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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编经纬

社会新闻是通过客观事实真实反映社会生活

的新闻，是对现代社会的解析，是反映时代生

活、意识、现象、问题、有传播意义的事实新闻

报道，涉及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各种事件、问题

等方方面面，尤其以社会伦理道德为基础反映社

会风尚的新闻为主。它接地气，具有社会性、广

泛性、生动性，贴近性，讲究趣味性，富有人情

味，有很强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同时具有很强的

导向作用，与时政新闻同样成为新闻的主打产

品。既然是客观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必然会涉

及一些负面社会新闻，因此，负面新闻成为社会

新闻的一个组成部分。媒体对这些负面新闻的客

观适度报道，正确反映，有利于揭露社会上存在

的假丑恶等不良风气，引发人们的思考，起到警

醒警示社会的作用，从而实现人性真善美的升

华、“三观”的正确引导和社会空气的净化，以

及社会的和谐稳定。对负面社会新闻时度效如何

正确把握，成为各级各类媒体需要重视的问题。

当前，大部分媒体以正题反切等多种手法使负面

新闻产生正面效应，对新时代的社会建设发挥了

重要作用，这也是媒体社会责任心的具体呈现。

但也有个别媒体社会责任心不强，背离新闻伦理

道德，新闻理念走偏，仅仅是为了吸引眼球、提

升收听收视率，迎合社会上部分人的窥视、猎奇

心理，过多偏重负面社会问题的报道，曲解社会

主流，将各类负面社会新闻作为主打产品集群播

出，变相炒作，使节目成为社会负面问题传播的

集散地，成为负面问题的二次传播，无形中放大

社会矛盾，产生负面叠加效应，造成对社会信心

的消释。对此，各类新闻节目都应加以注意和改

进，摆正负面新闻报道的出发点，把握好负面新

闻报道的时、度、效。

一、考虑特定社会氛围和诸多因素，把握好

负面新闻报道的时间节点

负面新闻事件随时可能发生，媒体也都会第

一时间跟进，但报道的时间节点应正确把握。从

受众心理讲，一方面，大家需要了解真实的社会

现状，另一方面，大家又忌讳负面新闻影响特定

的时间节点的氛围。在一些重要传统节日，如春

节、元霄、中秋等期间，如果报道犯罪案件、假

丑恶现象、鸡鸣狗盗、鸡犬不宁的社会负面新闻，

往往会直接冲淡节日团圆喜庆欢乐祥和的氛围，

引发受众的心理反感。在一些重要节庆日和有重

大政治意义的会议期间，报道一些反映社会阴暗

面的负面新闻，则会产生不好的政治偏差。把握

好负面新闻报道的时间节点直接关系到节目的社

会效应和政治效应。除了时效性很强的重大突发

事件需要第一时间跟进报道外，一般时效性不强

的社会负面新闻报道应适当调整报道时间节点。

二、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原则，把握好负面

新闻的比例

社会新闻报道所反映的是整个社会状态，在

这个状态中，有主流，有支流；有进步，有落

后；有真善美，有假丑恶。应该看到，积极进步

健康向上是社会的主流，社会进步更多的是需要

这类正能量。正面宣传应是社会新闻报道的重

点。社会新闻坚持做好正面报道，传递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传递真善美和正能量、传递和谐社

会理念是一种责任和担当。在做好正面宣传为主

的报道同时，通过对一些社会负面新闻的适度报

道从另一侧面促进社会进步是必要的，但必须防

止负面新闻喧宾夺主和海量负面信息的增强效

应，成为对社会阴暗面的变相放大，稀释社会

信心。

首先，应对负面新闻的量作出控制。社会新

闻报道方面应注意把握每日新闻中负面新闻占比

不能过高，一般应控制在三分之一以内。不能将

当地和外地以及所谓“近日”“前不久”发生的

负面社会新闻集群报道，成为负面新闻“集锦”。

特别是一些没有新闻价值，又容易产生负面作用

误导社会效仿的新闻应该坚决摒弃。同时，应避

免以链接方式将一些多发、同类型的负面新闻如

社会新闻节目时度效把握思考社会新闻节目时度效把握思考
张丽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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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违规、各种车祸、偷窃抢劫、打架斗殴、凶

