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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实用新闻写作丛书”的读者对象设定为新闻从业人员、新闻院系师生和广大有志的投身于新闻事业
的人士。
丛书的作者系活跃在新闻工作的一线的记者和新闻研究、教学一线的专家学者。
丛书的编写立足于实用，坚持学术品位和学理风格，力争在给读者具体的新闻写作指导的同时，带给
他们一些新的启迪和感受。
丛书的写作注重列举实例，用语准确生动、深入浅出，努力体现“专家写小册子”的特点。
本书为其中一册。
    许多通讯员读了各种关于新闻写作的教科书，很有收获，但是见报率却不见明显提高。
这些书大都系统而完整地正面讲述如何写新闻，应予以充分肯定。
但写作中的问题是具体而复杂的，有许多非写作技巧的因素影响到见报率，解决这类问题是新闻写作
的教科书所不能承担的任务。
而许多通讯员确实需要有人帮助他们回答实际采访、写作、投稿时的具体问题。
能不能有一种让通讯员多少感到可以解决一些具体问题的书呢？
我想，如果以挑毛病为主，以诸多通讯员的来稿作为实例，谈谈具体的对事实的把握和写作问题，可
能对通讯员提高见报率有直接效用。
本书在这方面想作一尝试，通过讲问题，给予通讯员最切实而有效的写作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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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主编的话写在前面第一章　选择什么样的事实来报道——关于新闻价值和宣传价值　第一节　学会用
新闻价值的诸要素衡量准备报道的事实　第二节　依据事实的新闻价值和宣传价值架构文章，不要简
单模仿　第三节　不要把本单位的日常工作作为新闻来报道　第四节　不要把无特殊情况的一般社会
活动作为新闻来报道　第五节　认真掂量一下小事件、小人物的新闻价值或宣传价值　第六节　明显
的公关性质的报道不具有新闻价值　第七节　新闻评论也要具有新闻价值或宣传价值　第八节　要习
惯于从全局估量事实的新闻价值和宣传价值第二章　用正确的观点叙述和说明事实——关于熟悉法律
和把握政策　第一节　对事实的认识不能出现政策方面的偏差　第二节　不能以非市场经济的观念报
道企业行为　第三节　注意报道中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　第四节　用词表述要跟上时代，符合法
律和政策　第五节　表扬“带病坚持工作”的报道思路要改改　第六节　主动了解政策才能写好新闻
　第七节　正确把握法律和政策也是提高见报率的必要条件第三章　消息写作中要注意的若干问题　
第一节　消息写作的一般要领　第二节　用事实说话，力避套话和空话　第三节　要有明确、适当的
报道主题　第四节　把事实交代清楚，写出事实的特色　第五节　防止小题大做和“穿靴戴帽”　第
六节　怎样写会议消息　第七节　怎样写领导视察消息　第八节　写消息的几个“不要”第四章　通
讯写作中要注意的若干问题　第一节　把提炼通讯的主题放在首位　第二节　口子开得小，主题掘得
深　第三节　分清主次，详略得当，把事实交代清楚　第四节　通讯的结构和语言不要套路化　第五
节　通讯的题、文要相符　第六节　区别文学性文章与新闻通讯　第七节　工作通讯要体现“人”的
活动和思想　第八节　写通讯要力避的几种俗套二第五章　新闻评论写作中要注意的若干问题　第一
节　要有明确而适当的立论　第二节　写评论要与时事结合　第三节　评论的论证要有力度和深度　
第四节　评论的观点要正确，论证要全面　第五节　安排好评论的结构　第六节　提高评论的理论和
政策水平第六章　一篇稿子三遍改——稿件修改中的若干问题　第一节　提倡“推敲”精神　第二节
　多改几遍，自有成效　第三节　简讯和一般消息的修改与分析　第四节　修改前要确定采用何种新
闻体裁　第五节　朴素的标题无疑是最好的　第六节　改稿时要从自己所在单位的视角跳出来　第七
节　注意检查文章句子的逻辑第七章　通讯员的头脑应是一部小百科——关于通讯员的知识积累和开
阔视野问题　第一节　成功的新闻作品还取决于作者的知识和视野　第二节　通讯员在新闻业务之外
应学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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