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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记者的创造性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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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创造性思维是一种勇于探索未知领域，敢于提出新问题、新见解的进取性的思维方

式，它充分体现了人类思维所特有的能动性，是打开记者发现力的“金钥匙”。 

  新闻工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具备如下特征：①求异性；②宏观性；③多向性；④开放性；⑤

前瞻性；⑥问题性。 

  记者的创造性思维有两个支撑点：一个是掌握各种理论与新知，一个是扎实、深入的调查

研究。也就是说，靠两个基本功：一是理论的基本功，二是调查研究的基本功。 

  新闻工作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其本质属性要求它必须与时俱进，顺变求新。新闻记者的

职业特点就是不断探求新情况，研究新问题，善于发现鲜为人知的新鲜事实，善于总结解决当

前各种社会矛盾的新鲜经验，善于捕捉给人以启迪的各种新思想、新观点，善于探寻体现事物

发展规律的新趋向。江泽民同志说：“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

力。”新闻工作者需要培养和强化创造性思维，新闻创新是使新闻工作充满活力的不竭源泉，

是新闻事业与时俱进的重要前提。 

  作家孙犁说：“艺术家的特异功能不在反映，而在创造。”新闻记者与作家从事的精神劳

动虽有不同的特点，但应用创造性思维是共同的。记者也应具备这种“特异功能”。当然，记

者应用创造性思维，必须完全恪守新闻真实性原则。记者犹如在百花丛中采集花粉的蜜蜂一

样，通过精心采撷社会生活中的素材，经过创造性的劳动，“酿造”出精神产品奉献于社会，

以精神产品来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 

  创造性思维是一种勇于探索未知领域，敢于提出新问题、新见解的进取性的思维方式，它

充分体现了人类思维所特有的能动性，是打开记者发现力的“金钥匙”。 

  新闻工作的创造性思维，实际上就是新闻工作者作为实践活动的主体，对自身具有的能动

性、创造性的确认。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来看，记者的采访活动是报道主体与报道客体的

矛盾运动。诚然，作为报道客体的新闻事实是第一性的，报道主体无疑要尊重客观事实，在新

闻事实上来不得半点虚假。然而，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是一种能动的反映论，它对客体的反

映并非是机械模写或刻板复录，而是包含了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评价及对发展趋向的预测。报

道要力求回答客观事物是什么、怎么样，今后发展怎么样等问题，不仅要忠实地反映客观实

际，而且要努力揭示事物的内在联系，使受众获得通观全局和预见事物发展前景的能力。而要

做到这一点，就要求记者高扬主体意识，激发创新精神。一个创造性思维能力强的记者，往往

具有强烈的探索精神，能“沉到”事物的核心解剖矛盾。当发现有价值的现象后能“紧追不

舍”，把自己的思维向纵深推进：即由现象“入门”探求其原因，并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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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采访。这种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创新精神，能使记者在报道中胜人一筹。而缺乏创造性思维

的记者，往往因循守旧，思维刻板，满足于在已知的领域内徘徊，因而在报道中提不出新问

题、新见解，只能重复现成的套话、空话。 

  新闻工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具备哪些特征？笔者认为，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求异性。求异性是记者创造性思维的主要特征之一。这种思维在认识过程中往往凝注

于客观事物间的差异性与特殊性，现象与本质的不一致性，已知事物的局限性。求异思维要求

记者的报道不落俗套，善于“同中求异”，有自己的特色、视角和“音调”。屠格涅夫有一句

名言：“在一切天才人物身上，重要的是我敢称之为自己的声音的一种东西，这些音调在其他

每一个人的喉咙里是发不出的。”求异性思维，要求记者在相似的事物中寻找不同点，紧紧抓

住事物发展的新趋势，敢于提出新问题、新见解，在主旋律一致的前提下，发出自己独有的

“音调”，做到先声夺人，勇开“第一腔”。 

  新闻无疑要新。但记者们遇到的难题是：有时不可避免地要重复报道客观世界中发生的某

些本质上相同而又十分重要的事物，对中央的重大决策和方针、政策，也要连续不断地、反复

地加以报道。遇到这种情况，记者要发挥求异思维的功能，从相同事物中寻找不同点，从一般

性中寻求特异性，从比较中寻找个性，善于抓特点，抓角度，善于多侧面、多层次、多色彩地

反映客观事物，善于到无人涉足的领域中去寻觅新闻。比如，我国农村通过清除“左”的思想

影响，落实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发生了巨大深刻的变化，记者围绕农村变革带来巨变这一同类题

