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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拥有独一无二的新闻传媒写作精度，具有严密精致的新闻写作深度！
 当今时代已步入信息化社会，每个人都置身于信息的制作、传递和接收中，而社会上信息含量密度最
高，影响力也最为广泛的信息体现形式，就是新闻。
随着媒体技术的高速发展，新闻更新的速度越来越快，写作的主体日趋泛化，有超出记者群体之势。
因此，本书的编写，不仅是为专业新闻工作者提供一本参考书，也希望能为广大新闻参与者提供有效
的帮助。
     全书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新闻写作必须遵守的理论要求，这也是写作新闻的最低要求。
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分别从新闻格式要求和新闻文体要求上阐述了平面新闻的具体写作方法，并附有
大量近年来的新稿件，供大家参照比对。
第四部分则介绍了近年来新技术和新媒体的崛起，特别强调了网络新闻的独树一帜和新闻无纸化和电
子化后带来的新闻写作本身的蜕变。
全书涉及了新闻写作的绝大部分领域，包括传统上与新闻写作分门别类的新闻评论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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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写作的口语化　　第1节 文学上语言的定义　　第2节 新闻语言的基本特征　　第3节 新闻语言的
要求与口语化的写作创新 　　第四编 思维创新篇　第十四章 “5W”真的都需要吗?　　　——新闻写
作形式的变动　　第1节 突破原有的写作框架　　第2节 从角度和倾向看新闻写作形式　第十五章 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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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写作工具　　第2节 多媒体与超文本写作　　第3节 网络新闻写作概述结束语：新闻写作已不仅仅是
用笔写字的艺术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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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如何避免新闻写作失实　　在中国新闻媒体市场化进程中，传媒的公信力是社会期待和衡量
传媒的重要指标。
形成媒体的公信力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从采编技术到经营方式，从人才结构到装备设施，每一个环节
都会深刻的作用于媒体的公信力的合成。
传媒的公信力的基础之一，是它的新闻报道的质量，而报道的真实，又是衡量报道质量的前提。
从目前的情况看，假新闻已构成对传媒公信力最为严重的威胁。
避免新闻失真，应从管理层面和记者自律两个角度一齐出手。
　　1．从媒体管理角度　　①准入资格　　新闻主要是由新闻从业人员生产出来的信息产品，那么
对于新闻从业人员包括媒体经营人员来说，就必须要具有符合从业的知识和思想素养。
在这一方面，应开展从业资格认定。
对于纸质媒体特别是报纸，我国已开展了从业资格培训与考试制度，广电系统也开始了全国广电编辑
记者、播音员主持人资格考试，这种将执业资格认定纳入新闻传播行业的手段，显然是防止新闻失实
的一个重要举措。
　　②落实预防与奖惩措施　　我国对新闻失实采取了自律与他律的双重管理办法，目前主要靠自律
为主。
法律规范对新闻工作者的调控是通过多种形式表现出来的，如宪法、法律、条例、规章、制度、命令
等。
除对新闻从业人员采取直接或准法律形式的控制外，还可通过宣传、教育、警示、激励和正反典型示
范等心理上的影响，达到控制新闻传播行为的目的。
违法行为主要有刑法上的收受贿赂罪与民法上的侵权——包括侵害他人财产权利和侵害他人人身权利
两种行为。
　　2．从记者自身出发　　①加强自律　　自律主要是以新闻职业道德为主体的职业道德体系的规
范所组成的。
我国第一部成文的新闻职业道德规范是1981年由中宣部新闻局和中央新闻单位共同商拟制定的《记者
守则》；1991年1月19日，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第四届理事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了《中国新
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
记者要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提高理论修养和知识修养，做到既不制造假信息，也不会被假信息蒙蔽
。
　　②坚持调查研究，确保新闻真实　　要解决新闻失实的问题，除了加强新闻工作者的理论修养、
知识修养以外，还必须坚持调查研究的方法。
　　调查研究是一种科学的认识方法，分为调查和研究两个阶段。
调查在于搜集第一手资料，获取感性认识，是研究的基础准备；研究是思考分析，是用科学方法对感
性材料进行“深加工”，从具体材料中浓缩出事物的本来面目和本质规律。
二者紧密结合、不可分割。
　　调查研究是新闻工作的基本技能。
一个仅能描述现场情况和转述他人语言的记者永远只能是一个基层工作者，无法提高，或者说，是一
个“有脚无脑”的信息记录工具。
具体的新闻工作调查研究方法有以下五种：　　第一，专一解剖法。
对某一个具体的人或具体的单位进行层层调查，所有的资料收集和分析均以此人或单位为中心；　　
第二，专项调查法。
针对一个主题，向多个个人或单位及其它信息来源征求可靠资料，以供分析调查；　　第三，日常积
累法。
这是每个记者都能做而又较难做好的，即随时随地收集各种第一手资料，养成收集资料并集中分类管
理的习惯，便于在采访和写作中迅速获取有效依据；　　第四，自我复查法。
对已完成的新闻作品进行全面的审核，重新过滤已有的资料；　　第五，微服私访，亲身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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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事件的最前线，往往是获得珍贵新闻资料的最好方法，但也要注意不可违法违规侵犯他人隐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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