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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础 知 识

第一节　新闻的概念

一、什么是新闻

１．新闻的定义

新闻是指“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这里包含了三层

意思。

“新近发生”，是说新闻发生的时间，一般来讲，新闻越新

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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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是整个新闻写作的逻辑起点。新闻工作的最大特

点是用事实说话。事实是客观的，不能杜撰。这里的“事实”，

是指有新闻价值的事实。

“报道”，指选用恰当的新闻体裁通过大众传播媒体进行

传播。

以上三个方面是构成新闻定义的基本内容，缺一则不能

构成新闻。作为一名小记者，因为受到年龄和校园环境的限

制，所以，报道的内容常常是发生在校园内的新闻，是大多数

同学都关心的新闻，也有人管这样的新闻叫做校园新闻。

曾经北京某小学的小记者就减轻中小学生作业负担的问

题专门采访了国家教育部总督学柳斌爷爷。这一消息很快在

《中国少年报》、《中国小记者报》和《北京教育报·小学生专

刊》等多家新闻媒体上见报。这条消息是新近发生的，是受到

全社会普遍关注的大事；这条消息是事实，不是虚构的事情；

而且，以新闻形式报道了出去。所以，符合新闻的条件，是一

条新闻，而且是一条好新闻。

２．新闻的几种写作体裁

有价值的新闻事实发生后，要选择恰当的新闻体裁加以

报道。那么新闻体裁有哪些呢？如何选择这些新闻体裁呢？

这些我们将在下面的内容里详细地介绍，在这里只简单地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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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大家，新闻体裁有消息、通讯、来信来电、特写、综述、新闻评

论、新闻摄影等。

二、构成新闻的基本要素和新闻的写作特点

我们知道了新闻的定义和几种写作体裁，还要了解一条

新闻应该具备哪些基本要素及其写作特点。简单概括起来，

新闻的要素就是五个 Ｗ 和一个 Ｈ。即“什么时候”（ｗｈｅｎ）、

“哪里”（ｗｈｅｒｅ）、“谁”（ｗｈｏ）、“是什么”（ｗｈａｔ）、“为什么”

（ｗｈｙ）和“怎么样”（ｈｏｗ）。

新闻写作的特点可以用六个字来概括：真、新、奇、短、

精、深。

真———指新闻的真实性，这点是最重要的。有的同学写

作文总爱虚构一些情节，或是模仿别人的文章“照葫芦画瓢”。

如果说在写作文时还勉强允许的话，而在新闻中则是大忌，是

绝对不允许的，新闻要求绝对真实。新闻的真实性是新闻的

生命。

新———有两层意思，一是指刚发生的新鲜事；二是指老事

情新角度，由这个角度所揭示出来的新内容。新闻最主要的

是捕捉新的信息、新的线索，但是现实生活中不可能每天都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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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新事物。尤其是学校，每天基本上是按部就班地上课下课，

上学放学。这就要求我们平时在观察生活、搜集新闻线索中

要出新，找出新的角度。从校园内司空见惯的活动中，找准新

角度，不仅可以出新闻，而且能出好新闻。

奇———指特殊。这和“新”有异曲同工之处，就是求“异”，

找不一样的地方。比如，我们报道一般的学校新闻比较多了，

让人也有看惯听腻的感受。那么，能不能报道一下特殊的学

校，像盲童学校、弱智学校、聋哑学校的学生们是怎样生活、学

习的；他们的想法和学习成绩；他们的老师为他们所作出的奉

献；他们的幸福与苦恼等。因为被报道的对象本身具有特殊

性，所以，很容易引起读者的关注，当然，也就引起编辑的关

注，采用率肯定比一般学校的要高。像采访帐篷小学、马背小

学、船上小学，都有其特殊的一面，都可以写出好的新闻。另

外，我们常从报纸上见到的××地方发现了一个特大的马蜂

窝、××地区今年下了一场特大冰雹、××地区有一名学生才

十几岁体重达到二百多千克等等报道，比较容易吸引读者，都

体现了新闻应具有的新奇特点。但在这里需要提醒小记者的

是，同学们不能把新闻搞偏，为了发稿而到处猎奇，甚至走上

不奇不可以写新闻的岔道。那是错误的，那样就偏离了新闻

报道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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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指文章的篇幅要短。虽然我们常讲写文章要有话