材，从相似事物中寻找不同特点：有的写党的富民政策像磁石，把“游子”一个个吸引回来；

有的写农民的粮囤冒了尖和餐桌上的变化；有的透过从家乡寄来的邮包的变化来反映农村改革

的成果；有的则写记者在田头上与农民拉家常，让农民用自己朴实的语言歌颂党的政策好……

这些同中求异的报道，不落俗套，给人以新意和启迪。可见，求异与求新是密切相关的，求异

思维能帮助记者挖掘到真正的新闻。 

  二是宏观性。记者的创新精神离不开宏观思维，即整体综合思维。新闻工作要反映的是一

个存在着广泛联系的开放性的动态体系，新闻记者面临的报道对象也往往是由多侧面、多角

度、多因果“合成”的复杂事物。因此，记者要写出创新报道，就必须具备宏观思维的能力。 

  所谓宏观思维，就是记者能从各个侧面、各种角度全面审视、考察报道对象及其与外部世

界的联系，有通观全局、把握全局的能力。这种思维方式，能把记者“托”到一个制高点，鸟

瞰林林总总的大千世界，从纵览全局中透视问题，“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记者的宏观

思维，具体表现为判断能力、比较能力、透视能力。首先是能对被采访的事物进行正确的判

断，“掂量”出被报道的事物在全局的地位和作用，善于把自己的局部性经验拿到全局中衡

量，揭示典型经验所具有的全局意义，正确估量其新闻价值；同时，借助这种思维，能对被采

访的事物作纵向或横向的比较鉴别，把握事物之间的相似性、特异性及相互联系；能以马列主

义的洞察力来分析复杂的社会现象，透过事物的表象挖掘事物的本质。得力于这种思维，记者

可大大拓展自己的视野，思接千载，视通万里，观古今于须臾，笼天地于形内，握万物于笔

端。运用这种思维写出的报道，既能深入新闻事实的内涵，充分揭示其蕴含的意义和价值；又

能拓展新闻事实的外延，充分说明新闻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和发展趋向，成为有事实、有背

景、有分析的三度报道。近几年，中国报坛崛起的一些构思宏大思想深邃的深度报道，令人耳

目一新，大凡都是宏观性的创新思维的结晶。 

  三是多向性。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教育、科技体制改革的同步深化，各方面相交叉、渗

透、嫁接的现象比比皆是：各种跨地区、跨部门、跨所有制的新型经济实体应运而生。科研单

位和工厂企业喜结“良缘”，使科技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力；教育部门面向社会、面向经济，

