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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创新对高校校报深度报道的作用
——从近三年广 东 高校校报

“

好新闻
”

相关获奖作品说起

王凤 霞

（ 嘉应学皖 校报编辑部 ，广东 梅州 5 1 4 0 1 5
）

；

摘 要 ：在深庋报道产生和形成的过程 中 ，
校报编辑不是简 单的

“

来料加工
”

，
而是要进行精心的

“

再创造 。

”

从近

三年广 东 高校校报
”

好新闻
”

相关获奖作品 出发 ，通过分析与编辑工作相关 的 影响 因 素 ，探讨编辑创新对校报深

庋报道的作 用及相 关路径 ，
从而更好地指导校报发展 ，

活跃校因 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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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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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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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
Ｇ 6 4文献标识码 ：

Ａ文章编号 ：
1 0 0 6 

－

 6 4 2 Ｘ （ 2 0 1 5 ） 0 6 

－

 0 0 9 7 
－

 0 4

高校校报作为高校的权威媒体 ， 是高校思想舆年 ，经过三年的发展
，
参与 的高校逐年增加 ，参评作

论阵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 承担着宣传学校办学成品的总数和质量都呈现上升趋势 。 据统计 ，
2 0 1 1 年

果 、引导思想舆论、活跃校园文化的重要职责 。

⑴在共有 5 5 篇作品获奖 ，

2 0 1 2 和 2 0 1 3 年则为 1 2 0 篇和

当前的全媒体时代
，

校报不仅要与广播 、电视等传 1 2 1 篇 。 同时翻阅报纸可知 ， 专题类报道大多 占据

统媒体竞争 ，
还要与互联网等

“

第四媒体
”

竞争 。 因着核心版面 ，有些校报更直接辟出专版冠以
“

深度
”

而 ，如何彰显校报的独特优势 ，
强化校报的宣传效二字 。 深度报道对校报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

果和舆论引导能力 ，是摆在校报编辑面前的重要课促使校报编辑将深度报道作为
“

制胜法宝
”

或者
“

独

题。 在诸多的校园报道 中 ， 深度报道 由于其解释家品牌
”

的原因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

性 、说明性的优势 ，
能够满足校园读者深层次的信（

一

）深度报道有助 于校报克服 自 身有限的介

息需求 ，已 日益成为校园新闻报道的重头戏 。质条件
，
塑造独特的校园文化品牌

据调查 ，在广东高校校报编辑部中 ，
按照现有长期以来 ，

校报面临着出 版周期长、版面有限 、

的机构设置、人员结构 、工作机制及流程设计 ，绝大信息量不够丰富 、服从行政指令等主客观因素的制

多数还是实行编辑主导制 。 校报编辑直接参与了约 。 组合式的专题报道为校报转化劣势 、挖掘优势

新闻报道 （ 包括深度报道 ） 的理念策划 、题材优化 、 提供了契机。 主题鲜明 、多重角度 、细节翔实的专

编辑整合 、后期加工等工作 。 在一定程度上 ，
校报题报道丰富了校报的表现内容和人文气息 ， 积极烘

编辑的意识创新、工作创新和方向选择等都对深度托了校报作为校园主导媒体的责任担当和人文思

报道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
． 考

，
为校报实现内涵发展 、增强舆论引 导另辟了蹊

纵观广东高校校报作品 ，与深度报道属性相符径 。 这种传播效果是单篇报道无法企及的 。

的有两类 ：通讯和专题 。 其中 ， 专题类作品围绕一（
二 ） 受众阅读心理的深层次变化对校报的编

个统一主题 ，从不同侧面 ，
综合运用编者按 、调査分辑工作提出 了新的挑战

析 、漫画 、图片 、评论等多种方式 ， 对主题进行深入长期以来 ， 校报承担着宣传学校发展、宣扬校

阐释 ，
烘托主题的立体形象 ，与深度报道解释性、说 园文化 、记录历史轨迹等多种功能 ，在

“

大而全
”