则长，无话则短，这是个基本的要求，也是各家新闻报刊经常

倡导、时时提醒的。不仅我们中小学生的报刊上文章要短，就

是给成年人看的大报，也提倡写短新闻。有的报刊还搞短新

闻大赛，设置一句话新闻、百字新闻专栏等，目的就是要扩大

媒体信息量。但是必须强调的是，短并不等于空，不能为短而

短，而是要求记者在报道这一新闻时，不要求全，面面俱到，要

求抓住主要特点，重点突出，简明扼要。

精———指文章语言精练。不讲废话，用不着叙述的地方

不用叙述，用不着解释的地方不要解释，一句话能说清楚的不

说两句话，能用一个词语来表达的就少用句子。一篇文章完

成后，仍要反复推敲，能节省一两个字，就要坚决圈掉；或者，

写好后拿给朋友或家里人看看，看还能否减去几个字。这样

经过几遍推敲、修改后，你会发现自己的文章进步了一大块。

深———指稿件所揭示的问题要有深度。一条新闻报道的

深浅度和它的价值大小，就看记者通过信息反映事物的本质

程度如何。比如，近一时期各新闻媒体对减轻学生课业负担

问题都做了详尽的报道，有的用了整版篇幅，有的还配上了多

幅照片，但这并不等于有深度。有的文章虽然很短，但却能启

发人们去深思，甚至把中小学生的作业负担与国民素质的提



　　　　　　　　　　　　　　　　　　　　　　　　　　　　快乐学习———如何成为小记者

　６　　　　

高，国家和民族的前程联系起来，这样的新闻就有了深度。所

以，我们的小记者在学习写作时，要多观察、多思考，在逐步提

高的基础上，写出一些能引起人们关注的有一定深度的好

新闻。

三、中国报纸业发展的历史

作为一名小记者，对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应该有一个简

单的了解。

１．中国最早的报纸是邸报

邸报是封建宫廷发布的政府机关报。最近，在伦敦发现

的敦煌邸报，是现存的中国最古老的报纸，也是现存的世界上

最古老的报纸。它距今已有一千一百多年的历史。

邸报的主要内容是：

（１）皇帝的诏书、命令和皇帝的起居言行；

（２）封建王朝的法令、公报；

（３）皇室的动态；

（４）关于封建政府官员的升迁、任免、赏罚等方面的消息；

（５）各级臣僚的奏章及皇帝的批语。

邸报只在封建统治机构内部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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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外国人在中国创办的第一个中文报刊

１９世纪初，随着外国的入侵，外国人陆续在中国创办了

中文版报纸。外国人创办的第一个中文的近代文化报纸是

《察世俗每月统计传》，于１８１５年８月５日创刊。在外国人主

办的中文日报中，《申报》（１８７２～１９４９）和《新闻报》（１８７２～

１９４９）出版的时期最长，影响最大。两报均创刊于上海。

３．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最有影响的报刊以及相关人物

《解放日报》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延安革命根据地出版

的第一个大型的、每日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报，是我国新民主

主义革命时期贡献最大、影响最大的一份革命的报纸。该报

创刊于１９４１年５月１６日，１９４７年３月２７日停刊。毛泽东主

席经常亲自指导《解放日报》的工作，并撰写和修改重要的社

论、新闻等。

《新华日报》是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公

开出版自己的机关报。该报于１９３８年１月１１日在汉口创

刊，１９４７年２月２８日被迫停刊。周恩来曾任《新华日报》董

事长。

邵飘萍（１８８４～１９２６）于１９１８年１０月在北京大学创立新

闻学研究会，当时他任《京报》社长，主持并讲授新闻学。该讲

稿是我国的第一部新闻学著作。这是我国学校新闻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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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端。

邹韬奋（１８９５～１９４４）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杰出的

新闻出版工作者。抗日战争时期，邹韬奋自觉接受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运用报刊这一武器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救亡的主张。

