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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综述：

典型报道研究无论从纵向还是横向

上都经历了约30年的艰难探索，查阅相

关文献，截止目横向上当前国内关于

典型报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方

面：

（1）对典型报道的问题进行归纳分

析和反思改进。例如：《典型报道“式

微”缘由的省察与反思》（朱清河）

（2）对典型报道某方面或全部内容

进行总结。例如：《典型报道：渊源与

命运》（张威）《典型报道论纲》（朱

清河）

（3）对典型报道社会功能、地位、

意义的解读。例如：《关于典型报道的

几点思考》（肖体焕）

（4）对相关领袖新闻宣传思想的研

究。例如：《典型报道理论与毛泽东新

闻思想》（吴廷俊、顾建明）

（5）以某次具体的典型报道为视角

的研究。例如：《“后典型时代”人物

报道的发展趋势——以<南方周末>人物

报道为例》（禹雄华、刘岩）

纵向上，典型报道的研究起自上个

世纪八十年代，近年来研究成果逐年增

多。

（1）八十年代 ，新闻界对典型报

道的关注主要是对长期以来典型报道实

践模式的反思，尤其是典型报道在真实

性和宣传性方面存在的问题。

（2）90年代，寻找在新的传播环境

下典型报道实践经验，出现了大量新闻

从业者撰写的进行典型报道的工作体会

式文章。

（3）新世纪后，新闻界对典型报

道的研究兴趣又在逐渐升温，研究范围

更加宽泛、深入，出现一些总结型的专

著。

（4）近年来，由于典型报道的问

题逐渐暴露，学者们开始关注新闻媒体

在典型报道实践过程中的一些改变和创

新，提出了一些新的理念和术语，如

“后典型报道”。

反观研究内容层面的总结归纳，当

前典型报道研究的争论点主要在于：1、

典型报道典型报道属不属于新闻范畴？

2、典型报道该如何评价，肯定还是否

定？3、典型报道未来前景会怎样，“淡

化论”、“强化论”？这些问题成为国

内学者争论的焦点。

1　典型报道存在的问题
传统的典型报道诞生于政治统帅

一切的特殊环境中，受僵化的社会环

境的影响，从一种报道形式逐步畸变

为一个标准、一种模式和一种特殊的

思维方式[1]。这一产生机制决定了典型

报道不是一个完善的报道方式，而是一

个基于时代发展所迫而诞生的“早产

儿”，它和其他报道方式一样，随着媒

体的更新和时代的迈进逐渐暴露出各种

不适应社会环境的各种问题。由于主客

观原因，这些问题严重制约着典型报道

的强势发展态势。

1.1　典型报道的内部问题：

1.1.1　选材范围窄：

两级式典型观占据主流位置，这种

“正—反、是—非、对—错”两极化的

思维框架深深地烙印在典型报道中，中

间层次的典型被忽略，反面典型的分量

一直趋于弱化，造成了非黑即白、非好

即坏、非歌颂即批判的报道模式，“人

为”地压缩了典型报道的选材范围。

1.1.2　报道内容失实：

典型人物报道的对象多为高大全，

想当然的认为典型报道对象无疑是好人

好事，认为这些才是受众追求的观赏主

体。此外对心里活动的过度刻画降低了

典型报道的真实性，例如对于黄继光事

件的报道就受到了很多质疑，认为其报

道存在着合理想象的成分，以及雷锋的

可信度目前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批判。

典型报道甚至还存在着反面典型正面做

的不道德报道方式。

1.1.3　模式化报道方式：

总结典型报道的叙述方式，可见其

视角单一、讲述公式化以及存在对典型

的心理预设现象。反观很多对于地方好

人的报道，无一例外诸多存在肆意夸

大，或者老师寒灯批阅作业、环卫冒雪

完成工作、“群众夸赞他（她），家属

埋怨他（她）”的好公仆等程式化的内

容展现。

1.1.4　宣传性高于新闻性：

典型报道从诞生之初就被赋予了强

烈的政治性和主观性色彩，报道理念多

遵从党中央的宣传主旨，其作为新闻深

度报道方式之一的新闻体裁一直被忽

略，新闻性被宣传性淹没。

1.1.5　典型报道的负效应：

似乎典型就不应该有“缺陷”，有

“缺陷”就不能成为典型。一味地选取正

典型，忽视负典型或者中间层面的典型对

报道对象和读者也会产生一定的恶果。不

合理的典型以及不正确的典型报道方式会

使典型失去真实的光泽，变的虚幻，从而

失去应有的指导和导向作用[2]。

1.2　典型报道的外部问题：

在步入21世纪的今天，人们的价值

观、世界观、人生观都发生了变化，受众

价值取向多元化、个体意识增强，反权

威、反说教，原有单一的典型报道已经无

法满足受众的多元“胃口”，市场化带来

的冲击，媒体自身利益的追求也一定程度

上影响了典型报道的公正客观。

全媒体时代典型报道的生存之道

文丨马珊珊

摘　要：典型报道作为一种报道方式和报道理念的双重身份，具有强大的新闻舆论引导功

能，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典型报道自产生之日起一直在探索中发展，在当今市场

经济的大背景下，典型报道如何实现长远发展成为传受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本文在综合归纳

