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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闻评论教程(第2版)》在第一版的基础上修订幅度较大：一是在更新案例作品的同时，又增加了不
少新案例，使全书案例达到160多个；二是进一步增强了论证的内容；三是增加了博客、微博、电视评
论在文体写作、表现形态、语言表达方式等方面的内容。

《新闻评论教程(第2版)》体例新颖，案例丰富，点评精彩。
作者不仅是高校新闻评论教学一线的学者，还曾做过多年的媒体评论员、时评专栏作家，积累了丰富
的新闻评论写作经验和教学案例。
全书在系统全面阐述新闻评论的基本理论、写作规律和操作规范的同时.配插了大量的案例和案例评
析.有利于系统训练新闻评论实战写作和编辑能力。

《新闻评论教程(第2版)》内容丰富，资料翔实。
全书既反映了近代以来我国新闻评论形式演变的基本趋势，也反映了最近十余年来当代中国新闻评论
迅猛发展的崭新图景。
《新闻评论教程(第2版)》还在社论、言论版、述评等多个重要章节中，通过对中外新闻评论不同的操
作规范、表达方式的对比.为学习者提供了开阔的知识视野。

书后（封三）配有学习卡，其所指向的网络课程和案例资源库。
有在线交流和不断更新的功能，读者可以获得比教材更为丰富的在线学习资源。

《新闻评论教程(第2版)》既可作为高校新闻学、传播学、广播电视新闻学、广告学等专业本科、研究
生教材，也可供新闻从业人员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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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新闻评论的传播、思维和表达特点第一节 新闻评论的传播特点一、新闻评论所满足的社会需
求二、新闻评论与新闻报道的区别三、从多个要素看新闻评论的传播特点第二节 新闻评论的思维和表
达的特点一、集中二、连贯三、有效率第二章 新闻评论中的观点第一节 观点的认识特征和表达特征
一、观点作为对事实的认识二、观点表现为对事实的判断三、评论中观点之间的关系第二节 评论观点
中不同的判断类型一、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二、具体判断与普遍性判断第三节 论点的要求一、认识层
面二、表现层面第三章 新闻评论中的叙事因素第一节 新闻评论中叙事的特点第二节 新闻评论的由头
和评论对象一、由头二、评论的对象第三节 新闻评论中的论据一、论据的来源二、论据的要求第四节
新闻事实的积累与利用第五节 新闻评论中的叙事方法一、叙事的效率二、叙事的策略第四章 新闻评
论中的论证第一节 论证的作用和当代意义一、论证的作用二、论证对于当代新闻评论的意义第二节 
形式逻辑的论证规则与方法一、逻辑及其推理类型二、演绎推理的运用三、归纳推理的运用四、类比
推理的运用五、运用归谬法进行反驳第三节 非形式逻辑的论证方法一、征兆关系推理二、喻证法第五
章 新闻评论的结构与节奏第一节 新闻评论结构的特点一、新闻评论结构的效率性二、新闻评论结构
的论证性第二节 新闻评论的开头与结尾一、开头二、结尾第三节 新闻评论论证部分的结构一、并列
结构二、递进结构第四节 新闻评论的节奏第六章 新闻评论的选题第一节 选题的性质与过程一、选题
的对象是要评论的事件或问题二、选题的过程是一个价值判断的过程⋯⋯第七章 新闻评论的标题第八
章 新闻评论的语言和风格第九章 社论第十章 言论版第十一章 新闻述评第十二章 广播电视新闻评论第
十三章 网络新闻评论第十四章 新闻评论的伦理第二版修订说明致谢参考书目本书案例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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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三、从多个要素看新闻评论的传播特点新闻评论的传播特点，从传播的内容来看，是
观点传播；从传播的节奏来看，是新闻性议程；从传播的渠道和对象来看，是大众传播。
新闻评论主要传播的是意见性信息，而不是事实性信息。
评论中的一些事实性信息，是作为论证观点的论据或者观点所针对的评论对象而存在的，它们本身没
有独立的传播价值。
当然，这里需要略作说明的是：在多数新闻评论中，作为评论的对象和论据出现的新闻事实已经被媒
体报道。
而在一些媒体的社论中，则往往有社论作者自己采访的事实材料，这些事实材料本身可能具有新闻传
播的价值。
但它们在文章中仍然是作为评论的对象或论据而出现的。
还有一些个人写作的评论作品，尤其是专栏文章，也会提供一些个人经历所及的事实材料，往往能够
提高文章的可读性和论证力，但它们仍然是为论点服务的。
这些材料可能会被别的评论或报道引用而获得再次传播的机会，但它们在原来的评论中并不是主要的
传播内容。
新闻评论中的观点，是在作者作为认识的主体与新闻事实作为认识的对象之间产生的，是主体对对象
的认识结果。
因此，可以通过对主体与对象这两个要素的观察来把握和辨识评论中的观点。
从主体的角度来看，一篇报道中可能反映和引用不同人物的观点；而评论中的观点，其主体只有一个
，就是评论的作者。
在代表媒体的“社论”等职务写作中，则常常以“我们”来指称一个集体的观点主体。
如果没有这样一个认识主体，如果没有明确出自这样一个认识主体的观点，那么，这篇作品就很难说
是一篇新闻评论。
这样，在个人评论作品中出现“我认为”，在社论中出现“我们认为”，都是观点表达的典型标记语
。
而在报道中，即使出现“我”，恐怕也只能是“我看到”、“我听到”，而不是“我认为”。
在评论中，可能会引述其他人的观点。
这是作为反驳的对象或支持自己观点的论据而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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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闻评论教程(第2版)》是全媒体时代新闻传播学系列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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