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四 举止之美

任务三 敬业奉事

一、导入

以年度优秀员工个人先进事迹报道导入授课内容。

二、项目相关知识

知识 1:

新闻

1.新闻概念

新闻，是指报纸、电台、电视台、互联网等媒体经常使用的记录与传播信息

的一种文体。新闻概念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上：除了发表于报刊、广播、互

联网、电视上的评论与专文外的常用文本都属于新闻，包括消息、通讯、特写、

速写（有的将速写纳入特写之列）等等；狭义上：消息是用概括的叙述方式，以

较简明扼要的文字，迅速及时地报道附近新近发生的、有价值的事实，人们通过

收听收看新闻事件、热点话题、人物动态、产品资讯等,快速了解它们的最新进

展。

2.新闻的特点

新闻报道的基本特征是:真实性、新鲜性、传播性。

真实性是新闻的灵魂与生命。是新闻制作的基本原则。它要求新闻反映的事

实,包括人物、时间、地点、事件细节、数字等准确无误,没有虚构和夸张。

新鲜性是新闻的本质特征。从时间上说,是“新近”发生的事；从内容上说,

事实必须包含新的信息,能给人新的感觉、新的启发。满足受众了解当下社会的

欲望。

传播性是指新闻报道是经制作者编辑制作后向社会公开传播的信息。新闻的

采写、制作、发布要快,一般在 24 小时之内的最为珍贵。

新闻六要素

什么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因为什么原因干了什么事，结果如何。

即六何：谁、何时、何地、何事、何因、何果。

请找出下面新闻的六要素（插入实例）

什么样的事件才可以成为新闻呢？即新闻的特征。

3. 新闻的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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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内容特征,可分为动态新闻、专题新闻、综合新闻、经验新闻、会议新

闻等。

根据行业内容,可分为政治新闻、经济新闻、军事新闻、科技新闻、体育新

闻等。

根据内容的价值取向,可分为重大新闻、重要新闻、一般新闻、奇闻等。

一般说来,只出现标题的叫标题新闻或一句话新闻,只出现标题和导语的叫

简明新闻,附有新闻背景调查的叫深度报道,连续关注事件发展动态的叫跟踪报

道。

知识 2：

新闻报道的文章体例

消息、通讯是新闻报道常用的两种文体。

（一）两种文体的特征

消息的特点

1.比较短，多为几百字，内容简明扼要，文字干净利落；

2.常有一段导语，开门见山，吸引读者；

3.叙事朴实，实在，通常一事一报，讲究用事实说话；

4.时间性强，注重时效，报道快速及时；

5.基本表达方法是叙述，而且多为概括的叙述，但不能概念化；

6.结构严密，层次分明；

7.交代必要的背景。

通讯的特点

1.容量大，范围广，取材比较全面、完整；

2.展开情节，情景交融，还讲求结构的变化；

3.对事实的表达多样化，富有感情色彩；

4.通讯的篇幅长，发稿时间稍缓。

（二）消息与通讯的区别

1.内容上，消息简略单纯，通讯详细丰富。

消息大多一事一报，而且只报道新闻事件的大致情况，细节非常少。而通讯

报道则可以一人一事，也可以涉及众多的人物和事件。同时通讯十分重视细节的

刻画，在一篇通讯中往往有大量的细节。

2.形式上，消息程式性强，通讯创造性强。

从结构上看，消息是一种程式化的文体，都有常用的模式。消息写作，很大

程度上是按着固定的模式进行操作。通讯则不然，它的写作跟一般的记叙文相似，

没有固定的格式，每一篇都有自己独特的结构形式。

3.消息的表达方式和语言也都有一定的程式性，在表达方面，消息主要用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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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在语言上，消息运用词语的直接含义，显得简洁朴素。而通讯表达方式多样，

