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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新闻媒体典型报道与舆论导向 

时间：2002-8-27 17:27:53 来源：中国新闻研究中心 作者：张健 阅读2015次

  

  典型报道作为我国新闻媒体引导舆论的重要方式，是我国新闻工作的一个特色传统。长期

以来，典型报道做得好不好，已经成为衡量一个新闻单位工作好坏的标准之一。进入新时期以

来，特别是近几年来，典型报道面临的情况有了较大的改变，这对典型报道工作来说，既是机

遇，同时也是挑战。如何在新的形势下坚持典型报道的舆论导向的正确性，是我们应当研究的

重要内容。作为新闻工作最为重要的方式之一，典型报道因其特殊的地位和重要作用，更应该

坚持舆论导向的正确性。  

   新的时期典型报道面临的新挑战  

  一是受众群体价值取向多元化的挑战。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经济成分、分配方式的

多元化，加上转型时期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文化的交融与碰撞，使得社会进一步复杂化

了。在摒弃传统僵化与假大空的同时，人们更趋于务实，趋于创新，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法

制意识都普遍加强，从而引发了道德取向的变化和审美观的多元发展，对事物的判断也脱离了

理想的范式。反映在典型报道上，就是典型身上所蕴含的理想、信念和精神得到的道德认同与

审美认同率的下降，典型功能的实现受到了抑制。  

  二是受众个体意识的增强。进入转型时期以来，中国人的个体意识正逐步苏醒，这是对中

国传统文化中注重群体意识的观念的一种突破。中国人从轻视个人利益得失，转向把在不损害

集体和他人利益的前提下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看作是理所当然，这也反映了转型时期的中国

人对个人价值、个人对群体的作用的强调。人作为社会主体的价值正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在

这种情况下，受众对各种信息都抱着挑剔的眼光，不符合主体道德范式、不能为我所用者，很

难被主体所接受。典型报道在这样的受众心态面前，困难明显地增加了。  

  三是技术手段的进步对受众群体的分化。中国目前互联网的用户将近2000万。网络传播因

其信息量大、传播范围广、所受限制小、交互性强，与传统传播媒体相比具有很大的优势，被

理论界称为"第四媒体"。不管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怎样交流和融合，它对典型报道带来的问题

则是明显的：庞大的受众群体被分解了，传统的受众正被分解成为一个一个极具主体意识的、

具有自我选择能力的信息接受者。此外，由于媒体的发展提供的受众信息选择空间的无限扩

大，如何让受众"接触"到我们的典型报道已经提上了桌面，要解决的已不只是可读性与接近性

的问题。  

  典型报道坚持舆论导向正确的几个因素  

  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必须有正确舆论导向的检验标准，这就是江总书记提出的"五个有

利于"的标准，即是否"有利于进一步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社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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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是否"有利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是否"有利于鼓舞和激励人们

为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和社会进步而艰苦创业、开拓创新"，是否"有利于人们分清是非，坚持

真善美，抵制假恶丑"，是否"有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人民心情舒畅，社会稳定"。具体

来说，典型应该有鲜明的时代性，有现实的针对性，典型的导向应该有科学性，典型报道应力

求思想性，典型报道应该有强烈的人文关怀。  

  首先，典型要有鲜明的时代性。典型是时代的产物，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特点，不同时

代需要有与时代精神相适应的典型来弘扬时代精神，发挥鼓励示范作用，推动时代前进。被称

为"中国现代新闻史上一个里程碑"的"渤2事件"的报道，其背后的时代精神就是对传统"左"倾

思想的打破，在实际工作中确立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反应在新闻工作中，也就是典型报道的实

