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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消息



一、消息的概念

消息是对新近发生或发现的有新闻价值和社会意义的事实的迅速及时、

简明扼要的报道。因消息在新闻诸文体中使用频率最高，使用数量最

多，是新闻报道中最常用的文体，所以人们常把消息称为新闻。



二、消息的特点

内容真实，事实准确01
真实是消息的生命，是力量所在。事实是
它的本源，也是它令人信服的基础。

内容新鲜，有价值02
消息贵在新，而且有认识、启迪和指导意
义。消息只有新，才能引起读者的注意，
先睹为快。

要迅速及时，有时效性03
迅速是消息的价值，消息报道速度迟缓便
会降低消息的价值，“新闻”变成了“旧
闻”。时效，就是速度要快，内容要新。

简明扼要，篇幅短小04
简短是消息区别于其他文体的主要标志。
所谓简短，就是“三言两语，记清事实，
寥寥数笔，显出精神，概括而不流于抽象，
简短而不陷于疏漏”，用笔要简洁利落，
内容集中精练。



三、消息的种类

（一）动态消息
动态消息是新闻媒介中最常见的一种消息，是指报道当前发生、发现

或正处于运动状态的具体事实的一种形式。动态消息又可以分为事件

性和非事件性两种，前者是指报道一个单独的突发性事件，后者是指

时间性相对较弱的新成就、新情况、新动向、新问题等。大量的非事

件性新闻是我国新闻传播的一大特点，许多记者的高明之处就在于赋

予非事件性消息以事件性，从而使新闻具有强烈的动感和可读性。

动态消息一般都要求“五个 W”和“一个 H”俱全，一般都有导语、

主体、结尾，必要时还要穿插背景材料。用尽可能短的篇幅把事实交

代清楚是动态消息写作的基本要求。

动态消息的写作同样必须有创新精神，同样不能认为单纯描述完事实

就万事大吉了，同样应当贯穿“感人心者，莫先乎情”的美学原则。



三、消息的种类

（二）综合消息
顾名思义，综合消息不是一事一地式的报道，而是一种报道面广、材

料丰富、时效性较差的非事件性新闻。它反映的是全局性的情况、成

就、趋势、动向和问题，“点”“面”结合、高度概括、善于分析、

把握全局是这一消息形式的特点。

（三）经验消息
强调指导性，重视典型的作用，把“拨亮一盏灯，照亮一大片”作为

指导工作的方法之一，这是由我国新闻事业的性质和任务所决定的。

因此，经验消息就是极具中国特色的一种新闻报道形式。



三、消息的种类

（四）特写性消息
特写性消息的特点就是“放大”和“再现”，相当于影视中

的近镜头，它的效果就是用活生生的形象说话，让读者如临

其境、如闻其声、如见其人。有人曾对这种体裁的写作要领

做了这样的概括：反映现场气氛，捕捉逼真形象，抓住事物

特征，注意情节高潮。

特写性消息是报纸在面临广播电视的巨大冲击时的应对手段

之一。在时效性上，报纸无法与广播电视相比，但电子传媒

转瞬即逝的特点，又使得报纸在现场感、细节等方面有充分

的创造空间。因此，特写性消息具有十分鲜明的时代特点。



三、消息的种类

（五）述评性消息
述评性消息也称记者述评或新闻分析，是一种报道事实和评

论事实兼而有之的消息种类。夹叙夹议，读后让人既有新知，

又有新悟，是述评性消息的突出特点。西方新闻界称之为“

新闻分析”，也有人将其归入新闻的边缘文体之列。林荣强

认为：“述评性新闻是介于纯新闻和新闻评论之间的一种报

道方式。”述评性消息其实就是由记者直接议论的消息。它

在写作形式上同一般消息没有区别，也由导语、背景、主体、

结尾等几个部分组成。述评性消息在写作上最大的特点就是

夹叙夹议，甚至颇有些论文的味道。



三、消息的种类

（六）人物消息
全面反映新闻人物的通讯有许多脍炙人口的佳作，如《县委

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等。而人物新闻则是主题更集中、

时效更强、篇幅更短的一种消息种类。报纸上常见的人物新

闻往往从某一个侧面去反映人物的性格、精神、境界等。



四、消息的格式与写作方法

（一）标题
标题是消息的眼睛，拟写得好，可以吸引读者；拟写得差，

一篇好消息也会被埋没。可见标题有着向读者推荐的作用。

消息的标题必须简明、准确地概括消息的内容，帮助读者理

解报道的事实。消息标题通常有单行题和多行题两种形式。

1. 单行题

单行题即只有正题，是新闻内容的高度概括。例如，救活“

鸳鸯”换回外汇。

2. 多行题

多行题由引题、正题和副题组成。引题为第一行，揭示消息

意义，交代背景，指出时间，烘托气氛；正题也就是主题，

在引题下方，在于说明消息的内容，揭示中心；主标题之下

的是副标题，对正题起补充作用。



四、消息的格式与写作方法

（二）导语

1 .  直述式
直述式导语即把新闻中最主要、最新
鲜的事实，简单直接地概括叙述出来。
直述式导语的优点是开门见山，直接
触及最重要的新闻事实，它是最常见
的一种导语。但初学者往往分不清主
次信息，一股脑儿都往导语里塞。

3 .  设问式
设问式导语首先提出问题或者摆出
困惑，引起受众的关注和兴趣，以
激起他们继续阅读下文的欲望。

4 .  引语式
引语式导语一是要严格引用直接引
语，不能改变说话者原意；二是所
用引语应尽量挑选“掷地有声”的
“点睛”之语，能起到一语胜千言
的作用；三是引语应是容易理解的
短句，句式不能太复杂。