他先后创刊和主编的报刊有《生活》周刊、《大众生活》周刊、

《生活日报》、《生活日报星期增刊》、《生活星期刊》等，在流亡

国外的两年中，还陆续写了３７万字的海外通讯《萍踪寄语》。

范长江（１９０９～１９７０）是我国的名记者之一。１９３５年以

《大公报》旅行记者的身份去西北采访，烈军属的大量旅行通

讯被汇编为《中国的西北角》通讯集，首次公开报道红军长征

的一些真实情况。西安事变后，他又深入延安采访，写了著名

的《陕北之行》。后任新华社华中分社和《新华日报》（华中版）

社长。解放后，历任新华社总编辑、《解放日报》社社长、新闻

总署副署长、《人民日报》社社长等职。

４．全国少年儿童报刊的发展概况

１９６６年以前，全国只有少年儿童报纸三四种，刊物十余

种。１９７８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我国教育事业迅速

发展和少先队活动的蓬勃开展，少年儿童报刊迅速增加，不仅

“十年动乱”期间被迫停刊的报刊先后复刊，而且新创办了二

百多种。更令人欣喜的是，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出现了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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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儿童自己办报的新形势，学校校园小报更是层出不穷，为千

千万万的小记者的成长开辟了广阔的天地。

第二节　记者的职责与任务

一、敏锐地发现事实

事实客观存在，但有些事实要去发现它、把握它，则需要

一双敏锐的眼睛。正如法国美学家罗丹说的：“生活中并不缺

少美，缺少的可能是发现美的眼光。”

我国著名记者、新华社社长郭超人曾说过：“什么样的人

当不了记者？什么样的人能当记者？什么样的人能当好记

者？大多数人能想到能做到的，而你想不到做不到，就当不了

记者；大多数人能想到能做到，而你也能想到能做到，可以当

记者，但不一定是好记者；唯有大多数人想不到做不到，而你

能想到能做到，那么你就能当一个好记者。”

我国著名的老一辈记者肖乾也说过，新闻记者“同坐在沙

发上沉思的政治家或历史学家毕竟不一样，他是个哨兵，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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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个侦察兵”。

敏锐的眼光背后，是一个勤于思索、善于思考的大脑。国

外新闻学著作里曾引用过这样一个事例：

一位新来报馆的年轻记者，总编辑叫他去采访某先生和

某女士的婚礼。他事先对此次采访做了种种设想和较充分的

准备。但是，当那天他走到新郎家门口打算进去采访时，看门

的却告诉他：婚礼不举行了，因为新郎跑了。于是这位年轻记

者垂头丧气地回到报馆，向总编辑报告自己采访失败的消息。

总编辑听罢，拍案叫道：新郎跑了，不比原来的婚礼是更大的

新闻吗？你为什么不马上采访？这一说，那年青的记者才恍

然大悟。

这一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出，不善于思考，缺乏敏锐的目

光，即使是新闻与你擦肩而过，你也发现不了，更是捕捉不到。

敏锐地去发现事实，还应当包括对事实的认识要比别人

更善于透过现象见到本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优秀记者胡

占凡，在采访中曾了解到这样一些事实：在杭州，有两个大款

为了斗富显阔，在众目睽睽之下，比赛烧人民币，每人烧掉两

千多元，只是哈哈一笑。

有个“大腕”，扔下３０万元买只哈巴狗，眼都不眨一下牵

上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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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个“大款”，看到别人用６万元一桌的宴席请他，他竟

“啪”地打开密码箱，甩出了３０万元请了一桌。

有所学校的一项调查显示：５３．９％的学生把“赚钱多”作

为择业的头条标准，北京一些中学生唱“世上只有钞票好，有

钱的孩子像块宝……”

胡占凡认识到，这些现象的背后都是“拜金主义”在作怪，

应当向这种现象敲响警钟，便采写了《拜金主义要不得》、《再

谈拜金主义要不得》等文章，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给人

们很大的触动。

因此，敏锐地去发现事实，透过现象捕捉事物的本质，是

记者的职责与任务中应有的之义。

二、忠实地报道事实

记者最为重要的职责和任务，就是采写报道。记者是读

者与事实之间的桥梁。

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阿尔温·托夫勒在他的名著《第三

次浪潮》中将人类的文明史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次浪潮农业阶

段，第二次浪潮工业阶段，第三次浪潮即我们今天所处的信息

革命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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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每个人都会深深地感觉到，我们每天都处于新闻媒