分析国内学者对于典型报道研究的基础上，全面揭露典型报道的不足，在“淡化论”和“强化

论”的观点下开辟一条全媒体时代典型报道的生存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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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制度改革的

不断推进，传统电视媒体也逐渐向媒

体融合的趋势发展。上个世纪90年代，

我国就提出“三网融合”的概念。2006

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

“十一五规划纲要”强调积极推进电信

网、互联网和广播电视网三网融合，并

对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支持方面做出了

明确具体的要求。2010年1月，温家宝

指出要加快推进三网融合。如今，电信

网、互联网和广播电视网通过相互渗透

与融合，形成了新的媒介。这一新媒介

不论是在传播内容和传播手段上，还是

在盈利模式上都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新

特点。在这样的背景下，电视媒体面临

着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和机遇。电视媒

体应唯有突破传统的老路，改变原有的

传播模式与传播内容，充分利用现代三

网融合，提高核心竞争力，才能在这个

风云变换的市场竞争中获得持续优势。

以下将探讨三网融合背景下电视媒体的

发展和应对策略。

1　发挥电视媒体的自身固有优势
1.1　突出电视媒体的权威性

要强化电视媒体“把关人”作用，

突出电视媒体的公信力和权威性。当

前，电视媒体作为人们最重要的信息来

源，在信息的广泛传播中起着举足轻重

和无法估量的作用，它始终是官方与权

威的象征。杨继红在《谁是新媒体》一

书中指出，“在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

介建设并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可、受众信

任的过程中，‘把关人’起着至关重要

三网融合下电视媒体发展

文丨黄建斌 侯春果

摘　要：目前，三网融合已成为不可逆转的主流趋势。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制度的改革，

三网融合在我国发展越来越快，融合形式和手段也越来越成熟。电视媒体只有正确认识并充分

发掘自身优势，利用现代三网融合，适应新规则，变被动为主动，才能在这个复杂多变的市场

竞争中获得持续优势，走向新生。本文探讨了三网融合背景下，电视媒体提高竞争力的主要策

略，包括发挥固有优势、注重电视媒体的经营策划和节目策划等。

关键词：三网融合； 电视媒体； 经营策划； 节目策划

2　“淡化论”与“强化论”之比较
1987 年，陈力丹发表《典型报道之

我见》，他认为“典型报道观念是文明

程度不发达的社会条件下的产物，它讲

随着文明的发展而逐步消亡”，一旦典

型从半神变成人，典型报道便失去了存

在的土壤，即“典型报道消亡论”，宣

称典型报道末日来临[3]。

“强化论”者则认为，一元化的宣传

模式不会也无须改变，党报（台）仍将一

统天下，典型报道仍将是传媒的主角。

笔者认为，陈力丹学者的观点未免

过于偏激，目前典型报道的成功实践证

明了其淡化论的观点是不符合现实的。

笔者的观点是：典型报道不会消亡。从

实际看来，当前全媒体时代下，典型报

道确实出现了很多不符合现实土壤的弊

端，如何弥补不足，迎合受众，促进典

型报道做大做强成为这一阶段学者、业

界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

3　全媒体时代典型报道要如何做大
做强

在全球化大背景下，典型报道面临

着新的机遇与挑战。多元化的媒体、丰

富的社会资源为其提供了更为宽广的舞

台，而公民意识的增强、个人独立性的

增强等又对其发展提出挑战。新时期，

我们只有把握受众心理，了解社会动

态，及时对典型报道存在的问题进行改

革，才能促使其繁荣。

3.1　内容层面上：遵从真实性、

多元化原则选材，集中体现社会某一矛

盾的人或事，报道人物平民化，多样化

（如感动中国人物评选），杜绝非黑即

白、非好即坏的单一化选材方式，用丰

富的材料取代各种想像和宣传说教。在

具体操作手段上，可以利用微博客等大

众平台，搜集寻找典型，接地气地给予

报道。

3.2　报道方式层面上：运用多种媒

介渠道，进行跨媒介联合报道，此外还需

要实现与受众的即时互动，了解受众需

求，集合数据资源。拒绝单一的叙事角

度，创新报道视角，全方位立体报道新闻

事件和新闻人物，唯有如此才能将典型报

道在市场化大潮中置于不败之地。

3.3　主体层面上：从事典型报道的

新闻记者不仅要以客观性为准绳，坚持

三贴近原则，还需要全方位把握时代脉

搏，即时报道典型，提供新闻记者的职

业素养。此外人文情怀也不可缺失，正

面典型或者反面典型的报道一定程度上

离不开新闻记者“侠”“义”精神。

典型报道自产生之日起一直在在黑

暗中摸索，在探索中发展，因此不断转

换视角，在反思中取其精华，去其糟

粕，在困境中努力创新成为全媒体时代

典型报道的生存之道，也是使典型报道

一如既往为社会道德观的塑造发挥作用

的必经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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