的

明性的特质尤为相符 。 因而笔者在本文探讨的深面貌之下 ，深受网络发展影响的读者也在追问校报

度报道 ，主要以
”

好专题
”

类作品为参照对象 。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他们不满于重复信息和被动

信息的接受 ，
他们渴望在价值引领和洞察事实方面

一

、重视并做好冰度报道已成为校报编 收获更多的启迪和共鸣 。 在策划 中形成 ，在事实中

辑的必然选择彰显 ，
在意义中深思的专题报道恰好回应了受ｇ

需

广东高校校报专题类作品的评选倡导 自 2 0 1 1求在认知心理层面的新变化 ，补充了受众对语言文

字在逻辑性 、阐释性、说明性的新要求 。

收稿 日期 ：
2 0 1 5 

－

 0 3
－

1 5二
、从作品出发 ，分析与编辑工作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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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大致统计
，
出现频率较高的话题或内容可细题如何多样化 ，

专题报道形成的源头必然基于某个

分为 ：时代热点 、校园焦点 、杰出教师 、优秀学生、学事件 、现象或人物 ， 而读者对这一事件 、 现象 、人物

习生活 、毕业 、求职、考证 、校园时光 、网络热词等 ，有探究 、追溯 、评论 的需求和可能 。 从舆论学的角

其中有几个显著特点值得引起编辑的重视 ：度来看 ， 引导力可以概括为公众 、议题 、共同意见三

1 ． 紧扣社会脉搏 ， 从时代热点 中寻文章 。 如个要素 。

［
2

］

提高专题报道的指导性 ， 也应从争取更

2 0 1 2 年
，
微博通过便捷的移动终端以迅猛的姿态俘多数量的受众入手 ，通过设置统

一议题 ，逐步引导

获了大学师生的心 ，多篇文章也针对校园微博这一 形成共同意见 。 扣住
“

是什么
”

、

“

怎么样
”

、

“

为什

新生事物发表了 自 己的认识和意见 。 如 2 0 1 2 年的么
”

、

“

如何做
”

这条贯穿始终的信息链 ，指导意义就

《微博
？ 威博 ？

危博》 （ 《广州中 医药大学报》 ） ， 《多能在事实的追踪报道和深入阐述中显现出来 。 在

彩微博 多彩生活＞ （ 《广东工业大学报》 ） ， 《我与微笔者阅读过的获奖作品中 ，
《大学生 ，你合理消费 了

博》 （ 《惠州学院报 》 ）等 。 同样的
，

2 0 1 3 年的年度热吗》 、《探寻大学生爱的密码 》等围绕消费观、奉献爱

词
“

中国梦
”

