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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网络作为一种媒体，已经对人们的生活、学习和工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网络编辑员伴随网络媒体的发展而诞生，在2005年3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正式向
社会发布了第三批10个新职业，正式给“网络编辑员”颁发了“许可证”，从此网络编辑员正式成为
国家和社会认可的职业。
网络编辑在网站的内容建设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于提高网站内容的质量，促进网络的健康发展
均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本书是以国家助理网络编辑师（三级）职业工作要求为基础，以职业教育理论为指导而编写的理论教
学与知识巩固、技能训练、岗位体验相结合的一体化教材。
本书分为三大部分，共9章。
第1部分为网络编辑基础，包含第1章～第3章的内容，即第1章网络编辑概述，第2章编辑基础知识，
第3章计算机与互联网应用概述；第2部分为网络编辑基本技术，包含第4章～第6章的内容，即第4章多
媒体基本技术，第5章网页制作与发布，第6章信息发布技术；第3部分为网络编辑应用，包含第7章～
第9章的内容，即第7章网络内容编辑，第8章网络专题策划与制作，第9章网络时评。
每章均由知识目标、技能目标、理论知识、知识巩固、技能训练及岗位体验构成。
知识巩固按照网络编辑职业资格理论考试题型进行设计；技能训练以网络编辑实训系统为基础，按照
网络编辑职业资格技能考试题型进行设计；岗位体验则以实际的网络编辑岗位为基础，以案例、岗位
训练等方式进行设计。
本书的编写既符合职业资格考证要求，又符合最新的职业教育理念。
本书由范生万（安徽工商职业学院）和张磊（安徽工商职业学院）任主编，负责全书的框架设计，拟
定编写大纲，并总纂定稿，由刘春香（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倪伟（安徽工商职业学院）担任副
主编。
本书的编写工作由高职院校的一线老师分工完成，具体分_丁如下：第1章由范生万老师编写；第2章
由范生万、陈清清（安徽工商职业学院）老师编写；第3章和第5章由张磊老师编写；第4章由刘春香老
师编写；第6章由倪伟老师编写；第7章由陈清清老师和刘春香老师共同编写；第8章由汤恒（芜湖信息
技术职业学院）老师编写；第9章由徐逸林（芜湖信息技术职业学院）老师编写。
本书由东北财经大学张慧博老师担任主审，对内容进行认真细致的审阅并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
本书的电子教案由安徽工商职业学院刘亚男老师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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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以国家助理网络编辑师(三级)职业工作要求为基础，以职业教育理论为指导而编写的理论教学
与知识巩固、技能训练、岗位体验相结合的一体化教材，分为三大部分，共9章。
第1部分为网络编辑基础，包括网络编辑概述、编辑基础知识和计算机与互联网应用概述；第2部分为
网络编辑基本技术，包括多媒休基本技术、网页制作与发布和信息发布技术；第3部分为网络编辑应
用，包括网络内容编辑、网络专题策划与制作和网络时评。
每章均由知识目标、技能日标、理论知识、知识巩固、技能训练及岗位体验构成，本书的编写既符合
职业资格考证要求，又符合最新的职业教育理念。
    本书既可作为高等院校电子商务专业、计算机相关专业、文秘等专业的教学用书，也可作为参加国
家网络编辑师考试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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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例如，网络编辑可以使用RSS技术帮助他们在互联网上按频道订阅相关的信息，这些被订阅韵
信息将会按照编辑所希望的格式、时间、地点和方式直接传到计算机上供编辑使用。
当然，网络技术只是网络信息编辑的一个技术手段，网络编辑还应该从宏观和微观上把握受众的多元
要求，充当信息的培育者和舆论导向的把握者。
2.网络信息的培育者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广大受众需要专门的人员替他们进行“信息过滤”，从而将
无用的信息拒之门外，将有用的信息简单、快速地转化为自己的知识。
网络编辑不仅是信息的收集者，而更应该是“信息的培育者”。
“信息的培育者”意味着网络编辑要对信息进行仔细鉴别、精心挑选，保证知识的有效性及有用性。
3.舆论导向的把握者作为网络编辑来说，必须在舆论导向上严格遵守国家关于发布互联网信息的原则
，强调信息的真实性、时效性，同时还要不刻板、不单调，增加受众的互动性与娱乐性，使其活泼新
颖，形成自身的突出特点，提高点击率。
由于媒体的表现形式不同，网络编辑从诞生之日起就决定了它的内容、趋势等将更多也更密切地受到
技术的影响，网络编辑工作将随着技术的进步而不断发展变化。
正是由于技术的深度介入，使得网络编辑工作表现出更多的动态性、开放性。
作为网络编辑，应更好地把握网络媒体发展规律，在网络编辑的过程中不断地探索、进取。
1.2.3 网络编辑的职业素养网络编辑不但是新媒体时代的“把关人”，更是一位思想者，这就对网络编
辑的素质与综合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网络编辑人员素质的高低，将直接影响到网络编辑队伍的整体水平。
根据网络编辑的职业特点，网络编辑应该具备以下几种基本素养。
1.优秀的网络编辑应该具备较高的政治素养互联网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网络信息在其中传播具有
不可控性。
网络编辑对信息的选择将直接影响网络世界的秩序，这就要求网络编辑在内容选择、传播手段与传播
策略上把握好。
只有具有较高政治素质和政策水平的网络编辑才能应对复杂的网络环境，严守党的宣传纪律，分清是
非，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传播有价值的新思想、新观点。
2.优秀的网络编辑首先应是一个合格的记者作为一名网络编辑在编辑别人的稿件之前，首先自己要能
写出漂亮的文章，有一定的新闻敏感性。
如果网络编辑自己的写作水平不高，新闻敏感性不强，又怎能对别人的文章“编辑”呢？
要知道，很多作者的水平是非常高的。
发现不了文章中的问题中，那就是编辑失职；文章本身没有问题，被编辑修改之后，出了问题，那就
闹出笑话了。
3.优秀的网络编辑应该具备扎实的编辑业务能力网络编辑除了应具备传统编辑的基本素质外，还应具
备一定的文字能力、信息筛选与加工的能力、新闻采访和写作的技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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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网络信息采集与编辑》：全国高等院校电子商务系列实用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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