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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编辑学新编》

前言

　　后记　　撰写一本新闻编辑学方面的书籍，将自己的教学心得与大家分享，是我多年从事新闻教
学与科研的夙愿。虽然目前关于新闻编辑学的书籍已有不少，也都各有所长，给人以许多启发，但总
觉得还不满足，自己对此还尚有话可说。纵观近些年新闻编辑学方面的书籍，多侧重于对某一类媒体
如报纸、广播或电视、网络的编辑单独研究，将它们综合起来阐述的极少。而在电子媒体崛起特别是
网络流行的年代，新闻市场的竞争愈加激烈，编辑作为新闻运作的灵魂，要求越来越高，技能的综合
性也越来越强。将各类媒体都综合起来研究，在总结它们的基本编辑理念相似的背景下，再阐述它们
各自的编辑特点，以图学生在学习新闻编辑课程的时候，尽量在有限的篇幅里拓展他们的视野，掌握
更多一点的知识。因此，我在撰写时尽量全面些，将新闻领域的报纸、图片、期刊、广播、电视、网
络的新闻编辑“一网打尽”，以突出本书的特色。由于出版社篇幅要求的通盘考虑，有些内容特别是
涉及电子新闻媒体的编辑方面，仅谈及了要旨部分，尚不能详细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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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编辑学新编》

内容概要

《新闻编辑学新编》以新闻传播学理论为主，并结合社会心理学、美学等学科理论，较为系统地阐述
了新闻编辑从宏观到微观的基本理论与实务操作。除重点突出新闻传播中的报道策划、选择稿件、修
改稿件、制作标题、编排版面（节目）等报纸、图片、期刊、广播、电视、网络的新闻编辑工作的共
同性外，也强调了它们各自新闻编辑工作的特殊性。 
《新闻编辑学新编》的特色是理论与实务相结合，适合高校新闻专业本科生、研究生学习，亦可供其
他爱好新闻传播的人士阅读。作者的理想目标是将学习者培养成视野开阔、知识结构合理、一专多能
的复合型新闻编辑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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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编辑学新编》

作者简介

邓利平  四川合江县人，新闻学博士，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现为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
授。在媒体做过短暂记者、编辑。从事高校新闻教学与科研20多年。出版专著《负面新闻信息传播的
多维视野》和《审美视野中的新闻传播》，主编《报纸业务新理念探析》，合著《报纸编辑》、《法
制新闻学》、《媒介话语权解析》和《新闻编辑学》等。主持及参与过多项国家和省社会科学基金项
目，发表论文、新闻消息及通讯200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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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编辑学新编》

书籍目录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新闻编辑的演变发展  第二节  新闻编辑工作的内容  第三节  新闻编辑工作的特点  
第四节  新闻编辑的修养及其意识  第五节  新闻媒体的互动第二章  新闻报道策划  第一节  新闻策划的
价值  第二节  新闻策划的类型  第三节  新闻报道策划常用形式  第四节  新闻报道策划避免畸变第三章  
新闻稿件的选择  第一节  稿件选择的必要性  第二节  稿件的真实性  第三节  稿件的新闻价值  第四节  稿
件的社会效果与媒体特色  第五节  选稿注意与失误纠偏第四章  新闻稿件的修改  第一节  修改新闻稿件
的语言要求  第二节  修正内容  第三节  精简篇幅  第四节  拾遗补缺  第五节  改写原稿  第六节  稿件修改
程序及注意问题第五章  新闻标题  第一节  标题的演变及其功能  第二节  标题的类型特点  第三节  标题
的制作  第四节  标题与文体的关系    第五节  标题的一些发展趋势  第六节  标题避免失误第六章  版面编
排  第一节  版面的功能与基本概念  第二节  版式常用类型  第三节  版面组织与编排变化  第四节  版面编
排的一般审美特征  第五节  近年流行版式第七章  图片编辑  第一节  读图时代的选择  第二节  图片的类
型与选编  第三节  图片文字的变化第八章  期刊编辑  第一节  期刊的特点与种类    第二节  新闻期刊的内
容特点    第三节  新闻期刊的版面设计第九章  广播新闻编辑  第一节  广播编辑的内涵与稿件处理    第二
节  广播的声音元素及其编辑  第三节  广播节目的编辑手段  第四节  广播主持人节目的编辑要求  第十
章  电视新闻编辑  第一节  电视新闻中各种元素的运用    第二节  电视新闻节目的编辑制作  第三节  电视
节目的编排与运行  第四节  电视新闻编辑应注意的问题  第十一章  网络新闻编辑  第一节  网络新闻及
其编辑特点  第二节  网络新闻的内容类型  第三节  网络新闻编辑的具体业务  第四节  网络新闻的版面
编排  附录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标点符号用法附录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校对符号及其用
法附录三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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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编辑学新编》

章节摘录

　　3.标题的偏见　　“偏”是指歪斜，与“正”相对。所谓“偏见”，就是偏于一方的主观成见，
指某种不公正的见解。常言道：“偏见比无知更可怕”，可见偏见的危害性。偏见的具体表现便是歧
视。由于历史的积淀，偏见在社会上仍然普遍存在，报纸作为大众传媒、社会公器，理应执公正、良
知之牛耳，不应有任何偏见，并应为制止、消除社会中的偏见而努力。遗憾的是，现在一些报纸上也
不自觉地有着这方面的表现，在标题上出现特别惹眼。　　例如，某报刊发了一篇大学生毕业到民营
企业工作的报道，标题为《大学生“下嫁”民营企业》。“下嫁民营企业”，让人感觉含有歧视性的
成分。“下嫁”一词是过去指门第高的女子屈尊嫁与门第低的男子。以前由于社会观念、经济政策等
方面因素，国营企业的许多条件都比民营企业好，大学生毕业愿选择前者而不愿到后者。现在民营经
济的崛起对国家的发展作用巨大，大学生的就业观也发生了变化，不少人也去民企就业，这是一个好
现象，标题偏偏用“下嫁”一词，这就带有歧视，仍然将民营企业视作经济成分的末流。事实上民营
经济在市场经济构成中越来越重要，理应得到与国企同等的尊重。类似的标题还有《博士生下嫁养猪
场》、《研究生下嫁村小学》等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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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编辑学新编》

精彩短评

1、书不错~就是物流太慢⋯⋯
2、本书还不错，基本观点都讲到了，有自己独特的东西。里面大多数地方都理论联系实际，结合比
较新鲜的例子进行分析。不少举例都是书出版的当年报刊上的，还有近一两个月的，给人与时俱进的
感觉。相比较有的编辑教材，里面的例子都多是八九十年代的，甚至有的还有五六十年代的例子，这
就显得较陈旧了。另外，本书敢于对不少报纸上出现的差错提出批评意见，如书的开头的图片，就是
对我国最权威的报纸上新中国60周年大庆的一个版面色彩安排欠妥的批评。这点也说明了出版社敢于
承担的勇气。
3、很清晰透彻的一本教材
4、老师的书。p.s. 邓老师说话各种听不清。
5、还可以,但是这种东西更新换代还是很快的
6、不多说了
7、又明白了许多
8、看着很不错。条理蛮清晰，例子也很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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