语言常有新颖独特的创造性运用。

4.在写作技巧上，消息手法简单，通讯手法多样。

写作技巧含义较广，包括虚实相衬、对比烘托、设置悬念、欲擒故纵、欲露

先藏、欲扬先抑等表现手法；也包括比喻、对偶、排比、夸张等多种修辞手法。

（三）消息的写法

消息一般由标题、导语、主体、结尾、背景等部分组成。

1.标题

消息的标题好比是人的眼睛，一则消息首先要有一个好的标题。精心制作标

题犹如画龙点睛，它既要概况消息的主要内容，又要醒目、新颖、有趣，吸引受

众眼球。

消息的标题有三种形式：（1）单行标题（2）双行标题（3）多行标题

2.导语

导语是消息的第一句话或第一段话，通常用简明的文字概括介绍消息的主要

内容，揭示消息的主题，使读者有一个总的印象。写导语可用描写的方式，对新

闻人物、现场或事实，进行简练的描绘，使受众如身临其境；可用评论的方式，

先对消息报道的事实的作一番点评，然后再具体介绍事实；也可用提问的方式，

先提出问题，再用事实来回答；还可用引语，引用消息中人物的有特点的语言，

以此来点出消息的主题，给人以启迪。导语是消息这一体裁特有的概念，是区别

于其他文体的重要特征。其作用就是通过高度的浓缩和概括，用最简洁最生动的

语言，把最新鲜最重要的东西呈现给受众，先声夺人，激发兴趣，使他继续看下

去。

3.主体

主体是消息的主干，是对新闻事实作具体的报道和说明，他是对导语的展开

和深化。写消息的主体一般用的有三种方法：

（1）时序结构。按照事件发生、发展的先后顺序安排层次。这样可使受众

对新闻的事件有一个整体的把握，容易确定新闻人物在新闻中的地位。

（2）主次结构。把主体部分的最重要的内容放在前，然后再详细叙述。这

样可让受众很快了解新闻的核心部分，满足受众心理。

（3）逻辑结构。依照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与逻辑关系，如因果、并列、主

次、先后等关系，安排层次。

4.背景

任何新闻都是在一定的环境和历史条件下产生的，这就是新闻背景。

交代背景可以烘托和深化主题，使受众不仅知其然而其且其知其所以然。

背景材料一般分为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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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说明性背景材料。用来说明新闻事实产生的原因、条件、环境、政治

背景、历史根源，或者交代新闻人物的出身、经历、身份、特点等。

（2）注释性背景材料。注释、解释新闻中所涉及的科学技术知识、概念、

术语和物品的性能、特点等。

（3）对比性背景材料。可以运用今—昔—今，正—反—正的思路作介绍。

用与新闻事实相关的比照材料来衬托，凸显新闻的价值。

5.结尾

结尾是新闻中的最后一句话或最后的一段话，是新闻的收笔之处。写结尾时

一般是用简洁的话，阐明事实的意义，或指出事件发展的趋向，给受众一个完整

的感觉，也可给读者留下思索的空间。对一些突发事件，消息的作者一般不宜轻

下断语，可通过采访群众或权威人士来间接表达自己的观点。

（四）通讯的写法

通讯由四部分构成:标题、开头、主体、结尾。

1.标题。通讯的标题一般是单行式的,有的正题下加副题,用来交代报道的对

象和新闻来源。通讯标题可用来直接揭示主题,也可文学性的曲意表达。

2.开头。通讯的开头可不拘一格,充分考虑受众心理,运用散文做法,吸引读

者饶有兴趣的读下去,看个究竟。一般有两种,一种是直起式,开门见山地说人说

事。一种是侧起式,先作铺垫,娓娓道来,使人渐入佳境。

3.主体。主体是通讯的主干,一般可分为纵式结构、横式结构和纵横交互结

构三种。

（1）纵式结构。也叫时序结构,即按事件发生、发展的先后顺序安排主体层

次,以事实过程为线索。

（2）横式结构。这种结构是以空间方位的变换来组织材料,把多个事物围绕

着一个主题来写。也可以以事物的性质划分归类来组织材料,也是围绕一个主题

来写。

（3）纵横交互结构。这种写法是以时间为经,以空间为纬,采取纵横交错的

方式来组织材料,这种结构一方面是把事物发展的时间作为经线,从纵的方面划

分层次,介绍事物发生、发展、结果,另一方面又是以空间作为纬线,在经线的点

上把同方位上发生的事物细节展开描述。这种结构文章的方法,既照顾到时间的

连续性,又照顾到空间的平行性,穿插变换,灵活自由。

4.结尾。通信的结尾可按照叙述的过程自然结尾,也可在结尾点明主旨,或表

达作者的看法。

三、项目综合实践

新闻写作

1.根据所学的新闻采访写作知识，分小组组成采访团，拟定采访提纲，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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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本院或校外的典型人物进行采访,撰写采访稿上交给任课老师，老师在下节

课进行点评。

2.根据新闻写作知识，每人写一篇消息并给学院广播站和院报编辑部投稿。

投稿即记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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