2 .  渲染式
渲染式导语先进行概括性陈述，营
造背景，然后再进入对最新动态事
实的报道。与渲染式导语类似的还
有点题式、故事式、比兴式等。



四、消息的格式与写作方法

（三）主体
消息导语的写作固然重要，但消息躯干部分的写作切不可轻

视。古人为文时，把文章的开头、中间、结尾喻为“凤头、

猪肚、豹尾”，即特别强调中间部分的充实饱满。

（1）将导语中高度概括的事实具体化。

（2）补充导语，令主体更丰满。

①补足导语中尚未出现的新闻要素。

②补充带有因果性质的材料。

③在导语限定的事实之外，补充一些暗示性情况。

（3）回答读者想知道的问题。

（4）添加佐料，令读者兴味不减。



四、消息的格式与写作方法

（四）背景
新闻背景，是指事件的历史背景、周围环境及与其

他方面的联系等。背景部分是对消息所报道的事件

的历史条件和环境条件的补充说明材料。写新闻有

时要交代背景，目的在于帮助读者深刻理解新闻的

内容和价值，起到衬托、深化主题的作用。常见的

背景类型有三种：对比性的、说明性的、注释性的。

一般情况可根据报道事件的具体情况决定是否需要，

如不需要，这部分可以省略。



四、消息的格式与写作方法

（五）结尾

1. 自然收束法

大多数新闻采用这种方法，尤其是

倒金字塔式消息，所以又被称为“

倒金字塔式结尾法”。

4. 展示预告法
当报道某一事件的现状时，受众还有兴趣知道

下一步的发展状况，或启发受众的思路，让人

看到前景，增添信心，或预告事件动态，让人

对此做进一步的关注。

这种结尾往往补充新闻导语和主体部分

未提及的新闻要素，使新闻报道完整、

圆满；或者补充有关的背景材料，使新

闻报道更加充实、可信。

例如，《洞庭湖长大五分之一》，通过描述

了 1998 年的特大洪灾过后，经过综合治理

出现的喜人景象和如画美景。

5. 拾遗补缺法

2. 卒章见义法

3. 别开生面法

导语与主体部分主要写高级工程师

徐孝纯怎样受命于危难之际，两次

出任厂长治厂有方的事迹。



五、消息的写作要求

（一）导语写作注意事项
（1）不能把很多的单位名称、专业术语、人物、头衔写进

导语；一定要注意用词的直接、准确，少用或尽量不用被

动语态，主动语态比被动语态更直接、更有力。

（2）不要把导语写成全篇事实目录，导语只写主要的又能

引出全文的事实。

（3）导语要少写细节和附属事实，确实需要细节的，只能

用一个细节，而且要有典型性。

（4）导语不要要求新闻五要素俱全，有时只写两三个要素

就可以，其他要素可在后文交代。

（5）导语里不要堆满数字，数字太多，新闻一开头就会给

人以枯燥感，导语也被拉长了。最为重要的一点，导语要

