队 第三节 采访前的准备工作 一、人脉、资料的准备 二、器材、身
体的准备 三、采访提纲的准备 四、态度要天天修炼 第四节 记者该怎么问 一、开场第一句话很重要 二
、中间要问尖锐的问题 三、质疑是提问的基调 四、倾听和沉默也很重要 五、提问要注意国情 第五节 
记者该怎么看 一、看是最常见的采访方式 二、记者要看得更多 三、记者要看得更细 四、记者要看得
更深 五、看的时候不能过于冷峻 第六节 记者该怎么体验 一、不能带个人偏见 二、不能搞猎奇 三、不
能过多关注心理活动 第七节 记者该怎么暗访 一、暗访是展现事实真相的有力手段 二、暗访要在万不
得已的情况下才使用 三、暗访时要注意法律禁区 第四章 新闻写作 第一节 新闻文体的性质 一、新闻属
于应用文 二、新闻属于记叙文 三、新闻不追求积极修辞 第二节 新闻的结构 一、新闻的外部结构 二、
新闻的内部结构 第三节 新闻的标题 一、新闻标题的类别 二、评判新闻标题的标准 第四节 新闻的导语
一、新闻导语的演变 二、时效性强的导语写法 三、时效性不强的导语写法 四、导语常见的毛病及改
正办法 第五节 写新闻需要直接引语 一、中外媒体对直接引语的态度不同 二、使用直接引语的好处 三
、使用直接引语的注意事项 第六节 写新闻离不了旧资料 第七节 写新闻要注意平衡 第八节 精确新闻 
第九节 深度报道 一、深度报道的由来 二、写调查性报道最需要的是勇气与毅力 三、写解释性报道需
要有观点和大量的背景资料 四、要有充分的证据 五、深度报道需要特殊的结构 第十节 写内参的注意
事项 第十一节 会议新闻写作“ 一、按新闻规律写会议新闻 二、写点会议花絮 三、“中庸之道”的写
法 第十二节 通讯写作 一、主题一定要有政治意义 二、激烈的矛盾冲突不可少 三、要有感人的细节 和
响亮的口号 四、描写、抒情、议论都要用 第十三节 新闻评论写作 一、必须有新闻性“ 二、一定要有
独到的观点 三、写新闻评论要注意态度和文采 第五章 写新闻常用的模式 第一节 按模式写新闻完全可
行 一、已经有了能写新闻的机器人 二、学习借鉴不能变成抄袭 第二节 新华体 一、新华体主要适用于
国内时政新闻题材 二、新华体的例子 三、辩证看待新华体 四、下级单位如何使用新华体 五、负面新
闻报道如何使用新华体 六、新华体在不断发展进步中 第三节 南方体 一、南方体的由来及结构 二、南
方体的例子 三、南方体写作注意事项 第四节 民生新闻 一、民生新闻的特点 二、民生新闻的例子 ⋯⋯
下编 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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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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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新闻宣传学从来都是植根于新闻宣传实践并在实践基础上归纳、梳理、概括、总结出来的时间性
极强的学问。
本书作者有着长期从事新闻宣传实践的丰富经验，又注意用心把这些经验提炼出带有规律性的理论表
述。
因此本书无疑具有突出的应用价值。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传媒大学《现代传播》主编 胡智峰　　　　光绪二十一
年，满朝文武都在屏息静观大受器重的康梁将有何举措。
而维新派打出的第一张牌竟然是薄薄几页纸——《中外纪闻》，它成了中国报纸新闻的雏形。
从那一日起，国人方知迅速、准确地获得和传递资讯是一个现代国家思想健全的源头。
百二十年来，中国社会几番风雷，大众传播研究者亦在崎岖小道上艰难斩棘，欲于“说不说”和“如
何说”中觅得落定尘埃。
所幸，自纷扰杂乱之始、行至徘徊甄别之中、直至明朗清晰之今，从《实用新闻传播学》一书中可看
出中国新闻报道渐渐有迹可循、有章可查、于乱象中有序，研究者点滴心血在那百年尘埃里到底绽开
了一朵烂漫的繁花。
　　——中国新华新闻电视网首席运营官，新华社高级编辑 赵鹏　　　　我在中央电视台从事《新闻
联播》编播工作27年，深深感受到“政治修养、综合素质、专业技能是媒体工作者建功立业的三大基
石”。
不谋而合的是《实用新闻宣传学》一书的开局谋篇，正是沿着这样的思路展开的。
书稿紧密结合当代中国媒体发展的实物背景，同时兼顾全球化、数字化的时代特征，从大局着眼，于
细节入手，对新闻与宣传两大实践领域作出系统、深入、独特的阐述。
统观全书，既着重实务、实践研究，也注重理论、理念分析，全力围绕“实用”下功夫。
