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指导下的新闻写作教学研究
刘晓男

（哈尔滨体育学院 体育健康与人文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0）

摘 要：教师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出发，分析新时代新闻
写作教学面临的困境，并基于言语行为理论，就马克思主义新
闻观指导下的新闻写作教学策略作一番研究，以期提升学生
新闻写作专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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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新闻工作者必须要坚守的原则，其
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马克思主义新闻现象，二是对新闻传
播活动的总的看法。言语行为理论是从以言叙事、以言指事、
以言行事这三个层面分析考察语言交际活动[1]。就新闻写作
而言，工作者基于一定的职业原则，利用专业语言将事实进行
真实、客观、公正的报道，从而产生影响社会实践或是受众行
为观念的作用，即为新闻写作言语行为。

由此可见，新闻写作教学作为培养新闻工作者的重要途
径，在新闻写作教学中，基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基于言语行
为理论培养学生的新闻写作能力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在新时
期，新闻写作教学却陷入了困境。下面将对新闻写作教学中的
问题作详细分析。

一、新闻写作教学中的问题
新闻写作受新闻写作语境的影响，写作语境的变化使新

闻写作重新面临一些问题。
其一，从新闻内容生产方面分析，新闻内容生产需要把握

“求真”与“求新”的平衡关系，但是在新的社会环境下，社会信
息的发布与接受都更加随意，尤其是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使人
们对待社会信息不再严肃，对媒体信息的质量也不再有过多
的要求，这就使得加工、抄袭信息的现象较为严重，媒体对同
行已经报道的信息进行简单的加工修饰就可以再次发布。由
此可见，在新媒体时代，新闻信息同质化的问题非常严重[2]。
另外，在新闻信息的“求新”方面，新闻工作者也面临诸多压
力，这是因为媒体技术的发展给受众提供了更为丰富的接受
信息的渠道，受众获取信息的方式更加简单，同时受众要求能
获取到更多的、不同的、有趣的社会信息，这就要求新闻工作
者在确保信息真实性的基础上，加大力度去挖掘、创新更多的
信息表达方式，这给新闻写作带来一定难度。

其二，在新媒体语境下，受众接受新闻、阅读新闻的方式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就要求新闻工作者在进行新闻写作时
要注重写作行为的方式方法，要使新闻写作的适切性表达得
到进一步的提升。在新媒体语境下，比起新闻内容受众更关注
的是新闻标题，一个合格的新闻标题能使处于扫描式阅读状
态的受众静下心来详细了解新闻的内容，客观评价新闻的价
值。因此，新的新闻语境使新闻写作教学也受到了冲击。

其三，随着新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微信、QQ、微博等一
些自媒体平台迅速崛起，这些平台的崛起使新闻环境或者市
场更加混乱，新闻工作者必须要经过双重把关才能确保新闻
信息的质量。因此，新闻写作教学也需要考虑多方面的内容，

除了给学生教授基础的知识技能外，还要训练并培养学生的
综合能力与素质。

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指导下的新闻写作教学策略
（一）坚守新闻的真实性，提升新闻写作质量
社会新闻是广大受众了解、获知社会信息、国际事件的重

要途径，因此，新闻写作一定要确保信息的真实性与客观性。
尤其是在当下的新闻语境下，新闻写作更要以马克思主义新
闻观的真实性与党性原则作为新闻写作的原则，遵循马克思主
义新闻观的指导，实现正确引导舆论的新闻写作目标[3]。而新闻
写作教学作为培养新闻人的重要环节，必须要让学生明白他们
该写什么、要写什么，要让学生树立起正确的新闻写作观念。这
就要求教师在日常教学中，要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相关内容
渗透到新闻写作教学中去，引导学生广泛阅读、学习相关文献
资料与著作，端正学生的新闻写作态度。另外，要开设新闻传
播伦理与法规课程，引导学生从正面认识新闻写作，强化学生
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真实性”与“党性”的认识与理解，提
升学生的思辨能力，引导学生做好新闻的“把关人”。

（二）加深新闻影响，创新新闻写作
以言行事，通过对客观事实的报道，产生影响受众意识行

为或社会实践的效果，这是新闻写作的真实意图。马克思主义
新闻观也认为，新闻传播的本源是实施，而新闻写作就是依据
事实进行新闻传播的过程。这个过程应当是严肃的、充满责任
的。但是在新的语境下，各种各样的社会信息层出不穷，受众
对信息的接受与阅读也显现出随意性的特征，对待信息不再
是深入分析信息的内容与价值，而是判断这一信息有无抓人
眼球的“亮点”。这就要求新闻内容要有吸引力，要求新闻写作
教学要教会学生怎样进行新闻创新，在坚持新闻真实性的基
础上进行创新。因此，教师要让学生明白，新闻写作应如何在
立足社会实践的基础上顺应受众需求的变化进行创新，应怎
样合理处理“创新”与“求真”的关系。为此，新闻写作教学需要
做到以下几点：首先，引导学生深入社会生活，搜集一些社会
实事、网络热点话题或者是学术界的热点话题等进行写作练
习，在练习过程中重点培养学生的新闻敏感性与创新性。其
次，组织学生进行模拟报道，让学生通过具体的情境体会新闻
内涵。在学生模拟报道的过程中教师要对学生进行适当的评
价与指导，帮助学生更好地学习。再次，教师应当做好评价考
核工作，给定学生学习任务，要求学生走进生活，认真选材与
创作。教师要严格考核，掌握学生学习情况，以促进学生能力
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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