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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育人环境 创建良好舆论氛围 

李 林 
(重庆大学 党委宣传部，重庆 ,100044) 

摘要：目前 社会各新 媒体的舆论影响力越来越走，当代走学生毫不删外也受到新闻舆论的重要影响 本文提出了鞍 

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加强新闻极道的耗导性和针时性 进而营造出艮奸的舆论氛围，使之在新的形势下，对优化学较的育人 

环境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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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新闻、舆论及新闻价值的相互关系 

新闻就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陆定～《我们对 

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它负有多种职能和作用，比 

如，传播新的信息，宣传党和政府的主张，反映舆论， 

引导舆 仑，指导工作，影响生活，反映呼声，传播知 

识，提供娱乐等等。如果不担负这些职能，不能起这 

作用，新闻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那么，什么是舆论，它与新闻有什么关系。我们 

知道，舆论是一种常见的社会现象 ，是一种道义的、 

精神的力量。它反映民心的向背 预示风云的变幻 

对于个人的荣辱 国家的兴衰，都有广泛的影响。舆 

沦同新闻关系密切，舆论是新闻报道的重要内容，而 

新闻报道是舆论传播的主要方式。对于舆浩的定 

义，我们认为，林枫在《新闻理论与实践》一书中的提 

法较为确切 即：舆论，是公众对社会上有争议问题 

大体相同的言论。它有公开性、倾向性、公众性、多 

样性等几大属性，而倾向性是舆论的重要属性。新 

闻和舆论有着密切的关系。 

首先，既然舆论是公众对社会上有争议问题大 

体相同的言论 ，那么舆论一般具有新闻价值，是新闻 

报道的重要内容 往往对某一事件的种种舆论 都 

为许多的新闻机构所注意报道。比如．1997年初．国 

务院“关于设立重庆直辖市”的议案．在八届五次人 

大前后的种种舆论．就为国内外许许多多的新闻单 

位所关注。其次，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其 

中包括可能引起人们争议的情况 问题，以及有关的 

种种言论，这就为舆论的发生、发展 、形成、变化 ，提 

供了依据和条件。美国政界出现的诬蔑我国人权状 

况的舆论，就同美国某些新闻机构对我国人权情况 

的歪曲报道有关 因此．许多新闻界学者把报刊 、通 

讯社、电视台、广播电台等新闻机构称为“舆论工具” 

或“舆论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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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闻舆论对大学生成材的影响 

