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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新闻媒体对重大事件的舆论引导 

世界上的任何新闻媒体，不论是报纸，还是广播电视，其基本的功能就是反映舆论，
引导舆论。引导舆论朝有利于自己目标的方向发展，是所有国家和政府的共同愿望。在
我国，党和政府对新闻媒体明确提出了引导公众舆论的要求。江泽民同志对新闻界提出
“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这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新闻工作肩负的神圣而光荣的使
命。恪守正确的舆论导向，成为媒介报道的方针之一，是新闻媒体日常工作的一部分。  

重大事件的发生时常是随机的、不可预测的，事件本身又与人们的实际生活和切身利
益息息相关，针对社会上出现的具体现象和具体问题，新闻媒介的任务不是传播单纯的
信息，而是发表意见，影响舆论，给公众提供对事件的某些正确理解，用“宣导”去宣
传主旨，影响人的思想和行为，导引群众，走向正确的途径。公众对媒体的期望不仅是
为了获得可靠的、专门的信息来源，更是为了获得和学习媒体对重大事件的认识和判
断。  

新闻媒体对重大事件发挥舆论引导作用  

所谓新闻舆论的引导作用，实质上就是用新闻舆论去改造和同化公众舆论，以媒体的
立场和观点去改造公众的立场和观点，简言之，就是导致公众“态度的改变”。1在舆论
引导方面，媒体的作用不仅是“反映”、“传达”，更应该是能动的作出有意义的评
价，在党纪和国情的框架内，以自身的立场和观点影响公众的立场和观点。  

就整个社会而言，由于社会问题的存在，突发性和非突发性的社会事件每时每刻都在
出现，它的到来有时十分突然，没有预期性，还具有明显的冲突性和敏感性，涉及到许
多人的切身利益，直接关系到国家、民族、社会的命运；而人们受到事件的刺激会产生
惊异感，引起恐慌和思虑，激起众说纷纭，使许多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卷入到事件中，不
断引起社会的骚动。在社会问题没有得到恰当解决之前，不可避免地引起一部分人街谈
巷议的“耳语运动”，并逐渐发展为整个社会范围的猜测和议论。在这种社会环境下，
新闻媒体对公众的引导，不仅是媒体应主动承担的社会职责，也是公众想要知道事件真
相和正确看待与理解事件的心理需要。一个负责任的新闻媒体该从受众利益的角度考
虑，提高公众对各种信息的鉴别和判断能力，用正确的、健康的观念去强化受众头脑中
原有的那些积极认识，同时驱除和驳斥那些错误的、模糊的、落后的认识。  

例如，在“非典型肺炎事件”报道中，政府和媒介在先期获得资讯时，就要及时介入
稳定民心，达成旗帜鲜明的共识，引导公众的注意力，改变公众的态度，形成积极的舆
论氛围。当公众在人际传播渠道中形成某种讨论热烈的公众舆论时，新闻媒体要及时抓
住这个问题，通过正确的舆论引导，破除了一度满天飞的谣言，疏导和安抚了公众的惶
惑心理，而对这一问题的深入剖析，则弥补了公众对疾病知识的不足，克服了相当多的
市民的偏见，引导公众舆论走上理性的轨道；如果媒体视而不见或故意回避，就会导致
谣言和流言满天飞，舆论出现不稳定状态，甚至引发社会心理的极大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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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本的生存问题解决以后，人们最关注的就是安全问题。利用公众的安全需要进行
新闻舆论引导，可以使公众获得某种程度上的安全感，进而产生对媒体的依赖，愿意接
受新闻舆论的引导。如果媒体无视或刻意回避与公众安全密切相关的问题，不能起到释
疑解惑的作用，那么，它们不仅不能消除公众生活中可能出现的焦虑感和惶惑感，还会
失去公众的信任。新闻传媒引导舆论，就是对待社会出现负面事件和言论时，不仅应该
事实求是的报道真相，提出问题，更应该对问题的发生勇敢的表达自己的立场，要强化
正向舆论，壮大其声势，同时打击负向舆论，减弱其势力，启发公众从谬误舆论中摆脱
出来，增强公众对负向舆论的抵抗力；对待今人困惑的事件，媒介要作出解释，提供指
南或指示，使之易于理解；对待混乱芜杂的事情，媒介要承担过滤、筛选和解释的任
务，用全面、深刻、准确的意见校正公众的思想混乱。在新闻媒介的引导下，正确的舆
论必然会为多数人所接受，进而形成一种意识力量，对立的舆论必然会被淘汰。  

新闻媒体对重大事件舆论引导的几点启示  

1、设置重大事件的议题  

所谓议题设置，是指新闻传媒经过精心策划，突出报道某些包含深意的事实、事件或
问题，使之成为公众议论的焦点，并形成媒介所预期的社会舆论或社会情绪。2大众传播
媒介在一定阶段内对某个事件和社会问题的突出报道会引起公众的普遍关心和重视，进
而成为社会舆论讨论的中心议题，大众传播媒介对改变和坚定受众的态度，对形成一致
的看法，对提高媒介人物的知名度和媒介事件的轰动效应有着强大的导向作用。3马克斯
韦尔•麦考斯说：“从现代新闻学来看，议题设置已明确被认为是媒介应承担的责任。每
个新闻机构都应该仔细考虑一下自己在引导社会舆论时直接或间接的作用。”4新闻媒体
要善于捕捉、追踪和报道重大事件的热点问题——比如，在涉及安全问题时，受到公众
的广泛关注，公众舆论的波动最厉害，震动最大，安全问题本身就是公众最大的切身利
益，是他们最关注的热点——敏锐地分析舆情，了解大众的所思、所虑和所忧，摸清楚
公众最关心、对他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有重大影响力的问题，然后及时准确设定媒体议
程，进行重点报道，同时要善于引导公众正确认识和对待这些热点议程，纠正由偏见、
谣言、流言等所激发而形成的谬误言论，并作出权威、详尽而又令人信服的评论、解
释，发挥释疑、解惑、求真的作用。新闻传媒如果不用来设置重大事件的议题，社会公
众也一定会在另外一些场合自发地将它设置为议题。如果那样，结果只会是消极因素远
甚于积极因素。与其如此，新闻传媒不如因势利导，积极主动地设置问题议程，从而自
始至终的控制舆论导向。  