事求是。徐洪刚、李素云、王廷江、孔繁森、李向群等等一大批新时期的英雄典型，其背后都

体现着典型的时代精神。现时代的时代精神应该包括这么几个部分：一是坚定的理想信念，二

是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三是强烈的道德自律，四是科学的创新精神。在关于盲人

军医和科技英模柏耀平的典型报道选择中，是选择让人同情的军医，还是选择"上天能驾机，

下海能行船"的科技先锋?在"催人泪下"与"催人奋进"之间，时代精神作为重要的参照因素起了

重要作用。结果，柏耀平的报道树立了我军胜利之师、科技建军的新形象，在高校学生中引起

了强烈的反响，都说这一报道坚定了他们对我军的信心。在当代的中国，我们的典型报道应该

强化这样一些观念，谁是民族进步的脊梁，什么是民族自强的途径，什么精神是民族发展的动

力，怎么样树立中华民族的形象。典型报道应该通过弘扬正确的时代精神来确定时代的精神主

旋律，为社会发展和民族进步提供思想上的动力。  

  其次，典型要有现实的针对性。我们党的新闻工作历来强调现实的指导性。典型报道作为

新闻工作重要的组成部分，负有引导舆论的责任，当然更要发挥这一功能。典型报道不管是正

面还是反面，都应该是人们所感、所思、所为的，针对"现实"报道典型，典型才有意义。要破

除传统上认为只要是"好"就能报道，把典型报道等同于表扬好人好事的观念。典型报道的现实

针对性，也就是常说的"抓问题"。以徐洪刚的报道为例。徐洪刚见义勇为、与歹徒英勇搏斗，

当然是"好"的，但这并不是这一典型树立起来的根本原因。根本原因在于，90年代以来，人们

重"利"忘"义"、明哲保身之风日盛，见义勇为成了"稀有产品"，歹徒施暴众人围观而无一人挺

身而出屡见不鲜，这一现实就使得徐洪刚行为的典型价值显现出来了。作为重大典型，对那些

见义不为、麻木不仁者形成了强烈的心灵冲击，引导人们树立社会正气。  

  第三，典型报道的舆论导向要有科学性。典型报道的舆论导向代表着主流的精神方向，典

型精神也就是主流意识所提倡的精神。作为新闻工作的重中之重，新闻媒体一定要对典型报道

的典型经过科学的论证，对其蕴含的精神和精神的影响进行科学的评估，对典型的行为本身要

进行科学的分析。如果典型的精神或者行为的负面影响大于从典型身上获得的精神价值，这个

典型就没有报道的现实意义。我们有些先进单位典型报道，宣传这个单位的领导把改善机关办

公设施的资金用来为基层搞福利建设，说是领导关心基层，这是经不起推敲的。试想，每一项

工作都有每一项工作的资金，专款专用是一个基本原则，你今天能把建办公楼的钱拿来改善基

层福利，明天会不会把基层福利资金拿来做别的用?长此以往，谁能保证后天你不会把单位的

资金拿来充实个人的小金库?挪用公款本身就是违法行为，我们不能为违法行为唱赞歌，不管

他出于什么目的。也就是说，我们在提倡典型精神的时候，这个精神本身和精神所依托的行为

一定要经得起科学的考察。  

  第四，典型报道应该力求思想性。报道典型，一方面要发挥其示范感召作用，一方面要以

其事迹或经验的思想来启迪人，给人以理性的思考。可以说，思想性是典型报道的"神"，思想

的深度就是典型报道的深度。深度报道是典型报道的特征之一，增强思想性是增加典型报道深

度的有效措施，是增强典型报道舆论引导作用的基石。一味罗列事例而不在思想性上下功夫，

典型是"立"不起来的。思想层次的加强，能使报道的意义超出就事论事，指导性就加强了。被

军委副主席迟浩田誉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的离休干部典型于建祥，克服困难办厂、一心为

公不谋私利、严格执法、关心职工等各个方面事迹都较感人，但仅就事论事总让人觉得缺少了

 



什么。经过深入挖掘，终于找到了内在的"动力源"："共产党只有离休干部，没有离休党员，

活到老奉献到老。""党员要上贴党心，下贴民心，让群众从党员身上感受到党的关怀和温

暖。"思想深度就出来了。  

  第五，典型报道要有强烈的人文关怀。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国人的主体意识正逐步增

强，关心普通人的命运，关心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关心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

已经成为从理论界、艺术界到普通百姓的共识。作为要通过影响人们的情感和思想来达到目的

的典型报道，也必须在报道中张扬强烈的人文意识，关心典型作为普通人的情感和作为社会角

色的社会关系。否则，受到主体意识排挤的典型报道，功能作用就不可能实现。典型报道是做

为一种普遍提倡的主流精神来报道，其中的细节也应当经过推敲，对于可能削弱典型报道引导

舆论的力度的事实，即使它是真实的，也应当通过选择而加以摒弃。我们不能提到典型就是父

母生病不回，揣起假条上训练场，这样有典型化的嫌疑。中国人自古以来讲究"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凡事由一己之身推及天下之大，对自己身体一点不爱惜，不是领导工作失

职，就是这人个人的思想上有文章；而不爱父母的人，我们很难想像他的爱国爱岗位，反而会

让人理解为此人会钻营投机。能让人接受的是，典型人物通过协调，不重要的时候也注意一下

自己的身体，父母病了，也可以去看一下，这样让人能接受，既合常理，又不损典型力量，反

而让人觉得更加真实。  

  典型报道坚持舆论导向正确应该注意的几个原则  

  典型报道要有新闻性。这是新时期社会发展特点的要求，也是典型报道要遵循新闻规律的

要求。它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报道的贴近性与可读性，二是报道的信息性，三是报道的

真实性与时效性。《解放军报》曾用六篇消息作为一个整体来推出典型团长冯玉涛，取得了成

功。这是我国用消息形式进行典型报道的第一次尝试。以消息形式报道典型，信息容量大，现

场感强，有利于被受众接受。  

  典型宜精不宜粗。对典型的数量应进行控制。有一段时间，各地都蜂拥推出自己的典型，

典型充斥着各地，大单位大典型，小单位小典型，全国有典型，行业有典型，省有省的典型，

市有市的典型。结果是人们对典型司空见惯，觉得典型也就是那么回事，典型失去了示范感召

作用，变成了单位之间衡量工作的一个标准了。这对典型的功能是一大削弱。  

  典型的面宜宽不宜窄。不要把典型局限于精神文明领域的助人为乐、见义勇为上。人们价

值取向的多元化和社会需求的多层次性，需要更多类型的典型，只要这些典型的价值取向大致

一致就行了，应该提倡典型价值取向多元化。不要对典型的期望过高，不能指望现在的典型能

够一呼百应。当然，这也并不是典型越多越好，典型还是宜少不宜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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