我国高等学府是为社会主义祖国培养高级建设 

人才的地方，今天的莘莘学予，就是明天的栋梁之 

才。为使大学生们更好成长．早日成材，学校在按照 

严格的教学大纲并结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际向他 

们系统地传授科技文化知识的同时．更是把思想政 

治工作、德育教育放在了十分重要的位置，形成了完 

整的德育教育体系 然而 在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 

高度发达的今天，新闻媒体对学生的影响绝不容忽 

视。现在的大学生，从年龄结构上看、都处在生理 、 

心理 日趋成熟的时期，思想波动较大，面对汹涌澎海 

的改革浪潮，朝气蓬勃的社会发展，蒸蒸日上的经济 

建设，热情冲动有余，冷静思考不足。他们充满了朝 

气与活力，也充满了憧憬与希望。他们渴望对外部 

世界的了解，迫切希望获取各种各样的信息，时刻关 

注着各种事件的发生。然而，他们自身素质尚有待 

提高，人生经历也相对不足，许多人对客观事物(尤 

其是新生事物)的正确认识和评价能力还有待加强， 

此时就往往容易受新闻所导引、受舆论所左右。因 

此、在大学校园正确发挥新闻报道的作用，加强舆论 

导向，尤为重要。 

最近，我们在重庆大学二年级部分】：科大学生 

中就有关“新闻舆论在学生中的影响”方面的 l2个 

问题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每天坚持读报的同 

学占被调查者的48．9％、偶尔读报者为 35．7％，一般 

不读报的仅占 15 4％；每天听广播电台播音的占了 

44％，偶尔收听 的占 42 9％．一般不听者只占 

1 3 2％。在对新闻的关注方面，调查情况为，关注国 

内新闻的占35．2％，关注国际新闻的占 31．3％，关注 

新闻的达 8l 9％；在对新闻内容的关注上，关注政治 

局势的占41．2％，关注经济形势的占44 5％，关注突 

发事件和科教文卫体的分别占5o％和41 2％；在有 

电视的条件下，同学们侧重点放在新闻上的占 

55．4％，电影电视剧的占29 6％，侧重收看体育及文 

娱类节目的占57．2％，选择其他的有 10．s％；在对薪 

旧的主要了解渠道方面，回答来自报纸的占57．1％， 

来自广播电台的占37．4％，来 自电视的占 11％、有 

36 3％的同学静来 自他人的转告；在对新闻的真实 

性进行评价上，有 56％的同学认为正规发行的报纸 

新闻是真实可信的，有 】．6％的同学认为不真实，将 

信将疑者 占40 1％；而认为电视新闻真实可信的占 

65 1％，认 为不 可信 的有 2．6％，将信将 疑者 占 

27．6％，在回答 “你对新闻报道有什么希望”时，有 

31．3％的同学认为应加强思想性 ，有 30_8％的同学 

认为应加强趣味性，认为在反映群众呼声、监督性、 

焦点热点方面应加强的分别 占了 50．5％、37 4昵和 

47．8％ = 

为使调查更为全面，我们对大学生收听境外广 

播电台的情况也进行 了调查，回答经常收听的占 

33％，偶尔收听的占25 8％，有 40 1％的同学回答从 

来不听 有 20 3％的同学认为境外电台报道的新闻 

是真实可信的，认为不真实的占35 2％．认为某些方 

面较客观可信，某些方面不真实的占r 48 4％。 

我们还就重庆大学 自办有线电视中《重庆大学 

新闻》的收看情况进行了调查，坚持每期都看(每周 
一 期)的仍占 I4．5％，偶尔收看的占7．2％；对重庆大 

学自办《重庆大学》校报的阅读情况为：每期都读(半 

月一期)的有 54％，偶尔阅读的占38％，从来不读的 

占8％；有 42．5％的学生表示对学校 自办电视新闻和 

校报“非常关心 ，有 43 7％的学生表示“无所谓”，从 

不关，t2,的同学占 13 8％。 

从以上各类调查情况不难看出：同学们是非常 

关注我们的新闻媒体的，各种新闻报道，突发事件对 

同学们都有较大影响，另外有相当多的同学表示、他 

们从媒体上获取了大量的信息，特别是很多临近路 

业的学生 ，从新闻报道中的各地经济发展状况、社会 

局势、治安稳定形势等获取信息并加以分析，从而对 

毕业去向提供参考。足见新闻舆论在大学生成才中 

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作用 

三、正确发挥新闻舆论的育人作用 

新闻媒体在当代大学生心中占有不可低估的位 

置。我们必须正确地认识和发挥新闻报道的作井j， 

加强舆论导向，营造良好的校园新闻舆论氛围。 

(一)要加强新闻报道的指导性 

我们在报道同党的政策方针密切相关的各种社 

会现象的时候，总是要通过对事实的叙述把自己的 

立场、观点、方法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表示出来，给读 

者(观众、听众)以影响。为此，新闻应该坚定正确的 

政治方向，从党和人民的政治需要出发，通过对事实 

的客观、公正、真实、全面的报道，来发挥它的作用。 

否认新闻的指导性．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 

新闻是事实的报道 ，它只能通过对事实的客观叙述 

来阐明某些观点，宣扬某些思想．提出某些问题．或 

者告诉人们一些情况和知识，借以启发人们的觉悟， 

丰富人ti。 的思想，扩大人们的眼界，影响人们的行 

动 新闻的特殊性正在于它能通过日常的大量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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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用事实的逻辑来反映生活，说明l牛活，从而对人 

们的思想和行动起着一种潜移默化的作用 用事实 

进行“鼓动”，“让事实为我们的事业发出呼喊 ．这正 

是新闻的生命力之所在．． 

(：)新闻报道必须面向最广大的群众，才能充 

分发挥它的作用 

“我们的政策，不光要使领导者知道 ，干部知道， 

还要使广大的群众知道。”“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 

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 ，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 

