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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记者的职业素养与职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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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闻记者的职业素养与职业能力，是记者核心素质的具体要求。记者职业的特殊性，专业知识、专业技

能是看家之本，是谋好业不能缺少的条件。新闻记者的人职匹配，当是正确价值导向下事态的、心灵的“合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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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Professional Attainment and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of Journali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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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fessional attainment and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of journalists are the specific requirements of core qualities. The

particularity of journalist career is that the specialized knowledge and skills is the basis and an indispensable requirement for ideal

jobs. Human job matching of journalists is the integration of events and minds under the correct value gui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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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初，全国25 万新闻记者因换证而参加了

“国训”和“国考”。无论是换证还是培训及“国

考”，其实都只是手段，目的仍然是为了全面提高新

闻记者的综合素质，教育和引导新闻工作者认真履

行职责，更加自觉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树立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弘扬先进文化和传递社

会正能量，形成自觉遵守新闻法规、自觉践行新闻

职业道德的良好风气，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

主义服务。[1]可见“国训”不仅是知识技术的更新，

它重在政治意识和政治信念的培养，重在领悟新闻

职业工作者社会责任的担当。“国考”传递的是国家

在新时期对新闻记者的要求，记者“新证”形式上

是换“本”，其实质是换“脑”。按照“国考”的要

求，新闻记者怎样才能达“国标”呢？这是值得每

个新闻工作者认真思考的问题。

一、德才兼备：新闻记者达“国标”的

核心要求
换证对于从事新闻工作的记者来说，确实不仅

是“饭碗保卫战”，也是“荣誉保卫战”，是对自己

工作能力的鉴定，更是对职业的一份坚持。作为记

者，一丝不苟的工作精神，勤劳认真的工作态度，

以及对新闻理想的不断追求，这是由工作形态所内

化的一种职业特征。新闻记者的综合素质是指一个

记者经过长期的锻炼和培养，在政治思想、道德品

质和专业技能等方面所形成的素养和能力。[2]

此次“国培”教材包括6 个专题，即“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新闻伦

理”、“新闻法规”、“新闻采编规范”、“防止虚假新

闻教育”。这是新闻工作者学习的大纲，也是职业

操守的“大纲”，是对综合素质的总要求。作为一

名新闻记者要干好本职工作，首先要充分认识和了

解我国的国情及其特点，深入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相关知识，善于在社会事件中发现、挖掘以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符合的题材，提升新闻媒体的

公信力。

新闻记者只有全面准确地认识国情、读懂国

情，进而培养国情思维，才能在复杂多变的社会事

件中抓住国情本质，立足国情开展新闻报道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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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晓国情，这是正确地看待新闻事实，找准新闻角

