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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高校校报是高校党委和行政的机关报，是高校校园内占主导地位的媒体，担负着交流信息、引导
舆论、凝聚人心、弘扬新风、培育新人、维护稳定和繁荣文化、传承文明的重要使命，在推进学校的
改革、建设与发展，以及塑造学校形象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
　　高校校报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光荣的传统。
从1895年天津北洋大学创办《北洋公学》校刊算起，我国高校校报已走过了100多年的发展历程，它几
乎与近代高等教育同时出现，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见证。
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高校校报伴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辉煌发展，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和壮
大。
据中国高校校报协会统计，全国内地高校校报已有1000余家。
校报已成为各高校的“人民日报”和“新华社”，是党的宣传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1998年3月，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下发了《关于设立高校校报类报纸刊号系列的通知》，把高校校报
纳入全国统一管理的公开出版报刊系列，高校校报正式取得国内统一刊号，标志着校报作为正规的新
闻媒体地位得到确认。
从此，高校校报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2005年6月，教育部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校报工作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这是高校校报发展史上，第一个以主管部委名义发出的重要文件。
《意见》明确指出，高校校报是高校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和开展新闻宣传工作的重要阵地，是传播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和精神文明建设成果的重要载体，是学校联系师生员工、海内外校友、学生家长和社会
各界人士的重要纽带，是展示高校对外形象和塑造学校品牌的重要窗口。
《意见》明确要求，要充分认识高校校报的重要地位与作用，进一步明确校报工作的目标和任务，不
断提高校报工作的水平和质量，切实加强高校校报工作的领导。
《意见》为高校校报工作开创新局面作出了重要指导和具体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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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了更好交流办报的经验和成果，提高校报编辑记者的业务能力，广东高校校报研究会把2006-2008年
度在广东高校校报“好新闻”评选中获得一等奖的消息类、通讯类、言论类、图片类、版面类作品和
部分获得二等奖的作品集结成册，汇编出版了这本“好新闻”作品集，供大家学习借鉴。
在这些作品中，相当数量的消息类作品选材很好，充分展示了大学校园的丰富生活和学校在人才培养
中的重要轨迹。
通讯是校报最为强项的新闻品种，出现了一些调查类新闻．一些通讯开始涉及重大题材。
大部分评论选题新、观点新、见解深、说服力强，文风也比较朴实。
标题则较好地提炼出新闻事实中的精华内容，具有较强的新闻性和可读性。
图片中也不乏佳作，其中本科教学水平评估、大运会等重大事件也成为各高校校报共同关注的焦点。
版面方面，从总体上看，老牌重点高校的报纸版面编排普遍比较专业，获奖面也比较大。
有的新闻版做得很大气，敢于运用大幅照片，具有很强的冲击力，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校报几乎
可以跟《南方日报》、《广州日报》和《羊城晚报》相媲美。
一些职业院校、民办院校也异军突起，展示了不俗的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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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1]2006-2008“好版面”作品及点评  展开简约俏丽的“广式”校报[2]2006-2008“好新闻”作品  展示
