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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恢复，我国的新闻事
业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形成了以党报为核心，都市报、专业报、生活类报纸为骨干的报业系统，广播
电视事业更得到了迅猛的发展，特别是电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已经普及到城市和广大农村。
蒋晓丽撰写的《现代新闻编辑学》正是这个时期新闻事业发展的业务总结和理论上的深化。
所以，该书的出版，可以被看成是新闻学发展的一大成就。
　　《现代新闻编辑学》一书有三个重要特点，一个是系统性，一个是科学性，一个是实用性。
　　所谓系统性。
该书分为七章，从新闻编辑的定义、定位到稿件的修改、内容的配置、新闻标题、报纸版面、网络传
播及网络新闻编辑都作了系统的阐述，观点是正确的。
有些章节还有独特的见解，比如，网络传播及网络新闻编辑。
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互联网络的兴起，网络新闻应运而生并迅速发展，成为传播新闻舆论的第
四媒体。
又比如对“策划”一节的论述，“新闻策划”当前已成为新闻竞争的重要手段。
“新闻策划”是指为了一定的目标和效果，通过创意，将所产生的新颖、独特、有社会价值的构思，
用于最大限度有效利用现有新闻资源的报道活动。
其要素是对现有新闻资源的有效的开掘和优化配置。
这些章节的论述适应了时代的需要，具有一定新意。
　　所谓科学性。
新闻编辑学是新闻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该书不仅论述了新闻编辑与新闻学的关系，还比较深刻地
阐述了新闻编辑与逻辑学、心理学、社会学、修辞学、美学等学科之间的内在联系与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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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新闻编辑学》是教育部“九五”重点规划教材。
共分七章，分别从编辑的定义、定位到稿件的修改、内容的配置、新闻标题的制作、报纸版面的设计
、网络传播及网络新闻编辑都作了系统的阐述，有较强的适用性。
《现代新闻编辑学》可作为高等学校新闻专业教材，也可供新闻从业人员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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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新华日报》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创办的报纸，为适应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历史环
境中党和群众对党报的新的要求，大胆探索，于1995年12月正式改版，《新华日报改版方案》中对编
辑方针进行了重新调整。
在坚持党委机关报性质不变的前提下，进一步明确了党报的主要读者群体是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基层
干部，改版后的报纸首先要努力满足他们的要求，但是，不能把干部需求和群众需求对立起来。
在一定时期社会普遍关注的、与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热点”，也必然是干部密切关注的焦点，
改版后的报纸要紧紧盯住干部群众具有共同需求、共同兴趣的领域，深入开发新闻资源，力求做到既
使党和政府满意，又深受广大群众欢迎，巩固扩大党报在报业结构中的舆论主体地位。
同时，较大幅度调整了报纸的内容，提出“顶天立地”的总体格局。
所谓“顶天”，即改版后的报纸要强化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重大决策的报道，对党委和政
府的重大决策要“报深、报透、报活、报到位”。
所谓“立地”，即改版后的报纸要强化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各类新闻的报道。
在这一总体格局中，“顶天”与“立地”并不是各自独立的两大“板块”，不是一部分版面和稿件“
顶天”，另一部分版面和稿件“立地”，“顶天”，并不是对中央和省委精神作僵硬、单调、灌输式
的宣传；“立地”，也不是对经济生活、社会生活、文化生活热衷于作猎奇、消遣的报道以迎合读者
。
“顶天”与“立地”为相互依存、相互融合的有机统一体。
为此，《新华日报》注重从群众关心的角度宣传中央和省委的重大决策，注重以中央和省委精神来分
析群众关心的各类问题，尤其注重强化既是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同时又为广大群众所关心的“交叉
点”新闻的报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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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现代新闻编辑学》由蒋晓丽编著，该书分为七章，从新闻编辑的定义、定位到稿件的修改、内容的
配置、新闻标题、报纸版面、网络传播及网络新闻编辑都作了系统的阐述，观点是正确的。
有些章节还有独特的见解，比如，网络传播及网络新闻编辑。
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互联网络的兴起，网络新闻应运而生并迅速发展，成为传播新闻舆论的第
四媒体。
又比如对“策划”一节的论述，“新闻策划”当前已成为新闻竞争的重要手段。
“新闻策划”是指为了一定的目标和效果，通过创意，将所产生的新颖、独特、有社会价值的构思，
用于最大限度有效利用现有新闻资源的报道活动。
其要素是对现有新闻资源的有效的开掘和优化配置。
这些章节的论述适应了时代的需要，具有一定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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