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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闻评论是媒体的“旗帜和声音”，它的重要地位和独特功能，正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认识。
本书作者曾出版了1949年后中国大陆第一本《新闻评论学》专著，获得广泛好评，发行量达30多万册
。
《新闻评论教程》是他为新世纪的新闻评论教学和新闻评论实践提供的一本最新力作。
   本书《新闻评论教程》有三大部分内容，它涵盖了新闻评论学的科学原理、评论写作的基本程序和
常用技法，许多观点、典例概括了新闻评论在新时期的发展轨迹，提炼出了其最新成果。
如对新形势下新闻评论独特功能和发展机遇的论述，对新闻时评、广播电视新闻评论、网络新闻评论
发展前景的阐述，以及结合实例详尽讲述的评论写作基本技能，等等，其中不乏独创性见解。
此次第四次修订出版，作者补充和深化了不少新   的理念，力求将新闻评论在近几年的新发展、新突
破、新成果，作富有创新性的解读和理论上的提升，从而使本教材更具时代性、针对性、科学性、前
瞻性和可操作性。
   本书作者从事过40余年的新闻评论教学和媒体新闻评论工作，加上近20年担任中国著名报纸总编辑
的经历，更使他具备了撰述新闻评论类专著和教材的独特优势。
故本书既反映了他的人生追求和丰厚学养，也处处渗透着他对新闻评论实践与教学的体察和感悟，深
入浅出，生动形象。
   本书被教育部评定为“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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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丁法章，高级编辑。
1940年9月15日生，江苏盐城人。
1966年7月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
1967年-1973年，先后在江西《赣中报》、《江西日报》从事采编工作，1973年9月一1983年10月，在复
旦大学新闻系任教，主讲《新闻评论》等课程。
嗣后，担任《青年报》、《新民晚报》总编辑达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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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评论形式　　第三节 几种由作者个人署名发表的评论形式　第四章 新闻评论的价值　　第一节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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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素养　　第一节 “目光四射，触觉锐敏”——政治家的眼光　　第二节 “以其昭昭，使人昭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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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野开阔，知识渊博”——杂家的智能　　第五节 “下笔千言，倚马可待”——作家的技巧中编 
评论写作的基本程序　第十章 选题　　第一节 到哪里去选题　　第二节 学会从现实生活中选题　　
第三节 好的论题应具备的条件　第十一章 立意　　第一节 立意的主攻目标　　第二节 立意的思维方
法　第十二章 论证　　第一节 论证的含义与作用　　第二节 立论和驳论　　第三节 几种常见的推理
形式　第十三章 谋篇　　第一节 “题好一半文”——精心制作标题　　第二节 “万事开头难”——
悉心写好引论　　第三节 “文似看山不喜平”——苦心经营正论　　第四节 “不要蛇尾要豹尾”—
—用心撰写结论　第十四章 文采　　第一节 叙议结合 议论风生　　第二节 通情达理 情理交融　　第
三节 起承转合 变化有致　　第四节 言之有文 辞达理举　第十五章 大忌　　第一节 忌空泛　　第二节
忌俗套　　第三节 忌跑题　　第四节 忌冗长　第十六章 修改　　第一节 动笔前后的两种修改　　第
二节 新闻评论修改的几个环节下编 常见评论的常用技法　第十七章 社论与编辑部文章　　第一节 社
论的性质与功能　　第二节 社论写作的基本要求　　第三节 努力撰写短而精的社论　第十八章 “评
论”、本报评论员与特约评论员文章　　第一节 “评论”、本报评论员文章的特点及其应用　　第二
节 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的特性　第十九章 短评、编者按与“配”评论　　第一节 短评　　第二节 编
者按　　第三节 “配”评论的好处与要领　　第四节 走“进”新闻写评论　第二十章 新闻述评　　
第一节 新闻述评的特点与长处　　第二节 新闻述评的渊源与类型　　第三节 新闻述评写作的基本要
求　　第四节 经济评论与其他评论　第二十一章 专栏评论　　第一节 专栏评论的兴起及其特点　　
第二节 新闻时评　　第三节 思想评论　　第四节 微型评论　第二十二章 广播新闻评论　　第一节 广
播新闻评论的主要特点　　第二节 广播新闻评论的写作要求　　第三节 广播谈话类节目的发展　第
二十三章 电视新闻评论　　第一节 电视新闻评论的新生与特点　　第二节 制作电视新闻评论的要领
　　第三节 电视评论性节目的喜与忧　第二十四章 网络新闻评论　　第一节 互联网催生了网络评论
　　第二节 网络新闻评论的崛起　　第三节 网络新闻评论的特点与优势　　第四节 网络新闻评论的
拓展　　第五节 网络新闻评论的新课题　第二十五章 文艺性政论——杂文　　第一节 杂文与评论　
　第二节 杂文的主要特征　　第三节 杂文写作的基本要求附录　历届中国新闻奖新闻评论获奖作品
名录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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