也催生 了
一

批与之相关的主题文章 （ 计心、考试复习 、创业求职等时代主题或校园热点 ，
通

有 1 2 篇 ） 。 可见
，校报虽然是校园媒体 ，但也一丝过设置共同议题进行引导 ，将读者的阅读感悟和深

不苟地遵循着新闻报道的基本规律 。 将新闻视角人思考有机结合 ， 帮助读者形成正确的价值判断 ，

与社会视角对接
，将校园生活与时代发展交叉 ， 更 引导的意义在潜移默化中得以实现 。

能追索新闻报道的时代属性和社会属性 ，也体现 了 2
． 把握宏观性 ，鲜活深度报道的面貌 。 从编辑

校报在新锐力方面的重要探索 。工作的实用性出发 ，树立宏观视角 ，有助 于编辑在

2
． 围绕校园特色 在师生身上做文章 于学生主题策划 阶段及时洞见报道的走 向 和预期价值 。

而言 ，毕业棘职无難最力关眺具有姨細
“

话题之
一

。 2 0 1 2 年的获奖作品 中 ，
8 篇作品与毕业

大和篇幅宏大两方面含义 。 题材重大的新闻 ， 既具

相关。 《南贿報报 》更錢賴年鮮业作品

入选 。 对带有规律性的校园工作进行反映和描述 ，

既是围绕校园特色 ，关注师生身边人和事的表现 ， ？
也突出 了毕业这

一亘久主题的魅力 。

3 ． 拓宽表现视角 ，在人文关怀上下工夫 。 在新

闻敏感的锻造下 ，编辑的视角也勇于突赚 园这－

地域空 间的束缚 ，转向更深广 的人文视角 。 如 2 Ｇ 1 2

年的一等奖作品 《你好吗实体书店 》 、 《穿梭于街＊ｍ

‘

2 2 2 2 ？^
并 6 6

￣

／ｒｒ
Ａ＊，ｐｊ／／思支的动力驱使下 ，开拓 性在编辑工作 中 的重要性

0 益上升 。 它要求编辑在熟脑■活 和舆论热

5 ＪＬ
＇

ｔ 1 ＩＳ 5 5 －ＳＳＪ 2 Ｓ 2 Ｊ 5 細基础上 ，对整合思维 、创新视角有更多的思考

贿索 。 通过对获奖作品 的分析 ， 开拓性思维在以
■ 7 

ｗ下两个方面初显成效 ：

－是聚焦主题价值 ，进行外

ａ“廿 、 ｍ延拓展 。 当多种视角在 同一主题下得到整合 ，报道

ｏｎ 5
＊

的力量更强 ， 更能形成强大的传播效果 。 如 《大学

？乡者 》

一

文 ’ 既综合了大学生与 乡 土守望者这两
也瞄准了网名 1？ 曰亲民性的天然优势 ，

结 口 相关讨
重视角 ，

横向又有多个专业不同年龄不同身份的学

，
内

ｆ
，形成

＾
年的

、

《

？〒
艮

4 视角 ，
纵横叠加

’
情理交织

，
在人物和故事的展现

5
，

ｉＳＳ 2
，

2

2Ｊ！

子澄 ？》 、 《

“

毛
”

中 ，主题得到升华 。
二是破除 固有思维 ， 寻找新鲜

的异域世界》等 。 精准的定位 ，新锐的话题 ，清晰的
信息 。

“

宅
”

、

＂

学霸
”

等网络词汇的风靡 ， 既展现了
评述 ，

＾
得这类文章具

＾
清新 自然的风格 。

与以麵异的社会生态 ，也被有心的编辑及时化为
（
二

）编辑工作的三个着力点分析
一新鲜素材 。 在主导词的笼括下 ， 鲜活的内容向外界

通过上文分析可见 ， 虽然囿于校园一方 ，
工作 展现了

9 0 后大学生真实的生活状态及他们对 自 我
带有周期性和规律性 ，但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仍具的
有极大的开拓空间 。 如何拓宽表现题材 ，使深度报＿

道的内容更符合时代性 、前瞻性 、接近性的要求 ，恰
二、编 工作对 2＾报道的具体作用

恰对应着编辑工作的三个着力点 。任何一篇报道 ，
都离不开策划 －撰稿

－

编排这
1

？ 把握指导性 ，树立深度报道的灵魂 。 无论主
一

大体固定的操作流程 。 而在绝大多数校报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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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仍然实行编辑主导制的情况下 ， 校报编辑通过发优秀的深度报道希望发挥公信力 、思想力 、感染力

挥 自身的主观能动性 ，对深度报道的制作过程和最等一种或多种力量影响读者 。 作为校 内 的主导媒

终效果发挥着重要作用 。 尤其在前期的主题策 划体
，校报的深度报道始终离不开校园热点 、师生关

和后期的编辑加工阶段 ， 编辑意识、思维 、选择 、整注 、典型人物等重大题材 ， 主动把握了 主导话语权 ，

合 、再创造等与编辑工作息息相关的因素都对深度树立 了权威解读的角色 ，在校内师生心 中打造了较

报道的表现效果有着重要影响 。 这也促使校报编高的公信力 。 同时 ，从编辑意 图 出 发 ， 校报编辑在

辑对深度报道的
“

深度
”

