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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21世纪新闻实训系列教材”之一。
　　实训是针对某专业的某些技能进行专门的实际训练，它体现了新的教育理念：学生在参与中学习
知识，在实训中提升能力，它虽与相关理论知识有紧密的联系，但却有自己独特的教学规律、独立的
教学目标和完整的教学内容，使学生通过系统的训练，达到预期的实训效果。
因此，“新闻评论实训”教材的推出，既切合了本课程的特点，又体现了新的教育理念，是很有价值
和意义的。
全书共分九章：我国新闻评论的源流；新闻评论的特征；新闻评论的类型；新闻评论的功能；新闻评
论的策划；新闻评论的标题与结构；新闻评论的要素；新闻评论的传播符号；新闻评论人员的素养。
　　在发展的新闻学和传播学理论的指导下，本实训教材以新闻评论作品为主线，在深度专业架构中
引入个案，既注重个案的新鲜度，对历史上有代表意义的名人名篇也予以适当关注，并将生动的个案
与核心的理论知识结合起来，对个案加以剖析，加上每章后的一两则实训操练题，整本教材既培养了
学生过硬的实际操作能力，又使其具备了相应的理论知识，从而适应飞速发展的传媒行业对从业人员
知识结构、实践能力和基本素质的全面发展提出更高的要求。
　　本书由湖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廖艳君博士后、副教授任主编。
参加编著的还有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的王灿发博士、副教授，湖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许
静博士，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郭英硕士、胡娟硕士，湖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杨成伟硕士
、李枝娜硕士，湖南娄底职业技术学院的教师蔡丁。
具体编写分工为：廖艳君编写第一章，王灿发、郭英编写第二章，杨成伟编写第三章，王灿发、胡娟
编写第四章，李枝娜编写第五章，蔡丁编写第六章，廖艳君、杨成伟编写第七章，许静编写第八章，
廖艳君、李枝娜编写第九章。
全书由廖艳君拟定提纲，并负责统稿和定稿，杨成伟、李枝娜协助进行了校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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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21世纪新闻实训系列教材”之一。
    本教材将生动个案与核心理论相结合，既注重个案的新鲜度，又体现取材的经典性，并在每章后设
有训练题。
希望学生在具备相应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同时具有过硬的实际操作能力。
    在发展的新闻学和传播学理论的指导下，本实训教材以新闻评论作品为主线，在深度专业架构中引
入个案，既注重个案的新鲜度，对历史上有代表意义的名人名篇也予以适当关注，并将生动的个案与
核心的理论知识结合起来，对个案加以剖析，加上每章后的一两则实训操练题，整本教材既培养了学
生过硬的实际操作能力，又使其具备了相应的理论知识，从而适应飞速发展的传媒行业对从业人员知
识结构、实践能力和基本素质的全面发展提出更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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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廖艳君，湖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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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发展与我国网络媒体的兴起、发展相始终　  本章小结　  本章自测题　  单元实训　第二章  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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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评论　    二、评论员评论　    三、音响评论　  第三节  电视评论的特殊形式　    一、口播评论　    二
、谈话评论　    三、电视述评　  第四节  网络评论的特殊形式　    一、网络媒体评论　    二、网络媒体
论坛　  本章小结　  本章自测题　  单元实训　筻四章  新闻评论的功能　  第一节  新闻评论的认识功
能　    一、解读新闻评论的认识功能　    二、新闻评论认识功能的表现　  第二节  新闻评论的表态功
能　    一、解读新闻评论的表态功能　    二、新闻评论表态功能的表现　  第三节  新闻评论的深化功
能　    一、解读新闻评论的深化功能　    二、新闻评论能否深化的注意事项　    三、新闻评论深化功
能的意义　    四、新闻评论深化功能的表现　  第四节  新闻评论的引导功能　    一、解读新闻评论的
引导功能　    二、新闻评论引导功能的表现　  第五节  新闻评论的协调功能　    一、解读新闻评论的
协调功能　    二、新闻评论协调功能的表现　  本章小结　  本章自测题　  单元实训　第五章  新闻评
论的策划　  第一节  报纸评论的策划　    一、应时而动，深度剖析——对突发事件的评论策划　    二
、题材有大小，说理见深度——对非突发事件的评论策划　    三、张扬个性，树立品牌——评论专栏
的策划　  第二节  广播评论的策划　    一、风格“大众化”，促“参与”　    二、迅速反应，变“快
捷”为“时效”　    三、把握“时代性”，求“深刻”　    四、突出“轻便性”，求“精炼”　    五
、增强“故事性”，求“生动”　  第三节  电视评论的策划　    一、定位的策划：精准的定位是成功
的开端　    二、选题的策划：好的选题是成功的一半　    三、立意的策划：棋高一招的立意是成功的
奥妙　    四、说理的策划：恰到好处的说理是成功的关键　    五、人的策划：优秀的主持人、嘉宾助
推节目的成功　  第四节  网络评论的策划　    一、把握快慢关系，以“准”制胜　    二、，评论生活
