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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媒体时代，各式各样的新闻标题

眼花缭乱，既有推陈出新的创新之举，也有鱼

龙混杂的各种乱象。本文梳理了网络新闻标题

的 6种不良表现和各自的基本特征，切中其要

害，对于规范网络新闻标题制作，希望能有一

定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新闻标题 新媒体 标题制作

标题是新闻的眼睛。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和

媒体的快速发展，标题的重要性越来越引起大家

重视。

一、新闻标题的重要性及“标题党”现象

新闻标题是用以概括、评价新闻内容的一行

最简洁的文字，一般放在新闻内容前面。①什么

样的标题是好标题？一般来说，好的新闻标题应

该准确鲜明、生动活泼、言简意赅、蕴含深意。

文章好写，标题难取。在新闻报道中，能够拟好

标题，是基本功，也是技术活。

新媒体日新月异，人人都能成为信息发布

者、传播者，各种信息满天飞。取一个新颖的标

题成为许多新媒体竞相追逐的抓人眼球、制造爆

点的利器。然而，在流量为王的新媒体格局下，

出于追逐利益的目的，网络信息标题常常出现虚

浮夸张、断章取义、偷梁换柱、故弄玄虚、欲盖

弥彰，甚至渲染情绪、绑架舆论等弊端，虽然历

经多次整治，依然层出不穷。2020年3-5月间，

腾讯、新浪、今日头条、网易、趣头条等网站平

台主动开展自查自纠，全面排查平台内网络账号

恶意营销问题，清理了相关文章6126篇，关停

账号18576个。

个人或集体在发布信息时，一味以标新立异

博得点击量为信条而全然不顾新闻的真实性原

则，大量使用耸人听闻与媚俗字眼以求吸引读者

注意的行为，被称作“标题党”。②部分新媒体，

尤其是网站、公众号、视频号之类，为了提高点

击率、扩大知名度、做大流量，不顾新闻采编基

本原则和新闻事实，把更多的关注点放在新闻标

题的制作加工上，操作方式简单粗暴。

二、网络新闻标题存在的几个不良现象

“标题党”在一定程度上扰乱着舆论生态，

也损害着媒体从业人员的职业形象。梳理这类标

题的制作流程和套路，可以发现其中的典型

特征。

（一）夸大其词，制造轰动效应

故意在标题中滥用夸张等修辞手法，营造紧

张、神秘、急迫、焦虑等气氛，挑动关注神经。

比如，《中国式饮食再遭“痛批”，20%中国

人死于吃错饭！》，乍看之下，极易引发恐慌。细

究一番，我们看到该标题源于《柳叶刀》的一篇

研究文章。研究人员采集了1990 年-2017 年涉

及195国家饮食领域的数据，统计时间跨度近30

年，指出中国饮食结构重盐、少杂粮、少水果，

心血管疾病死亡率、癌症死亡率排在世界人口前

20大国中第一名。殊不知，30年间中国人的饮

食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历史数据看今

日之现实，难免张冠李戴，并且研究人员仅以研

究饮食结构看195个国家的相关疾病发生率，何

来“痛批”中国式饮食一说？

这类标题典型的还有：《拜登决定了！美国，

认怂了！》《决战爆发前夕，普京正式下达核武授

权令，美国慌了：全面停火》《吃这些东西等于

毒药！想想你的孩子……》《昨晚出事了！伤亡

数十人！速看！》《买途昂的悔哭了！全新 SUV

比宝马 X6 帅十倍，10 多万让探界者都服气》

《“男神大叔”张嘉译，往后难再见了？网友们

泪奔》，这些标题隐藏关键信息，夸大一点，无

视其他，只为撩拨情绪罢了。

（二）断章取义，扭曲基本事实

一些标题掩盖某些关键信息，截取一点肆意

发挥，传递信息与实际内容差之甚远。比如，

《平均一天吃4个鸡蛋胆囊长满结石》这篇网文，

乍一看标题，让人自然产生一种吃鸡蛋会长胆结

浅谈网络新闻标题制作乱象浅谈网络新闻标题制作乱象
任武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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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的感觉，但看完整篇报道才发现，原来当事人