2、媒体引导的时机  

从传播心理学的角度看，“先入为主”是受众接受信息的普遍规律，是新闻时效性的追
求。舆论引导同样要追求时效性，做到先入为主。在事件发生初期，新闻媒体要先于公
众对重大事件的社会现实情况有正确认识，特别是要对存在的社会矛盾有一个清晰的认
识，表明自己的立场与态度，把最值得公众知晓的事件在第一时间告知公众，要善于审
时度势、动察先机、抓住苗头，以高度的敏感性主动出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再
者，媒介设置议程的最理想状态是与实际发生的新闻事件同步进行，这样媒体就能把握
住新闻事件的发展，不致“缺席”，更不会让事件的发生失去控制。5政府应和传媒一
起，让权威信息尽快公开，让真情大白于天下，大众媒介应及时而强有力地传事喻理，
以确凿的事实和雄辩的论理对错误观点形成强大压力，迫使其向自己方面转化，把尽可
能多的客观信息及时地传递给受众并进行合理的分析。这样，才会降低不确定信息的影
响力，平息传言、谣言，使社会趋于平稳。  

3、媒体引导的效果  



新闻传播质量是决定新闻舆论引导有效性的重要因素。真实地反映舆情，正确地表达
公众舆论，是实施有效引导的前提。在传播过程中要尽量做到信息不模糊、不打折，了
解群众的心态，体察民情民意，以群众情绪为第一信号，了解人们在想什么，说什么，
关注什么，找出其心理特征和需求，力求向舆论主体传递真实、全面、客观、公正的信
息。新闻媒体要注意维持政治压力和公众需求之间的平衡，切实推动公众舆论向真理、
良知的方向运动，维护社会的稳定。无论是对政策的宣传，还是对社会问题的揭露，无
论是突发性的事件报道，还是重大活动的信息传播，受众能否认同媒介的立场和观点，
能否接受新闻传播者对他们的引导，首先在于这种立场、观点和引导所依附的新闻事实
的报道。6真实地报道新闻事实，站在社会大众的立场上客观、公正地营造新闻舆论，维
护公众的权益，要以最合理、最真实的观点去解释事件对于公众的意义。有重要价值的
大事、要事，要选择能凝聚人心、鼓舞士气、扶正祛邪、激浊扬清的事物加以报道。如
果新闻媒介的报道和言论没有准确的事实和公平的判断，既不能形成正确的舆论，也不
能指导舆论。总之，不尊重、不反映民意，新闻媒介就无法引导舆论。 

4、媒体引导的合力 

当众多新闻机构形成共同意见，发出同一种声音，构成社会意见的共鸣，舆论引导的
效力尤其明显。不同媒体的多管齐下、相互补充、相互推动，使人们对同一种意见容易
产生确认感，迅速达成共识，从而主宰了舆论趋势，形成强大的舆论合力。多种媒体的
新闻报道为媒体意见回旋不断增加动力，逐渐强化舆论合力的稳固性。7例如，在现代化
的社会，不可否认有第四媒体之称的网络与有第五媒体之称的手机短信在舆论导向中的
重要作用，电子通讯技术在几天内可以把某种局部意见渲染成全国性的舆论，它们的介
入大大提高了传播效率和扩展了传播范围，使舆论引导更有说服力和感染性。 

5、新闻从业者的职责  

我们党要牢牢掌握舆论引导的主动权，就要求新闻工作者要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
场上，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去统一群众的思想和行为，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必要
时主动引导舆论的方向，探索引导舆论的新途径、新方法，营造良好、健康的舆论环
境，实现正确、有效舆论引导。新闻从业人员在每个社会中都拥有巨大的特权，他们得
到比普通市民更多的信息，他们能利用工作的机会对社会进行评价，对新闻进行处理，
对舆论进行引导，从而影响公众对事件的注意力和思考角度。但是，这种特权应该被用
来竭尽全力地担负起社会的责任，全心全意为人民的知晓权服务，积极地造福公众，力
求获得真理并反映真理。报社的编辑和电台的编导通过日复一日的选择，经过精心考虑
和策划，把握舆情的发展，对社会事件议题设置施加了强大的影响，并运用评价的辩证
思维方式分析社会问题，把群众的不同认识和分散的意见集中起来，唤醒人们的理性知
觉。 

6、政府配合，与时俱进  

在重大事件中，大众传播媒介面临着信任度的危机，就是读者、听众与观众对新闻媒
介的信任度不够，从而反映出公众与政府部门之间信任机制尚未完全建立。新闻界要达
成上述几点，最重要的责任还是在政府。政府的决策人士与执行人员都必须坦然地负起
促进重大事件报道的迅速、公正、公开的责任，以行动验证“三个代表”思想。因此，
随着新的情况和问题的层出不穷，政府要及时调整政策，改变陈旧的新闻管理体制和观
念，为媒体提供政策支持，彼此互相配合，协同作战，使大众传播媒介有助于疏导社会
秩序，真正成为政府与民众沟通和联系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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