体的包围之中。我们已经习惯了“秀才不出门，天下事全知”

的生活方式；对于新闻媒体，我们已经深深地依赖它们给我们

提供信息。试想，如果记者给人们提供一条虚假的新闻，将会

对社会产生多么不良的影响，因此，忠实地报道事实，应该成

为记者的神圣职责和义不容辞的任务。

忠实地报道事实，是新闻工作本质决定的。李大钊曾说

过：“现在的新闻，就是将来的历史。”著名学者吴晗也说过：

“历史工作者是记录昨天的历史，新闻工作者记录今天的

历史。”

我们知道，历史是容不得半点弄虚作假的。尊重事实，秉

笔直书是我国史官的优良传统。如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的右

卿崔杼杀害了国王齐庄公齐光，崔杼命令太史以得传染病而

死来记载齐庄公的死。太史不从，直书崔杼弑君，因此激怒了

崔杼而被杀。崔杼又命令太史的弟弟改写，不从，又杀之；再

令其二弟改写，又不从，又杀之。最后轮到三弟，依然据事直

书。他认为这是史官职责，失职求生，不如死去。史官这种忠

实于事实的做法，对于新闻记者是很有影响的。我国已故著

名的新闻工作者任白涛在《应用新闻学》中就说过：“笔可焚而

良心不可夺，身可杀而事实不可改。”



第一章　基础知识

１３　　　　

忠实地报道事实的含义是双层的。浅层的含义是，记者

应当努力将事实的基本要素、基本数据核实准确；深层的含义

是，记者应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去挖掘事实的本质。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期，我国某地农民买桑塔纳小轿车，某

地农民买飞机、修跑道。这些事实本身是准确的，但在当时农

村毕竟还是凤毛鳞角。有些记者以此大做文章，并由此得出

“中国农民现在已愁有钱无处花”的结论。显然，这不是对事

实实事求是的报道。从全国农村数亿农民的情况来看，一些

穷山僻壤的农民连温饱问题都未真正解决，不少地方还要扶

贫救助。记者以偏概全，既容易导致读者对新闻报道的怀疑，

也容易诱发读者产生逆反心理。

由此可见，只有记者把忠实地报道事实当成神圣的职责

和任务，读者才能真正做到“秀才不出门，天下事全知”。

三、当好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

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耳目，

是热情维护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唤万应的喉舌。”显然，成为

人民的喉舌，同样也是马克思对新闻记者的期待。在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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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处的时代，统治阶级与人民的利益是分离的，所以，报刊应

当成为“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而我们今天所处的社

会，党和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新闻记者理应当好党和人民的

耳目喉舌。正如刘少奇在《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中所说：“你

们的笔，是人民的笔，你们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

这一点，我国老一辈新闻工作者、新华社记者冯森龄的事

迹很值得学习。１９７８年冯森龄任新华社陕西分社社长，上任

后不久去延安采访。一进延安，他看到很多农民在街头讨饭，

心中极为难受。曾经以小米和奶汁养育过革命战士的延安乡

亲，如今还未解决温饱问题。这些对这位老记者触动很大，他

决心为此鼓与呼。冯森龄曾因为坚持真理讲真话吃过不少苦

头，但他不考虑个人得失，连续写了《延安有很多农民上街要

饭》、《延安很多农民去年口粮不足二百斤，大家深切怀念毛主

席在延安的日子》等文章，引起了政府重视。省委书记王任重

很受感动，不少中央领导同志流着泪看完了这些文章。１９７８

年底，国务院火速给延安拨款２０００万元，并且从１９７９年开

始，每年拨款援助５０００万元。陕西省成立了“陕北建设委员

会”。１９８４年，冯森龄也因此被评为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

冯森龄这种不计个人得失，敢于充当党和人民“代言人”的做

法，是每个记者应有的职责和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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