无论对于准备投身新闻宣传工作的大学生，还是有着扎实工作实践的新闻人来说，《实用新闻宣传学
》一书均有启示意义。
　　——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制片人，高级编辑 杨金月　　　　新闻宣传工作者既要懂政治又要
懂市场，本书对这两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写得透彻明晰，不落俗套，非常实用。
　　——中央电视台制片人 姜文　　　　这本书深入浅出，既有理论表述，也有实践指导，详尽、具
体、可行，值得一读。
　　——《经济观察报》原总编辑 钟伟志　　　　石达开说得好，磨砺以须，问天下头颅有几；及锋
而试，看老夫手段如何。
对从事新闻工作的人来说，这本书就是磨砺的须。
　　——《南方都市报》编委，伯格国际传媒集团董事长 冯启若　　　　新闻宣传工作者心里要想着
受众，同时要多读书，这本书内容丰富，条理清楚，举例得当，对在基层从事新闻宣传工作的同志来
说是一本很好的参考书。
　　——人民日报社资深记者 任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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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实用新闻宣传学》是基于新闻宣传实践并在实践基础上归纳、梳理、概括、总结出来的实践性极强
、极具参考价值的书。
笔者有着长期从事新闻宣传实践的丰富经验，将多年积累的宝贵经验用心提炼出带有规律性的理论表
述，并归纳成章，编撰成辑，以飨读者。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实用新闻宣传学>>

名人推荐

新闻宣传学从来都是植根于新闻宣传实践并在实践基础上归纳、梳理，概括，总结出来的实践性极强
的学问。
本书作者有着长期从事新闻宣传实践的丰富经验，又注意用心把这些经验提炼出带有规律性的理论表
述。
因此本书无疑具有突出的应用价值。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传媒大学《现代传播》主编 胡智峰 光绪二十一年，满朝文
武都在屏息静观大受器重的康粱将有何举措。
而维新派打出的第一张牌竟然是定期发行的薄薄几页纸——《中外纪闻》，它成了中国报纸新闻的雏
形。
从那一日起，国人方知迅速、准确地获得和传递资讯是一个现代国家思想健全的源头。
百二十年来，中国社会几番风雷，大众传播研究者亦在崎岖小道上艰难斩棘，欲于“说不说”和“如
何说”中觅得落定尘埃。
所幸，自纷扰杂乱之始、行至徘徊甄别之中、直至明朗清晰之今，从《实用新闻宣传学》—书中可看
出中国新闻报道渐渐有迹可循、有章可查、于乱象中有序，研究者点滴心血在那百年尘埃里到底绽开
了一朵烂漫的繁花。
 ——中国新华新闻电视网首席运营官，新华社高级编辑 赵鹏 我在中央电视台从事《新闻联播》编播
工作27年，深深感受到“政治修养、综合素质、专业技能是工作者建功立业的三大基石”。
不谋而合的是《实用新闻宣传学》一书的开局谋篇，正是沿着这样的思路展开的。
书稿紧密结合当代中国媒体发展的实务背景，同时兼顾全球化、数字化的时代特征，从大局着眼，于
细节入手，对新闻与宣传两在实践领域作出系统、深入、独特的阐述。
统观全书，既着重实务、实践研究，也注重理论、理念分析，全力围绕“实用”下功夫。
无论对于准备投身新闻宣传工作的大学生，还是有着扎实工作实践的新闻人来说，《实用新闻宣传学
》一书均有启示意义。
 ——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制版人，高级编辑 杨金月 新闻宣传工作者既要懂政治又要懂市场，本
书对这两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写得透彻明晰，不落俗套，非常实用。
 ——中央电视台制片人 姜文 这本书深入浅出，既有理论表述，也有实践指导，详尽、具体、可行，
值得一读。
 ——《经济观察报》原总编辑 仲伟志 石达开说的好，磨砺以须，问天下头颅有几；及锋而试，看老
夫手段如何。
对从事新闻工作的人来说，这本书就是磨砺的须。
 ——《南方都市报》编委，博格国际传媒集团董事长 冯启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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