只是爱吃鸡蛋，让人长出结石的罪魁祸首却并非

鸡蛋，而是当事人作息不规律、饮食习惯不佳等

多重原因造成的。

又如，《大陆暂停对台湾地区出口天然砂 九

成依赖大陆的岛内建材市场将受重创》，这是一

则商务部决定暂停天然砂对台湾地区出口的新

闻，对台湾制裁影响很大，但就天然砂而言，并

不是“九成依赖大陆的岛内建材市场将受重创”。

这则信息的本意是：台湾沙石自给率约为80%，

其中进口砂石中92%依靠从大陆进口，并不是九

成依赖大陆供应，偷换了概念。再如 《从 5499

跌至3699，iPhone11无奈离场，4G手机还值得

入手吗？》一文中，把两年前与两年后的手机价

格做了对比，新旧更替的衔接期，旧机型降价促

销，根本谈不上离场不离场的说法。

（三）故弄玄虚，掩盖重要信息

有些标题把关键的信息隐藏掉，只用一些挑

动情绪的词语，强化某种悬念或情绪。这类标题

比较常见，甚至在官媒中也经常出现。

《“所有人验DNA！” 网友齐呼：支持！》，

这是某官方媒体账号发布的一则消息，初看标

题，语焉不详，让人既紧张又不知所云。细看内

容才了解到，因为一小区高空抛物砸伤行人，事

后无人承认，为找出罪魁祸首，民警经过申请后

硬核喊话：“通知一下所有业主，到时候可能会

验每个人的DNA！”这与标题传递的信息有很多

出入。《确定了，延期！》，这也是某地方媒体发

布的一条新闻信息，内容无非是某项考试因为疫

情延期举行，可是标题中基本信息的缺失，让我

们看不出内容所指，有种雾里看花的感觉。

再如 《热搜第一！他们复婚了！》《完全恢

复！》《223+747》等等，这种类型的标题司空见

惯，设疑是成功了，内容也很简约，但是总让人

糊里糊涂，信息传递不清晰。

（四）堆砌标点，挑动感官神经

标点符号是书面语的有机组成部分，用来表

示停顿、语气、词语的性质和作用。以标点累积

重复的形式，加重某种情绪或情感，在新媒体标

题中运用较多且有泛滥之感。这其中以问号和感

叹号的粗暴运用最为普遍。

《明确了！马上下调！今年最大降幅！》《令

人发指！美国终于道歉了！》《惨不忍睹！快告诉

你身边的人要小心……》，这一类型的标题初眼

看去并不会明白传递的是什么信息，但是一连串

的“！”会让人为之一惊，然后还是不知所云。

翻阅部分媒体公众号笔者发现，感叹号的运用已

经到了欲罢不能的地步，所刊发的信息几乎满屏

都会带上一到三个“!”，好像除了感叹号，其他

任何文字表述都不足以概括编辑的表达意图。

带问号的标题近年也非常流行。如《？？？？》，

这是一条关于古人如何降温防暑，再引入唐宋诗

词的推文，标题制作不落俗套、引人侧目，内容

雅俗共赏，但试问，标题拟定是否可以如此随意

而为，4 个“？”又承担着哪些传播价值？徒为

博人眼球。此类标题还有很多，如《防疫“心”

知识丨多疑？易怒？闹心？不怕！就这么搞定

↘》《在西胪，变“黄码”了怎么办？？？》等。

标点符号是标题的有机组成部分，适当运用

能增强表情达意的效果，但是想这样过犹不及的

做法并不可取。

（五）掺假造假，吸引大众眼球

有的标题中随意添加关键猜想信息，甚至以

假乱真，人为制造“惊恐”“对立”，只为博得

“流量密码”。

比如，2021年6月广州疫情形势吃紧，《万

分紧急！广州明日一个不留！》《广州危急！明日

戒严封城》等惊悚信息为标题的推文，在网上迅

速扩散，引发恐慌。后经查实，这是广州一家

“信息技术”公司，为攫取不义之财，在疫情期

间炮制大量带有“封城”“戒严”噱头标题的推

文。疫情当前，本应众志成城齐心抗疫，这家公

司却不顾事实，制造和贩卖惊恐、焦虑、紧张等

负面情绪。这类推文用心不可谓不毒辣。

这类信息特征非常明显，标题中大多含有

“震惊！”“速看！”“必看！”“紧急！”“刚刚！”

