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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要注重培养新闻敏感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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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敏感是通讯员在已经发生、正在发生、可能发生的林林总总的客观事物中，迅速而准确地

识别、判断其新闻价值的能力，它是我国通讯员的基本素养，是我们通讯员政治理论水平和业

务水平的集中表现和综合反映，是报道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西方新闻界称新闻敏感为“新闻

嗅觉”、“新闻鼻”、“新闻眼”。 

新闻敏感强的通讯员能从错综复杂的客观事物中识别出哪些是新闻事实，哪些不是新闻事实，

哪些是重要或重大的新闻事实，哪些是一般性的新闻事实。反之，新闻敏感差的通讯员，往往

会陷入“身在宝山不识宝”的窘境，分辩不清客观事物的新闻价值，或者漏掉摆在眼前的重要

新闻，或者把重大新闻埋没在一般性新闻中，那么，如何使我们通讯员较快地、全面地增强新

闻敏感，长上“新闻鼻”，生出“新闻眼”，成为“多面手”和“高产户”呢？ 

一、要注意培养自己较强的注意力 

注意是人的心理活动对一定对象的指向和集中。心理学研究告诉我们，无意注意、有意注意，

尤其是无意注意向有意注意的转化，是养成新闻敏感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新闻敏感的养成，

是通讯员对各种有关事物进行注意的结果。综合素质较高的通讯员，不论是旅游、开会、谈

话、走路、听广播、看电视……都有着高度的新闻警觉，脑子像雷达天线一样，不停地转动，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一切信息都逃不脱他的眼睛，就像渔翁散开大网一样，无“大鱼”时一

切如过眼烟云，有“大鱼”则网住不放，立即调节无意注意转变为有意注意。可见，无意注意

是通讯员新闻敏感的起点和基础。没有这一步，一切便无从谈起，有意注意是有预定目的、必

要时还要作一定意志努力的注意。新闻通讯员对有预定新闻线索的采访，需要集中意志，克服

困难和排除干扰，达到一定的目的，这便是通讯员有意注意的体现。这就像打仗一样，攻击目

标选定之后，便集中兵力加以攻克。可见，有意注意是新闻敏感的中心环节。但是一个通讯员

新闻敏感素质如何，主要表现在无意注意到有意注意事物新闻价值判断的精确程度。如果转化

为有意注意之后，花了时间和精力，却证明新闻价值不大，不值得报道就失败了，证明这个通

讯员的新闻敏感素 

质不高。所谓转化速度，就是对一个事物由无意注意转化为有意注意所花的时间。新闻敏感的

学问，主要表现在这个转化。不该转的却草率转了，表现为“神经过敏”，结果是劳而无功；

该转的没有转，会漏掉新闻，表现为麻木迟顿，是失职的行为，该转的见事迟、反应慢，也是

新闻敏感素质差的表现。 

二、要不断提高自己的新闻业务素质  

具备了抓住新闻的意识，还要具备把握新闻的素质。 

·报料成了我的主业  

·“报料女王”情迷新闻  

·我的“记者”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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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要注意提高自己的知识素养。经验告诉我们，好的新闻作品，是通讯员、记者高水平的知识

素养的产物，知识是珍贵宝石的结晶，新闻则是宝石放出的光辉，如果可以把通讯员的作品比

作流，那么知识的储备便是源，写作技巧只是媒介罢了，如果知识贫乏，写作技巧再高也只能

算是个文字匠。“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知识包括基础知识，专业知识，一般

知识，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基础知识，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他们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无论什么时候不会过时，只有学习好、把握好、理解好，

我们才能胸怀全局，高屋建瓴，从微观思维走向宏观思维，把纷繁复杂的客观事物放在时空大

背景下，放在全县、全地区、全省、全国的大局之下，迅速而准确地掂量出各种采访线索的新

闻价值，不但能抓住一般性的、重要的、重大的新闻，而且能够区分出轻重缓急，把新闻的采

访和写作安排得井然有序，步步深入。 

其次是要善于培养自己的科学思维能力。通讯员在采访中首先要发现新闻线索，接着要挖掘到

有用的新闻素材，然后对材料进行认识分辩、选择、使用，在这一大堆材料里，什么是最精贵

的，哪些是社会需要的，哪些是反映本质的，怎么报道才能在社会上获得最佳效果，解决这些

矛盾，就需要我们的科学思维能力，如果没有这个本领或本领不够强，不善于对各种情况做去

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加工，不善于进行联想，对比分析，综合概括，推

理、判断等思维活动，那就会：第一，可能心里茫茫然，不知道什么是社会上最需要的新闻；

第二，可能找不到有价值的新闻素材；第三，可能采集到了一大堆材料，却消化不了驾驭不

了，做不出正确的判断，写成的稿子或者是主题老是一般化，或者是写成材料的堆砌，讲众说

周知的道理，提人们所共知的问题，写一些正确的废话。而作为一名科学思维能力强的通讯员

能善于理论联系实际，能对现象进行深入的思考，判断是非，抓住要害解决问题，对一些思

想、一些经验、一些典型在萌芽时就会感觉到它们是有前途的，有生命力的，会早下手做准

备，早动手进行采访和报道，相反对一些思想、一些经验、一些典型，也会感觉到它们已经没

有多少生命力了，会在 

别人还热热闹闹报道的时候就放弃它们，要有较强的科学思维能力，就要学习好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认清事物发展规律，把握事物主要矛盾，运用理论指导我们新闻写作工作。 

其三是要具有一定的写作基础知识。我们的通讯员努力提高自己这样一种能力，复杂的事情能

说得简单，抽象的事情能说得形象，枯燥的事情能说得有劲，使行文流畅，让读者看个明白。

想要提高文字水平，一定要多看、多想、多写，别无他法。 

三、要善于发现收集积累信息，搞好新闻储备  

信息是通讯员的第一生命线。因为客观情况是报道的基础，我们通讯员是凭情况而采写新闻

的，不掌握新近发生的情况，我们就写不出新闻来，况且，我们精力有限，所以我们要善于积

累发现信息。 

笔者认为，获取信息的源泉，一是在处理日常事务、检查总结，工作中发现信息；二是从上级

下发的文件、材料中提取信息；三是参加会议听报告，从领导的讲话中发现信息；四是在同事

们身上获取信息。总之，只要条件允许，什么都可以看一看，听一听，做个“每事问”，“宁

可我不用，不可我不知”。有的信息是为了当前报道而收集的，有的是考虑到将来报道中可能

有用而收储的，有的则是为了自己认识某个问题而采撷的，同时我们吸收信息一定还要注意连

续性，不断更新消化，要多思考，多研究，多熟悉，多探索，把自己肚里的东西变成有益于自

己的营养品，成为“富”通讯员，只有手中储备了许多采写的典型题目、素材和线索，才会在

报道时机气候一到时，多写新闻，写出好新闻。 

(李春旺 云南省临沧地区凤庆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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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员要注重培养新闻敏感能力 会员评论[共 1 篇] ╠

记者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我认为作者为了过分强调对通讯员敏感性的培养。其实他和记者在此性质上应

该是一样的，何必分头强调。  

当然我很欣赏作者的观点。有一个建议 [tontsing于2003-8-21发表] 

 

╣ 我要评论 ╠

会员名：    密 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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