写得短些，再短些。能用 20 个字表达清楚，就绝不要用

21 个字；能用一段表述，就绝不用两段。



五、消息的写作要求

（一）导语写作注意事项
（1）不能把很多的单位名称、专业术语、人物、头衔写进

导语；一定要注意用词的直接、准确，少用或尽量不用被

动语态，主动语态比被动语态更直接、更有力。

（2）不要把导语写成全篇事实目录，导语只写主要的又能

引出全文的事实。

（3）导语要少写细节和附属事实，确实需要细节的，只能

用一个细节，而且要有典型性。

（4）导语不要要求新闻五要素俱全，有时只写两三个要素

就可以，其他要素可在后文交代。

（5）导语里不要堆满数字，数字太多，新闻一开头就会给

人以枯燥感，导语也被拉长了。最为重要的一点，导语要

写得短些，再短些。能用 20 个字表达清楚，就绝不要用

21 个字；能用一段表述，就绝不用两段。



（二）主体写作
注意事项

（1）注意变换角度，不要重复导语。

（2）要扣紧主信息，不要离题万里。

（3）内容要充实，防止空洞无物。

（4）要波澜起伏，防止罗列事实。

（三）消息结尾的
注意事项

（1）要顺势而行，既不要草率收尾，也
不要拖泥带水。
（2）要紧扣事实，不可离开事实做空泛
议论。
（3）要增添信息，不要重复啰嗦。

五、消息的写作要求



02 通讯



一、通讯的概念
通讯是一种比消息更详细和生动地报道客观事物及典型人

物的新闻体裁；可以用描写、议论、抒情、叙述等多种手

法来写人记事；它的作用是评介人物、事件，推广工作经

验、介绍地方风貌等。



二、通讯的特点

生动性01
消息在表达上主要是平面的叙述，语言追
求简洁、明快、准确。通讯则较多借用文
学手段，可以描写、抒情、对话，可以用
比喻、象征、拟人等修辞。

完整性02
消息侧重写事，叙述简明扼要，一般不展开
情节。通讯可写人物也可写事件，其材料比
消息丰富、全面，其容量比消息厚实、充足。

评论性03
消息是以事实说话，除述评性消息外一般不允许作者直接发表议论。通讯
则要求在报道人物或事件的同时，表露记者的感情与倾向。然而通讯的评
论不同于议论性文体的论证，它须时时紧扣人物或事件，依傍事实做适时
的、恰到好处的评价点拨。



三、通讯的种类

 01 人物通讯

人物通讯可写一人，也可
写群像；可写人的一生，
也可写一个阶段或某个侧
面；可写正面人物，如先
进人物、英雄人物、有突
出贡献的人物等，也可写
反面典型；可写大人物，
也可写凡人百姓。

 02

事件通讯是以记事为主，
报道事件发生、发展过
程的通讯。时间通讯集
中反映现实生活中有典
型意义的事件，通过写
典型事件，来刻画一代
新人的“群像”，表扬先进，
歌颂社会新风。