、

“

广度
”

、

“

力度
”

进行全新塑造思想力和感染力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有益探索 ：

的思考。将主题拆分为若干小题 ，指导记者按照预期的意图

（

一

）着眼于深度 ，发挥深度报道的独家优势进行采写 ， 多方合作获得具体可感的新闻信息 ； 整

专题报道在影响力上的优势 ，既表现在观点或合新闻事实 ，为读者提供尽可能丰满丰富的追踪
ｇ

主题的深人性 ， 也包括多渠道信息的贯通融合 。
道 ，起到 阐明 、解释 、剖析 、 预测作用 ；

统筹多种元
“

深
”

字破除 了就事论事 ，
也破除了人所共知 、 简单素 、多方观点 ， 推动报道渐趋深入

；
适 当加入解释

信息的重复 ，不单纯以
“

长
，’

和
“

大
”

取胜 。 它体现在 性 、评论性话语 （ 如评论类文章 ） ， 以逻辑严密的观

开阔的编辑视野 ， 宏观问题和微观事实的交融 闸 点表述弓
丨领读者思考

■

，从而感悟 、受益 。

述 ，也体现在新闻要素经过精心采选的有机呈现 。四 、创新编辑工作的路径思考
就广东的

“

好专题
”

作品而言 ， 大多遵循着组合式报—

ｆ

道的表现形式 ，在深度拫道的开拓方面有着 以下优ｔ
－

ＳＳＳｍＳＩ－ｆ＾ ｆ
势 ：多伽顶 、多角度 、多方位地对报道主题进行立体

式阐述 ，达到各有亮点 、互为补充的传播合力 ；采集

的信息涉及背景 、 事件 、 有关鶴、说明 、願、 ；ｔ

义 、过程 、分析 、前景 、时效 、时态和建设性意见这 1 2

Ｈ
？亩 土里角逐渐代替 ；

在主题策划的框 内 ， 问卷调査 的方

ｉｆｉｆ ｆＳｆｆ
－

ｕＳ 5 式先行 ，既收获了意外的新闻线索 ，也保证了编辑

二？ｍ的实现 ；
对于可被重复谈论的同－话题 ’ 通 ；ａ

注入感情张力形成话题的隽永感……这就为创新

ｎｍ编辑工作提供了可供探索的工作方向 和创新路径 。

化
，

巧
点 明

＾ （

－

） 深思熟虑 ， 高屋建瓴
，

形成基于事实 的独
（
二 ）着眼于广度 ，

丰富深度报道的外在张力

耐 日新月异＿ ：会热点 ，多姿多軸校
ｉ校之贿在差异 ，但也有細之处 。 校 内工

如何通过专题报道这
一新闻载体 ，观照时代 、

＾ 作带有周期性、规律性的特点 ，倘若不细心观察 、大
园 、师生的新变化 ，考量着校报编辑的办报视野和智 胆求证 ，很容易使类似题材

“

千文一面
”

。 观点 的引
慧 。 单以 2 0 1 3 年专题类

－等奖作品为例 ，构造手法 领性 、视角的独特性无疑是－篇报道脱麵 出 的先
多样

，涵括了著名学者 （教师 ） 、学生代表 、课余生活 、 天优势 。 校报编辑理应回应校园题材的新变化 ，忌
考证 、光盘行动 、母校印象、校园美食 （文化 ） 等多种 漠视新鲜事物 的存在 ， 宜紧跟时代前沿

，
记录时代

主题 ，或使人感受到浓郁的时代气息 ，
或具有轻松活 发展对校园变化 、师生心理的辐射影响 ；忌 以简单 、

泼的悦读效果 ，或促人掩卷深思 。 这当中 《华南师大平面的思维描述事物或现象 ， 宜引人多维甚至反向
报》的三篇一等奖作品尤其引人注 目 。 《大学返乡视角 ，在和谐曲中多一些跳跃音符 。

