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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们对精神生活的需求日益提高的今天，广播已经成为人们丰富精神生活的一种极好的调节

剂。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作为广播人更应顺应受众的需要，在广播这个领域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

使新闻报道更具平民化，这是我们广播新闻工作者必须思考的问题。那么新闻工作者如何才能使广

播新闻更具平民化呢？ 

第一、新闻报道要以人为本，体现人文关怀。 

新闻要从百姓身边的事入手，表现社会现实，体现人民群众的声音，达到贴近实际、贴近生

活、贴近群众的效果。这就要求新闻工作者不要一味的停留在会议报道、领导排序、照抄领导讲话

稿的做法上，不能只靠凭空的“想当然”，去造新闻，而是应该随着受众的欣赏水准的提高和各种

媒体激烈竞争的需求，打破以往陈旧的观念，概念文风，时时事事从更符合更贴近平民的角度出

发，提高广播的感召力，更好的反映社会民生。 

第二、要抓住新闻点，以客观事实为基础进行报道。 

新闻点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报道角度。角度就是新闻工作者把发现的事实以什么样的着眼点、

侧重点更好的表现出来。新闻报道来源于现实生活，实实在在的现实生活才是新闻报道的基础和前

提。新闻报道不一定需要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在日常生活中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只要你从客观

实际出发，以不同的角度去报道，就会想起意想不到的效果。如有一次，记者去一个乡镇采访，当

时发现在该乡镇的大街小巷，看不到那些赋闲在家的家庭妇女像以往那样三五成群的唠家常，“砌

长城”的情形，甚至看不见大姑娘、小媳妇走街串巷的身影，这引起了记者强烈的好奇心，就想一

看究竟：原来是这个乡镇的大姑娘小媳妇们都搞起了家庭作坊式经济，她们坐在自家炕头上搞起十

字绣，有的人甚至利用几个月到一年时间绣成的作品参加了“奥运作品展”。根据这些记者采写了

新闻报道《自家炕头上的奥运情》并获得了奖项。这就是从小事上着眼，从寻常百姓事上入手，深

入思考，小事里面抓新闻。当然，发现小事后面的大问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需要新闻工作者

不断提高政治敏感度和自身的各方面修养，这样才能使报道达到一定的高度。 



第三、新闻语言要以受众为中心，满足受众的心理需要，使其突显平民化。 

在广播节目里，人和人之间的交流主要是靠语言来完成的。广播不像电视可以利用画面来表现

所要表达的内容，而是更多的要用最直接的语言来进行表达。这无疑就要求广播的语言必须大众

化，作为新闻工作者首先要从听众想知道些什么？了解哪些方面的内容等等百姓角度入手，用平民

化的语言，让听众接受。即使是新闻报道也不要一味的用权威、规范、生硬的语言去表达。新闻的

语言是来源于大众，来源于生活的，但又决不能从生活语言中生搬硬套过来，新闻工作者要对生活

中的新闻语言经过加工之后用口语、通俗、自然、质朴的语言对新闻进行表述，使听众更加易于接

受。在广播新闻中还应加大听众的参与性，拉近听众与媒体的距离，使新闻节目更具平民化。在全

省举办的广播公益广告大赛中，记者就遵循这样的原则，选取的是普通百姓亲身经历的事，用经过

加工的平民的语言表述，使作品在全省获得二等奖。 

在日常工作中，新闻工作者还应采取把听众请进直播间，通过电话、短信等形式使听众更活跃

的参与到节目当中，这样节目也会变得更真实生动、使听众更加喜欢，使广播新闻更具人情色彩，

更具平民化。 

另外，新闻还要从百姓身边的事入手，表现社会现实，体现人民群众的声音，达到贴近实际、

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效果。作为一名合格的新闻工作者，只有心中装着人民群众，把人民群众的

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才能做到关注民生、服务民生、反映民生。事实证明，只有更多的反

映普通人的生活，反映百姓的苦乐冷暖，才能使听众与我们的心更近，才能真正做到上情下达，下

情上达，充分发挥广播优势，使其更好的为受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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