杀暴力、黄赌毒、社会矛盾、不文明道德行为等

分别拼凑到一起“归类”报道，避免以偏概全。

其次，同一家媒体的多个频率频道、栏目不宜同

时对同一负面新闻作同质化报道和炒作。

三、注意新闻报道的严肃性，避免负面新闻

报道“三俗”倾向和娱乐化

严肃性是新闻报道的基本要求，负面新闻报

道也同样需要严肃。负面新闻往往涉及一些比较

沉重的社会问题，有的涉及是非善恶，有的涉及

社会矛盾，有的话题比较敏感。媒体针对这些问

题进行报道时，应有一种沉重感和严肃的态度，

不能为了“眼球”、收视 （听） 率将负面新闻当

成消费品。首先要防止“三俗”倾向，不能为了

迎合少数人的低级趣味，在报道取向上媚俗，迎

合一些人的审丑心理；在选题上追求低俗，热衷

于社会丑恶现象；在报道手法上庸俗，采用煽情

手法哗众取宠。特别是对一些低俗的社会丑恶现

象如带色的、暧昧的、背离人伦道德的社会事

件、行为和网上流传的各类不雅视频等应尽量避

免成为选题。对这类题材确需报道的，对语言表

述、视频等容易引发感官刺激的内容应进行适播

处理。同时，要避免负面新闻报道娱乐化倾向。

负面新闻事件中不乏悲情、奇葩、怪诞以及一些

奇异的违法犯罪和不文明手法行为等，在报道中

切忌将这些事件喜剧化和嘻哈化，如报道中不应

进行语言调侃，一些悲情和假丑恶的视频、图片

镜头不宜配播背景音乐进行煽情。

四、把握好负面新闻报道的度，防止负面社

会行为的“二次传播”

负面新闻大多涉及各种假丑恶、违法犯罪等

的行为手段手法，部分涉及到法律法规、处理处

罚和案件侦破等多方面内容。如社会上多发的诈

骗、偷窃、造假、偷税逃税等的违法人都有各种

套路和手法，一些犯罪案件中犯罪份子的作案和

逃避惩罚的手段，一些案件侦破中公安干警使用

的不宜公开的方法等，如果报道中对这些手段原

生态过细展示，就容易引发一些人的效仿甚至成

为变相教唆，有的则可能成为一些人规避法律法

规和逃避犯罪侦破的“教科书”。另外，社会上

的一些不文明行为、高危行为、网上流传的各类

有违伦理道德的行为、违反科学的另类行为等，

如果过度展示解构，也容易造成对社会的误导。

特别是对负面新闻中的残忍、血腥恐怖情节视频

等应适当虚化处理，否则，不仅易让受众产生恐

惧感，还容易成为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放大渲染和

扩散，从而产生负面社会效应。因此，负面新闻

报道应首先评估社会效应，把握好度，对不宜展

示的一些细节坚决予以回避。

五、理性解读负面新闻，防止情绪化解读带

来导向偏差

负面新闻报道的目的不仅仅是为曝光和揭露

问题，还需要以此更好地引导受众，引领公众话

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健康发展。报道中

大多加以媒体评论，而这类评论尤为重要的是

理性。

首先，评论在是非分明的基础上需要独立思

考，不能落入大众情绪的陷阱。社会变革时期，

特别是互联网时代，社会情绪复杂多元，每个负

面新闻事件发生后，都会引发各种观点的碰撞，

这其中有的是一种思维定势，有的是缺乏理智的

情绪化吐槽，有的是虚假的网络民意，还有的甚

至是非不分。对此，媒体不能被社会舆论绑架而

迎合错误观点，随波逐流，人云亦云，情绪化解

读评论，而应冷静思考，特别是对一些典型的假

丑恶行为应旗帜鲜明地批评谴责，并用媒体的公

信力影响力引导社会舆论的正确走向。

其次，负面新闻报道中还应注意新闻伦理道

德。一些社会问题的形成和产生往往有深层次的

社会原因，难以简单地判定对错，对一些比较复

杂的负面新闻，不能简单地站队、谴责、否定，

以“道德审判家”姿态简单地抢占道德至高点的

方法进行“道德审判”，而应对事件进行客观分

析和深层次辨析，使是非对错更有说服力。同

时，报道中还应注意防止媒体暴力，对负面社会

新闻进行揭露谴责的出发点是引导社会向善向

美。报道中应以理服人，以情感人，以循循善诱

的方式教化人，而不能对负面新闻当事人使用侮

辱性语言和乱扣帽子等。在负面新闻报道中，还

有一点往往被忽视，那就是尊重当事人的人格

权，保护当事人的隐私。负面新闻当事人不论有

罪还是有错，其个人隐私和人格权均应在法律规

定的前提下受到相应保护。

（作者单位：浙江省广电监测评议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