者》以普通大学生的眼光观照乡村的变迁和发展 ，塑（
二

）着重对接受众的阅读需求 ， 打造认同感 ，
形

造了新一代乡土文化守望者的形象 ； 《大学城资源共成品牌效应
享专题》为重新认识大学城的聚合作用提供了

“

接地反哺并驱动校报发展的重要源头永远在受众 。

气
”

的素材 ； 《华师美食专题》则收录了原汁原味的校 一份 自说 自话 、无人问津的报纸 ，引领力和传播力何

园饮食文化 。 它们 的共同点在于打开了校报特色在从谈起。 尽管受众的需求 日益多元化
，
既有趋于功利

于
”

校
”

的编辑视野 ，勇 于与时代 、 社会进行对话 ；善性的实用心理 ，也有涵养道德情操的精神需求 ，更有

于在现实中发现和追问 问题 ，在思考中求索和寻找答追求新鲜 的小众口味
，
但就认知心理而言

，
表现出一

案 ，题材 、时空的开阔感极强 。定的趋同性 ：对新生事物保持高度兴趣和关注 ，对社

（ 三 ） 着眼于力度 ，打造深度报道的核心竞争力会、人生 、 自身有一定的诉求 ，需要有丨质述和回应的出

在
“

内容为王
”

的新传媒时代 ， 深度报道在主口
，渴望就成长 、学习的困惑得到有效指弓

丨 。 不少校

题、内容 、编排等方面的 比拼和追赶也 日 益激烈化 。报在主题策划阶段 自觉地采用了调査问卷之类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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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采集方式 ，使得编辑的主题构思与受众需求有了通和情感关怀交融汇合 ，
正是一些优秀作品的特质 。

畅的对接渠道 。 在调査中 ，来自受众的真实声音被唤如 《南国商学院报》连续两年推出 的毕业专题 ，
切人

醒 ，他们开始 自觉响应或关注相关话题 ，
形成思考 。 的视角各异 ，但营造的情感主线却始终如一 ：眷恋

同时更多的新闻事实以全面 、具体的形象呈现 ，受众不合 、憧憬期待 、 振奋追寻多种情感交织在毕业时

也能更好地认识、了解客观事实 ，倾听多方意见 ，
形成刻 ，

不仅还原了毕业生的复杂心态 ，
也容易被其他

自 己的判断 。 报道的权威性 、可读性也在字里行间巍人群感知 。 珍惜时光 、奋发向上的人文气息也在当

然树立 。中巧妙嵌入 。 专题报道面 向的群体 ，主要还是高校

（ 三 ）巧妙融入人文情怀和故事讲述 ，营造情怀师生 ，找准报道对象 ，摸索报道效应 ，使得定制报道

定制的氛围有了进一步探索的空间 。

虽然校报的深度报道 巳经 自觉考虑到受众需
“

内容为王
”

