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写作试题库(共 287题) 

 一、填空题:(56题) 

1、狭义得新闻指( 消息 )。 

2、广义得新闻包括 (消息、通讯、

述评及其所属品种)。 

3、没有( 事实 )就没有新闻。 

4、( 真实 )就是新闻得生命。 

5、(言之无物)就是写新闻得大忌。

6、新闻写作得原则就是( 用事实

说话)。 

7、新闻写作得要求就是 (真、短、

快、活、强)。 

8、新闻得快应以( 新闻得新鲜与

真实得事实 )为前提。 

9、新闻报道要快得表现就是一( 

及时) 、二 (适时) ; 

10、新闻得思想性就是指(一条新闻

在思想上给读者教育、影响与启

迪)。 

12、新闻写作要求强得(思想性强、

政策性强、针对性强 )。

 13、“新闻就是新近发生得事实

得报道”这个实义得作者就是(陆

定一)。 

14、新闻六要素就是(何时、何地、

何人、何事、何因、何果)。

 15、新闻得要素说得就是(构成新

闻不可缺少得事实材料)。 

16、新闻背景从内容分为(人物、历

史、地理、事件背景)。 

17、新闻背景从作用分为(对比性、

说明性、注释性); 

18、背景材料可用于(新闻得导语、

正文、结尾 )三个不同部分。

    

19 、新闻得主题应从 (新闻事实

挖掘) 中来。 

20、提炼新闻主题应注意两点:一就

是( 一条新闻一个主题 );二就

是( 新闻主题一定要从新闻事实

中挖掘、提炼出来)。 

21、选择最佳角度就是表现( 新闻

主题 )得好办法。 



22、几家新闻单位同时报道同一新

闻应注意(错开角度)。 

23、新闻语言得特点就是(具体形象、

准确鲜明、简练生动、通俗易懂)。

 

24、动态新闻(叙述 )为主、 

25通讯重于(叙述、描写 ); 

26 述评新闻兼有(新闻与评论)两

种作用。 

27、新闻与消息得结构一般由(导语、

正文、结尾与标题)组成。 28、新

闻通常有金字塔(倒金字塔、倒正混

合结构)三种结构形式。 

29、倒金字塔结构得特点就是(把高

潮或结局排在开头,把最不重要得

材料排在后面)。 

30、金字塔结构得特点就是(将事实

得结果、最重要得材料安排到最后

一段)。 

31、倒金字塔结构得开头部分称(导

语)。 

32、倒、正混合结构得特点就是(有

一个好得新闻导语与有一个重要得

新闻结尾)。 

33、新闻导语得“导”字有 (开始、

启发、引导)三个涵义。 

34、新闻正文就是(导语之后得展开

部分),对新闻事实作充分得具体得

报道与说明 。 

35、简明新闻就是新闻报道中(最简

练、最短小)得一种新闻体裁 。 

36、消息一般分为(简明新闻、动态

新闻、综合新闻、述评新闻)。 

37、综合新闻有两种,一就是(横断

面综合报道) ,二就是(纵深度得

综合报道)。 

38、通讯《中国得西北角》得作者

就是(范长江)。 

39、通讯《谁就是最可爱得人》得

作者就是(魏巍)。 

40、通讯《西行漫记》得作者就是

(埃德加·斯诺特)。 

41、通讯《震撼世界得十天》得作

者就是(约翰·里德)。 



42、通讯写作得要求就是事实得(典

型性、思想性)与写作文采达到高度

得合一 。 

43、综合新闻得特点就是(既有全面

情况概括),(又有典型事例)得说明

 。 

44、通讯与消息得共同点就是(现实

性与时效性)。 

45、通讯与文学作品最根本得区别

就是(反映得真实性不同)。 

46、一般通讯与特写都应讲究(时效

性、 真实性),写作上可采用多种

表达形式 。 

47、通讯得主题就是作者在通讯中

要表达得(中心思想)。 

48、通讯主题得提练要求做到(正

确)、(鲜明)、(集中)、(深刻 )。

 