点滴，见微知著　    三、搞好舆论监督，有理有节　    四、强化舆情引导，树立言论权威　    五、百
家争鸣，策划品牌网络评论频道　  本章小结　  本章自测题　  单元实训技能篇　第六章  新闻评论的
标题与结构　  第一节  标题与标题艺术　    一、新闻评论标题的要求　    二、社论标题的特点　    三、
新闻评论标题与新闻报道标题的区别　    四、新闻评论标题制作的艺术　  第二节  结构与结构设计　   
一、开头——开门见山　    二、正文——论证严密，结构有序　    三、结尾——深化论点，引发思考
　  本章小结　  本章自测题　  单元实训　第七章  新闻评论的要素　  第一节  论点　    一、论点的辨析
　    二、论点的形态　    三、论点的类型　    四、论点的提炼　  第二节  论据　    一、论据的分类　    
二、论据的运用　  第三节  分析与论证　    一、推理的形式　    二、论证的方法　    三、论证中修辞手
法的使用　  本章小结　  本章自测题　  单元实训　第八章  新闻评论的传播符号　  第一节  符号概说
　    一、语言符号　    二、非语言符号　    三、语言符号与非语言符号的功能　    四、新闻传播活动中
的符号系统　  第二节  报纸常用传播符号　    一、报纸的传播符号　    二、传播符号在报纸评论当中
的运用及作用　  第三节  广播电视常用传播符号　    一、广播电视的传播符号及优势　    二、传播符
号在广播电视评论中的运用及作用　  第四节  网络常用传播符号　    一、网络的传播符号　    二、网
络传播符号使用的多样性　  本章小结　  本章自测题　  单元实训养成篇　第九章  新闻评论人员的素
养　  第一节  新闻人的特质　    一、政治、思想道德素养　    二、业务素养　  第二节  理论工作者的素
质　    一、理论功底　    二、实践与创新能力　    三、新闻理论工作者必须具备的素质　  第三节  其他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新闻评论>>

涵养　    一、反映舆论、影响舆论和引导舆论的理性　    二、法制观念　    三、人文精神和人格魅力
　  本章小结　  本章自测题　  单元实训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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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中国报刊源头不登言论　　中国是世界上最先有报纸的国家，早在距今1200多年的唐朝开元年
间（公元713-741年），就出现了被称为《进奏院状》的报纸，这是我国最早的报纸，而且，“和现代
的词义已经十分接近‘新闻’、‘编辑’等新闻事业常用词汇，也都起源于唐代”。
①自此以后，历代宫廷都发行这类亦称之为“邸报”、“阁报”、“朝报”、“杂报”、“京报”等
的报纸，但是，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严格控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即使在这类报纸的内容“较成熟
”的时期，也是只传消息、不许刊发评论的，就是消息也只能是皇帝的诏旨、皇帝的活动、官吏的任
免、臣僚的奏章、战报、刑罚等，其他则被限制。
　　2.在华外国人办报中的言论　　到了近代，情况大为改观，近代报刊的大发展为言论的产生提供
了条件。
一开始，这些报刊主要是由外国传教士和商人主办的外文报刊，后来中文报刊陆续增多了。
在中文报刊中，1815年在马六甲出现的《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开始登载言论，它是英国传教士创办的
一个中文期刊，英文名称是Chinese.Monthly Magazine，“察世俗”一词语义双关，“可能是Chinese一
词的音译，同时又兼顾到这本刊物的出版宗旨‘统纪传’当有无所不征，借此广播的意思”，②在所
刊登的文章中，伦理道德方面的说教占有很大的比例，如所谓《论仁》、《仁义之心人皆有之》，《
自所不欲不施于人》、《论人之知足》等，莫不如此。
　　1833年在广州创刊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是外国人在中国境内举办的第一个中文报刊，开始
有固定的言论栏目。
随之陆续出现了1854年4月的《遐迩贯珍》、1858年的《中外新报》、1862年的《上海新报》及1872年
的《申报》等，它们的言论虽多为宣传宗教道德的文字，对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较少涉及，有的甚至对
中国人民灌输奴化思想，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服务，如19世纪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给英国驻上海的领
事白利兰的信中，曾指出：“别的方法可以使成千的人改变头脑，而文字宣传则可以使成百万的人改
变头脑”，并认为只要控制了中国的主要报纸和杂志，“我们就控制了这个国家的头和脊梁骨”③，
但这毕竟是我国报刊言论的发端，值得关注。
如1855年8月《遐迩贯珍》“首次刊登了一篇中国作者撰写的评论《赌博为害本港自当严禁论》”，“
作者针对香港当局准备放宽赌禁、明设赌场一事，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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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教材在深度专业架构中引入个案，将生动的个案与核心的理论知识结合起来，并对个案加以剖
析，既注重个案的新鲜度，对历史上有代表意义的名人名篇也予以适当关注。
　　实训是针对某专业的某些技能进行专门的实际训练，它体现了新的教育理念：学生在参与中学习
知识，在实训中提升能力，它虽与相关理论知识有紧密的联系，但却有自己独特的教学规律、独立的
教学目标和完整的教学内容，使学生通过系统的训练，达到预期的实训效果。
因此，“新闻评论实训”教材的推出，既切合了本课程的特点，又体现了新的教育理念，是很有价值
和意义的。
全书共分九章：我国新闻评论的源流；新闻评论的特征；新闻评论的类型；新闻评论的功能；新闻评
论的策划；新闻评论的标题与结构；新闻评论的要素；新闻评论的传播符号；新闻评论人员的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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