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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则教育报道谈新闻的客观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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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12月1日的《中国教育报》刊发了该报通讯员和记者采写的一篇报道，题目是《究竟是

谁之错》，副标题是《对一起同居怀孕大学生被开除事件的调查》。该文分三部分，用了“起

因”、“变化”、“说法”三个小标题。 

应该说，作为教育部的机关报，对于发生在西南某高校的一女生怀孕被开除事件反应太迟钝

了，广州、北京、重庆等全国各地的报纸和互联网站早在一个星期以前已经刊登了大量报道和

评论，并引起了热烈的讨论。不过，作为机关报，以严肃为基调，这似乎仍可理解，但这篇报

道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倾向性却引起了读者的不满，不少读者向报社打电话，反映该篇报道不

够客观的问题，广大法学专家和教师也对该报的语气和袒护学校的做法表示质疑。那么，这则

报道为什么会在群众中产生不良影响？新闻记者和从事通讯报道的通讯员应该从中吸取那些教

训？其中的问题值得研究 

。 

一、该报道对事件的陈述明显倾向于学校的管理者，而对大学生的隐私权、人格尊严和受教育

权受到侵害缺乏应有同情和关怀，背离了法治精神和时代潮流。 

 本来，新闻的生命在于真实和客观。但奇怪的是，在对这个事件的描述中，该则新闻字里行

间无不强调学校的管理者的做法“正当”，而怀孕大学生及其家长“无理”。如在“起因”这

部分中，反复叙说校医院、学院书记、辅导员对学生的关心和爱护，却全然没有意识到，作为

医疗工作者，把病人的隐私向学校汇报是严重违背医生的职业道德和国家法律的行为。我国多

部有关法律明文强调，“医生和医院应严格保护病人隐私”，“因泄漏隐私而使病人利益受到

严重侵害者，应 追究有关人员的法律责任”。 

在“变化”这一段中，作者强调学校行为的正当性。甚至还把学校的处分意见和单方面的鉴定

结论公布出来：“学校有关部门和老师对他们的行为作了大量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但是二人

对所犯错误认识不到位，仍为自己狡辩，……为了严肃校纪，给予怀孕女学生及其男友勒令退

学处分。”显然，作为高校的处分决定，用“狡辩”这样的词本已有失雅正，在司法文书已经

抛弃类似词汇的今天，高校对学生的处分决定还在使用着这样语言，显然落后于时代。而报道

竟然一字不落地照抄，不能不使人怀疑记者是否在有意为学校制造舆论声势。 

更让人不解的是，这则报道无视法学专家和社会各界的大量不同意见，在“说法”这一部分

中，列举了“某青年问题专家”、“学院赵副书记”、“西南政法大学某某”、“一位老同

志”的观点，这些观点都是一致的，只强调“学校开除怀孕女学生合情合理”，甚至还用了

“相信法院该不会受理此案”这样的语句，试图以此影响司法机关。难道就没有不同的意见

吗？翻开其他报纸，打开互联网，我们就会发现，有许许多多的人，包括大量法学专家是对学

校的做法持批评态度的。互联网上的调查显示，大部分人认为学校的处分过重。许多专家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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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给予怀孕女大学生适当的处分也可理解，但必须有限度。开除处分

是明显的偏激和鲁莽。而且，在这个事件中，学校的工作人员有多出明显的违法行为，1、病

人的检查结果是的隐私，关系到病人的名誉和其他切身利益，校医绝不能予以透漏。如果本校

没有条件医治，应及时将病人转往其他医院。本事件中医生的行为明显违法2、学校在病人身

心健康遭受损害的情况下，竟然逼迫她交待详细过程，并承认自己“道德败坏”，严重侵犯了

学生的人格尊严。婚前性行为自然要反对，但绝不是什么道德败坏的问题。在人们早已讨论大

学生是否可以结婚的问题的今天，对大学生的婚前性行为也理应有一份冷静和宽容。3、开除

学生明显侵害了学生的受教育权。4、大学生怀孕，学校并非没有责任。学校的性教育是否到

位？不得而知。而这些观点和调查为什么不如实地反映到报道中呢？那么多的说法，为什么只

列出一种说法呢？ 

二、新闻报道与新闻评论不同，不能用写新闻评论的笔法去陈述新闻事实。 

新闻评论是就某一新闻事件发表作者的观点，作者支持什么、反对什么，应该观点鲜明，立场

明确，具有强烈的倾向性，否则，那种论点含糊、四平八稳的评论是没谁愿意读的。而新闻事

件报道则与之有着明显的区别，它要求尽量不显露倾向性，尽量以客观的、辩证的态度去解说

事实。如果记者用写评论的手法去搞新闻报道，是很容易出问题的，不但易于引起不同观点公

众的反感，说不准还会吃官司。 

这则报道显然属于新闻，这从记者对事件的叙述和标题就可以看出来，其副标题是“……的调

查”，既然是调查,更应该客观，既要看到学校的管理者的行为与认识，又要看到学生及其家

长的行为与认识，还要看到法学专家和公众中的不同认识，要综合地予以报道。不能只看到一

种观点，看不到另一种观点，只看到一种事实，看不到另一种事实,更不能片面地强调某一方

面正确,某一方面错误。孰是孰非,公众自有评说,法院自会辨清.记者不能充当法官. 

三、新闻记者要有高尚的品德和情怀，要同情弱者，给弱势群体以帮助，而不应做“势利

眼”，成为强势力量的吹鼓手。 

社会对新闻记者有很高的期望，在法制不太健全的社会里，媒体的力量更会让公众有一种敬仰

感。越是如此，新闻记者就越是应该关心人民的愿望，人民的情绪，人民的冷暖，尤其是那些

陷入困境中的人们，处于无权无势地位的人们。在此事件中，学校的管理者显然属于强势力

量，他们掌握着行政权力，而且社会关系广泛，易于处于主动地位，应该是新闻监督的重

点 。相反，被学校踢走的学生和他们的家长此时可以说欲哭无泪，无奈之中求助于司法机

关。当此之时，记者起码也应该有一点同情心，可是，我们读完这则报道，就会发现记者完全

是抱着一种“开除你理由很充足? 

钡男奶 葱醋鞯模 荒懿蝗萌艘藕叮 衙舛琳呋嵊幸饧 恕? 

其实，在发达国家，大学生、中学生怀孕的事情也时有发生。人家学校的做法通常是,如果学

生愿意将孩子生下来,学校应当尊重学生的选择,因为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宝贵的,哪怕一个无辜

的孩子.而且,学校还负有向学生讲解养育孩子知识的责任.如果此时学校将学生开除,将被认为

严重侵犯了妇女和婴儿（胎儿）的人权,社会是不答应的.我们的社会尽管不那么开化,作为高

校的管理者,起码也应该有一点法律常识。有一点对人的关怀,有一点冷静与宽容,尽量维护学

生的隐私、尊严和健康,而绝不能简单粗暴地将学生踢出校园。不难看出,在这个事件中,学校

的做法多处违法。本来,大学是传播文明,教化社会的神圣场所,应该充满了宽容和法治的精

神。法治的真谛是人权,法治的宗旨在于维护公民的生命、人格、自由和尊严不受侵犯,在于最

大限度地实现公民的权利.而该校的做法,显然背离了时代的精神,违反了宪法和法律,侵犯了学

生的权益。这样的道理恐怕并不艰涩吧！ 

因此，我们从这篇报道的失误中有必要吸取教训。应当牢记，新闻的生命在于客观、真实。这

句老话永远不会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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