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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關注時事，閱讀新聞報章，讓我們瞭解社會，瞭解身邊的事

情，閱讀新聞不但能擴大我們視野角度，還能從多元角度思考各種社會現象問題，繼而反思自

身，增加見聞。   

    新聞是我們瞭解世界的視窗。每天都有各種各樣的新聞，通過報紙、廣播、電視、互聯網等

管道來到我們的身邊。隨著時代的進步，科技的日新月異，新聞呈現出更多元化的表達方式和文

本形態，在新聞寫作教學中老師需要把握這種變化，以任務驅動為目標，指導學生進行新聞寫

作，繼而讓學生利用資訊科技軟體，編輯一份完整的報章，培養學生以小記者的身份去採訪、發

現、分析、解決面臨的問題，並在實踐過程中獲取知識，切實提升學生的新聞素養以及寫作能

力。本教案設計以初二生參與由教育暨青年局主辦的國防教育營活動為切入點，將人教版單元一的活

動·探究「新聞活動」為主題，將實踐與國防教育營活動相結合成一個綜合性學習活動，讓學生製作自

己的「軍訓日報」。通過理論與實踐，與時俱進，令學生成為新時代好少年。   

本單元主要通過對不同文體新聞的認識，擬定新聞類型與主題、學習採訪，認識各新聞文體

標題，學習各種新聞文體寫作，最後製作報刊等幾個相關的教學任務。在新聞寫作的課程教學

中，除了要重視學生對基本理論的學習，瞭解新聞寫作的相關知識外，該課程實踐教學的主要目

的就是為了激發學生動手能力和探究的動機，發揮團隊合作精神，把軍訓中的自身經歷與平時所

學的知識有機地結合起來。此外，就是要增強學生自身參與知識建構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培養學

生能有效開展多方面的互動，提升理解、領悟和內化能力。若只通過課堂的文本分析和課後的練

習一定是不足夠的，只有引導學生全面認識課程目標，充分利用多種資訊軟體，甚至跨學科合

作，以具體實踐任務為驅動，鼓勵學生進行多管道寫作實踐。在安排任務後，學生以小組合作探

究的方式推動任務，及時發現問題，需對任務進行反復地修改並進行了後期加工，最後通過口頭

報告形式分享學習過程，展示成果，最終達到學生主體性的完滿。總的來說，就是加強學生新聞

寫作的能力和素養，從而真正實現學生新聞寫作思維的拓展、寫作能力的提升，也就是將任務貫

穿於課程中。 

本單元從認識不同新聞體裁為切入點，進而是寫作的教學實踐，學生通過技能實操、知識內

化、結果反思等，真正把理論教學和實踐教學結合起來。同時這一綜合性學習活動達到澳門初中

中文基本學力要求，包括「聽」、「閱讀」、「說」、「寫作」還有「綜合運用」五大範疇的要求，特

別是「綜合運用」部分。另外，學生體會到了新聞工作者細心，必須以正確的立場、觀點和方法

去報導現實生活中的事實。學生製作自己的「軍訓日報」，在留下軍訓活動的美好回憶的同時，也訓

練了學生各種新聞寫作的相關能力，培養團隊精神﹑合作能力﹑口語表達能力及反思能力等，提升學

生未來的競爭力。 

  



2 
 

目錄 
簡介 .................................................................................... 1 

目次 .................................................................................... 2 

教學進度表 ............................................................................ 3-4 

壹、教學計劃內容簡介 .................................................................. 5-7 

一、教學目標 ...................................................................... 5-6 

二、主要內容 ........................................................................ 6 

三、設計創意和特色 .................................................................. 6 

四、教學重難點 ...................................................................... 7 

五、教學用具 ........................................................................ 7 

六、教學課時 ........................................................................ 7 

七、教學對象 ........................................................................ 7 

貳、教案 ............................................................................. 8-42 

一、第一課時 ..................................................................... 8-11 

二、第二課時 .................................................................... 12-16 

三、第三課時 .................................................................... 17-20 

四、第四課時 .................................................................... 21-26 

五、第五課時 .................................................................... 27-31 

六、第六課時 .................................................................... 32-39 

七、第七課時 .................................................................... 40-42 

八、第八課時 .................................................................... 40-42 

叁、教學評估與反思建議 .............................................................. 43-44 

一、教學評估 ....................................................................... 43 

二、教學反思及建議 ................................................................. 44 

肆、參考文獻 ........................................................................ 45-46 

伍、相關教材 ........................................................................ 47-69 

輔助教學資料 ....................................................................... 47 

一、教學指導紙（第一至第三課時） ............................................. 47-55 

二、教學簡報（第四課時） ........................................................ 56 

三、教學指導紙（第四至第六課時） ............................................. 57-69 

附錄 ............................................................................... 70-104 

教學實錄 ........................................................................... 70 

一、擬定新聞主題並分工 .......................................................... 70 

二、體驗軍訓生活 ................................................................ 70 

三、課堂教學 .................................................................... 70 

四、採訪 ........................................................................ 71 

五、撰寫採訪稿 ............................................................... 72-73 

六、討論並撰寫新聞稿 ............................................................ 73 

七、修改新聞稿 ............................................................... 74-75 

八、製作報刊 ................................................................. 75-76 

九、口語報告 PowerPoint  ..................................................... 77-81 

十、口語報告照片 ............................................................. 82-84 

十一、優秀報刊成品展示 ...................................................... 85-104 

 



3 
 

教學進度表 

作品名稱 製作“軍訓日報” 

-------新聞寫作實踐 

人數 27～31人 

實施年級 初二 總實施節數註 8 節 

實施日期 2019年 11月 26日- 2020年 5月

22日 

每節課時 40分鐘 

科目 語文 科目每週節數 6節 

預計授課日期 

（年-月-日） 

節數 課節 課題名稱 課題內容 課時(分鐘) 

2019 年 11月 26日 1 
第一

課節 

認識新聞文體 學習消息、背景資料、新

聞花絮 40 

2019 年 11月 27日 1 
第二

課節 
認識新聞文體 學習新聞特寫 40 

2019 年 11月 28日 1 
第三

課節 
認識新聞文體 學習通訊 40 

2019 年 11月 29日 1 
第四

課節 

擬定新聞類型與

主題、學習採訪 

組員分工、填寫選題表和

採訪構思表 
40 

2019 年 12月 2日至 

2019 年 12月 7日 
-- -- 軍訓採訪 

搜集素材，軍訓現場進行

簡單採訪 
-- 

2019 年 12月 9日 1 
第五

課節 

認識各新聞文體

標題 
認識並學習擬定新聞標題 40 

2019 年 12月 10日 1 
第六

課節 

學習各種新聞文

體寫作 

鞏固認識各文體寫作特色

與方法 
40 

2019 年 12月 13日 -- -- 交採訪稿 老師跟進採訪情況 -- 

2019 年 12月 20日 

至 

2019 年 12月 29日 

-- -- 寫作新聞稿 
學生組員根據各組選題進

行不同新聞文體寫作 
-- 

2019 年 12月 30日 

至 

2020 年 1月 7日 

-- -- 

上交並修改新聞

稿、介紹報刊設

計 

老師跟進新聞稿情況、給

予意見﹑學生修改新聞

稿、認識報刊設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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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作品總實施節數須符合參選類型之要求，但不包括複習、測驗及考試。 

    因新冠病毒疫情而停課之故，二零二零年五月復課後才繼續課程內容。 

 

 

 

 

 

 

 

 

 

 

  

2020 年 1月 6日 

 
-- -- 蒐集、提交相片 

學生搜集軍訓相片，以及

組員採訪、寫作等相片記

錄 

-- 

2020 年 1月 8日 

        至 

2020 年 5月 15日 

-- -- 製作報刊 
製作報刊成品 

（復課後交） 
-- 

2020 年 5月 15日 

        至 

2020 年 5月 19日 

-- -- 
交報刊成品、 

修改報刊 

老師跟進報刊情況、給予

意見 

學生修改報刊 

-- 

2020 年 5月 21日 1 
第七

課節 

報告綜合性活動

學習內容 

學生口頭報告形式分享學

習過程、展示報刊 
40 

2020 年 5月 22日 1 
第八

課節 

報告綜合性活動

學習內容 

學生口頭報告形式分享學

習過程、展示報刊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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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教學計劃內容簡介 
一、 教學目標  
知識與能力：  

1.學習「消息」﹑「新聞特寫」﹑「通訊」﹑「背景資料」﹑「新聞花絮」新聞體裁的基礎知識； 

2.理解課文、補充工作紙的內容，理清特寫、通訊、消息與背景資料﹑新聞花絮的異同點； 

3.明確並掌握不同新聞體裁的特點以及寫作方法； 

4.在掌握新聞知識的基礎上，學習新聞的寫作手法，提高寫作新聞的能力； 

5.學習新聞採訪，掌握採訪的方法與步驟，以獲得所需的新聞材料； 

6.學習採訪並擬定採訪大綱與採訪問題，瞭解注意事項，學習寫作採訪稿；  

7.學習新聞寫作，並將篩選出的新聞材料整理，撰寫新聞稿； 

8.製作相關項目成品，利用美編功能或手繪，製成新聞報刊； 

9.培養學生的口語表達能力與儀態，展示並推介小組製作的報章成果。 

 

過程與方法： 

1.通過品味、圈點、批註等方法來理解、感知課文內容; 

2.學習新聞特寫、通訊等敘事完整，細節描寫，突出重點，主次分明的寫作手法; 

3.通過具體的實例讓學生相互交流，鞏固並完善各類新聞主體的寫法; 

4.學生已經分好組別（4-6人/組），各組選出一位組長並以小組形式展開研討主題; 

5.學生在合作探究中討論並擬定新聞主題、標題、相互交流; 

6.學生在合作探究中學習新聞主體的寫法，安排好新聞結構； 

7.學生完成報章的製作，並用 PPT 匯報的形式向全班展示成品﹑製作過程﹑所遇困難與解決方法等。 

  

情感態度與價值觀：  

1.培養學生關心社會時事良好習慣； 

2.培養學生團結一致，發揮團隊合作精神； 

3.培養學生熱愛新聞及新聞工作的感情；  

4.體會作者的愛國之情，學習中國健兒刻苦訓練、勇於拼搏的精神； 

5.感受自豪激動的愛國之情，體會中國人民軍隊在創新中不怕犧牲，勇於探索的精神； 

6.透過成品的展示，能增強學生的自信心與成就感。 

 

初中中文基本學力要求： 

A-1-1 能認真地聆聽，從中獲取所需資訊； 

A-2-1 能理解他人的說話內容，並能抓住要點； 

A-2-4 聆聽時能思考需要交流討論的問題，並在適當時候提出自己的看法； 

A-2-7 聆聽後能根據需要，整理有用的資料； 

B-1-1 說話自信而有禮貌，態度自然大方； 

B-1-2 有明確的說話目的，關注聽者的反應； 

B-1-3 在日常學習生活中，勤於思考，勇於發言；通過會話來深入學習知識和運用知識； 

B-1-4 能對自己所說的內容和觀點負責任； 

B-2-1 發音正確、清晰，語調、音量和語速適當； 

B-2-2 能把握說話主題，清晰地陳述事實，介紹過程，說明事物，表明觀點，做到言之有物； 

B-2-3 說話有條理，注意語言的邏輯；能運用恰當的開頭、過渡和結尾； 

B-2-4 說話時，能配合適當的表情和肢體語言，加強表達效果； 

B-3-1 能清楚、有條理地講述見聞或事件過程，並有自己的看法； 

B-3-7 能按照要求，面向群體，作 2 分鐘的即席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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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8 能按照要求，先作準備，面向群體，發表 4 分鐘的演講，主題明確，條理清晰； 

C-5-2 能在電腦上簡單編輯漢字文本，以滿足生活和學習的基本需要； 

D-1-2 通過閱讀，增長知識，開闊視野，思考人生，促進自我發展； 

D-3-1 能快速略讀、瀏覽文章，把握文章的關鍵資訊； 

D-3-2 能對所讀的多種資料略加分類或歸納； 

D-4-1 能理清文章思路，概括要點，把握主要內容； 

D-4-3 能利用上下文語境，理解關鍵語句的含義； 

D-5-4 能欣賞文學作品的主要寫作特色和修辭技巧，品味作品中富於表現力的語言； 

E-1-2 能根據不同的寫作目的和讀者特點，確立文章的主題、體裁和表達方式； 

E-3-2 能通盤構思，寫作前擬定提綱； 

E-1-4 能通過自我反思和接受他人建議，借助語感和語言常識，修改完善自己的作文； 

E-2-4 用字正確，語句通順，書寫規範，文面整潔； 

E-3-3 能根據寫作目的和寫作物件，選擇寫作材料； 

E-3-6 能恰當運用記敍、描寫、說明、抒情、議論等表達方式； 

E-4-4 能根據學習和生活的需要寫作應用文； 

F-1-1 在中文學習中重視聽、說、讀、寫全面發展，互為促進； 

F-1-2 在中文學習中重視拓展知識文化視野，關注中文學習與其他學科的聯繫，提升綜合素

養； 

F-1-3 樂於參與中文實踐活動，在實際應用中提升中文素養和社會生活能力； 

F-2-1 能在教師的指導下和同學共同策劃簡單的中文實踐活動，做到有計劃、有分工、有合

作、有成果； 

F-2-3 能關心學校、地區和國內外大事，就共同關注的問題交流討論，並能運用文字、圖表、

圖畫、照片或多媒體展示討論成果。 

 

 

二、主要內容  
本校每年都會參與由教育暨青年局主辦的國防教育營活動，本學年我們嘗試將人教版的探究主題

活動「新聞活動」的實踐與國防教育營活動相結合成一個綜合性學習活動，讓學生製作自己的「軍訓

日報」，透過新聞寫作，深刻地記錄軍訓生活情況，加深對軍訓的體驗與感悟，從而提升學生對國家的

認識，增加學生對祖國的歸屬感及對保衛祖國的軍人的崇高敬意。藉此也訓練學生各種新聞相關能

力，培養團隊精神﹑合作能力﹑口語表達能力及反思能力等，以提升學生未來的競爭力。 

     
 

三、設計創意和特色 
1.學習新聞採訪，掌握採訪的方法與步驟，以獲得所需的新聞材料； 

2.學習新聞寫作，將篩選出的新聞材料整理為新聞稿； 

3.製作相關項目成品，利用美編功能或手繪，製成新聞報刊； 

4.學習團隊合作，發揮合作精神； 

5.透過活動加深學生對軍訓的體驗與感悟，提升學生家國情懷。 

 

課程實踐教學的主要目的就是把軍訓活動結合語文單元探究為綜合性學習活動，激發學生動手能

力和探究的動機，提升「綜合運用」的能力，發揮團隊合作精神，以小記者的身份去採訪、發現、分

析、解決面臨的問題，並在實踐過程中獲取知識，切實提升學生的新聞素養以及寫作能力，最後製作

一份具備獨特意義的「軍訓日報」。 

 

http://www.yuwen12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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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學重難點  
1.掌握各類新聞體裁，擬寫新聞標題、內容的方法與步驟； 

2.擬定新聞類型與主題，掌握採訪的方法與步驟，構思採訪的內容； 

3.學習新聞的寫法，選擇合適的新聞載體，提高寫作新聞的能力； 

4.口頭報告內容要求充實﹑有條理、有邏輯，有展現作品亮點。  

 

 

五、教學用具  
課本(人教版語文初二上)、工作紙（自編工作指導紙）、投影器、電腦、互聯網視頻、PPT簡報。  

 

六、教學課時  
八節（每節40分鐘） 

 

 

七、教學對象  
初二級學生，每班 27-31人，共 5 個班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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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教案 

一、第一課時 

班級 初二 單元名稱  單元一  活動·探究 

日期 2019年 11 月 26日 課題  認識新聞文體——新聞消息﹑

新聞背景資料及新聞花絮 

總節數 8 節次  1 

學生已有知識 學生已在第一段學習了課文「《首届諾貝爾獎頒發》(新聞消息)」,知悉新聞閱

讀首先要抓住新聞六要素，了解新聞的構成要素及新聞語言的特點，初步知道

新聞有分五種體裁。 

教學目標 【知識與能力】 

複習鞏固已學的新聞消息，並認識新聞背景資料及新聞花絮。 

【過程與方法】 

1.提前佈置教學資料《失業漢北捷斬傷四人被捕》作為鞏固練習，讓學生理清

文中的六要素﹑結構及語言特點。 

2.課上講述倒金字塔式消息新聞稿結構，講解練習《失業漢北捷斬傷四人被

捕》，檢查並鞏固學生是否掌握新聞消息文體的知識點（六要素﹑新聞結構）,

並以另一則新聞消息作補充。 

3.介紹新聞背景資料及花絮的內容，並以範文為例，讓學生掌握新聞背景資料

及花絮的特點。 

【情感態度與價值觀】 

有助培養學生關心社會時事。 

【重點難點】 

鞏固「新聞消息」，了解「新聞背景資料」及「新聞花絮」的特點。 

4.遷移運用：學習寫消息（完整、準確瞭解事件；合理安排結構；語言力求準

確簡明；確定新穎、醒目的題目）。 

配應基力要求編號  A-1-1能認真地聆聽，從中獲取所需資訊； 

A-2-1能理解他人的說話內容，並能抓住要點； 

A-2-4聆聽時能思考需要交流討論的問題，並在適當時候提出自己的看

法； 

A-2-7聆聽後能根據需要，整理有用的資料。 

D-3-1能快速略讀、瀏覽文章，把握文章的關鍵資訊； 

D-3-2能對所讀的多種資料略加分類或歸納； 

D-4-1能理清文章思路，概括要點，把握主要內容； 

學習資源  練習紙﹑指導紙、ppt簡報 

學習評估  1.利用練習《失業漢北捷斬傷四人被捕》，檢查學生是否掌握新聞消息文體的

知識點（六要素﹑新聞結構）。 

2.課堂結尾提問學生，檢驗學生是否掌握消息﹑新聞背景資料及新聞花絮的特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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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

分

配 

學習內容/ 

【配應基力】 

活動程式 備註

/ 

教學

資源 

3’ 第一部分 

鞏固消息 

 

課 前 準

備 ： 學 生

已提前閱讀

新聞《失業

漢北捷斬傷

四 人 被

捕》 ,並完

成練習紙 

【A-2-1 能

理 解 他 人

的 說 話 內

容 ， 並 能

抓 住 要

點】 

溫故知新 

1.提醒學生已於上一段學習了新聞消息《首届諾貝爾獎頒發》，因此

「消息」部分以鞏固為主。 

提問 1：消息定義是什麼? 

答：迅速、簡要地報導新近發生的事實。 

提問 2：消息的組成有哪五部分? 

答案：標題、導語、主體、結語、背景五部分。其中前三者是主要部

分，後二者是輔助部分。 

提問 3：消息有什麼特點? 