“不看后悔！”“紧急通知！”“万分危急！”“看后

速删！”等字眼，但内容不过是某个突发事件，

一些拼凑的信息碎片，或臆想的倾向性观点，标

题与内容本身相距甚远。

如《购房必看！一图读懂郴州100+楼盘分

布！不看后悔十年》《雷军放大招，小米造车售

价仅为3.9万，网友：攒钱中？》《震惊了！苍蝇

在男子耳朵里产下一窝“宝宝”，真相太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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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化腾的这60条思考，解释了为什么是

他创建了中国最成功的企业》等，这些都是官方

新媒体平台刊发的网文标题，或多或少地存在臆

想夸大、鱼龙混杂、真假难辨的信息元素。

（六）低俗夹私，推广营销谋利

还有一些标题以特殊的文字编排，夸张或影

射的手法，追逐低级趣味，大打“擦边球”，夹

带私货。

如《张雨绮上瘾性行为曝光！因胖被嘲上热

搜的她，根本不值得同情》这则网文标题借助明

星效应+暗示性词语+情绪化表达，流传度较广。

网文内容实为表达该明星穿着时尚、身材保持较

好，而后转以广告营销。这种“擦边球”的网文

在网络空间大行其道。再如小鹏汽车官方账号刊

发的信息《有了小鹏P7，偷吃也不怕发现》，同

时下方附有一张女性下车的照片。其实点进去视

频内容并没有什么问题，仅仅是乘车人员“偷吃

零食”，但标题中蕴含的“低级趣味”，给网友产

生了遐想空间。大学校长把一屋子的书籍作为亲

密伙伴，网文标题竟是《大学校长的秘密情史，

太让人意外了！》，令人瞠目结舌。

网络平台的流量红利，最终指向不外乎“变

现”，时下流行的直播带货如此，新媒体平台亦如

此。不少平台低俗夹私，半是新闻半是营销的案

例不胜枚举。这些只不过是广告营销的新样式而

已。新闻与广告，两者之间已丧失了基本的界限。

三、结语

有研究表明，一篇文章的阅读量一半的因素

是标题，一半的因素是内容。可见标题对新闻或

其他类型的信息有多重要。标题之所以重要，是

因为它决定着一篇新闻或文章会不会被读者注

意、点击，继而引发互动，可谓牵一发而动全

身。部分新媒体从业人员屡出“震惊体”、甘做

“标题党”，为的是获取最大化的流量，这也是网

文标题乱象屡禁不止的原因所在。

新闻标题的基本要求是简洁规范、新鲜活

泼、形象传神。“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网络

不是法外之地，亦不是不良新闻标题的暖床。作

为新闻从业人员，应自觉践行新闻职业基本规

范，主动抵制不良风气，做守正创新的传播者，

为构建清朗网络空间而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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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台州市广播电视台）

人们常说：“看书先看皮，看报先看题。”现

在媒体种类众多，标题依然是新闻报道通向读者

的第一座桥梁。《辞海》的解释是，题是额，目

是眼睛。这就是说，题目就像人的额头那样显

著，眼睛那样传神。标题对于新闻报道来说更是

点睛之笔，新闻报道内容好，读者不一定都看，

只有加上一条出色的标题，才能先声夺人，吸引

眼球，黏住用户。

一、展现有效信息

2020 年 9 月，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工作正

在有条不紊地展开。人口普查涉及千家万户，普

查工作进展怎样？下阶段重点工作是什么？这些

都是读者关心的。为此，记者到常山县人口普查

办公室进行了采访。人普办提供了很多资料，介

绍了常山全县人口普查工作的进展情况。其中特

别强调全县1255名人口普查“两员”抽调工作，

得到县政府和相关单位的强力引导和大力配合。

这项工作完成后，相关报道的标题是：

1255名人口普查“两员”抽调到位（主标）

培训、绘图、摸底、宣传是下阶段重点工作

标题标题画龙点睛画龙点睛 报道报道更有黏性更有黏性
樊敏剑 李 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