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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标题莫夸大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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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3日，《华西都市报》惊曝《网上调查近半数男性已婚者出过轨》，乍看标题，真是一条爆炸性新闻，中

国的老爷们竟如此开放吗？带着疑问细看正文，才知道虚惊一场，感情这个“近半数”说的是调查对象为“知

识层次很高、收入中上等、居住在大中城市、有上网习惯、绝大多数在40岁以下”的一小撮网民，压根与咱普

通小老百姓无关。无独有偶，前段时间广被转载和热议的《北京15%的爸爸“戴绿帽”，替别人养孩子》，很

多人也是在看了正文后大呼上当，原来所谓的15%是指“在一年内北京人委托专家进行亲子鉴定的近600例检

测中，有15％检测结果为排除亲子关系，也就是说北京15％的受试爸爸在替别人养孩子。”类似的说话大喘气

的报道还有《北京过半知识分子家庭有暴力》，内文说的也是“北京发生家庭暴力的家庭中，知识分子家庭占

了一半”。 

这样的标题，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故弄玄虚、夸大其词、言过其实，乃至危言耸听、不着边际。看似“热

闹”和“轰动”，实则无趣和无聊。首先，它违背了新闻工作实事求是的原则，标题是新闻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闻真实应当是包括标题在内的全部真实。再者，剥去标题的刻意渲染，这样的报道内容一般不具有太大的新

闻价值。就其新闻来源而言，权威性、可信性都不是很高，甚至是道听途说、以讹传讹。一些人煞费苦心的炮

制这样的标题，而许多媒体又不遗余力的跟风炒作，并不是因为缺乏常识或工作失误，恰恰是哗众取宠，人为

的制造“看点”和“卖点”。这种对受众的故意欺骗、误导和愚弄，是极不负责任的表现，也是对自身职业精

神和职业道德的亵渎，对媒体的公信力也势必造成非常大的伤害。 

标题是新闻的眼睛、版面的眼睛，常言说“题好一半文”，因此特别讲究鲜活生动、形象传神，但前提是必须

真实、准确、文题一致，切忌一味为了求新、求特、求奇，断章取义、胡编乱造，造成文题不符、词不达意，

甚至完全偏离事实。这样非但起不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反而会弄巧成拙，适得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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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表我的评论 

● 以上评论内容仅代表网友的观点。  

● 请遵守《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他各项有关法律法规。  

● 严禁发表危害国家安全、损害国家利益、破坏民族团结、破坏国家宗教政策、破坏社会稳定、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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