答案：立場、觀點要鮮明，內容真實、具體，反應迅速，語言簡明準

確。 

 

2.確認學生已提前完成練習《失業漢北捷斬傷四人被捕》。 

ppt

簡

報、 

指 導

紙 

16’ 講解《失

業漢北捷

斬傷四人

被捕》練

習內容 

 

【A-2-1 能

理 解 他 人

的 說 話 內

容 ， 並 能

抓 住 要

點】  

 

 

 

 

 

 

 

一﹑閱讀策略--通過運用分析、歸納的方法，把握本文的重點處 

透過提問方式讓學生回答，確認學生能夠正確圈點出新聞《失業漢北捷

斬傷四人被捕》中的六要素，整體把握了新聞的內容。 

人物 二十七歲郭姓男子 

時間 二十日晚八時五十七分 

地點 臺北捷運中山站四號出口處 

原因 1.長期失業 

2.常被同住的阿姨嘮叨，鬱悶情緒無處發洩 

經過 持刀隨機斬人 

結果 被民衆與保全人員制服 

 

二﹑講解消息新聞稿結構──倒金字塔式 

１）導語：消息開頭的第一句話或第一段，

它扼要地揭示消息的核心內容。 

 

如新聞稿的六要素（即事件、人物、時間、

地點等），有時也包括原因和方式明確提出，

另外還可能有對活動結果及影響的說明。 

 

２）主體部分：是消息的軀幹，它用充足的

事實表現主題，是對導語內容的進一步擴展和闡釋。 

指 導

紙﹑ 

ppt

簡報 



10 
 

 

 

 

 

 

 

 

【D-3-1 能

快 速 略

讀 、 瀏 覽

文 章 ， 把

握 文 章 的

關 鍵 資

訊】 

 

 

【A-2-7 聆

聽 後 能 根

據 需 要 ，

整 理 有 用

的資料】 

 

 

 

【D-4-1 能

理 清 文 章

思 路 ， 概

括 要 點 ，

把 握 主 要

內容】 

 

【D-3-2 能

對 所 讀 的

多 種 資 料

略 加 分 類

或歸納】 

 

三﹑透過提問學生及老師補充，歸納《失業漢北捷斬傷四人被捕》的新

聞結構，及指出各部分結構的作用 

標題：讓人們對新聞有所瞭解。  

○1 導語：扼要地揭示新聞的核心內容。 

○2 ○3 主體部分：以目擊者角度叙述嫌犯郭某的犯罪過程及被制服的經過。        

作用:用充足的事實來表現主題，對導語內容進行進一步的擴展與闡釋。 

○4 背景部分＋結語：叙說郭某的身世背景及精神狀況。         

作用:加深對新聞的認識和理解，深化新聞的主題。使讀者對消息的理解、感

受加深，從中得到更多的啟示。 

 

四﹑讓學生閱讀另一則新聞消息《我校初中部隆重舉行“漢字聽寫大

賽”決賽暨頒獎儀式》,梳理本則消息的結構 

 

1.標題概括了所要報道的事實，“隆重”突出了活動的盛大熱烈。 

2.○1導語：不僅概括了事實，還揭示了活動“激發了同學們寫準、用好

漢字，提升自身文化修養的熱情”的意義。 

3.○2○3主體部分：除了介紹決賽和頒獎儀式活動外，還較詳細地介紹了

活動的相關背景及整個活動的過程，使讀者對系列活動有了較全面的了

解。 

 

五﹑小結上述關於新聞文體「消息」的重點 

14’ 第二部分 

新 課 講

解：認識

新聞文體

——新聞

（一）什麼是新聞背景資料 

新聞事實之外，對新聞事實或新聞事實某部分進行解釋、補充、烘托的

材料，以幫助人們理解新聞事實含義﹑緣由﹑意義，或增加新聞趣味。 

 

（二）新聞背景資料的特點 

指 導

紙 

ppt

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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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資料 

 

【A-2-1 能

理 解 他 人

的 說 話 內

容 ， 並 能

抓 住 要

點】 

【D-3-1 能

快 速 略

讀 、 瀏 覽

文 章 ， 把

握 文 章 的

關 鍵 資

訊】 

 

 

新聞背景資料選取的該是讀者會感興趣、而不加讀者又難以理解之處。 

 

例：若當天的主要新聞主題為「杭州亞運會吉祥物今全球徵集」，除了

通訊﹑新聞特寫﹑消息外，可以補充如「亞運會歷代吉祥物」﹑「運動會

吉祥物的由來」等新聞背景資料。 

 

（三）讓學生快速閱讀新聞背景資料範文《歷屆亞運會吉祥物長啥樣？

杭州亞運會吉祥物拭目以待！》，把握新聞背景資料的特點 

 

分析：開首作引入：聯繫當天主要報導的新聞主題「杭州亞運會吉祥物

今全球徵集」，引出本文主題——「歷屆亞運會吉祥物梳理」。 

內容安排: 引出本文主題幾屆吉祥物介紹受歡迎程度市場價值。 

 

*注意選材: 

a)亞運有十屆，每屆都講會顯得繁冗，所以挑幾屆有代表性的來說，第

一屆﹑我國舉辦過的兩屆﹑最具話題性的一屆。 

b)表述的內容除了一般資訊外，還可以加入一些影響類﹑價值類﹑意義

類的內容，讓讀者對新聞主題獲得更深入的認識。 

7’ 認識新聞

文體——

新聞花絮 

 

【A-2-1 能

理 解 他 人

的 說 話 內

容 ， 並 能

抓 住 要

點】 

 

 

【D-3-1 能

快 速 略

讀 、 瀏 覽

文 章 ， 把

握 文 章 的

關 鍵 資

訊】 

 

一、什麼是新聞花絮  

新聞花絮指零碎而饒有風趣的記事報導。作為一種側記，是大事件的小

鏡頭，發揮輔助主體新聞的作用。它的存在新聞內容顯得更豐富。 

 

二、新聞花絮的特點 

a.文字簡短:一般只有二三百字，有的僅幾十字，三言兩語再現當時的

場面。 

b.內容新穎:或寫奇聞軼事，或寫趣談佳話等。 

c.現場感強:大多是記者通過現場觀察攝取的“特寫鏡頭”，人物的言

語行動，音容笑貌刻劃逼真，活靈活現。 

 

三﹑讓學生快速閱讀新聞花絮範文，把握新聞花絮的內容特點 

 
分析：上文運用人物動作描寫﹑場景描寫等，將政府官員彎腰道歉之際

突然天降大雨的「異象」寫得活靈活現，所以能夠成為讀者們的一時趣

談。 

ppt

簡

報、 

課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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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課時 

班級 初二 單元名稱  單元一  活動·探究 

日期 2019年 11 月 27日 課題  認識新聞文體——新聞特寫 

總節數 8 節次  2 

學生已有知識 1. 學生已預習了課文。 2.學生已認識了消息的文體。  

教學目標 【知識與能力】 

1.瞭解課文內容，欣賞作者捕捉瞬間的畫面動作，揣摩新聞特寫的寫法。 

2.理清特寫與消息的異同點，明確特寫這一新聞體裁的特點。  

3.掌握新聞特寫這一新聞體裁的基礎知識並進行撰寫。 

【過程與方法】 

1.通過品味、圈點、批註等方法來理解、感知課文內容。 

2.學習本文妙用修辭、連貫的跳水動作，動靜結合、正面與側面結合的寫作手

法。 

【情感態度與價值觀】 

體會作者的愛國之情，學習中國健兒刻苦訓練、勇於拼搏的精神。 

【重點難點】 

本則新聞重點採用特寫的手法及其帶來的作用。  

配應基力要求編

號  

A-2-1能理解他人的說話內容，並能抓住要點； 

A-2-4聆聽時能思考需要交流討論的問題，並在適當時候提出自己的看法； 

B-1-3在日常學習生活中，勤於思考，勇於發言；通過會話來深入學習知識

和運用知識； 

D-1-2通過閱讀，增長知識，開闊視野，思考人生，促進自我發展； 

D-3-1能快速略讀、瀏覽文章，把握文章的關鍵資訊； 

D-3-2能對所讀的多種資料略加分類或歸納； 

D-4-1能理清文章思路，概括要點，把握主要內容； 

D-4-3能利用上下文語境，理解關鍵語句的含義； 

D-5-4能欣賞文學作品的主要寫作特色和修辭技巧，品味作品中富於表現力

的語言； 

學習資源  課本、視頻、投影器、指導紙。  

學習評估  1.課堂提問；  

2.瞭解學生對新聞特寫文體的掌握程度；  

3.區分特寫與消息的異同點； 

4.鞏固新聞特寫這一新聞體裁的基礎知識並進行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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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分配 

學習內容/ 

【配應基力】 

活動程式 備註/ 

教學資源 

2’ 課前檢驗： 

教師檢驗學生

課前預習的成

效，引導學生

到“特寫”主

題上。 

一、 導入活動：完成練習 

1.本文的文體是？A.消息  B.特寫  C.通訊  D.花絮 

答案：B.特寫 

2.作者抓住了哪一個瞬間進行生動形象的描述？  

答案：抓住了跳水姑娘呂偉奪魁，展現的生動畫面來進行描述。 

課本、 

工作紙 

1’ 題目講解： 

從修辭角度賞

析新聞標題的

命名與含義。 

 

 

 

二、分析新聞標題的重要性 

1.文章以“‘飛天’凌空”為題有什麼妙處?  

答案：敦煌壁畫中著名的“飛天”是飄飄欲飛的仙女， 以“飛

天凌空”為題，比喻跳水姑娘如仙女般優美絕倫，增加了特寫的

文采，使動作更加可視可感。  

課本 

2’ 背景介紹： 

背景的講解更

有助於學生對

文本的快速理

解，並且此則

新聞被評為全

國好新聞一等

獎，更值得學

習。 

 

【D-1-2通過閱

讀 ， 增 長 知

識 ， 開 闊 視

野 ， 思 考 人

生，促進自我

發展】 

 

 

三、背景講解 

《“飛天”凌空》是一篇新聞特寫，這是記者夏浩然、樊雲

芳寫作的新聞，最早見於《光明日報》。這則新聞即時地記錄了

前中國跳水運動員呂偉在 1982年新德里亞運會上奪冠的情景。

記者別具匠心地選用了百餘個動詞，堪稱精當運用動詞的新聞經

典範文，它不僅讓我們瞭解了新聞，而且還具有美學價值，因此

作品被評為“全國好新聞一等獎”。  

投影器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A8%8A%E4%BA%91%E8%8A%B3/748749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A8%8A%E4%BA%91%E8%8A%B3/748749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5%89%E6%98%8E%E6%97%A5%E6%8A%A5/8085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6%B0%E9%97%BB/289002
https://baike.baidu.com/item/1982%E5%B9%B4%E6%96%B0%E5%BE%B7%E9%87%8C%E4%BA%9A%E8%BF%90%E4%BC%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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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整體感知： 

考核學生對這

則新聞特寫報

導事件的概括

能力；著重抓

住抓住呂偉跳

水動作來的場

面來刻畫，並

以此作為重點

來講解。 

【 D-3-1 能 快

速略讀、瀏覽

文章，把握文

章 的 關 鍵 資

訊】 

 

【D-4-1能理清

文章思路，概

括要點，把握

主要內容】 

 

四、文本整體感知 

就此則新聞特寫而言，它對“何人”“何地”“何事”等新

聞要素一筆帶過，通篇以表現“如何”為主，這正是新聞特寫的

重要特徵。作者運用特寫的方法，描繪呂偉跳水的動作，讓讀者

如親臨其境，在得知呂偉奪冠的同時，也明白呂偉是怎樣奪冠

的。 

1.本文按照什麼順序來記敘的？ 

2.按照時間順序為該則新聞劃分層次： 

第一層次(第 1段)：呂偉站在 10 米高臺的前沿，準備跳水。  

第二層次(第 2－4段)：細緻刻畫呂偉起跳、騰空、入水的跳水

動作。  

第三層次(第 5－8段)：寫了觀眾的反應和讚歎以及現場的氣

氛。  

簡而言之，文章按照“準備—起跳—騰空—入水”的順序，

逐一描寫，極具鏡頭感。然而，按照新聞體裁以及教學目標的需

要，著重詳細講解第二層次。 

課本 

16’ 品味語言： 

抓住重要段落

（ 第 2 － 4

段），鎖定關

鍵語句，明確

特寫這一新聞

體裁的特點，

品味當中的精

妙 。   

 

【A-2-1能理解

他人的說話內

容，並能抓住

要點】 

 

 

【A-2-4聆聽時

能思考需要交

流 討 論 的 問

題，並在適當

時候提出自己

的看法】 

 

五、重點段落的析解 

1.什麼是特寫？ 

特寫：“特寫”一詞借用電影學中的術語，指電影中拍攝人像的

面部、人體的一個局部、一件物品或物品的一個細部的鏡頭，對

報導的某些局部做突出的重點的描繪。新聞特寫，是以集中突出

筆法，進行形象化的描繪，再現新聞事件的主要事實，“放大”

和“再現”新聞。 

 

舉例說明：綜藝節目《跑男》楊穎是否真吃的特寫鏡頭。 

 

總結特寫：特寫不是去展示事件的全部，而是選取那種最具有意

義的片段，動靜結合，讓人們通過一個個具有代表性的畫面，獲

得對其前後經過的瞭解，反映事物特徵或事件發展的高潮部分。 

 

2. 新聞特寫主要把精彩的瞬間場景固定下來，從捕捉瞬間這一

點來看，文章主要展現了呂偉跳水時哪些生動的瞬間？  

答案：作者將呂偉連貫的跳水動作分解為起跳、騰空、入水三個

課本、 

互聯網視

頻 



15 
 

 

 

 

 

【D-4-3能利用

上下文語境，

理解關鍵語句

的含義】 

 

 

 

 

 

 

 

 

 

【D-3-2能對所

讀的多種資料

略加分類或歸

納】 

 

步驟，注意描寫，猶如慢鏡頭重播。 

 

3.根據以上呂偉跳水的三個步驟，請結合文章內容具體分析。 

答案：呂偉跳水前“沉靜自若”，準備跳水時“輕舒雙臂，向上

高舉”、“輕輕一蹬”、“向前翻騰一周半”、“空中轉體三

周”、“哧”一聲“插進碧波之中”，完成“5136”，獲得 9.5

的高分成績。 

這一細節描寫，生動形象地描寫出了呂偉整個跳水動作的完美、

精彩，令人難忘。 

視頻連結：中國跳水皇后——郭晶晶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vXQCYwOWo0 

加插視頻有助於學生對於特寫鏡頭的理解，文字加畫面更加有代

入感，到寫作時暫態能抓住鏡頭的核心畫面。 

 

 4. 文章除了正面描寫跳水的場面以外，還寫了哪些內容？有什

麼作用？    

答案：還寫了外國記者的讚歎，觀眾震耳欲聾的掌聲、歡呼聲以

及印度觀眾的驚訝，這些都屬於側面描寫，襯托出了呂偉跳水動

作的完美。同時將整個特寫推向高潮，也將體育健兒奮力拼搏、

為國爭光的主題突顯出來。 

 

 

 

5’ 難點探究： 

考察學生對新

聞特寫的掌握

程度，進而為

新聞特寫作總

結。 

【D-5-4能欣賞

文學作品的主

要寫作特色和

修辭技巧，品

味作品中富於

表 現 力 的 語

言】 

六、深層探究 

1.記者在撰寫本則新聞時，重點採用了何種手法？有何作用？  

答案：新聞特寫借鑒了影視手法，將物件鏡頭化，所以能產生很

強的可視性，人們常把它稱為“視覺新聞”。通過描繪，讓讀者

將文字的內容轉換為可視的畫面。新聞特寫，一定來自新聞現

場，記者再現當時的新聞場景，把特定時間、特定地點的典型

人、典型事或典型場面描繪出來，使受眾如臨其境，產生視覺、

聽覺等眾多的感官衝擊和心靈感應，從而獲得鮮明而深刻的印

象。 

工作紙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vXQCYwOWo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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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拓展延伸： 

鞏固新聞特寫

這一新聞體裁

的基礎知識並

與 消 息 作 比

較。 

 

【B-1-3在日常

學習生活中，

勤於思考，勇

於發言；通過

會話來深入學

習知識和運用

知識】 

 

 

七、能力提升 

1. 撰寫新聞特寫時，務必令受眾如臨其境，產生視覺、聽覺等

眾多的感官衝擊，充分還原“現場”的表現。把重要的事件、人

物的肖像、語言、行動等畫面記錄下來；此外，場面的動靜也不

可遺漏。  

 

2. 小試牛刀：圖為“聽了可怕的謠言”。（只需口述 60 字的特

寫鏡頭） 

 

3.完成課後的工作紙“新聞特寫”。 

工作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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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三課時 
班級 初二 單元名稱 第一單元  活動探究 

日期 2019年 11月 28日 課題 認識新聞文體——通訊 

總節數 8節 節次 3 

學生已有知識 學生已初步學習新聞的定義、分類、特點。  

學習目標 【知識與能力】 

1.瞭解課文內容，欣賞作者詳略有序地敘述，抓住重點來描述，揣摩新聞

特寫的寫法。 

2.理清特寫與通訊的異同點，明確通訊這一新聞體裁的特點。  

3.掌握通訊這一新聞體裁的基礎知識並進行撰寫。 

【過程與方法】 

1.通過品味、圈點、批註等方法來理解、感知課文內容。 

2.學習本文敘事完整，突出重點，主次分明的寫作手法。 

3.學習本文運用修辭，場面描寫、細節描寫，富有表現力、感染力。 

【情感態度與價值觀】 

感受人們自豪激動的愛國之情，體會中國人民軍隊在創新中不怕犧牲，勇

於探索的精神。 

【重點難點】 

兩則新聞重點採用通訊的手法及其帶來的作用。  

配應基力要求編號 A-1-1 能認真地聆聽，從中獲取所需資訊； 

A-2-1 能理解他人的說話內容，並能抓住要點； 

D-3-1 能快速略讀、瀏覽文章，把握文章的關鍵資訊； 

D-4-1 能理清文章思路，概括要點，把握主要內容； 

D-5-4 能欣賞文學作品的主要寫作特色和修辭技巧，品味作品中富於

表現力的語言； 

學習資源 課本、投影器、指導紙 

學習評估 1.課堂提問；   

2.瞭解學生對通訊文體的掌握程度；   

3.知道事件通訊和人物通訊的區別；    

4.鞏固通訊這一新聞體裁的基礎知識並進行撰寫。 

 

 

時間

分配 

學習內容/ 

【配應基力】 

活動程序 備註/ 

教學資源 

3’ 老師回顧新聞的

分類，引出授課

主題---通訊。 

 

 

 

 

 

 