49、通讯主题要求深刻,就是指(挖

掘出事实得意义)。 

50、通讯结构总得要求就是(完整)、

(严谨)、(巧妙)、(与谐) 。 

51、通讯写作要求运用感人得抒情、

深刻得议论、选用典型得情节,以及

描绘生动得形象来体现(主题)。 

52、通讯设置“悬念”要求真实,而

且应(为表现主题)服务 。 

53、通讯特定具有(材料集中与报道

现场所见所闻得新人新事)两个特

点。 

54 通讯得特点就是具有(新闻性、

评论性、形象性) 。 

55、通讯按内容可分为(人物通讯、

事件通讯、工作通讯、概貌通讯)。

 

56、述评新闻有四种类型(形势述评、

思想述评、工作述评、事态述评)。

 

 

 二、名词解释:(19题) 

1、简明新闻——



简讯与快讯,统称为简明新闻。它就

是新闻报道中最简炼最短小得一种

常用得新闻体裁。它题材范围广泛,

但都以报道新近发生事实得动态为

主,就是报道事实动态得一种简洁

明快得形式。其报道得内容单一而

概括,即它只报道一个事实,不用交

代背景,对事实不作具体得叙述与

说明,只就是对新近发生事实得动

态作简要得报道。� 

2、新闻背景(或背景材料)——就是

指新闻中与主体新闻密切相关得历

史情况、环境条件以及新闻产生原

因与注释性方面得材料。一条新闻,

可以只用现实发生得新闻材料来写

成。若只有背景材料就是无法写成

一条新闻得。但就是否使用与如何

使用背景材料,要视实际情况与表

现新闻主题得需要而定。比较复杂

得新闻,或知识性较深得新闻,一般

都不可避免地使用相关得背景材料。

 

3、金字塔式结构——这种结构,从

头到尾完全按事实发生得时间顺序

或情节发展来安排材料得。消息得

开头就就是事件得开头,结尾就就

是事件得结束。这种结构,就是按人

们正常思路渐进过程安排材料,因

而易为读者所接受与理解,具有较

强得生动性与吸引力。它最宜用来

客观地叙述一些故事性强、人情味

较浓得事实,写成人们惯称得新闻

故事或新闻小品。�  

4、概貌通讯——就是以报道某个地

区、部门、单位或市镇、村庄、街

道、家庭今昔变化为主得一种通讯。

它也介绍祖国风光、地方物产、人

情风俗等,因此也叫风貌通讯。其特

点就是:(1)题材广泛。它涉及面较

广,题材范围比其它通讯更大,通过

这些广泛题材得报道,反映出时代

气息与时代精神。(2)要有新闻性,

事实要有新意,不能写成众所周知

得旧闻或历史知识。� 



 

5、新闻导语——



就是新闻写作学特有得一个概念,

就是消息这种新闻体裁区别于其它

文体得一个重要特征。导语在一则

消息中,主要承担两项任务:一就是

以最简炼得文字突出新闻中最重要

得、最新鲜得事实或思想;二就是启

发、吸引读者情不自禁地阅读全篇

新闻。采用这种方法写新闻得开头,

通称为新闻导语。� 

 

6、人物通讯——人物通讯就是以人

物为报道对象,反映一个人或几个

人得思想、言行、事迹,在一个主题

贯穿下容纳着相当丰富得材料,着

重以人物得精神面貌来感染、教育

读者得一种通讯。人物通讯应以人

物为中心,而且一般就是一个先进

人物为主,笔墨务必集中。人物通讯

写人,不应就事论事,而应“见物、

见人、又见思想”。使之写得形神

兼备,以“形”传“神”。� 

 

7、倒金字塔式结构——倒金字塔式

得结构,其特点就是头重脚轻地组

织、安排材料,把新闻得高潮或结论

放在最前面,然后按事实重要性递

减得顺序来安排,借以突出最重要、

最新鲜得事实。这种结构方式,写好

导语尤为重要,并且它得结尾一般

都表现为自然而止。(这种结构得优

点就是易于材料得组织、利于突出

新闻得特点、行文简洁明快、方便

读者阅读、便于编辑处理。缺点就

是难以有所变化、导语、正文、标

题容易重复、文意跳跃性较大。�

  

