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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报道的常见逻辑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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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篇新闻报道中，逻辑思维的运用比形象思维的运用更为重要。没有形象思维的新闻报

道顶多落得个如同嚼蜡的骂名；而没有逻辑思维的新闻报道容易出现失真虚假，这是新闻报道

的大忌，涉及新闻的生命问题。新闻报道论证的几种常见问题有：   

  １．报道论证有失偏颇    

  有的作者在新闻报道确定出主题思想后，不是用全面发展的眼光来写报道，而是站在某一

个立场上为某一个因素大做文章，忽略了其他因素的作用。这样的报道给人的感觉是不真实、

不公正。解决这类问题的方法就是，用全面发展的观念来看待问题。    

  ２．报道论证以偏概全    

  有的新闻报道中出现这种情况：在列举出某个局部小地区出现某种新气象、取得某种新成

就之后，就说整个大地区都像某个局部地区一样“形势一派大好”，而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

是假相。这就犯了新闻报道论证以偏概全的毛病。解决这类问题的方法是，在写作新闻报道时

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３．报道论证文不对题    

  有的新闻报道的标题说的是“红”，而正文内容却说的是“黑”。这叫文不对题。这样的

报道乍看让人感觉到主题鲜明，但由于正文的内容与标题“文不对题”，从而影响到主题思想

的成立，最终不驳自倒。解决这类问题的方法是，只拉着一根红线，而且一拉到底。    

  ４．报道论证有悖常理    

  有的新闻报道主观色彩相当浓厚，作者所强加的一些主观的东西，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

是根本不可能出现或不可能发生的。也就是说有悖常理。解决这类问题的方法是，少用或不用

带主观色彩的语言。    

  ５．报道论证说话过满    

  “最”、“都”、“第一”、“开先河”等一些过头、没有回旋余地的词语时常光顾我们

的新闻报道。这类词语是不能轻易说出来的。一些作者既不作调查，也不询问有关权威机构，

仅凭自己的感觉就大笔挥出一些“最”之类的事。解决这类问题的方法是，树立科学的新闻报

道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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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报道论证引发侵权一些歧视性和侮辱性的词语也时不时出现在我们的新闻报道中。新

闻报道中用这类词语是侵权的行为。在越来越尊重人格、尊重人权的今天，这类词语已引起了

全社会的强烈不满，也容易引起诉讼与纠纷。解决这类问题的方法是，媒体要禁用具有歧视倾

向的词语和带有侮辱性的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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