一、導入活動：介紹定義、特點、分類 

1.新聞的分類有哪幾種？ 

答案：消息、特寫、通訊、花絮、特寫。 

 

2.本文的文體是？  

答案：通訊。 

 

3.如何知道是通訊？ 

答案：記敘詳細，報導完整。 

課本、 

工作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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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納特點 
 

【A-1-1能認真

地聆聽，從中獲

取所需資訊】 

 

 

介紹分類 

 

通訊是記敘文的一種，是報紙、廣播電臺、通訊社常用的文

體。  

通訊是對新聞事件、人物和各種見聞的比較詳盡生動的報

導。它不僅告訴人們發生了什麼事，而且交代事情的來龍去

脈，以及情節、細節和有關的環境氣氛。 

 

 

通訊一般分人物通訊、事件通訊、概貌通訊、工作通訊 

 

20’ 學生閱讀範例了

解事件通訊特點 

 

 

 

引入背景資料 

 

 

概括文章內容： 

考核學生速讀與

概括能力，對文

章有初步的理解

---知道通訊主

要任務是“講述

新聞故事”。 

 

 
【D-3-1能快速

略讀、瀏覽文

章，把握文章的

關鍵資訊】 

 

【D-4-1能理清文

章思路，概括要

點，把握主要內

容】 

 

歸納結構特色： 

作者善於渲染氛

圍，長於鋪墊蓄

勢，充分突出新

聞事件本身的扣

人心弦之處。 

 
【D-5-4能欣賞

文學作品的主要

二、介紹事件通訊範文-------《一著驚海天 

----目擊我國航母艦載戰鬥機首架次成功著艦》 

 

2012 年 9月 25日上午，遼寧艦經過十次試航，在中國船舶

重工集團公司大連造船廠正式交付海軍，中國終於有了第一

艘自己的航空母艦。這篇通訊記錄的就是 552號殲-15戰鬥

機著艦的經過，向我們展現了這驚心動魄、振奮人心的 

“一著”。 

 

整體感知： 

1.老師讓學生速讀課文，了解內容： 

這篇通訊再現了我國航母艦載戰鬥機首駕次成功著艦的過

程，展現了宏偉的場面，表現了人們自豪激動的心情，表達

了熱烈赤誠的愛國之情、報國之志。 

 

2.通過精讀，逐段分析，歸納層次： 

第一層：(1-4)交代時間、地點及事件的重要性。  

(1-2): 檢查甲板，做好著艦準備。  

(3-4): 交代這次飛行的重要性和降落的風險性。  

 

第二層：(5-20)詳細敘述了艦載機降落過程 。  

(5-17): 艦、機默契配合。  

(18-20): 艦載機成功降落。 

 

第三層：(21-26)著艦成功的重大意義及人們的激動心情。  

 

3.老師帶領學生總結本文內容結構特點： 

一、敘事完整，鋪排有序  

二、重點突出，主次分明  

三、文風平實，脈絡直觀 

 

品味語言： 

4.老師利用文章的精美字句和段落，帶領學生體會如何文字

之間帶出情感，寫出現場感： 

例如，第 4段，航母就像汪洋中的一片樹葉，在海上起伏行

課本、 

投影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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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特色和修辭

技巧，品味作品

中富於表現力的

語言】 

 

 

 

 

透過定格畫面、

細緻描寫等，我

們可知記者是從

高空中目睹了 

“航母就像汪洋

中的一片樹葉”

的場景。 

 

理解“場景結

合”式的通訊寫

法 
【A-2-1能理解他

人的說話內容，

並能抓住要點】 

 

進，飛機每次著艦都面臨著生與死的考驗。運用比喻，寫出

著艦的難度，突出飛機著艦的危險性。 

 

例如，第 19段，第一句運用對偶和比喻，增強文章氣勢，

生動形象地表現了戰鬥機著艦時的浩大聲勢，具有感染力。 

 

第 19 段對驚心動魄的一幕進行細節描寫，生動形象地描繪

出戰鬥機著艦的情形。 

 

補充：現場採訪中，記者獲准進入遼寧艦艦島塔台這一最佳

位置採訪，得以從這個最佳視角見證我國航母艦載戰鬥機首

次著艦的全過程，掌握了艦、機兩方面的大量新聞事實。 

讓學生感受事件通訊如何展現了宏偉的場面，表現了人們自

豪激動的心情，表達了熱烈赤誠的愛國之情、報國之志。 

 

本文是通訊還是新聞特寫？ 

本文屬於通訊，因有比較明顯的開端、發展、高潮、結局的

故事結構：戰艦航行、等待戰鬥機是開端，艦機協調、準備

降落是發展，戰機下降、成功著艦是高潮，人群狂歡、爭相

合影是結局。而新聞特寫一般集中描繪一個場面或瞬間，本

文則包括了多個場面、多個瞬間。 

2’ 學生初步意識標

題的重要性 

 

 

 

在理解全文的基礎上，老師引導學生回答，留意標題的重要

性： 

 

“一著”是指我國利用阻攔索使航母艦載戰鬥機首架次成功

著艦， 

“驚海天”生動地寫出了此舉造成的影響之大， 

“海天”既是指航母艦載戰鬥機著艦的大環境，也指整個世

界。 

以此做主標題，強烈的鏡頭畫面感躍然紙上，“一著”“驚

海天”對比鮮明，很容易讓讀者心頭一震，激發讀者的閱讀

興趣。 

投影器 

15’ 學生閱讀範例了

解人物通訊特點 

 

標題形式 

 

在事件通訊基礎

上，鞏固內容概

括能力。 

 

 

分析文章，理解

人物通訊特點：

三、介紹人物通訊範文-------《我把自己的心留在新疆的

土地上》 

 

標題以“對象+事件”形式簡潔地概括內容。 

 

整體感知： 

1.老師讓學生速讀課文，聯繫標題，了解內容： 

這篇通訊報導了他在一年的援疆工作中的經歷，抓住其中的

典型事例和細節，表現了人物的愛心和無私的奉獻精神。 

 

2.通過精讀，逐段分析，歸納層次： 

介紹人物的身份，用人物的語言引起下文。 

工作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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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準典型事例，

通過人物正面描

寫，表現人物的

精神。 

 
【D-3-1能快速略

讀、瀏覽文章，

把握文章的關鍵

資訊】 

 

區分事件通訊與

人物通訊 

 
【A-2-1能理解他

人的說話內容，

並能抓住要點】 

 

 

霍東方初到新疆所見，引用描述更真實。 

抓住典型事例進行特寫，表現了霍東方的愛心和奉獻精

神。 

抓住細節，報導事蹟，凸顯其博大的胸懷和無私的愛心。 

用人物語言結尾，擲地有聲。 

 

3.老師帶領學生歸納人物通訊的特色： 

這篇人物通訊以援疆醫生霍東方的話為線索，透過事件，表

現了人物的愛心和無私的奉獻精神。 

 

人物通訊，就是以報導人物為主的通訊。它著重揭示人物的

精神境界，通過寫人物的事蹟，反映出人物的思想。 

 

事件通訊，就是報導典型的新聞事件。寫事當然離不開事件

有關的人，但它不像人物通訊那樣著力刻畫人，而是以事件

為中心，在事件的總畫面中，為了寫好事來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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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四課時 

班級 初二 單元名稱  單元一  活動·探究 

日期 2019 年 11月 29日 課題  擬定新聞類型與主題，學習採

訪 

總節數 8 節次  4 

學生已有知識 1.學生已認識了各種新聞文體。  2.學生已瞭解新聞的構成要素及特點。 

教學目標 【知識與能力】 

學習新聞採訪，掌握採訪的方法與步驟，以獲得所需的新聞材料。 

【過程與方法】 

1.學生已經分好組別（4-6人/組），各組選出一位組長並以小組形式展開

研討。 

2.在老師的指導下，學生們組內討論並擬定新聞主題、相互交流。 

3.在合作探究中擬定新聞類型與主題，構思採訪的內容。 

【情感態度與價值觀】 

培養學生團結一致，發揮團隊合作精神。 

【重點難點】 

擬定新聞類型與主題，掌握採訪的方法與步驟，構思採訪的內容。 

配應基力要求編號  A-2-1能理解他人的說話內容，並能抓住要點； 

A-2-4聆聽時能思考需要交流討論的問題，並在適當時候提出自己的

看法； 

A-2-7聆聽後能根據需要，整理有用的資料。 

B-1-1說話自信而有禮貌，態度自然大方； 

B-3-7能按照要求，面向群體，作 2 分鐘的即席發言； 

E-1-2能根據不同的寫作目的和讀者特點，確立文章的主題、體裁和

E-3-2能通盤構思，寫作前擬定提綱； 

學習資源  課本、指導紙、ppt簡報。  

學習評估  1.觀察學生組內的合作情況； 

2.瞭解學生對新聞類型與主題的抉擇繼而構思內容； 

3.對軍訓的內容是否有瞭解，從而擬定採訪所需的資料； 

4.所選的主題是否符合新聞載體。  

 

時間

分配 

學習內容/ 

【配應基力】 

活動程式 備註/ 

教學資源 

5’ 課前準備： 

學生已經分好組

別 （ 4-6 人 /

組），以小組探

究 活 動 形 式 授

課。 

 

一、 溫故知新： 

1. 提問，前幾節課學的五種新聞體裁分別是？ 

答案：「消息」﹑「新聞特寫」﹑「通訊」﹑「背景資料」﹑「新聞

花絮」。 

2. 組內成員已事先討論並擬定新聞主題，每組已選好必做

任務及自選任務的項目。 

ppt簡報、 

指導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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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2 能根據

不同的寫作目

的 和 讀 者 特

點，確立文章

的主題、體裁

和表達方式】 

 

分工記錄紙            初二綜合性報告主題： 我們的軍訓之旅 

分組

（姓名+

學號） 

小組題目 分工內容 負責組員 

組長 ： 

 

組員： 

1.必做：

（           ） 

選題方向： 

（                 ） 

 

2.自選： 

（           ） 

選題方向： 

（                 ） 

a.採訪﹑採訪

大綱﹑採訪稿

(word 檔上交)  

b.寫新聞特寫

或通訊稿（提

交 word檔） 

c.寫消息/ 背

景資料/ 花絮

等（提交 word

檔） 

d.負責相片+

組員軍訓感想

（提交電子

檔） 

e.製作成品

（提交） 

 

f.口述報告(+

提交 PPT)   

(           )  

(           ) 

(           )  

 

(           ) 

 

(           ) 

 

(           ) 

 

2’ 新課講解： 

採訪是寫作的

基礎，有句行

話叫“成在寫

作，功在採

訪”。可見採

訪的重要性。 

 
【A-2-1能理解

他人的說話內

二、什麼是新聞采訪  

記者為取得新聞材料而進行的觀察、調查、訪問、記

錄、攝影、錄音、錄影等活動。是一種媒體資訊的採集和收

集方式，通常通過記者和被獲取資訊的物件面對面交流。 

ppt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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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並能抓住

要點】 

3’ 採 訪 整 體 步

驟： 

正如學習語文

課，每篇課文

都有明確的中

心，每篇新聞

報導也都有其

核心所在，採

訪者須得注意

採訪的步驟，

做 到 心 中 有

底。 

【A-2-7 聆聽後

能根據需要，

整理有用的資

料】 

 

三、採訪的方法與步驟 

（一）採訪的方法 

1.最基本六要素：何人、何時、何地、何事、為何、結果； 

2.觀察新聞事件發生的現場； 

3.搜集主要的背景資料； 

4.採訪相關人員 (征得對象或相關人員同意後，進行錄音、

拍照，增強信息準確性)； 

5.尊重采訪對象，注意言行得體，不能強求對方回答不想回

答的問題。 

（二）采訪的步驟 

確定報導題材  制定採訪方案  搜集新聞素材 

ppt簡報、 

課本 

9’ 采訪前、採訪

過程應注意的

事項： 

只有採訪沒有

報導，新聞活

動 就 沒 有 意

義。只有寫作

沒有採訪就是

杜撰。在準備

的前期，採訪

的過程都得謹

慎，做好每一

步，才能有佳

作的呈現。 

 

【E-3-2 能通盤

構思，寫作前擬

定提綱】 

 

 

 

 

四、采訪前的準備和採訪過程中應注意的細節  

（一）採訪前的未雨綢繆 

1.明確報導的核心 

構思好要採訪的內容，帶著問題去採訪，明確新聞報導

的目的。 

在採訪之前，先明確一下，自己採訪的目的是什麼？反

映一個什麼樣的新聞事實。 

比如，要寫一篇“XXX 學校運動會初中組某男子 100 米比賽

奪冠”的新聞，首先要確立報道的核心。 

採訪“XXX 學校運動會初中組某男子 100 米比賽奪冠”的目

的是什麼，他身上的閃光點，給大家帶來哪些重要的資訊。

在采訪的時候就要圍繞他“奪冠”來問，他奪冠後的心情，

挖掘他平時訓練與付出，如何兼顧訓練與學業，學習態度等

等。 

2.搜集好資料了再去採訪 

首先，平時注重積累，把相關的資料組織起來。其次，

建立所需的資料庫，也就是提前設好問題，瞭解背景。倘若

想不到的，可到互聯網上去搜索相關資料來參考。    

 

3.擬好提綱繼而採訪 

    採訪方案以採訪問題作為主要內容，事先圍繞主題設計

課 本 、 ppt

簡報、指導

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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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7 聆聽後

能根據需要，

整理有用的資

料】 

 

重要問題，所提的問題要具體﹑客觀﹑有針對性。方案還要

包括採訪的時間及地點, 採訪對象﹑目的及方式，還要注明

採訪需要的器材。保持思路清晰，做到按計劃進行採訪、寫

稿，快捷地完成任務。 

 

 

（二）採訪技巧和注意事項 

 1.採訪前的準備： 

（1）確定你採訪時間和地點； 

（2）把你的採訪提綱用電子或書面的形式給對方，以便使

對方有充足的準備。 

（3）準備採訪用具︰背包、鉛筆、筆、採訪本、相機、錄

音筆等，提前 5到 10分鐘過去。 

 

2.採訪中要注意的禮儀 

（1）介紹禮儀：由高到低，位尊者有優先知情權；由近及

遠，根據位置遠近。 

（2）握手禮儀：雙手或右手，積極伸手，握手要有力。 

（3）坐姿：平穩落座後人體重心垂直向下，腰部挺起上身

要直，手自然置於雙膝或椅子扶手上，頭部保持平穩，目光

平視，需要側坐時，應上體與腿且時轉向一側，頭部應向前

略傾。 

（4）言談：身為記者要端正自己的態度，主動交流，不把

自己看得過高或過低，在採訪中不加入自己對於採訪對象的

主觀臆斷。 

 

6’ 提問技巧： 

提問時宜多用

平等商討的祈

使句為佳 。按

照 問 題 的 擬

五、採訪是“交談”，掌握提問的技巧 

（一）提問時的注意事項 

1.一次只問一個問題，連續問問題被採訪者反映不過來。 

ppt簡報、 

指導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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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適當選取

正確的提問方

法 ， 如 正 面

問、側面問、

反 問 、 追 問

等。 

 

【A-2-7 聆聽後

能根據需要，

整理有用的資

料】 

 

2.提問要短不要長，把核心內容闡述清楚。 

3.提問要多問“為什麼”，即“追問”。 

提問是採訪的關鍵，方法和技巧掌握了就容易進入下一

步。只要勤於學習、實踐和總結，離好作品就不遠了。 

 

（二）採訪是“交談”，是真情對話 

1.只有被採訪者在完全放鬆的狀態下，才會有最強烈的表達

欲望。 

例如，採訪某校小賣部的負責人。 

對話時，應當從簡單的入手，當被採訪者處於放鬆的狀

態時，再進一步深入瞭解其他的疑問，切忌一開首就把被採

訪者給絆倒了，問題應環環相扣，從簡單到複雜，必要的時

候須得追問。 

（1）您在小賣部工作多久了？【正面問】 

（2）到小賣部工作的初衷是什麼？【側面問】 

…… 

（6）承上題，您一個人要擔起采貨、準備食物、售賣等的

程式，會不會有不方便或吃力的情況存在？【追問】 

 

5’ 重難點探究： 

當場做筆記，

採訪後要及時

整理，掌握採訪

的方法與步驟，

點面結合，做

好採訪內容。 

 

【A-2-7 聆聽後

能根據需要，

整理有用的資

料】 

 

 

六、當場做筆記以及採訪後要及時整理 

（一）當場做筆記 

（1）記要點。 

（2）記疑問點。 

（3）記錄下採訪物件的有特點、有個性的語言。 

（4）記錄下觀察到的情景。 

（5）記想到的。 

（二）採訪後要及時整理 

（1）整理要及時：——採訪一結束，就要抓住印象最深的

“記憶的黃金時段”立刻整理記錄。 

（2）整理的內容：——整理筆記、整理錄音、核實材料。 

（3）充分發揮筆記的作用：——寫好新聞搞、積累新資

料。 

ppt簡報 

10’ 拓展延伸： 

觀察學生對新

聞採訪知識點

七、模擬採訪  

學生相互採訪，5分鐘內採訪身邊的同學。小組中推選 2

名同學發言，口述採訪內容，每位同學限時 2分鐘。（以介紹

ppt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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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接收程度，

理論與實踐二

者相結合。 

【A-2-4 聆聽時

能思考需要交

流 討 論 的 問

題，並在適當

時候提出自己

的看法】 

【B-1-1 說話自

信而有禮貌，

態 度 自 然 大

方】 

【B-3-7 能按照

要求，面向群

體，作 2 分鐘

的即席發言】 

【E-1-2 能根據

不同的寫作目

的 和 讀 者 特

點，確立文章

的主題、體裁

和表達方式】 

 

“選擇餘暇活動項目”為主）。 

 

 

  



27 
 

五、第五課時 
班級 初二 單元名稱 第一單元  活動探究 

日期 2019年 12月 09日 課題 認識各種新聞文體標題 

總節數 8節 節次 5 

學生已有知識 學生已初步學習新聞的定義、分類、特點。  

學習目標 【知識與能力】 

學習各種新聞文體標題，掌握擬寫標題的方法與步驟。 

【過程與方法】 

1.學生已經分好組別（4-6人/組），各組選出一位組長並以小組形式展開研

討。 

2.在老師的指導下，學生們組內討論並擬定新聞標題、相互交流。 

3.在合作探究中認識各種新聞文體的標題，區分不同之處。 

【情感態度與價值觀】 

培養學生團結一致，發揮團隊合作精神。 

【重點難點】 

掌握擬寫新聞標題的方法與步驟。 

配應基力要求編號 A-1-1能認真地聆聽，從中獲取所需資訊； 

A-2-1能理解他人的說話內容，並能抓住要點； 

A-2-4聆聽時能思考需要交流討論的問題，並在適當時候提出自己的看

法； 

A-2-7聆聽後能根據需要，整理有用的資料。 

B-1-1說話自信而有禮貌，態度自然大方； 

B-3-4討論問題時能把握他人的觀點和論據，並作出恰當的回應； 

D-3-2能對所讀的多種資料略加分類或歸納； 

F-2-1能在教師的指導下和同學共同策劃簡單的中文實踐活動，做到有

計劃、有分工、有合作、有成果； 

學習資源 指導紙、投影器 

學習評估 1.課堂提問；   

2.觀察學生分組活動的表現；   

3.觀察學生對老師回饋的反應。 

 