会变招聘会老总现场揽人才  梁结流毕业一年闯入CE0  “太阳新城”摘得省“挑战杯”一等奖  贾庆林
视察我院大学城校区  我校率先启动“晨光工程” 逾千贫困生实现“伙食低保”  创造更加宽松积极的
学术环境鼓励更多的年轻人脱颖而出  我校参与丁肇中领导的太空实验取得阶段性成果  “中大装置”
明年可升空  学校设立“逸仙学者”讲座教授朱熹平教授首享荣誉  改革开放任重道远努力学习报效祖
国  泰国诗琳通公主访问我校  我校大豆间套种栽培技术在雷州取得可喜成效  华南农大的南方大豆生产
种植模式大有可为  汪洋书记、黄华华省长充分肯定我校科技成果转化模式  科技部领导莅临我校呼吸
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指导工作  陈平原蒋述卓  陈春声纵论大学精神  充分应用周福霖院士科研成果  20
年后家长会首进大学  徐真华邀学生共进午餐听心声  “就业寒流”中现“暖暖春意”  徐真华喜传奥运
圣火  课室成了学生的“家”  全省职教师资需求量增大  “京剧艺术馆”勇夺亚太室内设计金奖  电大
校长收藏将军题词  市委市政府全力支持我院创建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  扎实农技推广换来农业部大项
目  绝不让一个学生因灾不能上学  再碰“西南王”，我们赢了  百所大学校长羊城“论剑”  贺暨大百
年华诞  黄华华省长来校调研我校办学情况  英语授课风“劲”吹暨南园  省长寄语学子到基层建功立业
 惜幸福时光，担历史责任  模拟市场现场火爆[3]2006-2008“好通讯"作品  搀扶  大人物汕大“打工记” 
“你应该为你的国家感到自豪”  灯灯接续薪火相传      ⋯⋯[4]2006-2008“好言论”作品[5]2006-2008“
好图片”作品及点评[6]专家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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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报纸作为平面作品，也同样适用这一规律，运用得当，会使版面有节奏感、音乐美。
在版面设计中应充分考虑色彩对人的心理和生理的影响，直观地传播视觉信息，增强对受众眼球的吸
引力，形成版面视觉中心，营造版面强势，引导人们视线移动方向，以视线的有序移动形成版面的节
奏美。
在版面设计中要学会通过色彩有规律的逐渐的变化形成一种流动感，给人以美的愉悦。
　　我们不妨先看看《广州大学报》、《华南农业大学报》、《华南师大报》、《深圳大学报》。
如《广州大学报》（见图6）该版的三条大标题和两张大图片是从右上角往左下角自上而下，像台阶
一样依次递进的，标题与图片相间交替，形成一种节奏。
如《华南农业大学报》（见图7），该版面报道的是“学界痛悼严小龙教授”的主题，版面除了使用
黑白塑造哀悼的气氛外，在安排图片的位置上也颇用心。
三张大小接近的图片分别放在右上角、左中角和下中角的位置，给人以一种像哀乐一样缓慢的节奏感
。
我相信，如果版面出现图片大小差别很大而且位置跳跃强烈的话，那将是另外一种气氛。
同样，图8也是同一个主题的新闻报道——“深切缅怀严小龙教授”，在色彩和图片处理上节奏也是
缓慢的。
　　《华南师大报》（见图9）版面上半部放了一张纪念建党85周年大型晚会的大幅彩色照片，照片主
体是鲜红为主，明度较高。
这样一幅以红色为主色调的照片，很自然地成为版面的视觉中心。
因为整版只有两张图片，那么，无论从节奏上考虑还是从均衡上考虑，这张图片一定必须安排在版面
的最底部，显然，设计人员就是这么做的。
而《华南师大报》（见图10）的另一个版面，虽然整个版面也同样是一张彩色照片，面积也相当小，
而且在同一个版面中还有5张照片，但这张小小的照片依然还是视觉中心。
为什么呢？
因为其他的5张照片组合在一起并“靠边站”（右边），版面的中心位置就是“唯它独尊”了。
这种节奏效果，实际上也是均衡处理的功劳。
　　要知道，彩照在形成节奏感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影响着版面视觉中心的形成和整体节奏。
因此设计时要充分发挥彩照的优势形成版面的整体色调，再辅以其他色彩的配合，形成流动跳跃的美
感。
　　在版面上，对称是“天然”的均衡，像人的脸、人的身体造型都是全对称的。
但不对称同样也能达到均衡的作用，并且还是最常用的。
如《华南师大报》（见图10）就是一个很好的处理不对称均衡的例子。
对称形式给人以稳定、统一、端庄的感觉，产生有序、理性、高贵、静谧的美。
不过，要在报纸版面上找到对称均衡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什么能与报头对称。
所以，把握好非对称的均衡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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