在社会实践中唱“大戏”；文化向企业“渗透”，形成魅力四射的企业文化；流通环节向工农

业延伸，形成了农工商相结合的新型商业企业。面对着经济、社会生活中互相交叉、渗透的事

物，记者要写出创新报道，单向型的思维方式显然无能为力，这就要发挥多向型思维方式的优



势。 

  多向型思维呈发散状，能帮助记者从事物的相互联系、交叉中去发现新闻，从事物发展的

不同阶段、不同形态中去挖掘新闻。多向思维能启动创造的闸门，使思维沿着横向、纵向、逆

向发生联动，由某现象某事物而想起其它相关的现象和事物，从而跟踪“追击”，剖析事物间

的内在联系，捕捉到别人寻觅不到的新闻。而单向型思维习惯于在已知的旧路上徘徊，思维呈

收敛状，致使思维萎缩、滞呆，反映在报道上就是平淡无奇，不善于从不同角度提出问题。另

外，多向型思维可帮助记者摆脱单一因果的思维方式。用单一因果型的思维方式去反映客观事

物，是造成报道上片面性、简单化流弊的主要症结。它忽视事物因果链前后左右的关连，把事

物间的因果决定看成断然不二，片面强调事物产生的诸多因素中的一个因素，因而写出的报道

都是“老面孔”。而多向型思维，能帮助记者打破对客观事物“非好即坏”的简单评价，变两

极为多极，变单立面为多侧面，变单一因果为多因多果。在同一篇报道中，可以铸成绩与问题

于一炉，融表扬与批评为一体，既有褒，又有贬；既反映“得”，又反映“失”；既反映

“利”，又反映“弊”。把事物各个侧面结合起来写，呈现出色彩纷呈、交相更迭的态势，从

而给人以新意。运用多向型的创造性思维采写报道，能真实地反映改革的进程，因为改革之路

不可能一帆风顺，改革之举不可能完美无缺，往往是得失并存，利弊共生，只有两利相衡取其

重，两害相衡取其轻。借助多向型思维写出的报道，能更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从

而增强报道的可信性与感染力。在多向思维中，记者要特别重视逆向思维能力的提高。因为逆

向思维能有效摆脱单向思维的机械性，能从相反或鲜为人知的独特视角来认识报道对象，从而

在报道上取得出奇制胜的效果。 

  四是开放性。随着开放的扩大，现代社会的信息、技术、知识正广泛交流，打破了地区、

城市、国家之间的疆域。通过城乡经济体制改革，我们正在建立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新的经济运

行机制，生产、分配、流通、消费之间，工业、科技、贸易、金融之间，正在按内在规律建立

新的联系。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经济融入全球经济的步伐进一步加快。在这种形势下，

记者封闭型的思维方式已不能适应现代社会要求，只有开放性的思维方式才能接受各种信息，

才能研究改革开放大潮中涌现出来的新情况、新问题，从而在报道上独辟蹊径。为此，记者要

广伸“触角”，思维要像“雷达”一样，在360度的空间“扫描”：本地和外地的，本行业及

其它行业的，中央和基层的，国内和国外的……进行全方位的比照、观察和思考。比如，以往

经济报道的偏颇之一就是缺乏开放型思维，往往纵向比较多，横向比较少，与历史比较多，与

世界比较少。进入新世纪，经济全球化成为潮流，各个国家和地区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因此，

要跟上时代的发展，拓宽经济报道的全球化视野，注意从全球经济角度观察经济现象，以国际

眼光来看待经济成就，有针对性、有选择地进行横向比较，揭示我国经济成就在全球中的历史

方位。报道地方新闻也要从国际视角来观察，从更宽广的范围判断其新闻价值。这样，就可以

用创新思路来提升经济成就报道。 

  五是前瞻性。记者的创造性思维离不开前瞻性。处于当今改革开放时代，随着各种信息的

迅速跃动与交汇，受众再也不满足于那些浅层次的动态报道，而是希望了解新闻事件的前因后

果，特别是渴望了解事物发展的趋向与对前景的预告。要满足受众的这种新要求，记者的思维

就要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具备超前思维的能力，把昨天的事实背景与今日发生的新闻事件

联结起来，进而揭示明日发展前景与意义。超前性的创造性思维，就是记者对客观事物率先认

识与预测的能力，是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变化及其走势的洞察能力，它包含了对事物细致的观

察、透辟的分析以及用发展的眼光正确估量等一系列繁杂的思维活动。一些有深度、有见解的

分析性报道，一些“风起于青萍之末”就能敏锐抓住的“先知先觉”的报道，一些展示事物发

展趋向的预测性报道，都要得力于超前思维。一个优秀的记者要创造性地工作，就需要培养超

前思维的能力，通过深入调查研究和科学分析，能预见到形势的发展、变化，及时地在报道上

提出新问题和新见解。 

  六是问题性。一个创造性思维能力强的记者，往往是最善于在报道中提出问题、研究问题

的。一个记者，如果对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不感兴趣，对群众关注的问题冷漠无视，头脑中