時間 

分配 

學習內容/ 

【配應基力】 

活動程序 備註/ 

教學資源 

3’ 老師介紹新聞

標題 

 

【A-1-1 能認

真 地 聆 聽 ，

從 中 獲 取 所

需資訊】 

 

一、介紹定義、分類、作用、製作要求、製作步驟 

新聞標題，是在新聞正文內容前面，對新聞內容加以概括或評價的

簡短文字，其字型大小大於正文，作用是劃分、組織、揭示、評價

新聞內容、吸引讀者閱讀。 

 

按不同的分類標準，可以分不同的種類，包括主題、引題、副題、

插題、提要題、邊題、尾題、欄目題和通欄題 9種。 

 

作用有 1.提示新聞內容。2.評價新聞內容。 

3.吸引讀者閱讀新聞。4.組織和美化版面。 

指導紙、 

投影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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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要求要題文一致，突出精華，準確鮮明，言簡意明，易讀易

懂，生動活潑。 

製作步驟一般都要經過讀稿、命意、立言、修正四個步驟。 

4’ 認識消息標題

為重點 

 

 

【A-2-1 能理

解 他 人 的 說

話 內 容 ， 並

能 抓 住 要

點】 

 

 

 
【A-2-4 聆聽

時 能 思 考 需

要 交 流 討 論

的 問 題 ， 並

在 適 當 時 候

提 出 自 己 的

看法】 

 

二、從結構形式來看，消息的標題比其他文章的標題要更為多樣。

因此，我們以認識消息標題為重點： 

消息標題按結構可分為單一型和複合型兩類。 

單一型標題一般為單行標題，也有作兩行的；複合型標題為多行標

題。 

前者只有主題（正題），後者則包括了主題與輔題（引題或副題）

兩部分。 

 

消息的標題，分眉題（又稱引題、肩題）、正題（又稱主題、母

題）和副題（又稱輔題、子題）。 

 
出現在報刊上有如下幾種情況： 

多行標題。多行標題，一般有三行，例如： 

經貿部負責人發表談話（引題）   

希望海峽兩岸實現直接貿易（正題）   

願與台經貿主管部門接觸協商解決雙方貿易中問題(副題）   

 
雙行標題。 

其一，出現正題和引題。如：   

真正幸福要靠自己勞動去創造（引題）   

 

杜芸芸將十萬元遺產獻國家（正題）   

 
其二，出現正題和副題。如：  

成都電訊局花錢“買”批評（正題）   
 

在報上登“公告”歡迎群眾對通訊服務工作進行監督（副題） 

 
單行標題。單行標題只有正題。如：  

XXX接受《朝日新聞》社長採訪 （正題） 

 

指導紙 

 

3’  

 

 

 

 

 

 

三、按內容區別，消息標題分為實標題和虛標題兩類 

實標題重在敘事，著重具體表現新聞事實中的人物、事件、地點等

要素。 

虛標題重在說理、抒情，著重揭示新聞事實中所蘊含的道理、思

想、原則等。 

 
在標題製作中，特別要注意處理實標題和虛標題的關係，具體來說

要注意以下幾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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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7 聆聽

後 能 根 據 需

要 ， 整 理 有

用的資料】 

 

 

第一，單一型標題不管是單行題還是雙行題，都應是實標題。例

如： 

1 日本議員空中“視察”釣魚島（主題 實標題） 

2 煤： 山西積壓  上海缺口 （主題  實標題） 
3  

“鮎魚”今登錄粵東 （主題  實標題） 

廣州塔或閉塔避風  （主題  實標題） 

 
第二，複合型標題中，至少必須有一個實標題。例如： 

1 

工會熱心腸 人走茶不涼 （主題 虛標題） 
錦屏化工廠安排好退休工人的晚年生活 （副題 實標題） 

 

2 

知否？知否？應是賤“肥”貴“瘦”（引題   虛標題） 
愛吃瘦肉者，請您多付錢  （主題   實標題） 

本省十幾個縣市調整豬肉各品種之間的差價 （副題  實標題） 
 

5’ 學生小組討

論： 

 

消息標題與通

訊標題的區別 

 

 
【A-2-4 聆聽

時 能 思 考 需

要 交 流 討 論

的 問 題 ， 並

在 適 當 時 候

提 出 自 己 的

看法】 

 

 

 

 

 

 

【D-3-2能對

所讀的多種

資料略加分

類或歸納】 

 

 

在認識消息標題的基礎上，我們繼續了解其他四種新聞文體的標

題，首先消息標題與通訊標題的區別： 

內容上： 

（1）消息標題以報告事實為主。消息主要是報告新近發生的有意

義的事實，簡潔明快，一般對事物發展過程不作詳述。 

（2）消息標題對事實的表述呈現一種動態。標題不僅要報告新聞

事實，而且對事實的表述要體現出一定的動態，即告訴讀者事情的

發生與發展。 

（1）通訊標題則不一定如此。通訊標題對事實的表達多數呈現的

是一種靜態。 

結構上： 

（1）消息標題形式具有多樣性。消息的標題則一行題、二行題、

三行題都常用。消息標題往往是通過主題、引題、副題的配合，向

讀者報告新聞的內容，指明其性質和意義的。 

（2）消息不僅在引題方面區別於通訊，其副題也與通訊的副題不

同，消息直接說明內容，不採用破折號附加的形式。 

 

（1）一般而言，通訊採用一行標題，即主標題。 

（2）需要時，通訊也可以加一副標題，即用破折號附加在主標題

之後，用來說明作者寫作本文的物件、意圖以及采寫的方式，把通

訊做成兩行標題。 

通訊也少有使用引題的，但不採用三行題的形式。 

 

通訊標題 

一行標題，例如： 

指導紙、 

投影器 

https://baike.so.com/doc/6790302-700691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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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自己的心留在新疆的土地上 （主題） 

二行標題，例如： 

春天的握手（主題） 

——本報特約記者通訊員培訓班追記（副題） 

 

 

新聞特寫標題與通訊相似，通常採用一行標題與二行標題。 

新聞花絮與新聞背景資料，多數採用一行標題（主標題），內容為

實標題，但較為輕鬆，不像消息、通訊般正式。 

10’ 小組合作討

論： 

擬寫消息標題 

 

 

【A-2-4 聆聽

時 能 思 考 需

要 交 流 討 論

的 問 題 ， 並

在 適 當 時 候

提 出 自 己 的

看法】 

 

【A-2-1能理

解他人的說

話內容，並

能抓住要

點】 

 

三、如何擬寫消息標題 

利用新聞（消息）結構特點。 

新聞（消息）結構包括標題、導語、主體、結語、背景。 

導語：首句或首段 -----提示新聞的核心內容。 

主體：中間部分 -----詳細交代事件的細節，是對導語的豐富和擴

展。 

結語：最後總結部分 -----對事件的意義和影響進行闡發，起補充

延伸作用。 

 

解題思路： 

（1）篩選信息 

1.主要看新聞導語，找出陳述對象，找到新聞主體事件。 

2.再適當參照主體部分。 

3.用結語來驗證。 

找出兩個必備要素：1.對象（人物、事物、單位）  2.事件 

◆主標題格式：對象+事件 

 
（2）組織語言，壓縮成句 

1.一般採用主謂句： “誰+幹什麼”、 “誰+怎麼樣” 或動賓

式： “動作+對象” 

2.一般為不停頓的短句（偶爾為對稱句） 

3.重要詞語要體現（表示極端程度或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詞，例 

“最”、 “首”、 “全部”） 

4.符合字數要求（適當採用簡稱，例:“教師和職員”簡稱為“教

職員”） 

5.不需要寫時間，句末不要標點 

 

 

15’ 小組合作研

究： 

練習擬寫新聞

標題 

 

 

 

 

 

 

 

四、練習擬寫新聞標題 

範例： 

     中新網 12 月 4 日電   據澳門特區政府

網站消息，澳門屠房公司 4 日早上懷疑有一頭

牛在運送至屠房時，掙脫撞毀鐵絲網圍欄，並

走出屠房範圍，屠房人員即時作出跟進。現在

牛隻情況穩定，事件中無人受傷。 

  為免影響牛隻情緒，人員先從後跟隨，再

將有關牛隻引領至一空置地段，避免對公眾構

成危險。 

  目前，有關牛隻情況穩定，並有屠房人

第一段為導

語。 

 

 

 

第二、三段

為主體。 

 

 

投影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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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1 說話

自 信 而 有 禮

貌 ， 態 度 自

然大方】 

 

 

 

 

 

 

【F-2-1 能在

教 師 的 指 導

下 和 同 學 共

同 策 劃 簡 單

的 中 文 實 踐

活 動 ， 做 到

有 計 劃 、 有

分 工 、 有 合

作 、 有 成

果】 

 

員、消防等在場監察狀況，稍後將按實際情

況，派車運回屠房。 

  事件中所幸無人受傷，澳門市政署將與屠

房公司瞭解詳細起因後，再作進一步跟進處

理。 

第四段為結

語。 

1.根據導語、主體、結語內容，進行組織語言，壓縮成句，得出 

對象是（  一頭牛    ） 

事件是（  掙脫圍欄走出屠房，情況穩定無人受傷        ） 

2.結合對象+事件，得出標題<限 22 字內>：  

（澳門一頭牛掙脫圍欄走出屠房 情況穩定無人受傷    ） 

 

練習一：為下面這則消息擬個標題，限 15字內。 

3月 3日下午，澳門經濟司、財政司和水警稽查隊聯合行

動，公開銷毀了在最近兩年中緝獲並已完成了行政或司法檢控程

式的盜版光碟約 100萬張。這是澳門官方首次採取這種行動。 

對象：（    澳門官方               ） 

事件：（    首次公開銷毀盜版光碟         ） 

標題：對象+事件 

（   澳門官方首次公開銷毀盜版光碟   ） 

 

練習二：為下面這則消息擬個標題，限 10字內。 

  據新華社三峽工地 5月 20日電    2006年 5月 20日 14時

整，經過 34小時的連續澆築，三峽大壩最後一倉混凝土順利收

倉，至此，世界規模最大的混凝土大壩終於在中國長江西陵峽全

線建成。三峽大壩是三峽水利樞紐工程的核心，總澆築時間為

3080天，海拔高程 185米。今年汛期，大壩開始全面擋水，長

江中下游 1500萬人、150 萬公頃良田從此可以解除洪水威脅。

三峽工程全部建成後，還將在發電、通航、旅遊等方面對人們的

生活產生巨大的影響。 

對象：（    三峽大壩                ） 

事件：（    全線建成                ） 

標題：對象+事件 

（   三峽大壩全線建成          ） 

 

練習三：為下面這則消息擬個標題，限 15字內。 

本報訊   5月 26日，記者從市旅遊外事僑務局獲悉，接國

家旅遊局通知，我市正式獲批“中國優秀旅遊城市”。至此，我

省已有 9個地級市和 3個縣級市獲此殊榮。 

    我市旅遊資源豐富，品種齊全，特色獨具。重要的旅遊資源

有：大雄山國家森林公園、龍山國家森林公園、梅山龍宮、紫鵲

界秦人梯田、曾國藩故居富厚堂、湄江風景區等。其中梅山龍宮

和曾國藩故居富厚堂已獲批國家 AAAA 級旅遊區。 
 

（摘自 2010年 5月 27日《婁底廣播電視報》） 

1.劃出導語部分。 

2.壓縮文字，組織出標題：（    婁底正式獲批“中國優秀旅遊城

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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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第六課時 
班級 初二 單元名稱  單元一  活動·探究 

日期 2019年 12 月 10日 課題  學習各種新聞文體寫作 

總節數 8 節次  6 

學生已有知識 1.學生已掌握了五種新聞體裁。2.學生已擬定新聞類型與主題、學習採訪。 

3.認識各新聞文體標題。 

教學目標 【知識與能力】 

在掌握新聞知識的基礎上，學習新聞的寫作手法，提高寫作新聞的能力。 

【過程與方法】 

1.在老師的指導下，小組研討並加以修改先前完成的新聞內容。 

2.通過具體的實例讓學生相互交流，鞏固並完善各類新聞主體的寫法。 

3.在合作探究中學習新聞主體的寫法，安排好新聞結構。 

【情感態度與價值觀】 

培養學生熱愛新聞及新聞工作的感情，激勵學生團體合作精神。 

【重點難點】 

學習新聞的寫法，選擇合適的新聞載體，提高寫作新聞的能力。 

配應基力要求編號  A-2-4聆聽時能思考需要交流討論的問題，並在適當時候提出自己的看

法； 

A-2-7聆聽後能根據需要，整理有用的資料。 

B-3-4討論問題時能把握他人的觀點和論據，並作出恰當的回應； 

C-5-2能在電腦上簡單編輯漢字文本，以滿足生活和學習的基本需要。 

D-3-2能對所讀的多種資料略加分類或歸納； 

E-1-2能根據不同的寫作目的和讀者特點，確立文章的主題、體裁和表達

方式； 

E-1-4能通過自我反思和接受他人建議，借助語感和語言常識，修改完善

自己的作文； 

E-2-4用字正確，語句通順，書寫規範，文面整潔； 

E-3-3能根據寫作目的和寫作物件，選擇寫作材料； 

E-3-6能恰當運用記敍、描寫、說明、抒情、議論等表達方式； 

E-4-4能根據學習和生活的需要寫作應用文； 

F-2-1能在教師的指導下和同學共同策劃簡單的中文實踐活動，做到有計

劃、有分工、有合作、有成果； 

學習資源  課本、投影器、工作紙（學生）。  

學習評估  1.小組合作探究；  

2.瞭解學生能否選擇合適的新聞載體；  

3.完善各類新聞主體的寫法。  

 

 

 

 

 

http://www.yuwen12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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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分配 

學習內容/
【配應基力】 

活動程式 備註/ 

教學資源 

3’ 回 顧 新 聞 知

識： 

該單元我們學

五種新聞體裁

以及相配套的

新聞範例，瞭

解新聞的有關

知識，提高了

閱讀新聞的能

力。這節課主

要引導學生對

新聞的撰寫，

完善各類新聞

主體的寫法。 

 

【 D-3-2 能 對

所讀的多種資

料略加分類或

歸納】 

 

一、回顧新聞的有關知識 

1.新聞的要素：時間、地點、人物、事件的起因、經過和

結果。 

2.新聞結構的五部分：標題、導語、主體、背景、結語。

其中標題、導語和主體三者缺一不可。 

3.新聞的特點：迅速及時、真實準確、簡明扼要。 

 

二、回顧新聞標題的要求 

1.題文一致：標題用以揭示、評價新聞內容的文字，是新

聞內容的概括。 

2.一語破的：① 最新鮮  ② 最重要  ③最有代表性    

3.簡潔明快：① 省略    ② 概括 

4.生動活潑：① 選詞    ②修辭   

先是回顧新聞相

關的知識點，讓

學生更加清楚其

含義 

2’ 新聞寫作的概

念： 

教師講解“什

麼是新聞寫作 

”讓學生從採

訪到寫作者過

程的瞭解，引

導學生到“寫

作”主題上。 

三、導入活動 

（一）什麼是新聞寫作？ 

1.新聞寫作——對新近發生的，有價值的事實的寫作 。 

2.用文字或者聲音、影像紀錄資訊、表達意向。 

3.具備真實性、價值性等特點。   

回顧相關知識點

後，老師加以指

導，然後學生再

對已寫好的新聞

進行修改。 

4’ 引導學生分析

比較，然後修

改標題： 

標題要概括性

強，準確的概

括新聞特寫的

主要內容。 

 
【 E-4-4 能 根

據學習和生活

的需要寫作應

用文】 

 

四、標題的命名 

（一）學生對特寫標題的命名存在瑕疵 

1. 拔河的意義（新聞特寫） 

2. 聯歡晚會(新聞特寫) 

學生對標題的命

名不夠鮮明，例

如當中有三個組

別選擇了新聞特

寫，其中兩組未

能擬一個較有概

括性的標題，需

要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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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1-4 能 通

過自我反思和

接 受 他 人 建

議，借助語感

和語言常識，

修改完善自己

的作文】 

 

 

【 A-2-7 聆 聽

後 能 根 據 需

要，整理有用

的資料】 

 

3. 『烈火』英雄 (特寫) 

 

 

 

（二）在教師的指導下，學生更加明確提取資訊的範圍 

學生對標題的命名與特寫內容不太一致，需要修改。在教

師的引導下，學生再次根據特寫的內容篩選出最有代表

性、最重要、最本質的資訊，進而加之修改。 

 

4’ 合理安排特寫

的結構： 

背景的講解更

有助於學生對

文本的快速理

解，並且此則

新聞被評為全

國好新聞一等

獎，更值得學

習。 

 

 

五、引導學生合理安排特寫的結構 

（一）回顧特寫的主要種類 

1.事件特寫：攝取與再現重大事件的關鍵性場面。 

2.人物特寫：再現人物的某種行為，繪聲繪色，有強烈動

感。 

3.場面特寫：新聞事件中精彩場面的再現。 

4.景物特寫：對於有特殊意義或有價值的罕見景物的描

寫。 

5.工作特寫：對於某一工作場面的生動再現。 

 

學生較多是選擇

“事件特寫”、

“人物特寫”，

由於前面已給予

他們範文講解和

參考，所以就所

寫的內容，修改

起來也不太難。 

http://www.yuwen12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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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3-3 能 根

據寫作目的和

寫作物件，選

擇寫作材料】 

 

 

 

【 E-3-6 能 恰

當運用記敍、

描寫、說明、

抒情、議論等

表達方式】 

 

 

 

 

 

 

 

 

【 E-1-4 能 通

過自我反思和

接 受 他 人 建

議，借助語感

和語言常識，

修改完善自己

的作文】 

 

（二）學生修改特寫的主體內容 

 

學生撰寫新聞存在的問題： 

1.新聞稿件不是文學創作，不能虛構，應突出主要事實。

而鏡頭畫面的特寫卻是淹沒在長篇敘述之中，花較多時間

才瞭解到事件真相。此外，出現重複的句子，有些句子看

似華麗卻是沒有實際內容的空話。 

 

2.新聞特寫則主要描繪新聞事件中的片段。鏡頭特寫是新

聞的核心，應以描寫為主，適當穿插議論、抒情突出最重

要的新聞事實畫面。 

 