的报道理念支撑了纸媒的厚重感 ，

求 ，但如何恰到好处地还原编辑意图 ，
也是一件需而深度报道发挥着尤为重要的作用 。 面对传媒生

要花费心思的事 。 近年来 ，故事化的叙述方式在深态的新嬗变 ，
校报编辑理应恪敬职守 ，

创新理念 ，
敏

度报道中屡见不鲜 ，
主要表现为 ：

一是串联典型信锐捕捉校园热点 、焦点问题 ，
在动态信息之外 ，集合

息或细节材料 ，打破报道的平淡性 。
一个好的故事有深度有亮点 、思想内涵丰富的综合性信息 ，

引导

能够长久流颂 ，
根本原因在于符合人类的共同认深度报道走向更为广阔的新天地 ，更加符合读者的

知 ，如共有的经验或共同的情感喜好 。
一

篇具有广新期待 。

泛传播基础的报道内容 ，
亦有相通之处 。 《大学返

乡者》
一

文 ，描绘的对象既包括在假期回乡进行志参考文献 ：

愿服务的大学生 ， 也有选择回家乡 工作的毕业生 。［ 1 ］ 陈擎 ． 新媒体形势下高校校报深度报道的写作 ［ Ｊ ］ ． 新

他们来 自不同地域 ，
不同专业 ，却群体表达了关注 、闻窗 ，

2 0 1 2 （ 2 ） ： 1 0 4 － 1 0 6 ．

支持家乡发展的心愿 。 正是有了这些典型人物和［ 2 ］ 裘新 ？ 党报提高舆论引导力的三个着力点 ［ Ｊ ］ ？ 中国记

散落在字里行间的细节补充 ，才使得报道的基调朴⑷

实却拨动心弦 。 二是注人人文气息和情感关怀 ，
展

［ 3 ］

 5Ｓ
＂

ｆ

现霞的定纖力 。 即使不能兼顾小范围群体对
用［ Ｍ ］ ．北乐 ： 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

个性化信息《求 ，

－篇有髓隨道
，天生鮮

＾＾ ：视

引人共鸣的可能 。 注重培育人文底蕴 ，将人文气息

？

 ／

ＴｈｅＥｆｆｃｅｔｏｆＥｄｉｔｉｎｇ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ｉｎ Ｔｈｏｒｏｕｇｈ
－

ｇｏｉｎｇ
Ｒｅｐｗｔｏ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

Ａｃａｓｅｏｎｔｈｅ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ｒｅｐｏｒｔｓｏｆｔｉｉ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ｎｅｉ＾ｐａｐｅｒＩｎｒｅｃｅｎｔｆｌｉｒｅｅ

ｙｅａｒｓ

ＷＡＮＧＦｅｎｇ
－

ｘｉａ

（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ｏｆｆｉｃｅ
，Ｊｉａｙｉｎｇ 

Ｕｎｗｅｒｓｉｔｙ 

，
Ｍｅｉｚｈｏｕ 5 1 4 0 1 5

 ，
Ｃ＾ ｉｎａ

）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
Ｉｎ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

ｔｈｅ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ｃ＾ｘ
ｎｅｎｔ ｉｎｔｈｏｒｏｕｇｈ 

－

ｇ
ｏｉｎｇ 

ｒｅｐｏｒｔ
，
ｔｈｅ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ｅｄｉｔｏｒｔｒｉｅｓ ｔｏ

ｒｅ－ｃｒｅａｔｅｃａｒｅｆｕｌ ｌｙ
，

ｂｕｔｎｏｔ ｔｈｅｓｉｍｐ ｌ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Ｔｈｅｐａｐｅｒｓｔａｒｔ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ｅｘｃｅ ｌｌｅｎｔｒｅｐｏｒｔｓ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ｔｈｒｅｅｙｅ
ａｒｓ

，

ａｉｍｓｔｏ
ｐ

ｒｏｍｏｔｅＡｉ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ｅｄｉｔｉｎｇ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ｌａｔｅｄ
ｐ

ａｔｈｂ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ｒｅｌａｔｅｄ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ｓａｒｅｓｕｌ ｔ
，
ｉｔｈｅｌｐｓｔｏｂｅｔｔｅｒｇｕｉｄｅ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

ｐ
ｍｅｎｔ ｏｆ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ｎｅｗｓｐａｐｅ
ｒａｎｄａｃ ｔｉｖｅ

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 ｔ
ｙ

ｃｕｌｔｕｒｅ ．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


ｕｎ 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 ； 

ｔｈｏｒｏｕ ｉ^
－

ｇ
ｏｉｎｇ

ｒｅｐｏ
ｒｔ


；

ｉ
ｎｎｏｖａｔ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