不装着问题，不研究问题，那是断然写不出创新报道的。对记者来说，如果没有问题意识，那

 



就没有创新意识。密切关注实际工作与群众关注的问题，下大力气进行调查研究，提出解决这

些问题的新思路、新对策，这是当好一个记者的重要前提条件。处在社会转轨时期，社会上会

出现各种各样的热点问题，这些年来，出现的股票热、“下海”热、追星热、房地产热，令人

眼花缭乱。一些有作为的记者，敢于介入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他们把中央关注的重点、社会

经济生活中的难点同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结合起来，“沉”到改革开放第一线，深入调查，潜

心研究，缜密思考，深挖新闻主题，写出了一批既体现中央精神，又贴近群众的创新之作，从

而赢得了大批受众。 

  记者要培养、提高自己的创造性思维能力决非易事，要靠长期新闻实践的磨练、积累。记

者的创造性思维有两个支撑点：一个是掌握各种理论与新知，一个是扎实、深入的调查研究。

也就是说，靠两个基本功：一是理论的基本功，二是调查研究的基本功。从某种意义上说，记

者的创造性思维，是这两种功底融合的结晶。 

  理论和各种知识是创造性思维的“能源”。新闻，实际上是向人们提供一种认识工具，从

而帮助人们规范自己的行为。新闻，以求新为己任，它要向受众提供各种新信息、新思想、新

动向、新事物。要发挥好这种认知功能，就要求新闻工作者正确运用理论思维，以辩证唯物主

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正确认识反映纷繁复杂的大千世界。渊博的理论知识能

开拓思维的广度与深度。理论知识贫乏就会使记者目光短浅，牵制思维的前进力，使思维萎

缩。思维的深刻性，能帮助记者实现思维的跨越。因为这种思维具有穿透力，犹如医学上的X

光机一样，能洞察事物间的相互联系，并对事物发生的变化及其走向、趋势作出反馈与判断，

使记者获得去伪存真、由表及里、洞幽烛微的能力。记者如果不加强理论储备，把自己囿于旧

知识、老经验的残壁断垣中，就必然阻塞创造性思维的“通道”，导致思想僵化。所以，强化

理论学习，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自己的头脑，善于吸收各种新知，“优化”自己的知识积

累，才能获得创造性思维能力。 

  记者创造性思维能力的提高，是同对实际生活的感受、调查、积累分不开的。如果把自己

封闭于高楼深院，脱离实际，远离群众，沾沾自喜于一得之见，缺乏深入实际探索新事物的热

情，实践有了新的发展，但仍然用自己的主观意图去“剪裁”发展了的客观实际，满足于在家

想点子，出门找例子，回家写稿子，这样就会窒息自己的创新精神。因此，记者一方面要“吃

透上头”，悉心研究大局的发展与变化，通晓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开拓自己的宏观视

野；另一方面要深入调查下情，了解民心民意，把握群众心态，摸准实际工作跳动的脉搏，把

“下情吃透”。尤其是要围绕中央和群众关心瞩目的重大问题，下功夫进行系统、扎实的调查

研究，善于把理论的基本功与调查研究的基本功结合起来，善于把宏观与微观巧妙地结合起

来，这样记者的创造性思维就会胜人一筹。 

 

文章管理：web@cddc.net （共计 2723 篇）     

CDDC刊载文章仅为学习研究，转载CDDC原创文章请注明出处！ 

 
╣ 探析记者的创造性思维 会员评论[共 0 篇] ╠

 

╣ 我要评论 ╠

会员名：    密 码： 

  

 

关于CDDC◆联系CDDC ◆投稿信箱◆ 会员注册◆版权声明◆ 隐私条款◆网站律师◆CDDC服务◆技术支持

对CDDC有任何建议、意见或投诉，请点这里在线提交！  

提交 重写



◆MSC Status Organization◆中国新闻研究中心◆版权所有◆不得转载◆Copyright © 2001--2009 www.cddc.net 

未经授权禁止转载、摘编、复制或建立镜像.如有违反，追究法律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