5’ 難點探究： 

 

 

 

 

 

 

 

 

 

六、合理安排新聞結構 

（一）新聞的主體，主要有兩種 

1.先後順序：按照事情發展的先後順序安排層次。 

2.邏輯順序：按照事情的關係（主次、點面關係）安排層

次。 

缺 少 修 辭 的 使

用，描寫的鏡頭

中可運用比喻、

比擬等修辭，使

畫面生動形象，

耐人尋味。  

同班同學中有較

好 的 範 例 供 參

考，起到很好的

說服力。 

http://www.yuwen12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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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2-4 用 字

正確，語句通

順 ， 書 寫 規

範 ， 文 面 整

潔】 

 

 

【 F-2-1 能 在

教師的指導下

和同學共同策

劃簡單的中文

實踐活動，做

到有計劃、有

分 工 、 有 合

作、有成果】 

 

1.較好的範例：這組善於捕捉瞬間畫面，有細節描寫、動

靜結合等手法，特寫鏡頭較強、以情節取勝，有現場目擊

的感覺。 

8’ 新聞消息寫作 

 

 

 

【 A-2-4 聆 聽

時能思考需要

交流討論的問

題，並在適當

時候提出自己

的看法】 

 

 

 

 

 

 

 

 

七、引導學生寫好新聞消息 

（一）回顧消息新聞稿的寫作要點 

１）導語：消息開頭的第一句話

或第一段，它扼要地揭示消息的

核心內容。 

 

形式：將新聞稿的六要素即事

件、人物、時間、地點等，有時

也包括原因和方式明確提出，另

外還可加些對活動結果及影響的說明。 

（＊用簡練的文字對事件進行概括，100字左右為佳。） 

 

２）主體部分：是消息的軀幹，它用充足的事實表現主

題，是對導語內容的進一步擴展和闡釋。 

 

Ａ、說明：主要用來對新聞事件的詳細過程進行描述，是

新聞稿的主體。 

形式：要抓住吸引人的內容進行描寫，以典型事例概括整

體。（如果第二段內容較多，也可分成多段，但每段文字

不可過少，且段與段之間要銜接流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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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5-2 能 在

電腦上簡單編

輯漢字文本，

以滿足生活和

學習的基本需

要】 

 

【 E-3-3 能 根

據寫作目的和

寫作物件，選

擇寫作材料】 

 

【 E-1-4 能 通

過自我反思和

接 受 他 人 建

議，借助語感

和語言常識，

修改完善自己

的作文】 

 

Ｂ、擴充：一般以新聞事件的結果或影響為主，有時適當

的加寫記者的採訪內容（消息發生的社會環境和自然環

境）。 

Ｃ、結尾：結尾可寫對未來的展望，但不可不切實際，不

可太過虛渺，要從實際可行出發。 

 

二）指導學生修改新聞消息稿 

以其中一組學生的初稿作修改例子： 

 
 

學生撰寫消息存在的問題及改善方法： 

1.某些地方的用詞不夠準確，使某些句子的指向含糊或產

生歧義，未能體現新聞語言的準確性。 

2.某些句子可以再簡潔些，以體現新聞語言的精煉。 

3.採訪到的內容要放在合理的位置（如本則消息稿中，將

五班代表的採訪內容補充一下後，放在段末作為賽後對比

賽策略的補充說明會更合理）。 

 

6’ 新聞花絮寫作 

 

 

 

 

 

 

 

 

 

 

 

 

 

 

 

八﹑引導學生寫好新聞花絮 

 

一）快速回顧新聞花絮的特點: 

a.文字簡短:一般只用二三百字來再現當時的場面。 

b.內容新穎:或寫奇聞軼事，或寫趣談佳話等。 

c.現場感強:大多是記者通過現場觀察攝取的“特寫鏡

頭”，人物的言語行動，音容笑貌刻劃逼真，活靈活現。 

 

二）指導學生修改新聞花絮稿 

以其中一組學生的初稿作修改例子： 

 

http://www.yuwen12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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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1-4 能 通

過自我反思和

接 受 他 人 建

議，借助語感

和語言常識，

修改完善自己

的作文】 

 

 

 

 

 

【 B-3-4 討 論

問題時能把握

他人的觀點和

論據，並作出

恰當的回應】 

 

 

 

 

學生撰寫新聞花絮存在的問題： 

比起其他新聞體裁，學生在寫作花絮時，更容易因為內容

既是親身經歷又特別有趣而誤用了第一人稱寫作，而且常

直接加入了主觀色彩很強的心理描寫。 

 

指導：改用第三人稱，盡量以較客觀的口吻表述有趣的內

容。 

7’ 通訊寫作 

 

 

 

 

 

 

 

 

 

 

 

 

 

 

 

 

 

 

 

 

 

 

 

 

九﹑引導學生寫好通訊 

 
學生組別根據事先選定主題、軍訓實際情況進行寫作： 

通訊主題有觀看軍訓影片（輝煌中國）、“三防”知識講座與

演練、夜間訓練、比賽(拔河)、《70、20周年》講座﹑參觀展

廳與炮庫、野炊﹑野外行軍、知識問答比賽、滙演 

 

一）快速回顧通訊的特點: 
通訊是對新聞事件、人物和各種見聞的比較詳盡生動的報導。

它不僅告訴人們發生了什麼事，而且交代事情的來龍去脈，以

及情節、細節和有關的環境氣氛。 

  

通訊主要分人物通訊、事件通訊等類型。 

 

二）指導學生修改通訊稿 

以其中一組學生的初稿作修改例子： 

 

http://www.yuwen12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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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3-4 討 論

問題時能把握

他人的觀點和

論據，並作出

恰當的回應】 

 

 

 

 

 

 

 

 

 

 

 

【 E-1-4 能 通

過自我反思和

接 受 他 人 建

議，借助語感

和語言常識，

修改完善自己

的作文】 

 

 

 
 

學生撰寫通訊存在的問題： 

首先，標題定得含糊，應更明確帶出新聞內容。 

其次，內容上雖然敘事完整，但少了細緻的鏡頭描寫，尤

其是野炊的合作過程這一主要事件，更能體會合作精神。

另外亦可將同學或教官對野炊活動的看法等採訪內容加

入。 

然後，用第三人稱“他們”來報導，應先提出是“初二 A

班學生”，再轉用“他們”。 

 

1’ 總結 

【 E-1-2 能 根

據不同的寫作

目的和讀者特

點，確立文章

的主題、體裁

和表達方式】 

十、新聞寫作總結 

（一）設置醒目的標題 

（二）提煉精彩的導語 

（三）展開豐實的主體 

（四）介紹背景和結語 

 

http://www.yuwen12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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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第七課時     八、第八課時 

班級 初二 單元名稱  單元一  活動·探究 

日期 2020 年 5月 21-22日 課題  報告綜合性活動學習內容 

總節數 8 節次  7、8 

學生已有知識 學生已認識各種新聞文體，學會了採訪，學會了如何撰寫新聞稿。 

教學目標 【知識與能力】 

1.培養學生的口語表達能力與儀態。 

2.回顧並鞏固所學。 

3.從中反省﹑歸納出一些不足之處（如合作問題與個人能力問題），

以培養學生整合及自我反思的能力。 

【過程與方法】 

學生整理整個製作過程，並用 PPT 匯報的形式向全班展示成品﹑製

作過程﹑所遇困難與解決方法，以及每位組員的感想與收穫。 

【情感態度與價值觀】 

透過展示成品，能增強學生的自信與成就感，並發揮團隊合作精

神。 

【重點難點】 

口頭報告內容要求充實﹑有條理，有展現作品亮點，有找出製作過

程中的問題與不足；報告時要求表達自然流暢，重點突出，儀態大

方得體。 

配應基力要求編號  B-1-1說話自信而有禮貌，態度自然大方； 

B-1-2有明確的說話目的，關注聽者的反應； 

B-1-4能對自己所說的內容和觀點負責任。 

B-2-1發音正確、清晰，語調、音量和語速適當； 

B-2-2能把握說話主題，清晰地陳述事實，介紹過程，說明事

物，表明觀點，做到言之有物； 

B-2-3說話有條理，注意語言的邏輯；能運用恰當的開頭、過渡

和結尾； 

B-2-4說話時，能配合適當的表情和肢體語言，加強表達效果； 

B-3-1能清楚、有條理地講述見聞或事件過程，並有自己的看

法；  

B-3-8能按照要求，先作準備，面向群體，發表 4 分鐘的演講，

主題明確，條理清晰。 

F-1-1在中文學習中重視聽、說、讀、寫全面發展，互為促進； 

F-1-2在中文學習中重視拓展知識文化視野，關注中文學習與其

他學科的聯繫，提升綜合素養； 

F-1-3樂於參與中文實踐活動，在實際應用中提升中文素養和社

會生活能力。 

F-2-3能關心學校、地區和國內外大事，就共同關注的問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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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分配 

學習內容/ 

【配應基力】 

活動程式 備註/ 

教學資

源 

 課前準備： 

學生已經完成各自的「軍訓

日報」及口頭報告ＰＰＴ 

一﹑課前準備：學生在老師的指導下： 

a.已在寒假前完成新聞稿寫作及修改； 

b.復課前完成製作「軍訓日報」及製作口語報

告 PowerPoint，報告內容為展示成品概況及

亮點，介紹製作過程，指出所遇困難與解決方

法，以及反思可改進的地方。 

 

 

40’ 

+ 

30’ 

學生口頭報告 

 
【B-1-1 說話自信而有禮

貌，態度自然大方】 

【B-1-2 有明確的說話目

的，關注聽者的反應】 

【B-1-4 能對自己所說的內

容和觀點負責任】 

【B-2-1 發音正確、清晰，

語調、音量和語速適當】 

【B-2-2 能把握說話主題，

清晰地陳述事實，介紹過

程 ， 說 明 事 物 ， 表 明 觀

點，做到言之有物】 

【B-2-3 說話有條理，注意

語言的邏輯；能運用恰當

的開頭、過渡和結尾】 

【B-2-4 說話時，能配合適

當的表情和肢體語言，加

強表達效果】 

【B-3-1 能清楚、有條理地

講述見聞或事件過程，並

有自己的看法】  

【B-3-8 能按照要求，先作

準備，面向群體，發表 4

分鐘的演講，主題明確，

條理清晰】 

二﹑學生口頭報告並展示成品 

 

1.每組學生派代表在台上進行口語報告，並展示

成品。 

 

2.每組學生上台報告後，老師進行點評並打分。 

 

3.每組成品展示後將放置在課室，供班裡學生閱

覽與交流。 

 

 

討論，並能運用文字、圖表、圖畫、照片或多媒體展示討論成

果。 

學習資源  ppt簡報  

學習評估  1.評估口頭報告內容是否充實有條理，是否有展現作品亮點，是否

有找出製作過程中的問題與不足； 

2.評估報告者的表達能力，包括是否自然流暢及重點突出，儀態是

否大方得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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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老師總結 

【F-1-1 在中文學習中重視

聽 、 說 、 讀 、 寫 全 面 發

展，互為促進】 

【F-1-2 在中文學習中重視

拓展知識文化視野，關注

中文學習與其他學科的聯

繫，提升綜合素養】 

【F-1-3 樂於參與中文實踐

活動，在實際應用中提升

中 文 素 養 和 社 會 生 活 能

力】 

【F-2-3 能關心學校、地區

和國內外大事，就共同關

注的問題交流討論，並能

運用文字、圖表、圖畫、

照片或多媒體展示討論成

果】 

三﹑老師總結 

 

  學生報告完成後，由老師總結整個綜合性學

習報告活動學生的綜合能力表現，簡單回顧所學

內容後，重點總結過程中出現的問題（特別是合

作問題），並嘗試提供一些有效解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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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教學評估與反思建議 

 

  本校每年都會參與由教育暨青年局主辦的國防教育營活動，本學年我們嘗試將人教版的探究主題

活動「新聞活動」的實踐與國防教育營活動相結合成一個綜合性學習活動，讓學生製作自己的「軍訓

日報」，在留下軍訓活動的美好回憶的同時，藉此訓練學生各種新聞相關能力，培養團隊精神﹑合作能

力﹑口語表達能力及反思能力等，以提升學生未來的競爭力。以下分為四個方面來介紹教學評估與反

思。 

 

一、教學評估 

 

1. 製作報紙——訓練各種新聞相關能力及跨學科學習 

 

  為了製作「軍訓日報」，學生需要掌握各種新聞文體的特點（新聞消息﹑新聞特寫﹑新聞通訊﹑新

聞背景資料和新聞花絮），學會採訪（撰寫符合擬好的新聞主題的採訪大綱及學習採訪流程），學習新

聞寫作，撰寫並修改新聞稿，訓練了學生各種新聞相關能力。最後製作「軍訓日報」成品時更是進行

了跨學科學習（語文、資訊科技與美術），運用美編能力及電腦軟件進行美觀而合理排版設計，製作出

一份內容與形式並重的報紙。從而訓練了初中中文基力要求學生具備的綜合運用的能力。 

 

2. 小組合作——培養團隊精神及合作能力 

 

學生要製作出一份內容豐富而有質量的報紙的話，單靠一個人是不可能的，需要以小組合作的形

式，集思廣益，各施其職，有團隊精神，才會共享其果，這就很考驗學生的主動性，考驗組長的領導

能力與溝通協調能力，也考驗組員個人的責任感和合作能力。 

 

3. 口頭報告——訓練口語表達﹑整合及反思能力 

 

  學生製作出成品後，需要進行口頭報告，向全班展示成品﹑製作過程﹑所遇困難與解決方法，以

及每位組員的感想與收穫。透過展示成品，能增強學生的自信與成就感，培養學生的口語表達與儀

態，而且讓學生能夠回顧所學，並反省﹑歸納出一些不足之處（如合作問題與個人能力問題），培養學

生整理及自我反思的能力。 

 

4. 採訪活動——深刻體驗軍訓，提升國家認同感與歸屬感 

  學生在國防教育營活動前就擬定了採訪大綱，因此在軍訓期間的閑暇時間，學生會更留心觀察並

記錄軍訓活動的細節，並互相進行訪問，因此對軍訓的體會更加深刻。學生在軍訓中採訪了教官，不

少學生反映自己從訪問中感受到軍人的艱辛與偉大，深感國家的強大與自身的幸福得來不易，因此這

次活動更提升了學生對國家的認同感與歸屬感。 

 

二、教學反思及建議 

 

1. 新聞稿撰寫問題 

  學生初次撰寫新聞稿時，較易出現文體模糊，標題未擬定，內容欠描述的問題。在老師指導下，

經過多次改良後，學生的新聞稿內容明顯進步，也掌握了基本的新聞稿撰寫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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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團隊合作問題 

部分組別合作性弱，因為是自由分組，所以有些組別的組長較無責任感，而組員尤為懶散時，對

團體合作有很大的阻礙。因此老師希望學生們能除了盡個人部分的能力（分工），也要關心整體進度，

並給予支援（合作），這樣才是真正的團隊分工合作。要有願意多做並為團隊著想的犧牲精神，忌互相

推卸，原地踏步的態度。 

  再者，學生面對的不是平日的測驗，而是一個綜合性的報告，有些學生比較被動，因此失去了很

多改進及提升的機會，因此提升學生解決問題的能力尤為重要，比如要主動尋找組員及老師的協助，

要與同組組員進行多次討論與商定，學習一些新的技巧等。 

 

3. 技術問題 

由於成品的形式是手工實物或電子報刊二選一，不少組別在製作新聞報刊時都嘗試用各種方式製

作電子報刊，除了用常用的MS Word，有些同學更嘗試用Adobe Ai軟件來製作，這對我校的初二學生來

說，其實並不容易，這既有賴資訊科老師平時的講授，也靠學生自己私下花了大量時間學習並製作，

並多次嘗試修改，最終有了不錯的成果。 

 

4. 口語表達問題 

   1)學生製作成品後需進行口頭報告，然而不少學生第一次交上來的口頭報告的內容，即使看得出

很用心，但不少組別未能將花了很多心血製作出來的成果亮點展現出來。在現今社會裡，再好的成品

也需要恰當的「包裝」才能吸引到人去欣賞。因此在老師的指導下，不少學生學會了如何「推銷」一

份製作精良的成品，讓聽眾發現其亮點，繼而吸引大家前來閱覽。 

    2)學生向全班介紹、展示作品與製作過程時稍欠互動，日後需加強訓練。 

 

5. 師生感受 

有感部分組別非常盡力盡心完成此次綜合性活動，除了對新聞文體有一定的實踐認識後，更加瞭

解採訪的準備過程，還有製作新聞海報成品，對學生有一定的收穫！另外，也感嘆在疫情肆虐當下，

停課多月，學生與老師能堅持完成這份綜合性報告，實在是難得也不易，學生更因此深知堅持努力及

團隊合作精神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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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books.google.com/books?id=EBoTBAAAQBAJ&pg=PA269&lpg=PA269&dq=%E9%A6%AC%E9%81%93%E6%AD%89%

E5%8D%B3%E4%B8%8B%E8%B5%B7%E5%A4%A7%E9%9B%A8&source=bl&ots=bNAkTEHk8E&sig=ACfU3U3_FDffpdgBdMGxhpY

_Zv9EZaVGuQ&hl=zh-

TW&sa=X&ved=2ahUKEwjc57Xyu9HsAhXdy4sBHSVqAhsQ6AEwAXoECAEQAg#v=onepage&q=%E9%A6%AC%E9%81%93%E6%AD%

89%E5%8D%B3%E4%B8%8B%E8%B5%B7%E5%A4%A7%E9%9B%A8&f=false新聞花絮 

 

http://js.zjol.com.cn/ycxw_zxtf/201904/t20190416_9911557.shtml新聞背景資料 

 

 

第二課時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vXQCYwOWo0 特寫鏡頭“中國跳水皇后:郭晶晶” 

https://www.pep.com.cn/czyw/czyw/001/201712/t20171213_1921359.html“飛天”凌空——跳水姑

娘呂偉奪魁記，內容整體把握 

https://wenku.baidu.com/view/5bc2acc6ac51f01dc281e53a580216fc700a5392.html“飛天”凌空—

—跳水姑娘呂偉奪魁記，教案參考 

https://www.sohu.com/a/331577401_534824 飛天”凌空——跳水姑娘呂偉奪魁記知識點、圖文解讀、

同步練習  

https://toutiao.sanhao.com/news-detail-41268.html怎樣寫好現場短新聞？ 

 

第三課時 

中學教材全解（八年級語文上） 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語文義務教育教科書--教師教學用書 （八年級上冊） 

www.5156edu.com/html2/15592.html  一著驚海天課件 

https://baike.so.com/doc/27020661-28397803.html 一著驚海天 

www.5156edu.com/page/19-05-28/159525.html  通訊特點 

 