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因此，我们的新闻 

不能仅仅面对少数干部或者专业人员。而必须以各 

个阶层 、各个行业的广大群众为对象。在校园中，要 

针对当代大学生待有的生理、心理及思想素质，以不 

同的方式和特点，营创有特色的新闻空间，才能在他 

们之中产生直接的影响和作用 要使新闻报道面向 

群众，就必须扩大和丰富新闻报道的内容。围绕党 

和国家每一时期的中心任务以及有关的各项政策方 

针来进行报道，是新闻联系实际的一项重要内容，也 

是新闻对读者(观众、听众)进行思想、政治指导的一 

个重要方面。但是，除了中心任务和实现这些任务 

的重大政策方针以外，还有许多和人民生活密切相 

关或者和中心任务互相联系配合的其他一般任务， 

还有为人们所关心的社会生活中多方面的丰富内 

容．诺如此类在报道中均不能忽视。要针对广大群 

众的思想、生活的需要，把他们最关心、最想知道而 

又应该让他们关心和知道的事情告诉他们。不但要 

考虑”给群众什么”．而且要考虑“群众需要什么”，把 

这两者正确地结合起来。 

(三)在营造新闻舆论氛固时，不仅要坚持新闻 

报道的原则性，还必须遵循新闻事业的基本规律 

首先，必须以新闻作宣传，靠事实造舆论。在新 

闻宣传中，一定要让事实本身说话。新闻中占第一 

位的是事实。不能因为宣传需要，就笔下生花地在 

事实中掺假。报纸和广播电视都是通过新近发生的 

典型事实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这就是它的客观规 

律和特性。违反这个规律，就必然要受到惩罚，收不 

到预期的效果，甚至事与愿违。事实不能改变，是第 
一 位的，而立场和观点都是从事实中派生出来的，是 

人们对事实所持的态度。如果我们离开事实本身来 

讲立场、观点和角度，就会变成“假大空”，就会失去 

人们的信任。在这方面，我国新闻发展史上，特别是 

在“文革”时间，有着极其深刻的教训。然而，新闻报 

道也不能进行“纯客观”的“自描”．作者 总要以一定 

的立场观 来处理采访所得到的情况， 能使事实 

更加丰富、更加有针对性，才能成为好新闻 我们件 

为社会主义的新闻机构，是为党和人民服务I‘ ．宣传 

的应该是真理，所以，不惧怕表明我们的立场，观点。 

因此，我们的立场和观点是通过事实本身来体现的， 

是实事求是的。 

其次，我们应当注意，新闻传播．对于它的受传 

者没有强制性、拘束性。新闻不同于教育 教育的 

传播，可以由老师对学生的提问、测验和考试来评 

定 教师可以把分数打得很低，可以对不接受传播 

的学生给予处罚直至开除 这说明教育的传播有约 

束胜和强帝 性。但是，我们的报纸、广播、电视．对于 

传播对象就没有强制性 、约束性 电视开了他可看 

可不看，可以看这个频道也可以看琊频道，对广播也 

可以不听，对报纸也可以不订 或者看 了’、听 也将 

信将疑，不会在头脑里生根。这一点，从我们对大学 

生的情况凋查结果中就可以清楚地知道 因此，新 

闻传播就需要讲究艺术技巧，使人们、特别是我们的 

大学生们对传播工具有信任感，乐于接受。我们的 

新闻传播媒体与接受者之间应该是朋友的关系、平 

等的关系。媒体不能用压制、强迫的态度 ，不能用板 

着面孔训人的态度来对待读者、观众和听众。大学 

生有着较高的文化素质、道德素质和文明修养，面对 

说教式的宣传较为反感，有着较强的逆反心理～我 

们只有平等相待．充分地摆事实，讲道理，注意提高 

媒体的吸引力、说服力、感染力 增强新闻的技巧性 

和艺术性，才能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也会受到大学 

生们的欢迎。他们不仅会增强对媒体的信任度，还 

会从内心受到鼓舞，转变成行动，刻苦学习 努力钻 

研、奋力进取，并积极投身于祖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 

化建设，听从党和政府的一切号召。 

总之 我们在坚持新闻工作原则性的同时，充分 

认识和掌握新闻宣传的客观规律，按照规律米改进 

我们的新闻工作的方式方法，争取最大的宣传效益 

要针对大学生的自身特点，增强新闻的技巧性和艺 

术性，使之在新的形势下．在优化育人 ：境的 L作中 

发挥出更加积极的作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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