度，把握新闻报道的基础，也是写出具有客观性、

现实性及前瞻性报道的理论支点。新闻记者必须坚

持调查研究，在新闻工作第一线了解情况、把握现

实，在实践中深化理论知识，增长实践才干。

“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是新闻记者达

“国标”的一项具体要求。深入到一线，适时关注

与人民生活有切身利益的新闻，关注社会新闻价

值，采访和拍摄出更多基调昂扬向上，内容生动感

人的优秀电视新闻作品，这是新闻记者给人民交出

的合格“答卷”。如《温州新闻联播》开辟的《走

基层听民声》大篇幅地推出了记者在基层蹲点采访

报道，如记者志强、智勇探访文成县“纱面村”的

报道，“纱面村”的纱面远近闻名。几十年来纱面

的产量和价格一直上不去，是什么原因？记者下基

层、听民声，帮其找出的原因是村民做纱面的手艺

是代代相传的，纱面口味不错。但为什么价格上不

去，主要是生产属于手工作坊，纱面没有形成品

牌，生产没有形成规模。之后记者发了一篇题为

“传统产业需要做大做强，形成一村一品”的调查

文章，呼吁政府部门积极推出扶持政策，推进手工

纱面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和市场化的建设，使

之成为农民致富的绿色产业。目前，当地政府全面

采纳了记者的建议，一项新型的纱面产业振兴工程

已经纳入计划和分阶段实施，深受民众的欢迎。

记者能不能做出好新闻是“国标”衡量的标

尺。要写出好新闻，应该具备的素养有四个方面：

一是对新事物的好奇心以及敏锐的洞察力，这既是

一种综合的判断能力，又是一种敏捷的思维能力；

二是对事实的尊重和客观的态度，真实是新闻的生

命；三是深入挖掘新闻信息的行动力，新闻主题要

做出深度、提炼要有新意，需要有“深潜”的耐力

和善于思辨的“脑力”；四是要不屈不挠，有越挫

越勇的勇气。一名成功的新闻记者，既是业务上的

佼佼者，又是心理素质的优秀者，发现高价值的新

闻线索能“穷追不舍”，每逢错综复杂的问题能果

断把控，处理人际关系能得体得当。

二、信息源核准无误：新闻记者的职业

“底线”
新“国培”着重强调了新闻采编规范。为了确

保新闻报道的准确性，防止虚假新闻出现，记者如

何判断和核实新闻的消息源极为重要。

时政报道、新闻热线跟踪及主题策划采访的信

息源具有开放性。但能否真正成为有价值的新闻线

索，记者的“发现能力”和新闻的敏感性是关键。

信息源是对刚发生或将要发生事件的信号，是新闻

的由头。记者对新闻的敏感之重要，是因为新闻信

息源是否具备可用价值全凭此去寻找或捕获有价值

的新闻事件。随着当代信息技术的推广和普及，越

来越多的网络信息源多成为新闻事实的线索，日渐

成为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之一，这也是信息源多样

化的一种具体表现，对此新闻记者应有足够的警觉

和意识。

跟踪新闻，选择新闻目标，能挖掘事件背后的

新闻价值，功夫还在记者的甄别能力。新闻报道的

素材和消息层出不穷，但信息源的真伪鱼龙混杂，

新闻价值的导向和大小也不一样。为了防止新闻失

实与虚假新闻出现，确保新闻报道的准确、真实，

能在新闻事实出现的第一时间准确无误地采集到基

本的新闻事实，第一位的工作就是要认真核实其真

实性和可靠性。近几年来，新闻媒介竞争日趋激

烈，新闻的独家报道和时效性受到特别关注。为抢

独家新闻，有的记者因赶时效往往把“抢新闻”放

到了“核实新闻”之上，这样就容易造成新闻的失

实。所以正确对待新闻的“热效应”考量的是新闻

记者的职业素质。

温州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也是全国的

一座名副其实的“新闻富矿”。外地的媒体每天在

网络上看温州的消息，每当看到吸引人的消息，就

会和我们联系帮忙去核实消息源。比如，2012 年9
月，温州市网络上有传“温州市域铁路一期建设规

划上送国家发改委审批的消息”。由于温州市域铁

路建设是人人关心的事情，央视和省台卫视通知我

们去核实该消息源的准确性。经了解核实，当时确

实有此事，规划已送上级审批，但还没有批复。当

媒体因抢新闻，在国家发改委尚未批复的情况下发

稿，造成这条新闻的主体镜头缺失。电视新闻最大

的特点是图像报道，这也是对消息源最有效的核

实，新闻记者获取新闻事实，既要符合法律规定，

又要符合职业规范。通过合法正当方式获取新闻事

实，才能在报道中使用，否则容易引起诉讼风险和

伦理争议。

可靠的消息源与记者的韧性是独家新闻的两大

抓手。及时发现新闻线索，这样才能抓到鲜活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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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才有可能做出独家报道。但是新闻主题的挖掘

和提炼，则需要记者的洞察力与执着，两者缺一

不可。

三、突发事件采编：新闻记者的“硬

功”体检
突发事件的现场报道和时机的把握，是最能反

映一个电视新闻记者能力的关键点。记者需要在事

件突然发生后在最短的时间内报道出真实、详细和

最有价值的新闻，既能体现一个媒体的采编实力，

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记者的职业素养。突发事件报

道是难度系数较大的报道，它考验着新闻记者的专

业素质、心理素质、责任意识、吃苦精神和人文关

怀意识。每件突发事件的新闻处置，其实都是对记

者专业水准和社会责任感的“检测”。新闻敏感性

是记者完成突发事件报道必备的首要素质，是记者

对新闻事件的高度敏感和洞察，决定着记者报道新

闻的效率和质量。记者要有锐利的眼睛，善于辨别

真假，看清新闻的价值在哪里。一个记者业务水平

的高低，捕捉新闻敏感性能力的强弱很关键。

如1999 年9 月4 日凌晨，受第9 号热带风暴外

围影响，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暴雨突袭温州，4 个

小时的降雨量达到近400 毫米，造成山体滑坡、水

库崩溃、洪水泛滥、城区被淹的突发性洪灾。笔者

在发现情况后，第一时间赶往市防汛指挥部，正赶

上市委书记、市长在指挥部署抗洪工作。于是采制

了抗洪救灾相关报道，并上送浙江卫视和央视播

出。作为新闻记者应对突发事件的新闻报道，“坚

持新闻源于实践”这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基石，

“新闻现场，就是记者的战场”，敏感性和职业的责

任心是不可缺失的。

总之，在全媒体时代，新闻人担负着社会喉

舌、信息传播、舆论导向、文化引领的重要责任。

新闻记者要人职匹配，需要的不仅是专业知识和技

术，人格人品、正确的职业观都很重要。记者的

“国考”，表面上是对从业者执业资格素质进行检

测，拿到“合格证”是一时的事，而要真正从业

“合格”，则需要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不断学习、探

索中才能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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