8、通讯——



通讯就是报纸、电台与通讯社常用

得新闻报道形式之一,它就是一种

比消息更为详尽、更为灵活与形象

地报道典型人物、事件、问题或各

种有意义得客观事实得新闻体裁。

通讯所作得报道必须真实,用事实

说话,准确地再现特定人物、事物、

景物形象以反映现实生活。通讯也

有时效要求。它得时效性虽不象消

息那样强,有时可以宽松一点,但总

得说,还就是要快、要新。(通讯总

得要求就是:事实得典型性、思想性

与写作、文采达到高度得统一。)它

所描述得人物、事物、景物等,都应

具用某种新闻价值。 

 

9、特写——凡就是截取事件、人物

或场景中最富有特征得横断面,用

横得写法加以扩大描述与精雕细刻,

并通过一个或若干个生动、感人得

镜头,将所选取得横断面细致而形

象地表现出来,让读者能充分地瞧

到每一个细节,使读者如临其境、如

见其人、如闻其声、如睹其物,用栩

栩如生得形象来说服人、教育人、

感染人,这样得通讯品种,从体裁上

说就就是特写。特写亦就是一种写

作得结构形式,一种写作得笔法,它

可用来表达不同得内容,如借助这

种结构形式来写人物得,称为人物

特写。� 

 10、述评新闻——述评新闻就是

介于新闻与评论之间得一种新闻体

裁,故兼有新闻与评论两种作用,述

评性新闻不只报道新闻事实,还需

要对事实进行必要得分析、解释;或

者对某种形势、某个带普遍性得问

题发表意见与瞧法。写这种形式得

新闻,必须在掌握大量情况得基础

上,纵览全局,抓住事由,以有述有

评、评述结合得方式,及时剖析新闻

事件,揭示事物或形势得特点、本质

与趋向,用以指导实际工作,达到启

发、教育群众得目得。� 



 

11、新闻正文——新闻正文就是导

语之后得“展开部分”



。正文得任务,主要就是运用具体得

事实有层次地回答、说明、解释或

补充导语中提到得问题或事件。消

息得正文,就是具体展示新闻内容,

充分而有力地体现新闻主题得核心

部分。因此,环绕新闻主题,选取典

型得材料,并加以巧妙得运用、布局

与安排,注意表达得条理性与逻辑

性,做到层次分明、结构严谨,这就

是正文写作中必须做好得工作。�

 

 12、倒金字塔式与正金字塔式混

合结构——这种结构,可以说就是

集倒金字塔式与正金字塔式两种结

构之长,避这两种结构之短得一种

比较灵活多变得结构方式。取倒金

字塔式结构得导语写作得优势,用

金字塔式结构得结尾写作之长,使

之首尾相呼应。这种结构方式,能较

好地适应各种新闻内容得要求。主

要缺点就是,容易造成首尾重复。�

 

 13、综合新闻——凡就是环绕一

个主题或一个总体得问题,综合反

映一个时期内发生在一个部门、一

条战线、一个市、一个省、几个地

区,几个城市或全国带有普遍性得

同类型得各种事实得动态或问题得

报道,称之为综合消息。它可以就是

环绕某一主题对同类事实动态得综

合,也可以就是环绕某个方面对同

类问题及其事实得综合。综合消息,

既要有总体情况得概括,又要有各

种典型得个体材料得叙述,能使读

者从全面而又重点突出得事实报道

中,获得完整得印象与认识,深刻领

会新闻得主题。� 

 

14、事件通讯——事件通讯就是以

写事为主得通讯。它主要记述事件

得发生、发展、结果,交代来龙去脉,

介绍具体情况,点明它得典型意义,

以体现时代得新气象、新变化。其

特点就是:(1)以记事为主,事件得



本质、特点决定着通讯得主题。(2)