  

https://www.cyberctm.com/zh_TW/news/detail/837600
https://books.google.com/books?id=EBoTBAAAQBAJ&pg=PA269&lpg=PA269&dq=%E9%A6%AC%E9%81%93%E6%AD%89%E5%8D%B3%E4%B8%8B%E8%B5%B7%E5%A4%A7%E9%9B%A8&source=bl&ots=bNAkTEHk8E&sig=ACfU3U3_FDffpdgBdMGxhpY_Zv9EZaVGuQ&hl=zh-TW&sa=X&ved=2ahUKEwjc57Xyu9HsAhXdy4sBHSVqAhsQ6AEwAXoECAEQAg%23v=onepage&q=%E9%A6%AC%E9%81%93%E6%AD%89%E5%8D%B3%E4%B8%8B%E8%B5%B7%E5%A4%A7%E9%9B%A8&f=false
https://books.google.com/books?id=EBoTBAAAQBAJ&pg=PA269&lpg=PA269&dq=%E9%A6%AC%E9%81%93%E6%AD%89%E5%8D%B3%E4%B8%8B%E8%B5%B7%E5%A4%A7%E9%9B%A8&source=bl&ots=bNAkTEHk8E&sig=ACfU3U3_FDffpdgBdMGxhpY_Zv9EZaVGuQ&hl=zh-TW&sa=X&ved=2ahUKEwjc57Xyu9HsAhXdy4sBHSVqAhsQ6AEwAXoECAEQAg%23v=onepage&q=%E9%A6%AC%E9%81%93%E6%AD%89%E5%8D%B3%E4%B8%8B%E8%B5%B7%E5%A4%A7%E9%9B%A8&f=false
https://books.google.com/books?id=EBoTBAAAQBAJ&pg=PA269&lpg=PA269&dq=%E9%A6%AC%E9%81%93%E6%AD%89%E5%8D%B3%E4%B8%8B%E8%B5%B7%E5%A4%A7%E9%9B%A8&source=bl&ots=bNAkTEHk8E&sig=ACfU3U3_FDffpdgBdMGxhpY_Zv9EZaVGuQ&hl=zh-TW&sa=X&ved=2ahUKEwjc57Xyu9HsAhXdy4sBHSVqAhsQ6AEwAXoECAEQAg%23v=onepage&q=%E9%A6%AC%E9%81%93%E6%AD%89%E5%8D%B3%E4%B8%8B%E8%B5%B7%E5%A4%A7%E9%9B%A8&f=false
https://books.google.com/books?id=EBoTBAAAQBAJ&pg=PA269&lpg=PA269&dq=%E9%A6%AC%E9%81%93%E6%AD%89%E5%8D%B3%E4%B8%8B%E8%B5%B7%E5%A4%A7%E9%9B%A8&source=bl&ots=bNAkTEHk8E&sig=ACfU3U3_FDffpdgBdMGxhpY_Zv9EZaVGuQ&hl=zh-TW&sa=X&ved=2ahUKEwjc57Xyu9HsAhXdy4sBHSVqAhsQ6AEwAXoECAEQAg%23v=onepage&q=%E9%A6%AC%E9%81%93%E6%AD%89%E5%8D%B3%E4%B8%8B%E8%B5%B7%E5%A4%A7%E9%9B%A8&f=false
https://books.google.com/books?id=EBoTBAAAQBAJ&pg=PA269&lpg=PA269&dq=%E9%A6%AC%E9%81%93%E6%AD%89%E5%8D%B3%E4%B8%8B%E8%B5%B7%E5%A4%A7%E9%9B%A8&source=bl&ots=bNAkTEHk8E&sig=ACfU3U3_FDffpdgBdMGxhpY_Zv9EZaVGuQ&hl=zh-TW&sa=X&ved=2ahUKEwjc57Xyu9HsAhXdy4sBHSVqAhsQ6AEwAXoECAEQAg%23v=onepage&q=%E9%A6%AC%E9%81%93%E6%AD%89%E5%8D%B3%E4%B8%8B%E8%B5%B7%E5%A4%A7%E9%9B%A8&f=false
http://js.zjol.com.cn/ycxw_zxtf/201904/t20190416_9911557.shtml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vXQCYwOWo0
https://www.pep.com.cn/czyw/czyw/001/201712/t20171213_1921359.html
https://wenku.baidu.com/view/5bc2acc6ac51f01dc281e53a580216fc700a5392.html
https://www.sohu.com/a/331577401_534824
https://toutiao.sanhao.com/news-detail-41268.html
http://www.5156edu.com/html2/15592.html
https://baike.so.com/doc/27020661-28397803.html
http://www.5156edu.com/page/19-05-28/159525.html


46 
 

第四課時 

http://open.163.com/newview/movie/free?pid=M8UNEI1SN&mid=M8UV0R0J1 採訪的原則與技巧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6%B0%E9%97%BB%E9%87%87%E8%AE%BF/5132145 新聞採訪 

https://www.24hdansuneredaction.com/zh-hans/presse/15-%E9%87%87%E8%AE%BF%E6%8A%80%E5%B7%A7/ 

採訪技巧：採訪十個秘密 

 

第五課時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6%B0%E9%97%BB%E6%A0%87%E9%A2%98/10480103?fr=aladdin 

新聞標題 

https://news.sina.com.cn/o/2019-12-04/doc-iihnzahi5246924.shtml  新浪網 

http://www.5156edu.com/html2/15757.html  新聞寫作 

語文義務教育教科書--教師教學用書 （八年級上冊） 

 

第六課時 

https://wenku.baidu.com/view/6320783f0912a21614792940.html 新聞特寫的寫法 

http://www.ffwenku.com/wk-46d13314793e0912a21614791711cc7930b77839-3.html 

http://www.fanwen118.com/info_15/fw_2882571.html （新聞消息寫作） 

  

http://open.163.com/newview/movie/free?pid=M8UNEI1SN&mid=M8UV0R0J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6%B0%E9%97%BB%E9%87%87%E8%AE%BF/5132145
https://www.24hdansuneredaction.com/zh-hans/presse/15-%E9%87%87%E8%AE%BF%E6%8A%80%E5%B7%A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6%B0%E9%97%BB%E6%A0%87%E9%A2%98/10480103?fr=aladdin
https://news.sina.com.cn/o/2019-12-04/doc-iihnzahi5246924.shtml
http://www.5156edu.com/html2/15757.html
https://wenku.baidu.com/view/6320783f0912a21614792940.html
http://www.ffwenku.com/wk-46d13314793e0912a21614791711cc7930b77839-3.html
http://www.fanwen118.com/info_15/fw_288257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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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相關教材 

輔助教學資料 

語文八年級.上冊/人民教育出版社課程教材研究所中學語文課程教材研究開發中心編著.北京:人民教

育出版社 

 

義務教育教科書教師教學用書.語文八年級.上冊/人民教育出版社課程教材研究所中學語文課程教材研

究開發中心編著.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一、教學指導紙（第一至第三課時） 

第一課時 

【新聞消息】 

           失業漢北捷斬傷四人被捕        [選自澳門日報] 

     【本報綜合報道】據中央社、台媒二十日消息：一名自稱長期失業的二十七歲郭姓男子，二十日晚八時

五十七分持刀於臺北捷運中山站四號出口處隨機斬人，共有三女一男被刺傷，幸無生命危險。郭男隨後被民

衆與保全人員制服，捷運員警與北市大同警分局警員獲報趕到現場將他帶回偵辦。 

站長保安齊制伏 

    目擊者表示，郭嫌犯案時戴著耳機，右手反手持刀斬人。民衆尖叫時，一旁的保全立刻拿出警棍；這時

候郭嫌步步向他逼近，保全立刻翻過矮牆拿滅火器，並向他說“這個噴下去就是吸入性傷害，不要亂動”。 

    期間郭嫌甚至把刀比向自己的心臟企圖自殺，目擊者稱，當他說要噴滅火器時，郭嫌才把刀放下，後方

一名民衆立刻將刀踢走。這時楊姓站長、五名保全上前將郭嫌壓制在地，站長也找出細鋼索綑綁嫌犯。郭嫌

被壓制後，警方隨即抵達並將他帶走。 

選 27 歲生日犯案 

    據台媒報道，郭嫌稱從小父母離異，媽媽改嫁日本人，他也跟著到日本居住。但後來母親罹癌回台治

療，在其當兵時過世。之後他因經常吸食安非他命，有幻聽、幻想症狀，曾因吸毒被新北板橋分局逮捕。郭

嫌並感嘆，自己長期失業，又常被同住的阿姨嘮叨，鬱悶情緒無處發洩，才會持水果刀到捷運站隨機亂斬

人。警方調查，犯案當日正是郭嫌二十七歲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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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紙】 

 

 

 

【新聞消息】 

我校初中部隆重舉行“漢字聽寫大賽”決賽暨頒獎儀式 

  [學校通訊社 4 月 3日電]○1 我校初中部“漢字聽寫大賽”決賽暨頒獎儀式今天在學校禮堂隆重行，校領導

及初中部全體師生全程觀摩了本次活動。活動場面熱烈，極大地激發了同學們寫準﹑用好漢字，提升自身文化

修養的熱情。 
  ○2 受中央電視台播出的《中國漢字聽寫大會》、河南衛視播出的《漢字英雄》兩檔電視節目啟發，我校語文

組在初中部策劃組織了“漢字聽寫大賽”系列活動。活動分為初賽、複賽、決賽三個階段，4 月 3日舉行決賽和

頒獎活動，是活動的最後一站。三個年級各有 4位選手入圍決賽，通過現場抽簽，混編為兩隊，分別由來自三

個年級的 6位選手組成。由於決賽環節融入了同學們喜愛的電子遊戲元素，場上場下互動積極，比賽氣氛緊張

熱烈。比賽過程中，還穿插播放了初賽、複賽、師生訪談的視頻片段，以及裁判老師對漢字結構、詞義演進過

程的介紹等。活動既檢閱了同學們的漢字書寫水平，又普及了有關漢字文化知識，同學們在充分感受漢字文化

魅力的同事，增強了準確書寫漢字、正確使用漢字的使命感和責任感。 

    ○3 為了鼓勵更多的同學參賽，本次活動設置了“團體決賽優勝獎”﹑“個人優勝賽”﹑“最佳場外互動

獎”﹑“最佳現場觀眾賽”等個集體和個人獎項。最後的頒獎環節驚喜不斷，現場氣氛再抓高潮，“漢字聽寫

大賽”系列活動在掌聲和歡呼聲中畫上完美句號。 

 
                                                                                                                    
【新聞花絮】 

 

 

                                          馬道歉即下起大雨 

 

馬英九昨日率領行政團隊鞠躬，向民眾道歉時，坐在他旁邊的國防部長陳肇敏、外交部長毛治國，要瞄了一下總統的動作

後，才一同彎腰。而在馬英九道歉之際，總統府外交突然下起大雨，隆隆雨聲連在記會場也能聽到，有記者私下稱這場雨

巧合得如同「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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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背景資料】 

 

第二課時 

新聞特寫： 

定義 

新聞特寫是截取新聞事件、新聞人物在特定場合中的“片段”“剖面”或者細節，做形象化的再現

與放大的一種新聞體裁 

主要種類 

事件特寫 攝取與再現重大事件的關鍵性場面 

人物特寫 再現人物的某種行為，繪聲繪色，有強烈動感 

場面特寫 新聞事件中精彩場面的再現 

景物特寫 對於有特殊意義或有價值的罕見景物的描寫 

工作特寫 對於某一工作場面的生動再現 

歷屆亞運會吉祥物長啥樣？杭州亞運會吉祥物拭目以待！ 

 
  浙江線上杭州 4月 16日訊（浙江線上記者 胡昊）今天上午，杭州 2022年亞運會組委會公佈啟動杭州

亞運會吉祥物的全球徵集。在大型綜合性運動會中，吉祥物往往代表著舉辦城市的特色和文化。在歷年的

亞運會中，都出現過哪些吉祥物？這些吉祥物又有什麼特點？記者為你做了一番梳理： 

  從 1982 年新德里亞運會到 2018年雅加達亞運會的十屆亞運會中，幾乎所有吉祥物都採用動物作為原

型。1982 年，吉祥物第一次出現在亞運會上——新德里亞運會的吉祥物是大象。印度人愛戴大象，而作為

首都新德里的一道獨特景觀，大象也是這個城市的一份子，擁有相當高的地位。 

  中國第一次承辦亞運會是 1990年，當時北京亞運會推出了吉祥物——熊貓“盼盼”。手持金牌做奔跑

狀的熊貓“盼盼”幾乎每天都出現在媒體上，這一形象也深深地印在了國人的腦海裡。時至今日，“盼

盼”這個名字依然被很多中國人念起。“盼盼”的影響力相當深遠。作為熊貓明星，“盼盼”的原型熊貓

巴斯曾代表中國野生動物保護協會訪問美國半年，轟動美國西海岸，當地市民為了看到“盼盼”3分鐘，甚

至要排上 5個小時的隊才能如願。 

  中國第二個承辦亞運會的城市是廣州。2010年，廣州亞運會一次性推出了 5個吉祥物，形象是運動時

尚的 5只羊，分別取名“阿祥”“阿和”“阿如”“阿意”“樂羊羊”，組成“祥和如意樂洋洋”。這 5

只羊正好和廣州的別稱“五羊之城”相吻合，也和 2008 年北京奧運會推出的 5個吉祥物一脈相承。 

  2018 年，雅加達亞運會推出的 3 個吉祥物——獨角犀牛 KAKA、巴島花鹿 ATUNG 和極樂鳥 BHIN BHIN，

是當地非常著名的三種特色動物，也代表著印尼的三個區域，體現了民族團結意識。極樂鳥主要分佈在印

尼東部，以美麗的羽毛聞名，是智慧象徵；獨角犀牛來自印尼西部地區，是力量的象徵；巴島花鹿則是巴

韋安島上特有的鹿，是速度的象徵。這也成了著奧林匹克精神“更高、更快、更強”的實際體現。 

  雅加達臨時接棒 2018年亞運會，在特許商品的設計和製作上，時間非常有限，但吉祥物在當地帶來的

轟動，讓人印象深刻，尤其是造型呆萌憨厚的 KAKA，更是雅加達亞運會上的“網紅”。 

  當時在雅加達，朋加諾體育中心亞運嘉年華的 BHIN BHIN 區設置了一個特許商品商店。從亞運會開幕

第二天開始，商店裡的 3個吉祥物毛絨玩具就處於很難買到的狀態。特許商品商店的開門時間是上午 10

點，但在上午 7 點之前，已經有人開始排隊。直到一周後，每天也只有排在商店門口的前幾位“幸運者”

才能“掃”到吉祥物毛絨玩具，就連中國體育代表團的花樣游泳“辣媽組合”蔣文文和蔣婷婷都在社交媒

體上感歎“買不到吉祥物給孩子們做禮物”。 

  除了具有文化意義，大型綜合性運動會中的吉祥物也極具市場開發價值。2017年 12 月，北京冬奧會啟

動特許商品銷售以後，4個月營收就超過了人民幣 7000 萬元。而在北京 2008 年奧運會上，特許商品營收預

測就超過了 14億美元。當時，全國共開設奧運會特許商品零售店超過 6300家，銷售 12大類超過 8000 款

奧運特許商品。同時，從雅加達亞運會開幕之前就不斷進行觀摩考察的杭州亞組委也要求考察組成員對市

場開發進行瞭解，其中就包括特許商品銷售和紀念品開發情況。 

  如今，杭州亞運會吉祥物已啟動全球徵集，它將是什麼樣，讓我們拭目以待。 

引入：聯繫之前

的新聞主題「杭

州亞運會吉祥物

今全球徵集」，

引出本文主題—

—「歷屆亞運會

吉祥物梳理」 

 

素材選擇:亞運

有十屆，每屆都

講會顯得繁冗，

所以挑幾屆有代

表性的來說，第

一屆﹑我國舉辦

過的兩屆﹑最具

話題性的一屆 

 

內容: 

幾屆吉祥物介

紹﹑受歡迎程

度﹑市場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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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特點 

落筆集中，突出一點；濃淡相宜，真切再現；幽默風趣，耐人尋味 

 

新聞特寫與消息的異同 

相同點 不同點 

1.簡要和迅速地報導新聞事實，是新聞特寫與消

息的共同點所在。 

2.重視運用形象思維，採取多種文學手法，生動

形象地報導新聞事實。 

1.消息往往要報導新聞事件的全過程。 

2.新聞特寫則主要描繪新聞事件中的片段。 

 

新聞特寫與通訊的異同 

相同點 不同點 

重視運用形象思維，採取多種文學手法，生動形

象地報導新聞事實。 

 

在報導同一新聞事實時，通訊一般展示新聞事件

的縱剖面，來龍去脈比較完整；新聞特寫則是集

中筆力，主要展示新聞事件的某一橫剖面，著重

描寫精彩瞬間，並且比通訊更強調時效性和現場

感。 

  
消息 特寫 通訊 

主題 主要是突出新聞事實 鮮明主題和思想傾向性 鮮明主題和思想傾向性 

選材 重事件，以事顯人 鏡頭式的新聞片段 典型人物或事件 

篇幅 最短 次長 最長 

時效性 最強 強 弱 

表達方式 敘述為主 描寫為主，適當穿插議論、

抒情 

融敘述、描寫、議論和

抒情於一體 

語言 客觀、冷靜、簡潔、明快 生動形象，富有文采，較通

訊更集中、精煉 

生動形象，富有文采 

結構 倒金字塔 文無定法 層層遞進 

 

新聞特寫範文： 

“飛天”凌空  

           ——跳水姑娘呂偉奪魁記 

 

  ①她站在 10米高臺的前沿，沉靜自若，風度優雅。白雲似在她的頭頂飄

浮，飛鳥掠過她的身旁。這是在卡朵拉游泳場的 8000名觀眾一齊翹首而望，

屏聲斂息的一刹那。 

 

  ②輕舒雙臂，向上高舉，只見呂偉輕輕一蹬，就向空中飛去。那一瞬間，

她那修長美妙的身體猶如被空中托住了，襯著藍天白雲，酷似敦煌壁畫中凌空

標題新穎，引人注目。

比喻中國運動員呂偉奪

冠的精彩瞬間如仙女般

優美。 

 

以靜反襯動，增強作品

的可讀性。 

 

細節描寫，一系列動

詞，突出呂偉的動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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翔舞的“飛天”。 

 

  ③緊接著，是向前翻騰一周半，同時伴隨著旋風般地空中轉體三周，動作

疾如流星，又瀟灑自如，一秒七的時間對她似乎特別慷慨，讓她從容不迫地展

開身體優美的線條：從前伸的手指，一直延續到繃直的足尖。 

 

