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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心顺，百业兴”。理顺群众情绪，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就能事业兴旺，国泰民

安。为此，新闻传媒要多反映来自第一线的声音，要从人民群众比较关心的问题切入，把经济

和社会生活中的难点、重点和人民关注的热点有机结合起来，使报道发挥上下沟通、释疑解惑

的作用。如当前产业结构调整带来下岗工人骤增，新闻媒介对此作了大量报道，说明在市场经

济条件下下岗和再就业是长期存在的现象，报道下岗人员如何调整择业心态，以及党和政府为

此作出的种种努力与采取的措施，使群众心顺气畅。围绕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些重要问题，新

闻媒介还组织一些探讨式、启发式的讨论，让受众广泛参与。这些都是反映、影响公众舆论的

行之有效的方式。 

  一般来说，公众舆论，是群众对社会问题的一种口头反映，是社会意识形态的雏型，它带

有公开性、广泛性、可塑性、差异性等特征。它既是真实的，又是模糊的；既是生动的，又是

粗糙的；既是不断变动的，又具有相对稳定性，有时还带有某种偏激与盲目。新闻舆论则是一

种比较成熟、稳固、明晰的意识形态，它是公众舆论理性升华后的集纳，具有科学性与规律

性，它大部分表现为宣传政党或领导集团通过集中群众正确意见而提出的决策、意见或主张。

所以，我们要体察群众的情绪，正确地反映公众的舆论，又不能机械地照搬、复制这些舆论，

而是要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上，对公众舆论进行“导航”，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去

统一群众的思想和行为，实现新闻舆论的正确、有效引导。如果把反映舆论与引导舆论对立起

来，甚至崇拜公众舆论的自发性与盲目性，为某些偏激的舆论“火上添油”，那就可能导致新

闻舆论偏离正确的“航向”。 

  正确导向与引导艺术的关系 

  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与讲究引导艺术，也是相辅相成的辩证统一体。前者是新闻宣传的必

要前提，而提高引导艺术，使新闻舆论引导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感召力，使受众爱听爱看，入

耳入脑，则是正确导向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 

  新闻宣传属于意识形态范畴，舆论引导不具备硬约束力，不能强制人家接受。舆论引导是

一个潜移默化、耳濡目染的渐进过程。我们的新闻宣传要影响人、引导人、感召人，就必须改

进宣传方式，讲究引导艺术， 

  提高引导水平。如果我们每天播发的新闻，引不起受众的兴趣，人们不想听，不想看，甚

至产生逆反情绪，那就根本谈不上发挥舆论引导作用。新闻宣传在受众中产生的逆反心理，是

一种与舆论导向相悖的逆向思维，在心理学中称为心理阻挠。报道中的片面性、绝对化、一刀

切，甚至虚夸、失实，人为地拔高；新闻宣传起起伏伏，变化无常；报道上搞“倾盆大雨”，

宣传量过多……凡此种种，都会影响受众对新闻宣传的可信度，致使舆论引导的效果不佳，甚

至产生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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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这些年来新闻宣传工作的经验，笔者认为，新闻传媒要提高引导艺术，应侧重掌握以

下几点： 

  一是要研究受众的心理和需求，注重对社会心态和舆情的调查研究。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

下，受众获取信息的渠道增多，视野更加开阔，思想更加活跃，对新闻与信息的选择能力增

强，不再是单纯接受“灌输”的对象。这就要求传媒学会如何在对外开放条件下进行新闻舆论

的有效引导。另外，新闻传媒要加强对舆情的调查与分析。舆情分析，就是从政治上估量人们

的意愿、信息需求和精神需求，从政治上估量社会心理。新闻工作者要以高度的责任心与政治

鉴别力做好舆情分析，以加强舆论引导的针对性与说服力。 

  二是要保持舆论常态，不刮风，不起哄。过去，我们在宣传方式上的一个缺陷是，为了体

现某种工作意图，新闻媒介在舆论宣传上爱刮风，各种宣传机器“开足马力”，蜂拥而上，连

篇累牍地“快速反映”，汇成强烈的宣传声浪，结果营造出有违实际工作的“热膨胀效应”。

因此，新闻舆论要求保持常态，正确掌握报道规模、数量与频率，努力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媒介对宣传党的中心工作当然要满腔热情，但应从客观实际出发，保持冷静的头脑，用“常流

水，不断线”的渗透方式去引导。 

  三是要讲究辩证法，切忌“木匠斧子一面砍”。引导舆论要力戒片面性，“一面倒”、

“一窝蜂”式的报道，只能使舆论天平失衡。为此，我们在报道中要多一点辩证法。要改变对

事物“非黑即白”、“非好即坏”的简单化评价，既要看到事物的正面，又要看到事物的侧

面、反面；既报成绩，又报缺陷；既报“得”，又报“失”；既报“利”，又报“弊”，增强

新闻舆论对受众的接近感或可信度。 

  四是引导要循循善诱，春风化雨，切忌居高临下、发号施令。我们过去在引导舆论上的缺

憾是指令性用语多，协商启发少；单向灌输多，双向交流少；急风暴雨多，和风细雨少。要正

确引导舆论，就要变训导式的宣传方式为诱导式的宣传方式，变灌输式的宣传方式为启发式的

宣传方式。对群众思想认识的问题，要着眼于疏导，采取平等相待的态度，晓之以理，动之以

情，“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使受众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正确思想的熏陶。 

  五是要把握好报道的“度”，既避免“不及”，又力戒“过头”，切不能为追求所谓“轰

动效应”，而在报道中渲泄情绪，盲目煽风，光顾痛快淋漓，而不留余地，结果给实际工作

“帮倒忙”。引导舆论要掌握火候，把握时机，讲究分寸。如果舆论把握不当，失度甚至失

控，就会引发一些社会矛盾或加剧社会问题。对社会热点、焦点问题，既要敢于触及，又要善

于疏导，不要人为地去“炒热”。对热点、焦点问题要把握其来龙去脉、前因后果，作中肯的

分析和有说服力的解释，使报道起到释疑解惑、活血化瘀、化解矛盾的作用。 

  六是注意舆论分流，切忌千报一面。处在信息时代，新闻传媒的种类很多，手段各异。从

传播方式来说，有报纸、电台、通讯社、电视台、新闻网站等各种传媒。光纸质媒体，就有中

央报纸、地方报纸、群众团体报纸及各种专业报纸等。它们各有千秋，各具优势。因此，从新

闻媒介的总体来说，要针对不同的社会阶层，注意舆论引导的层次性，实施舆论分流。这些不

同的舆论工作以各擅其长，针对不同的受众群体，发挥引导舆论的功能，最终形成舆论引导的

合力，在唱响主旋律的前提下，不同的传媒可奏出各种悦耳的音响，多姿多彩地反映改革开放

的现实生活，切不可千报一面，众口一词。 

 

文章管理：beyondsun （共计 978 篇）     

CDDC刊载文章仅为学习研究，转载CDDC原创文章请注明出处！ 

 相关文章：舆论引导

· 金融危机背景下舆论引导策略 (2009-3-12) 

 



· 努力掌握网上舆论引导的话语权 (2008-7-22) 

· 中国舆论引导面临的十大问题 (2006-6-12) 

· 舆论引导与网络媒体责任 (2003-8-29) 

· 热点问题的舆论引导 (2002-10-10) 

>>更多 

 
╣ 舆论引导要正确把握辩证思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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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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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交 重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