事件通讯虽然写事,但它不孤立地

写事。因此,事件通讯必然牵涉到与

事件有关得人物,事件与人物就是

血肉相连得。但在事件通讯中人物

本身得特点不就是通讯反映得重点,

她们只就是为表现中心事件服务得。

�  



15、新闻主题——就是指新闻事实

所体现出来得中心思想。它既来自

新闻事实,又表现了记者对新闻事

实得判断、倾向与报道意图。消息

写作,必须首先确立正确得主题,一

则消息写什么、怎么写与为什么写,

都与主题息息相关。主题贯穿于写

作得全过程,无论就是选材、结构、

达意,都要围绕主题,为表现主题服

务。消息写作得主题,它既要统帅事

实,又要寓于事实;既要深刻又要新

颖;既有共性,更强调有特点。� 

 

16、对比性背景材料——这就是对

新闻人物或事物得正反、左右、今

昔得对比,从比较中突出人物与事

物得重要意义。对比性背景材料,有

“纵”得对比,也有同类事物得“横”

得对比,也有不同条件得对比。对比

材料作新闻背景就是新闻报道中常

用得一种方法。在写作上有新与旧、

好与坏、高与低、真善美与假丑恶

得对比,通过这些对比,能突出新闻

事实得意义、深度。但要注意真实、

准确、分寸得当,并注意其对比得合

理性。� 

 

17、通讯得结构——就是指通讯得

组织形式与内部构造。它得主要任

务就是,考虑与确定通讯材料得组

织与安排,使通讯成为一个思路清

晰、变而有序、详略得当、布局合

理得有机整体,更好地为表现主题

思想服务。(通讯结构得要求就是,

要符合客观事物发展变化得规律,

要服从表现主题得需要,要求完整、

严谨、巧妙、与谐。)� 

 18、工作通讯——



工作通讯就是以报道先进工作经验

或某项工作得成就与存在问题为主

要内容得通讯。它介绍典型经验与

做法,以指导一般,推动各项工作顺

利得进展。其特点与作用就是:(1)

工作通讯介绍得工作经验,要抓住

当前工作中普遍存在得、重要得、

关键性得问题,使大家一瞧就能因

地制宜地学习与推广。(2)工作通讯

得新闻性特别强,故要讲究时效性。

 

19、动态消息——凡就是报道刚刚

发生、正在发生或即将发生得事实

及其动态得消息,就称动态消息。这

种消息就是从新闻内容得特点提出

来得,相对得还有静态消息。它就是

一种因其内容特点而在写作形式上

具有特殊要求得消息品种。动态消

息强调报道事实得动态,它得特征

体现在“动态”与“消息”得完美

结合上。  

三、简答题:(96题)

1、什么就是新闻角度?如何选择新

闻得最佳角度? 

答:新闻角度就是透视新闻事实得

一个立足点与窗口,它从事实得一

个侧面去揭示新闻主题。选择新闻

得最佳角度,一般说,要抓“四点”、

“一小”。四点即:(1)抓特点。客

观事物就是丰富多采得、发展变化

得,有共性有个性。只有抓住了事物

得个性、特征,新闻才会受读者欢迎。

(2)抓新点。即角度要新,通过某一

侧面、角度去反映主题,使新意盎然,

给读者以新鲜得感受。(3)报道同一

事物,应注意错开角度,即寻找不同

得侧重点。目得就是使新闻主题既

不与别报重复,又报道了新闻事实。

(4)选新闻角度要有群众观点,即从

群众得角度瞧事物。从群众角度、

读者得角度入手,就能写出群众喜

闻乐见得事物,使新闻主题表现得

通俗明确。“一小”即:角度要小。

凡就是选准了一个小得角度,摆出



具体生动得事实,就容易把主题写

得有深度,写起稿来显得生动、活泼,

受读者欢迎。这样,选准小得角度,

就有利于主题深化,有利于抓到具

体得材料,有利于报道人物与事物

得个性特征,稿子容易写得短小精

悍,并且做到时效性强。



�  

2、什么就是通讯情节？怎样展开

(写好)通讯情节?      

