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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求异思维”打造个性化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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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新闻界普遍存在着一种对热点新闻的跟风与反复炒作的现象，笔者认为，这种新闻采

写的“求同性”不会产生好新闻，要采写出好新闻，必须用“求异思维”去看待新闻事件，只

有这样，才能打造出“个性化”的好新闻。  

  “求异思维”的最大特点就是追求与众不同，就其本质而言，它是一种创造性思维，是不

满足于现有的思想轨迹而产生的，尤其是在一般人觉得不是问题的事物上看出主要问题，在没

有现成答案的问题上找出新的答案。这种创造性的思维，对于搞好新闻采访与写作十分有

益。  

  那么，怎样培养“求异思维”呢？笔者认为，要从三个方面去努力。  

  首先，要练习朝着不同方向、沿着不同途径去思考问题。在事物的发生、发展过程中，一

个原因可能带来多种结果，一种结果可能由多种原因造成；同一种本质可能有多种表现形态，

一个问题可能有多种解决的办法。如此等等。在采访与写作中，记者应该放开眼光，着力追寻

这多种原因、多种结果、多种形态、多种方法等。最近几年，关于如何对学生进行素质教育的

新闻报道颇多。在诸多的报道中，记者们投放精力最多的就是加强心理素质教育的报道，这在

读者中难免产生“惟心理素质”论，好像只要心理素质提高了，就不会再出现离家出走、自

杀、恶意伤害等种种问题了。而真的是心理素质决定一切吗？在最近的一个新闻热点———清

华大学高材生“伤熊事件”的报道中，加强学生心理素质教育的稿件又铺天盖地而来，然而，

《中国青年报》在分析“伤熊事件”产生的因素时，找到了问题的另一个原因：我们在关于人

与自然的关系的教育内容中有一个错误的定位———人与自然是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而非平

等的关系。在我们的自然教科书里，关于熊的教育是：熊胆可以入药，熊皮可以御寒，熊掌是

难得的美味佳肴……是这样的教育导致了当事人仅仅把熊当成了一种试验品，而不是平等的生

命。这篇稿子在一堆相似报道中脱颖而出，凭借深刻而独到的分析赢得了读者的认可。做一个

优秀的记者就要能够驶出别人为你铺好的轨道，留下自己的轨迹，在作品中打上自己的标

签。  

  其次，要敢于怀疑现成的答案，在对问题进行重新推敲的过程中形成自己的独到的见解。

在采访中，记者常常会得到结论式的材料，是否接受现成的结论决定着能否发掘到深层的新闻

素材，往往就是在质疑和对素材进行分析与整合的过程中，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好新闻。1996

年，黑龙江省电信企业的新业务“200”长途电话储金账号卡业务已经推行了一段时间。据有

关业务部门讲，该业务发展势头很猛，笔者也想写一篇有关这项业务发展的报道。在采访前，

笔者思考了这样的问题：这项业务真的像所说的那样被用户认可吗？业务主管的介绍是否带有

一定的主观色彩呢？通过对用户的多方采访，笔者的怀疑找到了根据，于是笔者带着疑问又去

采访业务主管，这位主管不得不道出一些幕后新闻：因为宣传措施不到位，用户对这项业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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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程度还不够。在充分获取材料的基础上，笔者写出了通讯《雾里看花，魅力难施，我省

“200”业务发展现状探微》，这篇文章获得了当年的“中国邮电新闻工作者协会”好新闻二

等奖。可见，是否敢于质疑，这是对一个新闻工作者综合素质的考察。  

  第三，要善于运用联想、推测、假设等思维方式思考问题。平时思考问题时多用些联想、

推测、假设等思维方式，可以使我们的思路更开阔，也能使我们从“从众心理”中走出来，发

现新的线索。在晚报和一些地方报纸的社会版上，关于“托儿”的新闻频频见报，诸如卖衣服

的“衣托儿”，卖药的“药托儿”，看病的“病托儿”不一而足。这个现象激发了笔者的联

想，在我们通信行业中有没有借机发财的“托儿”呢？通过观察，笔者发现，在移动通信终端

销售领域还真有干这一行的，而且还成了体系。于是，笔者便扮作想买手机的用户，与这班

“托儿”们打了几回交道，在明白了他们的“托儿”术之后，写出了题为《通信市场水深林

密，手机“托儿”混水摸鱼》的消息，该消息后来获得了黑龙江报纸奖等多个奖项。■  

  （作者：侯明北京广播学院郭嵩黑龙江邮电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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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用“求异思维”打造个性化新闻 会员评论[共 1 篇] ╠

南方周末的报道我觉得就挺注重求异思维的，他们的记者总能挖出炒作媒体蜂拥报道背后一些深层的东

西。我觉得南方周末的深度报道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研究的素材 [那泽晗于2004-3-27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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