事件通讯  03

所谓工作通讯，就是
反映贯彻执行党的路
线、方针、政策中的
成绩，总结实际工作
中的经验和教训，或
者探讨有争议的亟待
解决的问题的报道。

工作通讯  04

概貌通讯主要反映现
实生活中的新风貌、
新气象、新变化。这
种通讯由于经常用于
介绍游览名山大川、
名胜古迹，因此，经
常被称为旅游通讯。

概貌通讯



四、通讯与消息的区别

一篇优秀的通讯都能缩写成一篇消息。

从内容上看，消息主要以报道事件为主，向人们报道新近

发生的事；通讯报道的是人，写人的思想及实践活动。即

使是事件通讯也要事中见人，因为事情是人做出来的，围

绕着事件，刻画出与事件有关的人物的形象，通过写事来

写人，表现人的思想、感情和精神世界。消息只简单地报

道发生了什么事，不多写情节，也就是说没有铺开来写。

通讯比较详细，具体报道前因后果，展示情节。就篇幅来

说，消息较短，简洁明快；通讯具体、细腻、形象。消息

立足于让受众“早知道一点”；通讯立足于“多知道一点

”。所以消息要快，通讯要详细。



五、通讯的写作要求

（一）选好典型，确立主题
典型是通讯的筋骨，主题是通讯的灵魂。选好典型，确立

主题对通讯来说十分重要。选择什么样的典型呢？要选择

那些具有代表性、具有普遍意义、具有宣传价值和教育意

义的人与事，选择那些在一定时期内人们所关注的问题。

确立什么样的主题呢？要确立体现时代精神、表现时代风

尚的主题，确立反映人物和事物、本质和规律的主题。



五、通讯的写作要求

（二）写好人物
一忌“有人无魂”。即人物的经历、事迹都写了，但不善于选择

典型材料、组织安排材料，或不善于透视人物内心世界，不善于

站在时代高度对人物进行观照。

二忌“有魂无人”。即作者能站在一定高度，把握了方向性和时

代性，但人物的精神面貌、思想境界表现得空洞、抽象、缺少丰

满的血肉，没有具体、丰富而典型的事实，只有“幽灵”而已。

三忌“千人一面”。有的作者在写人物时，难以克服雷同之病，

或与自己以前写过的人物雷同，或与别人笔下的形象相似，缺乏

个性，没有特色。

四忌“褒一贬百”。不宜用“水落石出”的方法，压低一片，抬

高一个，不能故意把群众写得特别落后、矮小，从而突出所写人

物的先进、高大。

五忌写“全人”。主要是处理好“软与硬”“正与反”的关系。



五、通讯的写作要求

（三）做好叙事
通讯离不开写事，事件通讯更须完整地叙述事件的起因、人员、

场面、结果等，以交代事件的复杂性和社会影响度。叙事要注意

两点：第一，理清主线，丰满细节。在一个新闻事件的发生、发

展过程中，有因有果，有人有事，头绪多而关系复杂，作者须理

清主线，按事件原貌将其完整地、动态地、立体地呈现给读者。

而为实现这一目标，就须选择典型的细节。第二，时间为经，事

件为纬。因为事件、故事总是发生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中。编织

好时空画面既是一个结构问题也是一个表达方法问题。篇幅不长

而情节不太复杂的事件通讯可多运用插叙、补叙、分叙等手段，

充分展开矛盾和利用背景材料，使文章有变化起伏。容量大而情

节复杂的事件通讯则常常运用时空交叉方式，以时间推进、空间

变换等手段来切割事件，构成若干侧面。



五、通讯的写作要求

（四）安排好结构
纵式结构，是按时间顺序、事物发展的顺序或作者对报道事物认

识发展的顺序来安排结构。在这种结构里，事物发展的顺序、情

节展开的顺序、作者认识事物的顺序成为行文的线索。在采用这

种结构时，行文要详略得当，布局巧妙，富有变化，避免平铺直

叙。横式结构，是指用空间变换或按照事物性质来安排材料。这

种结构概括面广，要注意不同空间的变换，恰当地安排通讯所涉

及的各方面的问题。采用空间变换的方法组织结构时，要用地点

的变化组织段落；按事物性质安排结构时，要围绕主题，并列地

写出不同的几个侧面。纵横结合式结构，是以时间顺序为经，以

空间变化为纬，把两者结合起来运用，采用这种形式，要以时空

的变化组织结构。



03 新闻评论



一、新闻评论的概念
新闻评论，是媒体编辑部或作者对新近发生的有价值的新闻事件

和有普遍意义的紧迫问题，运用分析和综合的方法，就事论理，

就实论虚，有着鲜明针对性和指导性的一种新闻文体，是现代新

闻传播工具经常采用的社论、评论、评论员文章、短评、编者按、

专栏评论和评述等的总称，属于论说文的范畴。



二、新闻评论的特点
（1）与其他言论一样，新闻评论由论点、论据、论证三个要素组

成，具有政策性、针对性、准确性。

（2）在有限的篇幅中，主要靠独特的见解吸引读者而取胜。

（3）立意新颖，论述精当，文采斐然。

（4）主要面向广大群众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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