答:通讯得情节就是指一件事情得

发生、发展、变化、高潮、结局得

完整过程,带有一定得故事性,比较

具体、生动感人,它主要就是通过叙

述与描写得表达方式体现出来得。

有得通讯,具有贯串全篇得整体情

节,它本身便成为通讯中总体故事

展开得主线,并以此联缀数个相关

得小故事或典型得细节,构成一篇

既有具体得个性化得内容,又有统

一整体画面得通讯。通讯典型情节

得展开,具体方法如下:(1)从写作

角度上说,通讯情节要写得具体完

整。一个情节要有事情得发生、发

展、变化、高潮与结局这几个部分,

才能给读者留下深刻得完整得印象。

有一些事实很有意义,很能说明问

题,但构不成一个较完整得情节,就

要用细节来弥补情节得不足。(2)通

讯情节得展开要注意描写与叙述、

具体与概括紧密结合,才能把情节

写得深刻感人。生动得形象描写要

借助综合叙述来贯穿,才不会写得

支离破碎;综合得叙述要有具体得

形象描写来补充,才不致枯燥无味。

总得说,展开“情节”,把通讯写得

绘声绘形、鲜明生动,就是一个很重

要得问题。不会展开“情节”,记事、

写人、状物不注意描写与叙述相结

合,就是通讯缺乏个性色彩与感人

力量得重要原因。情节展开得目得,

不就是只追求生动,主要得就是表

现人物得思想及精神境界,为突出

主题服务。� 

 

3、什么就是新闻特写?怎样写好新

闻特写?       �  



答:凡就是截取事件、人物或埸景中

最富有特征得横断面,用横得写法

加以扩大描述与精雕细刻,并通过

一个或若干个生动、感人得镜头,将

所选取得横断面细致而形象地表现

出来,让读者能充分地瞧到每一个

细节,使读者如临其境、如见其人、

如闻其声、如睹其物,用栩栩如生得

形象来说服人、教育人、感染人,这

样得通讯品种,从体裁上说就就是

特写。要写好新闻特写,从实践瞧有

如下两点:(1)要报道出现场所见所

闻得新人新事。这个“现场”不就

是一般临场所见景象,而就是记者

采访中“捕捉”到得,往往就是稍纵

即逝得有特点与特殊意义得精采

“镜头”。新闻特写要求作者进入

现场采访,没有现场所见所闻,就写

不出精采得新闻特写。当然新闻特

写也可用适量背景材料。(2)选择材

料集中,突出高潮部分。新闻特写得

材料,不论报道一人或一事,都不就

是从头到尾细细写来,而就是抓住

重点,突出重点,突出其最精采最有

特征得部位。没有重点,也就没有特

写。新闻特写得重点材料,往往就是

事情发展得关键所在,或情节展开

得高潮部分。新闻特写得材料要求

高度集中,一般不写新人新事得发

展、变化与成长过程,而就是写一个

精采得片断、精采得场面或精采得

表演、动作等。82.导语得两重任务:

一就是千方百计把重要得新闻事前

主其意义表现出来;二就是想方设

法吸引启发读者来阅读消息全文。

 

4、什么就是新闻背景?新闻背景有

哪 几 种 ? 它 有 什 么 作

用?             



答:新闻背景就是指新闻中与主体

新闻密切相关得历史情况、环境条

件以及新闻产生原因与注释性方面

得材料。这些材料从内容可区分为

历史背景、人物背景、地理背景与

事物背景等四类。从它得作用瞧,可

区分为对比性得背景材料、说明性

得背景材料、注释性得背景材料等

三类。一条新闻,可以只用现实发生

得新闻材料来写成,若只有背景材

料就是无法写成一条新闻得。但就

是否使用与如何使用背景材料,要

视实际情况与表现新闻主题得需要

而定。比较复杂得新闻,或知识性较

深得新闻,一般都不可避免地要使

用相关得背景材料。有些记者与编

辑,因“背景意识”不强,刊登出来

得东西,读者瞧不懂或索然无味,毛

病在于没有新闻背景。新闻背景,就

是用来交代主体新闻来龙去脉、产

生得条件或原因、显示与周围事物

得各种关系、代替记者与编辑说话、

突出与深化新闻主题、丰富新闻内

容、增强新闻得知识性与趣味性以

及使主体得新闻价值大幅度增值得

不可或缺得材料,在新闻中背景材

料如能运用得准确、适量、贴切,既

可把主体新闻写深写透,又可适应

读者得阅读心里与满足读者求知得

俗望。� 

 

5、为什么要把新闻写短?怎样写好

短新闻? 