  ④還沒等觀眾從眼花繚亂中反應過來，她已經又展開身體，筆直地像輕盈

的箭，“哧”地插入碧波之中，幾股白色的氣泡擁抱了這位自天而降的“仙

女”，四面水花悄然不驚。 

   

⑤“妙！妙極了！” 站在我們旁邊的一名外國記者跳了起來，這時，整個

游泳場都沸騰了。如夢初醒的觀眾用震耳欲聾的掌聲和歡呼聲，來向他們喜愛

的運動員表達澎湃的激情。 

 

  ⑥呂偉精彩的表演，將游泳場的氣氛推向了高潮。她的這個動作五一三

六，從裁判手裡得到了九點五分的高分。 

 

  ⑦這位年方 16的中國姑娘，贏得了金牌。 

 

  ⑧當一個印度觀眾瞭解到這兩個姑娘是中國跳水集訓隊中最年輕的新秀

時，驚訝不已。他說：“了不起，你們中國的人才太多了！” 

 

 

運用比喻、擬人，生動

形象地寫出了呂偉輕盈

似箭、瀟灑自如的優美

身姿。 

 

運用比喻手法和細節描

寫，鏡頭似地特寫，有

力地突出了呂偉動作的

高難、完美、震撼人

心。 

 

側面描寫，襯托出了呂

偉跳水動作的完美，寫

出觀眾被呂偉的表演征

服，同時將整個特寫推

向高潮。 

 

 

側面反映了運動員的精

彩表演，將整個人物特

寫推向了高潮，也將體

育健兒拼搏為祖國爭光

的主題突顯出來。 

 

本文按照時間順序來記敘： 

（1）“飛天”前——沉靜自若，風度優雅 

（2）“飛天”時——凌空翔舞，從容不迫，自天而降 

（3）“飛天”後——沸騰，如夢初醒，驚訝不已（對比烘托、側面烘托） 

 

本文寫作技巧：這篇新聞特寫，善於捕捉瞬間，落筆集中突出一點，在一秒七的時間裡，記者層次鮮

明地描繪了一幅美麗的“飛天”畫卷，採用了動作分解的寫作技巧，把完整連貫的動作分解為起跳、

騰空、入水三個步驟逐一刻畫，猶如慢鏡頭重播，精彩地再現了跳水的全過程，讓讀者仿佛親眼目睹

一般。 

 

第三課時 

☆新聞各文體定義： 

新聞消息 迅速、簡要地報導新近發生事實。 

新聞特寫 具體描述新聞事件中的某一場景，生動形象地展現新聞現場。 

人物通訊 圍繞新聞事件中的人物，報導其言行、事蹟，展現人物的精神。 

事件通訊 相對完整地記述新聞事件，展示其發展過程與社會意義。 

背景資料 調查並呈現新聞事件的社會歷史背景、深層原因等。 

新聞花絮 記錄主體事件之外的一些有價值或有趣的小新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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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 

定義 

通訊是記敘文的一種，是報紙、廣播電臺、通訊社常用的文體。  

通訊是對新聞事件、人物和各種見聞的比較詳盡生動的報導。它不僅告訴人們發生了什麼事，而且

交代事情的來龍去脈，以及情節、細節和有關的環境氣氛。 

特點 

1.容量大，範圍廣，取材比較全面、完整。 

2.展開情節，情景交融，還講求結構的變化。 

3.對事實的表達多樣化，結合敘述，兼以描寫、說明、抒情或議論，富有感情色彩或理論色彩。與

消息相比較，通訊的描寫偏多。 

4.比起消息，通訊的文字篇幅稍為長一點，發稿時間也可以稍緩一些。 

 

小結：嚴格的真實性；報導的客觀性；較弱的時間性；描寫的形象性；議論色彩較濃。  

分類 

通訊一般分人物通訊、事件通訊、概貌通訊、工作通訊 

通訊還可分為一般記事通訊、訪問記（專訪、人物專訪）、小故事、集納、巡禮、紀實見聞、特寫、

速寫、側記、散記、採訪札記。 

 
事件通訊範文： 

一著驚海天 

----目擊我國航母艦載戰鬥機首架次成功著艦   

                                            蔡年遲 蒲海洋 

1 渤海某海域，海風呼嘯，海浪澎湃。遼闊的海面上，我國第一艘航

空母艦--遼寧艦斬浪向前。艦島的主桅杆上，豔紅的八一軍旗迎風招展。 

2 2012 年 11月 23日上午 8時，頂著凜冽的寒風，身著不同顏色馬甲

的甲板工作人員在戰位就位。阻攔索安全觀察員手持專業工具，一絲不苟

地對阻攔索作最後一次檢查。備受外界關注的我國航母艦載戰鬥機首次著

艦進入最關鍵時刻。 

3 這不是一次普通的飛行。航母艦載戰鬥機著艦，承載著國人的強軍

夢想。浩瀚的大海可以作證，為了這一夢想成真，古老的中華民族，已經

等了近百年;人民海軍官兵，已經期盼了半個多世紀。 

4 這更不是一次普通的降落。這是世界公認的最具風險性難題。在高

速飛行的艦載戰鬥機上往下看，航母就像汪洋中的一片樹葉，在海上起伏

行進，飛機每次著艦都面臨著生與死的考驗。據統計，航母大國艦載機

80%的事故發生在著艦過程中。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到現在，某大國海軍已

經墜毀了 1000多架飛機，700多名飛行員喪生，其中絕大部分事故是發生

在著艦的時候。 

5 飛行塔臺內的廣播響了:"殲-15飛機 552 號已於××××起飛，預計××××

臨空!" 

6 著艦指揮員從容地走上甲板指揮平臺。"刀尖上的舞蹈"就要開始

了，現場所有的人都捏著一把汗。 

7 塔臺內，時鐘指標的每一次跳動，都在揪著人心。 

8"航向××，航速××節……"口令聲中，遼寧艦官兵嫺熟地操縱著航空母

艦，艦艉留下一道寬闊筆直的航跡。 

 

 

第 1 段交代事件發生的海天環境。 

全景式的描寫，為下文詳寫艦載機在

困難重重之下成功著艦作鋪墊。 

 

第 2 段寫檢查工作。 

富有特色的詞句，讓人感覺像在看一

個個鏡頭，現場感很強。 

 

第 3 段寫出這一次軍事訓練的人情

味，展現出官兵的家國情懷。 
 

第 4 段運用比喻，寫出著艦的難度，

突出飛機著艦的危險性。 
 

第 4 段交代著艦的背景資料。不僅吊

起了讀者的胃口，其中描述的危險性

也讓讀者不由自主地擔心起來，引起

懸念，吸引讀者急切地想知道結果，

具有很強的吸引力。 
 

第 6 段運用比喻，生動形象地寫出了

飛機著艦的技術之高、危險之大。 
 
 
 
 
 

第 11-17 段寫著艦指揮員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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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時××分，遠方的天空中傳來艦載機的低吼聲。循聲望去，記者看

到，湛藍的天幕上，一架殲-15艦載機正向遼寧艦飛來。 

10 飛行塔臺內，一雙雙佈滿血絲的眼睛，緊盯著監視螢幕上不斷跳動

的參數和曲線，密切跟蹤正在空中調整飛行姿態的艦載機。 

11 塔臺起降指揮監控台，不時傳來著艦指揮員和飛行員的對話聲---- 

12 飛行員:"請示下降高度!" 

13 著艦指揮員:"可以下降高度至×××!" 

14 著艦指揮員:"航向××，航速××……" 

15 飛行員:"明白!" 

16…… 

17 在兩人時斷時續、不急不緩的對話聲中，艦、機配合得非常默契。 

18 發動機的咆哮聲越來越大，艦載機越來越近了。繞艦一轉彎、二轉

彎，放下起落架，放下尾鈎，殲-15 艦載機像淩波海燕，輕巧靈活地調整

好姿態飛至艦艉後上方，對準甲板跑道，以幾近完美的軌跡迅速下滑。 

19 聲如千騎疾，氣卷萬山來。驚心動魄的一幕出現了:9 時 08 分，伴

隨震耳欲聾的噴氣式發動機轟鳴聲，眨眼之間，艦載機的兩個主輪觸到航

母甲板上，機腹後方的尾鈎牢牢地掛住了第二道阻攔索。刹那間，疾如閃

電的艦載機在阻攔索系統的作用下，滑行數十米後，穩穩地停了下來。 

20 記者眼前的飛行甲板上，定格著一個象徵勝利的巨大"V"字:阻攔索

的兩端構成"V"上邊的兩頭，尾鈎鈎住處，則是"V"字的底尖。 

21"成功了!"歡呼聲中，一顆顆揪緊的心，一下子舒展開來。各個戰位

上熱烈的掌聲，瞬間啟動了所有人緊繃的神經，每個人的臉上都綻放出勝

利的笑容。許多人落淚了!他們說:"太讓人激動了!" 

22 艦載戰鬥機上艦，中國白手起家，一切從零開始。某大國一名上將

曾說:"我們可以把航空母艦送給你們，但是，十年之內，你們不可能讓艦

載機上艦!"為了這一著，面對技術封鎖，多少人殫精竭慮，青絲變白髮;多

少人頑強攻關，累倒在試驗場;多少人無怨無悔、默默奉獻……今天，終於

有了一個圓滿的結果，能不激動嗎? 

23"快點!快點!"有人向飛行甲板沖去。幾分鐘前還空空蕩蕩的飛行甲

板，一下跑來了一大群人。 

24 打開艙門，飛行員沖著圍過來的將士們說:"一切正常，感覺好極

了!" 

25 殲-15艦載機前沸騰了，鮮花映襯著飛行員的笑臉，人們忘情地與

飛行員緊緊擁抱，爭相與飛行員合影留念…… 

26"咔嚓!""咔嚓!"……隨著照相機的快門聲響起，中國第一位成功著

艦的航母艦載戰鬥機飛行員的風采，定格在人們的鏡頭裡，鐫刻在共和國

的史冊上。                              (本報遼寧艦 11月 25日電) 

 

第 18 段運用比喻，生動形象地寫出了

艦載機動作的輕巧、靈動，給人以美

感，字里行間洋溢著自豪感。 
 

第 19 段第一句運用對偶和比喻，增強

文章氣勢，生動形象地表現了戰鬥機

著艦時的浩大聲勢，具有感染力。 

 

第 19 段對驚心動魄的一幕進行細節描

寫，生動形象地描繪出戰鬥機著艦的

情形。 

 

第 20 段一個巨大的 v 字，既形象展示

了阻攔索的實際形態，又有非常強烈

的感情宣洩，使作品具有更強的閱讀

震撼力。 

 

第 21 段寫所有現場人員的興奮激動之

情。 

 

第 22 段回顧中國白手起家的歷史，讚

頌為之奉獻的人，抒發激動情感。 

 
 
第 23-26 段，描寫成功著艦後人們的

激動表現。 

烘托當時緊張的氛圍、勝利的喜悅

等；增強新聞的現場感，增強感染

力；側面表現艦載機著艦風險極大、

意義重大，從而突出了主題。  

 
 

文章主題： 

這篇通訊再現了我國航母艦載戰鬥機首駕次成功著艦的過程，展現了宏偉的場面，表現了人們自豪激

動的心情，表達了熱烈赤誠的愛國之情、報國之志。 
 

結構：  

                               著艦前的環境     ------壯美             愛國之情 

   一著驚海天        成功著艦的過程    ------雄美            報國之志 

                               著艦後人們的表現 ------激動              自豪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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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分析： 

 

（1）標題的重要性： 

“一著”是指我國利用阻攔索使航母艦載戰鬥機首架次成功著艦， 

“驚海天”生動地寫出了此舉造成的影響之大， 

“海天”既是指航母艦載戰鬥機著艦的大環境，也指整個世界。 

以此做主標題，強烈的鏡頭畫面感躍然紙上，“一著”“驚海天”對比鮮明，很容易讓讀者心頭一震，激發讀

者的閱讀興趣。 

 

（2）文章層次: 

第一層：(1-4)交代時間、地點及事件的重要性。  

(1-2): 檢查甲板，做好著艦準備。  

(3-4): 交代這次飛行的重要性和降落的風險性。  

本文在層次上的特點 ： 

一、敘事完整，鋪排有序  

二、重點突出，主次分明  

三、文風平實，脈絡直觀 

 
第二層：(5-20)詳細敘述了艦載機降落過程 。  

(5-17): 艦、機默契配合。  

(18-20): 艦載機成功降落。  

第三層：(21-26)著艦成功的重大意義及人們的激動心情。  

 

（3）文章寫作特色： 

1、很有價值感    2、很有層次感     3、很有現場感     4、很有美感（ 動態美、語言美、情感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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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通訊範文： 

我把自己的心留在新疆的土地上 

中國青年報·中青線上記者 桂傑 

    北京清華長庚醫院普通外科主治醫生霍東方馬上就要結束一年的援疆

工作回到北京。他說:“我把自己的心留在新疆的土地上了。” 

    2016年 3月 4 日，霍東方來到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和田地區。“黃土高

原的土，烏魯木齊的雪，塔克拉瑪幹的沙，最後是和田的豔陽。”霍東方

用這樣 4句話總結自己到新疆的所見。 到駐地安頓好，開始一周的崗前

培訓，在和田的日子就這樣開始了。 

    霍東方在和田地區人民醫院擔任普外科副主任，協助艾爾肯·吾買爾

主任工作，側重科室教學和科研。 

    在和田地區人民醫院的手術工作中，霍東方以演示、講解危重患者搶

救為主，並在臨床工作中完善流程，基本手術多由其他醫師完成。 

    到和田工作的第 7天，霍東方參與搶救了一位腸壞死、感染中毒性休

克、多器官功能障礙的女性患者。患者在其他醫院治療近一周無好轉，被

送到和田地區人民醫院後，需要進行手術，但患者肝功能、腎功能異常，

特別是心肌酶升高而且自訴近期可疑心梗病史，手術風險大，圍手術期不

良事件風險高。 

  “病人高危，霍大夫，您去看看吧。”同事向霍東方求助。霍東方和主

管醫生一同查看病人的病情後，對患者的輔助檢查結果進一步評估，發現

患者有大量腹腔積液，而他在心電圖上沒有看到心梗的心電圖表現，基本

排除心梗，減輕了家屬和手術團隊的後顧之憂。隨後進行的急診手術證實

了霍東方的判斷。經過監護室觀察，度過術後危險期，患者痊癒出院。 

  “這次搶救，加強了我和和田同事之間的瞭解，也加深了我們之間的友

誼。”霍東方說。 

    在工作中，他發現大家對於目前一些重要的臨床研究不太瞭解，外出

開會時對有些內容理解不太透徹，就在科室教學講座中加入了一些最新的

臨床研究資訊，為大家進行講解。 

 

   “作為年輕醫生，我已經把援疆經歷當作我人生中最寶貴的財富來珍

視。”霍東方說。 

  （中國青年報 2017年 01月 18日 05 版） 

標題以“對象+事件”形式簡潔地

概括內容。 

 

介紹人物的身份，用人物的語言

引起下文。 

霍東方初到新疆所見，引用描述

更真實。 

 

 

 

 

 

 

 

 

 

 

 

抓住典型事例進行特寫，表現了

霍東方的愛心和奉獻精神。 

 

 

 
 

抓住細節，報導事蹟，凸顯其博

大的胸懷和無私的愛心。 

 

用人物語言結尾，擲地有聲。 

 

 

文章主題： 

這篇人物通訊以援疆醫生霍東方的話為線索，報導了他在一年的援疆工作中的經歷，抓住其中的典型

事例和細節，表現了人物的愛心和無私的奉獻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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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簡報（第四課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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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指導紙（第四至第六課時） 

第四課時      2019-2020 年度   初二   第二段   綜合性學習(新聞採訪稿—必做任務) 

一﹑學習採訪，並根據擬好的新聞主題，定下軍訓期間及之後欲採訪的對象（例如教官﹑比賽同學﹑老師﹑ 

家長），寫出採訪大綱構思，合作設計訪問的主要問題，以豐富報導內容。 *軍訓前交* 

二﹑軍訓期間各組員都要搜集素材，並記在日記。可在現場進行採訪(合作筆錄形式)。 

三﹑軍訓後，各組整理各人記錄的素材，並準備繼續採訪（採訪大綱 word 檔上交) 

四﹑合作採訪 (每次由 1人問問題，其他組員負責記錄內容) 

  採訪後盡快整理採訪內容(採訪稿 word 檔上交)  

綜合性學習—--我們的軍訓之旅 

組長： 

組員： 

採訪稿負責人： 日期： 

訪問負責人： 日期： 

攝影負責人： 日期： 

新聞稿負責人： 日期： 

必做新聞所屬文體： 2選 1 

（ 特寫 ／ 通訊 ） 

新聞活動主題： 

採訪提綱 

採訪對象 

至少 2個 

1) 2) 3) 

時間地點    

採訪目的  

採訪方式  

採訪器材  

對象一姓名: 身份﹑職稱： 

採訪問題 問： 

(1) 

 

 

 

 

 

(2) 

 

 

 

 

(3) 

答：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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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二姓名: 

 

身份﹑職稱： 

採訪問題 問： 

(1) 

 

 

 

 

(2) 

 

 

 

 

 

(3) 

 

 

 

 

 

 

 

 

答： 

(1) 

 

 

 

 

(2) 

 

 

 

 

 

(3) 

 

對象三姓名: 

 

身份﹑職稱： 

採訪問題 問： 

(1) 

 

 

 

(2) 

 

 

 

 

(3) 

答：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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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0年度   初二   第二段   綜合性學習(新聞採訪稿—自選任務) 

一﹑學習採訪，並根據擬好的新聞主題，定下軍訓期間及之後欲採訪的對象（例如教官﹑比賽同學﹑老師﹑ 

家長），寫出採訪大綱構思，合作設計訪問的主要問題，以豐富報導內容。 *軍訓前交* 

二﹑軍訓期間各組員都要搜集素材，並記在日記。可在現場進行採訪(合作筆錄形式)。 

三﹑軍訓後，各組整理各人記錄的素材，並準備繼續採訪（採訪大綱 word 檔上交) 

四﹑合作採訪 (每次由 1人問問題，其他組員負責記錄內容) 

  採訪後盡快整理採訪內容(採訪稿 word 檔上交)  

綜合性學習—我們的軍訓之旅 

組長： 

組員： 

採訪稿負責人： 日期： 

訪問負責人： 日期： 

攝影負責人： 日期： 

新聞稿負責人： 日期： 

自選新聞所屬文體： 3
選 1 
( 消息／ 背景資料 ／

新聞花絮 ) 

新聞活動主題： 

採訪提綱 

採訪對象 

至少 2個 

1) 2) 3) 

時間地點    

採訪目的  

採訪方式  

採訪器材  

對象一姓名: 身份﹑職稱： 

採訪問題 問： 

(1) 

 

 

 

 

 

(2) 

 

 

 

 

