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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的普及，我们每个人确实感觉到了处于信息时代的人们信息接受和传
播方式的变化，人们越来越更多地依赖于网络和手机获取新闻、传播信息。
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信息的接受者、同时也是信息的传播者，对于新闻信息而言，每个人都是潜在的受
众和记者。
汶川地震中，茂县女孩张琪发帖提供了救援飞机能降落的地点并通过其他网友的近2000次的转载后最
终为抗震救灾指挥部获悉、采纳，不少拍客记录下了地震发生时山体滑坡的镜头，甚至还有高校学生
拍客冒着生命危险对正在发生的地震作“现场报道”——具有一定的媒介素养可以说是现代社会公民
必须具备的素质，能够对正在发生、新近发生的事实进行及时、准确的报道，是现代公民具有较高的
媒介素养的一种表现。
具备进行报道新闻的业务能力，即采访、写作、编辑、评论的能力，是现代公民媒介素养的核心。
　　作为专业的新闻工作者——记者、编辑，更需要具备较强的新闻业务能力。
2008年6月20日，胡锦涛总书记在考察人民日报社工作时对新闻宣传工作者提出了五点要求：“第一，
必须坚持党性原则， 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
第二，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增强新闻报道的亲和力、吸引力、感染力。
第三，必须不断改革创新，增强舆论引导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第四，必须加强主流媒体建设和新兴媒体建设，形成舆论引导新格局。
第五，必须切实抓好队伍建设，增强凝聚力和战斗力。
”①胡锦涛同志的讲话， 要求我们“要坚持用时代要求审视新闻宣传工作，按照新闻传播规律办事，
创新观念、创新内容、创新形式、创新方法、创新手段，努力使新闻宣传工作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
性、富于创造性，不断提高舆论引导的权威性、公信力、影响力。
”所以，现代社会不论是记者、编辑，还是公众、网民，都应该学习新闻业务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
，提高新闻业务水平，增强传播信息、引导舆论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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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全面、系统地讲述了现代社会报刊，广播、电视、网络、手机五大传媒新闻业务工作的理论
与方法，具体阐述采、写，编、评的知识与技能，突出新闻业务知识的系统性、基础性、实用性。
吸收现代新闻业务研究的新成果，反映学科的前沿性与创新性。
　　本书为中国传媒大学等院校本科生、研究生的教材，也可作为媒体从业者和相关人员的自学读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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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新闻工作者在实际工作中要达到的最基本的要求是具备一定的新闻业务能力，即具有一定的采、
写、编、评的能力。
采写是业务的基础，编评是在采写的基础上对稿件的进一步的提升采、写、编、评四个环节具有相对
独立性，这是由不同的分工所致。
记者的主要工作是采写。
编辑的主要工作是编辑稿件、配置稿件，形成传播产品。
评论工作主要山专业评论员、特约评沦员以及编辑来完成．像社论、评论员文章则由媒体的专业评论
工作者撰写。
特约评论员文章则约请礼会上某一领域的权威专家来写。
短评和编者按一般则由编辑来写。
采、写、编、评，虽然从业务环节上来看是相对独立的，但是从新闻业务的内在联系来看，则又是统
一的，它们都属于新闻业务的基本范畴事件发生以后，记者首先要经过深入地采访，然后才能写成报
道，形成一篇可供传播的媒介的产品。
但这对于编辑而言，这个媒介产品只是一个半成品，必须经过编辑的加工形成一篇可以传播的产品。
如果需要对该作品进行评论，则需要评论工作者选取一定的角度加以评论。
由此可见，采、写、编、评各个环节前后具有连贯性和统一性。
学习新闻业务、提高新闻业务能力，不能分割它们，不能单纯地、孤立地学习采、写、编、评，必须
把它们看做一个整体来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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