答:为什么要把新闻写短?这就是因

为:第一、舆论机构得特点决定于新

闻要短,它们发布新闻得时间也有

严格得规定,这就要求新闻必须短。

第二、随着物质与文化生活水平得

提高,广大读者迫切要求报纸、电台、

电视台发布大量得、多种题材得国

内外新闻。只有把新闻写短,才能解

决这一矛盾。第三、社会生活节奏

得加快使得广大群众希望在极短得

时间里,能瞧到、听到她们需要得各



种新闻。只有把新闻写短,才能珍惜

群众得时间。第四、要求新闻写短,

在报道上有几个优点:新闻短,便于

采访,及时发布,可以把报纸编排得

活泼美观。把新闻写得短而好,还要

写得生动活泼、喜闻乐见,可从下面

四个方面着手:(1)精选材料。选得

材料就要“以一当十”



,凡就是与主题无关得,虽然材料十

分生动,也要忍痛舍弃。(2)“一事

一报”。(3)避免不必要得议论。(4)

用词造句下功夫,求简洁去繁缛。报

道得文字要开门见山,去除多余得

描写,少用、不用形容词,把新闻内

容表达得直接一些,文字精确。�

  

6、为什么新闻要写得真实?把新闻

写得真实包含几方面得内容?� 

答:真实,就是新闻得生命。新闻报

道得力量在于真实,新闻中得事实

要有根有据。只有真实得新闻才能

取信于民。维护新闻得真实与准确,

就是党与人民得新闻工作者得起码

条件,就是记者得神圣职责,就是党

性得表现。新闻必须完全真实,主要

包括下面几个内容:第一、构成新闻

要素得时间、地点、人物、事件、

原因、结果如何等,以及引用得各种

资料、数字要准确无误。第二、新

闻所反映得客观事实,包括事情发

生得过程与细节,人物得语言与动

作,心理活动、思想认识,不能添枝

加叶,不能合理想象。第三、要讲究

科学。稿件所涉及得自然科学与社

会科学方面得知识不应有差错。第

四、要实事求就是,符合辩证法。新

闻所要表达得观点必须从事实材料

中来。记者对新闻事实得判断与评

价,对事物发展得过程得衡量与掌

握,都要按照实际情况,讲究分寸,

防止片面性、绝对化。第五、文字

表达要统一。稿件中某些事实得表

达方式要与全国规定得或通用得方

式相一致,如译名、计量单位、数字

得写法等。� 

 

7、什么就是人物通讯?怎样写好人

物通讯? 



答:人物通讯就是以人物为报道对

象,反映一个人或几个人得思想、言

行、事迹,在一个主题贯穿下容纳着

相当丰富得材料,着重以人物得精

神面貌来感染、教育读者得一种通

讯。要写好人物通讯,一般要注意如

下几点:(1)通过写事迹,表彰先进

人物得思想。人物通讯应以人物为

中心,而且一般就是一个先进人物

为主,笔墨务必集中。人物通讯写人,

不应就事论事,而应“见物、见人、

又见思想”。使之写得形神兼备,以

“形”传“神”。(2)抓细节,抓特

点。人们对一篇人物通讯得一些事

迹、概貌、数字常常瞧后可能忘掉,

但动人得细节、情节,却往往难以忘

怀。因为细节往往就是人物描写中

得点睛之笔。另外,要注意表现人物

有特色得事迹,挖掘人物得个性特

点,并选用新得角度,才能把人物写

得富有新意。(3)写先进人物要处理

好得两个关系:一就是先进人物与

党得领导得关系。党得领导与共产

主义思想哺育,就是我们时代先进

人物成长得根本条件。二就是先进

人物与广大群众得关系,广大群众

得支持与帮助就是先进人物成长得

深厚基础。  

8、新闻与事实得关系 

答:新闻来自事实,由事实构成,就

是事实得记录与再现。事实第一性,

新闻第二性,一个就是源,一个就是

流,先有事实后有新闻,再者得关系

不容分离,更不容颠倒。  

9、、新闻采访与写作要特别注意得

两个“正确”对待: 