 

(3) 

答：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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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二姓名: 

 

身份﹑職稱： 

採訪問題 問： 

(1) 

 

 

 

 

 

(2) 

 

 

 

 

 

 

(3) 

答： 

(1) 

 

 

 

 

 

(2) 

 

 

 

 

 

 

(3) 

 

 

 

 

 

 

 

對象三姓名: 

 

身份﹑職稱： 

採訪問題 問： 

(1) 

 

 

 

 

(2) 

 

 

 

 

(3) 

答： 

(1) 

 

 

 

 

(2) 

 

 

 

 

(3) 

 

 

 

 



61 
 

新聞採訪 

新聞採訪：是新聞稿寫作前期準備, 要求全面、準確、深入地掌握第一手資料。 

（一）採訪的方法 

1. 最基本六要素：何人、何時、何地、何事、為何、結果； 

2. 觀察新聞事件發生的現場； 

3. 搜集主要的背景資料； 

4. 採訪相關人員 (征得對象或相關人員同意後，進行錄音、拍照，增強信息準確性)； 

5. 尊重采訪對象，注意言行得體，不能強求對方回答不想回答的問題。 

 

（二）採訪的步驟：確定報導題材  制定採訪方案  搜集新聞素材 

1.採訪前準備----制定採訪方案： 

採訪方案以採訪問題作為主要內容，事先圍繞主題設計重要問題，所提的問題要具體﹑客觀﹑有針對性。方案 

還要包括採訪的時間及地點, 採訪對象﹑目的及方式，還要注明採訪需要的器材。 

（範例）               採訪提綱 

時間﹑地點 1月 17日下午，氹仔運動場頒獎台旁 

採訪對象 本校運動會初中組男子 100 米比賽冠軍 李小明 

採訪目的 瞭解李小明的成長經歷﹑奪冠心得，以及他對訓練與學業關係等的看法 

採訪方式 深度訪談，照片拍攝 

採訪器材 紙、筆、照相機 

採訪問題 (1)先跟大家說說你奪冠後的心情。 

(2)你甚麼時候開始練習短跑的？平時每天大概訓練多長時間？ 

(3)你覺得訓練中最艱難的是甚麼？如何兼顧訓練與學業？ 

(4)在男子百米項目中，哪位運動員對你的影響最大？(詢問原因，請對方具體講述) 

(5)你認為體育訓練對你的成長有甚麼價值？  

＊採訪問題參考： 

目標--「你們要實現的目標是什麼?」﹑「這個活動的目的是什麼?」 

障礙--「哪些部份最困難？」﹑「你遇到過什麼難題嗎？」 

解決--「你是怎樣對付這些難題的?」﹑「你是靠什麼支持完成這個目標的？」 

其他——過程中你印象中最深刻／有趣的一件事是什麼？你最滿意哪些地方？ 

 

2. 當日採訪的注意事項： 

採訪

前的

準備 

○1確定你採訪時間和地點 

○2把你的採訪提綱用電子或書面的形式給對方，以便使對方有充足的準備。 

○3準備採訪用具︰背包、鉛筆、筆、採訪本、相機、錄音筆等，提前 5到 10分鐘過去。 

採訪

中要

注意

的禮

儀 

介紹禮儀 由高到低，位尊者有優先知情權；由近及遠，根據位置遠近； 

握手禮儀 雙手或右手，積極伸手，握手要有力 

坐姿     平穩落座後人體重心垂直向下，腰部挺起上身要直，手自然置於雙膝或椅子扶手上，頭

部保持平穩，目光平視，需要側坐時，應上體與腿且時轉向一側，頭部應向前略傾。 

提問禮儀 

  1.提問時宜多用平等商討的祈使句為佳︰ 

諸如“請您談談……好嗎？、“您能不能告訴我您對此事有甚麼看法”等。 

  2.當受訪者回答問題後，採訪者應有一定回應，再追問下一個問題。 

例︰問︰學校支持你們嗎？在哪方面給予幫助？ 

    答︰學校很支持我們的活動，在我們沒有場地練習的時候，學校會替我們和其他的社團協商，

爭取給我們更多的場地練習。 

    問︰學校對你們真的很支持，真替你們高興。學校的支持一定可以使文化社發展得更好，會吸

引更多同學加入。那我想問一問同學加入了街頭文化社後，他們加深對街頭哪方面的認識…… 

＊採訪後要整理出採訪稿，並篩選出所需新聞材料，寫作新聞稿(在稿子成稿的早期，應把初稿送至被採訪人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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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課時 

2019～2020 年度  初二  綜合性學習報告（新聞） 指導紙        2019/12 

 

新聞標題 
定義： 

 

新聞標題，是在新聞正文內容前面，對新聞內容加以概括或評價的簡短文字，其字型大小

大於正文，作用是劃分、組織、揭示、評價新聞內容、吸引讀者閱讀。 

分類： 

 

按不同的分類標準，可以分不同的種類，包括主題、引題、副題、插題、提要題、邊題、

尾題、欄目題和通欄題 9種。 

作用： 

 

1.提示新聞內容：新聞標題是以最精練的文字將新聞中最重要、最新鮮的內容提示給讀

者。 

2.評價新聞內容：標題不但簡明扼要地介紹新聞內容，而且能夠代表編輯部評價新聞內

容。（一則好的新聞標題具有鮮明的思想性，不僅能向讀者提示新聞內容，而且能説明讀者理解新

聞內容的性質和意義。） 

3.吸引讀者閱讀新聞：編輯製作標題，不僅要注意通過標題向讀者提示和評價新聞事實，

而且要善於用生動優美的形式去吸引讀者閱讀新聞。 

4.組織和美化版面：標題不僅能夠提示、評價新聞的重要和新鮮的內容，吸引讀者閱讀新

聞，而且還能把內容相近的稿件組織在一起，使版面變得有秩序，從而具有美化報紙版面

的功能。 

製作 

要求： 

 

題文一致，突出精華，準確鮮明，言簡意明，易讀易懂，生動活潑。 

一、題文一致：即新聞標題必須與新聞內容相一致。包括兩方面含義,即 

1 標題所提示的事實，要與新聞內容一致。 

2 標題中的論斷在新聞中要有充分依據。 

二、突出精華： 

1 將新聞中的精彩部分作為標題的寫作內容。即將新聞中最具有新聞價值和社會意義的事

實寫在標題之中。 

2 將標題所寫內容中的精彩部分放在主題之中。 

三、準確鮮明：即新聞標題須切實做到表意要準確，表態要鮮明。 

表意準確：標題表意要準確；評價事實要準確；運用文字要準確。 

表態鮮明：即指標題報告事實有鮮明的傾向性，筆下帶有感情。態度可分為肯定，否定和

中立三種。 

四、言簡意明：簡潔明快的標題使讀者一瞥就能瞭解其中的意思，被讀者接受。 

要使標題簡潔明快，應做到：善於省略；錘煉語言；善於利用標題之間的關聯性； 

五、生動活潑： 

標題要把新聞中的精華告訴讀者，還應講究生動性，以優美的形式吸引讀者。 

1 巧用富有表現力的事物表現標題的內容，如比喻、比擬、借代。 

2 巧用詩詞佳句或模仿句式格調表現標題內容，如引用，仿擬。 

3 利用詞語、語句之間的各種聯繫，表現標題的內容，如對比、對偶、排比、拈邊、 

反復、聯珠。 

4 巧用詞語的多重含義來表現新聞內容，如雙關，反語。 

5 巧用提問和呼喚的方式表現標題內容，如設問，呼告。 

製作 

步驟： 

 

一般都要經過讀稿、命意、立言、修正四個步驟。 

一、讀稿，即精心閱讀稿件，這是製作標題的第一步。認真閱讀導語及全文，提煉出最重

要，最新鮮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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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命意是對標題內容的醞釀與構思過程，目的是在通讀原稿的基礎上，把新聞中最具有

新聞價值和社會意義的事實提煉出來。 

三、立言在標題製作過程就是把命意階段已經確定的標題的內容和表現方式用適當的文字

把它表達出來。標題立言要注意力求深入淺出，通俗易懂，生動引人。 

四、修整是製作新聞標題最後一個程式，也是必不可少的一個程式。只有時間允許，編輯

應對標題進行仔細推敲。 

 

 
從結構形式來看，消息的標題比其他文章的標題要更為多樣。因此，我們以認識消息標題為重點： 

 

消息標題 

◆按結構可分為單一型和複合型兩類。 

單一型標題一般為單行標題，也有作兩行的；複合型標題為多行標題。 

前者只有主題（正題），後者則包括了主題與輔題（引題或副題）兩部分。 

消息的標題，分眉題（又稱引題、肩題）、正題（又稱主題、母題）和副題（又稱輔題、子題）。 

 

(1)正題，標題中最主要的部分，用以概括、說明新聞中最重要或最引人注意的事實和思想。是新聞

標題中的最核心部分，即發生了什麼。  
（在整個標題中所用字型大小最大，居於最顯著的位置。） 

(2)引題，位於正題之上，常用於交代背景、說明原因、烘托氣氛、提示意義等，以引出主題。  

 （位於主題之前，字型大小小於主題）  

 

(3)副題，主要用事實對主題作補充和解釋，常用於補充交代一些次要事實，以彌補正題的不足。 
（位於正題之下，字型大小小於主題、引題） 

出現在報刊上有如下幾種情況：   

多行標題。多行標題，一般有三行，例如： 

經貿部負責人發表談話（引題）   

希望海峽兩岸實現直接貿易（正題）   

願與台經貿主管部門接觸協商解決雙方貿易中問題(副題）   

 

雙行標題。 

其一，出現正題和引題。如：   

真正幸福要靠自己勞動去創造（引題）   

杜芸芸將十萬元遺產獻國家（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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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出現正題和副題。如：  

  

成都電訊局花錢“買”批評（正題）   

在報上登“公告”歡迎群眾對通訊服務工作進行監督（副題） 

 

單行標題。單行標題只有正題。如：  

XXX接受《朝日新聞》社長採訪 （正題） 

  
消息的標題，力求言簡意明，平易親切，準確新穎，富有吸引力。採用哪種標題，要酌情而定。 

◆按內容區別，消息標題分為實標題和虛標題兩類。 

實標題重在敘事，著重具體表現新聞事實中的人物、事件、地點等要素。 

虛標題重在說理、抒情，著重揭示新聞事實中所蘊含的道理、思想、原則等。 

在標題製作中，特別要注意處理實標題和虛標題的關係，具體來說要注意以下幾點： 

第一，單一型標題不管是單行題還是雙行題，都應是實標題。例如： 

1     日本議員空中“視察”釣魚島（主題  實標題）    

2      煤： 山西積壓   上海缺口  （主題  實標題）   
3   

  “鮎魚”今登錄粵東 （主題  實標題） 

廣州塔或閉塔避風  （主題  實標題） 

 

 

 

第二，複合型標題中，至少必須有一個實標題。例如： 

1 

工會熱心腸 人走茶不涼   （主題 虛標題） 
錦屏化工廠安排好退休工人的晚年生活 （副題  實標題） 

 

2 

我國航天技術又一新成就  （引題  虛標題） 
   試驗通訊衛星發射成功        （主題  實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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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政協委員批濫用“屌絲”          （主題  實標題） 
   稱並非所有的網絡語言都適合在媒體發表    （副題  實標題） 

 

4 

 知否？知否？應是賤“肥”貴“瘦”      （引題   虛標題） 
愛吃瘦肉者，請您多付錢          （主題   實標題） 

本省十幾個縣市調整豬肉各品種之間的差價      （副題  實標題） 

 

 

☆消息標題與通訊標題的區別☆ 

內容上： 

（1）消息標題以報告事實為主。消息主要是報告新近發生的有意義的事實，簡潔明快，一般對事物

發展過程不作詳述。這就決定消息標題重在敘事，即使是就實論虛的標題，對必要的事實也應有所

說明。 

（2）消息標題對事實的表述呈現一種動態。標題不僅要報告新聞事實，而且對事實的表述要體現出

一定的動態，即告訴讀者事情的發生與發展。 

（1）通訊標題則不一定如此。通訊標題對事實的表達多數呈現的是一種靜態。 

結構上： 

（1）消息標題形式具有多樣性。消息的標題則一行題、二行題、三行題都常用。消息標題往往是通

過主題、引題、副題的配合，向讀者報告新聞的內容，指明其性質和意義的。 

（2）消息不僅在引題方面區別於通訊，其副題也與通訊的副題不同，消息直接說明內容，不採用破

折號附加的形式。 

 

（1）一般而言，通訊採用一行標題，即主標題。 

（2）需要時，通訊也可以加一副標題，即用破折號附加在主標題之後，用來說明作者寫作本文的物

件、意圖以及采寫的方式，把通訊做成兩行標題。 

通訊也少有使用引題的，但不採用三行題的形式。 
 

通訊標題 

一行標題，例如： 

我把自己的心留在新疆的土地上 （主題） 

 

特點： 

以事件主角的話語來做主標題，簡

潔地概括內容又吸引讀者。 

 

二行標題，例如： 

春天的握手（主題） 

——本報特約記者通訊員培訓班追記（副題） 

 
 

特點： 

主題簡約傳神，形象生動，很有創

意。 

副題補充說明內容。 

https://baike.so.com/doc/6790302-700691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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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特寫標題與通訊相似，通常採用一行標題與二行標題。 

新聞花絮與新聞背景資料，多數採用一行標題（主標題），內容為實標題，但較為輕鬆，不像消息、

通訊般正式。 

 
總結：新聞標題種類較多，結構較複雜，而且還存在著內在的邏輯關係。因此，無論記者還是編輯要

想製作一條準確、簡約、傳神的新聞標題，非得花費一番心思不可。 

 

如何擬寫消息標題： 
如何擬寫消息標題？利用新聞（消息）結構特點。 

新聞（消息）結構包括標題、導語、主體、結語、背景。 

導語：首句或首段 -----提示新聞的核心內容。 

主體：中間部分 -----詳細交代事件的細節，是對導語的豐富和擴展。 

結語：最後總結部分 -----對事件的意義和影響進行闡發，起補充延伸作用。 

 

解題思路： 

（1）篩選信息 

1.主要看新聞導語，找出陳述對象，找到新聞主體事件。 

2.再適當參照主體部分。 

3.用結語來驗證。 

找出兩個必備要素：1.對象（人物、事物、單位）  2.事件 

◆主標題格式：對象+事件 

 

（2）組織語言，壓縮成句 

1.一般採用主謂句： “誰+幹什麼”、 “誰+怎麼樣” 或動賓式： “動作+對象” 

2.一般為不停頓的短句（偶爾為對稱句） 

3.重要詞語要體現（表示極端程度或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詞，例 “最”、 “首”、 “全部”） 

4.符合字數要求（適當採用簡稱，例:“教師和職員”簡稱為“教職員”） 

5.不需要寫時間，句末不要標點 

 

 

範例： 

     中新網 12 月 4 日電   據澳門特區政府網站消息，澳門屠房公司 4

日早上懷疑有一頭牛在運送至屠房時，掙脫撞毀鐵絲網圍欄，並走出屠

房範圍，屠房人員即時作出跟進。現在牛隻情況穩定，事件中無人受

傷。 

  為免影響牛隻情緒，人員先從後跟隨，再將有關牛隻引領至一空置

地段，避免對公眾構成危險。 

  目前，有關牛隻情況穩定，並有屠房人員、消防等在場監察狀況，

稍後將按實際情況，派車運回屠房。 

  事件中所幸無人受傷，澳門市政署將與屠房公司瞭解詳細起因後，

再作進一步跟進處理。 

第一段為導語。 

 

 

 

第二、三段為主

體。 

 

 

第四段為結語。 

1.根據導語、主體、結語內容，進行組織語言，壓縮成句，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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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是（  一頭牛    ） 

事件是（  掙脫圍欄走出屠房，情況穩定無人受傷        ） 

2.結合對象+事件，得出標題<限 22 字內>：（ 澳門一頭牛掙脫圍欄走出屠房情況穩定無人受傷） 

練習一：為下面這則消息擬個標題，限 15字內。 

3月 3日下午，澳門經濟司、財政司和水警稽查隊聯合行動，公開銷毀了在最近兩年中緝獲

並已完成了行政或司法檢控程式的盜版光碟約 100萬張。這是澳門官方首次採取這種行動。 

對象：（    澳門官方                              ） 

事件：（    首次公開銷毀盜版光碟                  ） 

標題：對象+事件 

（   澳門官方首次公開銷毀盜版光碟                      ） 

 
練習二：為下面這則消息擬個標題，限 10字內。 

  據新華社三峽工地 5月 20 日電    2006年 5月 20日 14時整，經過 34小時的連續澆築，

三峽大壩最後一倉混凝土順利收倉，至此，世界規模最大的混凝土大壩終於在中國長江西陵峽全

線建成。三峽大壩是三峽水利樞紐工程的核心，總澆築時間為 3080天，海拔高程 185 米。今年

汛期，大壩開始全面擋水，長江中下游 1500萬人、150萬公頃良田從此可以解除洪水威脅。三

峽工程全部建成後，還將在發電、通航、旅遊等方面對人們的生活產生巨大的影響。 

對象：（    三峽大壩                              ） 

事件：（    全線建成                              ） 

標題：對象+事件 

（   三峽大壩全線建成                              ） 

 

練習三：為下面這則消息擬個標題，限 15字內。 

本報訊   5月 26日，記者從市旅遊外事僑務局獲悉，接國家旅遊局通知，我市正式獲批

“中國優秀旅遊城市”。至此，我省已有 9個地級市和 3 個縣級市獲此殊榮。 

    我市旅遊資源豐富，品種齊全，特色獨具。重要的旅遊資源有：大雄山國家森林公園、龍山

國家森林公園、梅山龍宮、紫鵲界秦人梯田、曾國藩故居富厚堂、湄江風景區等。其中梅山龍宮

和曾國藩故居富厚堂已獲批國家 AAAA級旅遊區。 
（摘自 2010 年 5月 27 日《婁底廣播電視報》） 

1.劃出導語部分。 

2.壓縮文字，組織出標題：（    婁底正式獲批“中國優秀旅遊城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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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課時 

利用學生初稿作為教學指導內容 

「標題」指導 

 

「特寫」指導 

 

 

 

 

「特寫」指導 

「新聞花絮」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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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息」指導                                                                                         

 

 

 

 

 

 

 

 

 

 

 

「通訊」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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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教學實錄 

一﹑擬定新聞主題並分工 

 
二﹑體驗軍訓生活 

 

  
 

三﹑課堂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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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採訪 
1)軍訓後的採訪 

   
 
2)線下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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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撰寫採訪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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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討論並撰寫新聞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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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修改新聞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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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製作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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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口語報告 PowerPoint 

2B班 



78 
 

2A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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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D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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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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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口語報告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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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優秀報刊成品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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