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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闻报道往往更能引起受众的关注。以受众为本位传

播理念下的负面报道总是享有高于正面报道的关注量和

点击率，此时媒体所报道的负面消息不仅在一定程度上

满足了公众了解社会的“知情权”，亦满足了部分公众

的“猎奇心”。

工 具 理 性 主 导 下 的 “ 收 视 率 ” 抢 占 了 价 值 理 性 的

“认知与理解”，此时已形成“负面偏向”的新闻报道

把记者推出了新闻事件的“局外”，成为“局外人”的

新闻记者所报道的负面新闻传递出的“刺激性符号”消

解了新闻舆论监督的功能，亦使舆论引导偏离了应有的

社 会 常 态 轨 道 。 建 设 性 新 闻 理 念 下 挖 掘 新 闻 中 正 向 因

素，其积极元素的萃取使媒体社会责任得以实现，正面

纠偏加正面引导才能澄清迷雾、廓清视线。新闻记者不

仅要做社会的“守望者”，更要做社会的“介入者”，

以正面积极的视角引导舆论，教化于人。

“ 浅 描 ” 报 道 新 闻 与 “ 深 描 ” 关 照 背 景 相 结 合 ，

以避免碎片化新闻导向下的浅层思维缺陷。碎片化传播

模式下的短视频传播方式拓宽了新闻传播的渠道，短期

效应的确能满足受众对新闻的视觉感官化需求，但长此

以往，单一的短视频碎片化新闻摄取方式如同长期食用

速食食品，必将产生营养不良的后果。失去“深描”的

新闻背景延展，容易造成“浅描”式的断章取义，养成

感官化浅层思维惯性，媒体失去了新闻报道的深度，受

众也缺失了对事物认知的广度。多推出有力度的深度报

道，尤其是公众关注的社会热点事件，从不同角度进行

“深描”，铺陈新闻事件的全貌，以引导公众对新闻事

件客观、全面的认知。

（二）精品新闻报道成为“顶流”引导舆论，以避

免“劣币驱逐良币”的价值颠倒

信息过载是社交化媒介时代的特点，各种繁杂信息

扑面而来，其中不免夹杂大量无趣、无味、无效、无据

的冗余信息。甄别有效信息，提升自身媒介素养既是媒

介化时代公众的必修课，也是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现

实所需。建设性新闻理念与积极心理学相融合，公众媒

介素养、媒介意识形态在向上向善的新闻理念“涵化”

下逐步构建，多呈现优质新闻作品，让优秀的精品新闻

报道成为“顶流”引导舆论，以避免“劣币驱逐良币”

的价值颠倒。

（三）以舆论引导共鸣为目标，培养公众成为建设

性新闻报道的民间主力军

提升公众对有效信息的甄别能力，可以通过培养公

众主动参与建设性新闻报道的路径来实现。建设性新闻

的积极新闻理念及报道形式为公众参与新闻报道打开了

介入的空间，媒体及时关注民生所需，适时设置公众化

新闻议程，选择恰当时机因势利导，以媒体舆论引导场

和民间舆论场的共鸣为目标，以建设性新闻中的多样化

和包容性元素为手段，引导公众成为建设性新闻报道的

民间主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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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升公众对有效信息的甄别能力，可以通过培养公众主动参与建设性新
闻报道的路径来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