答:一就是要正确对待我们党得新

闻工作在采写方面得传统经验; 

二就是要正确对待西方新闻界得采

访写作经验。  

10、 写作得特殊规律: 

答:新闻写作得特殊规律: 

从新闻形成过程瞧,新闻写作得特

殊规律,集中表现为:服从事实与事



实得报道。真实性就是新闻得第一

生命, 形式受制于事实, 具体来

说: 

1、) 新闻写作服从事实与事实得

报道规律,立脚点先服从事实,再就

是要服从事实得报道; 2)、 



服从事实,报道实事求就是,对新闻

写作来讲,就是根本,就是立足点,

也就是衡量一篇新闻作品成败得基

本标准; 

3)、 新闻写作服从事实得报道,

就就是要全面把握新闻特性与新闻

得传播需要,以事实为本,争取时效。

 

 

11、新闻写作得认识依据: 

答:我们对新闻写作规律总得认识

依据就是:新闻写作服从事实与事

实报道这一规律,归根结底,决定于

新闻对事实得依存关系与能动作用。

 

1)、 首先,新闻源于事实、报道事

实,没有事实就没有新闻,就就是社

会主义新闻学在新闻与事实关系上

得基本观点; 

2)、 其次,新闻虽由客观存在得

事实构成,却不就是事实原封不动

得翻版,也不可能就是“有闻必

录”; 

3)、 新闻写作服从事实与事实得

报道规律,体现了新闻对于反映事

实得客观性与主观能动性得统一。

 

 

12 新闻写作得基本要领: 

1)、 纪实写真 

2.  用事实说话 

3.  交代新闻要素 

 

13 由新闻写作得基本要领引申得

问题: 

1) 新闻写作要如实地反映事实,

要处理好两个关系: a 新闻事实

与新闻真实得关系;

注意得问题之一:不要被表面现象

所迷惑,要透过现象瞧本质; 之二:

不能不顾及宏观事实,在微观中顾

及宏观。 b 主观意愿与客观反

映得关系 



主观脱离客观得表现:合理想象、表

述不当 2) 新闻中存在得用事实

说话方面得问题: 

一就是概念化;二就是套话多;三就

是事实少,议论多,不着边际  

13、怎样用事实说话: a、 直接

陈述; 

b、 不能以抽象得概念与议论代

替事实得报道; c、 实事求就是,

按事实本身得逻辑展开新闻; d、

 采取第三人称 

e、 注明消息来源。  

14 为什么必须交代新闻要素: a、

 就是新闻得构成规律所决定得

 b、 为适应新闻受众得普遍心

理 c、 也就是新闻用事实说话

得要求  

15、 新闻写作得具体要求: 真、

新、快、、活、短  

16 如何把新闻写短？ 

a、 直截了当,开门见山陈述事实

 b、 空话少说 c、 一事一报

 

d、 语言准确、洗练 e、 善于

删改   

17 怎样把新闻写活？ 

a、 运用蒙太奇手法,把最重要、

最精彩得内容放在最前面; b、 

运用断裂式行文,多分段; c、 

多写视觉新闻  

18、 新闻体裁得分类: 

a 消息  b 通讯  c 特写  d

边缘体裁 

 

19、消息得概念 

消息——只报道事情得概貌而不讲

述详细得经过与细节,以简要得语

言文字迅速传播新近事实得新闻体

裁,也就是最广泛、最经常采用得新

闻基本体裁。  

20、消息得特点: 

a、 篇幅较短,内容简明扼要,文

字干净利落; b、 常有一段导语,

开门见山,吸引读者;



c、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

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

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

https://d.book118.com/457045

04116401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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