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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闻事业日益发展的今天，新闻采编作为一种创造性的活动，它的成功与否取决于记者、

编辑是否具有过硬的创新能力。有的新闻作品脍炙人口，有的作品却让人难以卒读，这都与作

者深入的观察分析、深厚的知识储备、独特的思维视角、开放的个性心理、丰富的阅历和经验

所构成的新闻能力是分不开的。也只有具备过硬的创新能力，才能多出精品、快出精品。  

  而创新能力来自正确的判断力、新闻敏感力、洞察分析力、发展预见力、随机应变力。  

  第一、正确判断力。这是指迅速作出选择、形成方案的能力，是较强识别新闻价值的实际

决策能力。不管是身临采访现场的记者，还是为人做嫁衣的编辑，发现了有价值的事实或线

索，就需要当机立断定盘子做决定，不允许有丝毫优柔寡断、举棋不定，否则就会因不能及时

做出正确的选择而导致错失良机。2000年11月8日，笔者跟随市领导为“见义勇为英雄宣传

栏”剪彩活动时，发现了这件事本身的新闻价值，于是不直接写市领导的活动，而是写出消息

《给英雄做“广告”》一文，此篇文章在2000年度全省报纸奖好消息中获一等奖。  

  采编人员应根据现场情况变化，选择、确定主题，决定结构，即使记者采访后形成了完整

的稿件，如因情况变化需要，稿件需要重新处理时，也应毫不犹豫地进行改写。  

  当然，正确的决断需要以平常具备的有意识的观察训练基础、厚实的知识积累作保证，同

时要意志坚定，善于分析，对社会有责任感，不然就会造成鲁莽和武断。  

  第二、新闻敏感力。新闻采访中有两种常见的现象：一是记者到了现场，如同进了“太阳

山”，看到遍地都是宝，而失去了选择的能力；二是身在宝山不识宝，这也看不上，那也瞧不

起，最后空手而归。这都是缺乏新闻敏感的表现。  

  新闻敏感是一种职业敏感，是指新闻工作者对产生新闻的条件的认识、判断和预见能力。

有没有新闻敏感，对记者采访的成败有很大关系。有新闻敏感的记者无论看见什么，到处可以

发现新闻线索，总有写不完的题材；而缺乏新闻敏感的记者，要么陷入素材堆里不能自拔，要

么对看到的新闻熟视无睹。要提高新闻敏感力应当从四个方面着手：一要提高理论水平和政策

水平，掌握各方面的丰富知识；二要广泛接触实际，了解实际工作中的情况；三要学会比较，

有鉴别才会有所发现；四要随时随地处于采访状态之中。  

  第三、洞察分析力。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经过细致观察后准确地分析问题的能力。  

  用新闻工作者的术语叫“吃透两头”（上头和下头）。就是要研究客观事物深入发展的规

律，按人们认识客观事物的规律产生报道思想，同时要结合社会上的思想动向产生报道思

·新闻关联论  

·新闻分布论  

·新闻报道的常见逻辑性…  

·记者：肩负社会责任的…  

·浅论记者思维  

·大众传媒如何应对公共…  

站内搜索 登陆 论坛注册



想。  

  这里要说的是有些新闻事件是隐性的，常常隐藏在纷繁复杂的现象背后，难于识别。如何

通过事物的表象，透视事物的本质，就要练就一双“洞若观火”的慧眼，敏锐地识别问题，勤

于思考。许多优秀的新闻作品都缘自作者对生活深入的观察与思考，从而达到透过现象看本

质，展示片断见全局的目的。  

  第四、发展预见力。就是超前地把握事态发展趋势的能力。这种预见能力，并不是一种主

观臆断的能力，而是在客观事物发展中，明确地把握住最有希望成为现实的那种可能。在一定

意义上，预见力是洞察力的向前延伸。  

  但是，预测性新闻的本质不是预测，其要点在于解析说明已有的新闻事实可能导致何种结

果，要求编采人员不仅要注意新闻价值本身，还必须把握事物内在发展规律，必须对未来发展

现实具有前瞻性。需要注意的是，记者预测也要留有余地，不应盲目自信地妄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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