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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写作的基本原则随堂测验

1、单选题：前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曾经说：“新闻工作，搞来搞去，还是个问题。”
选项：
A、合理性
B、生动性
C、真实性
D、时效性
参考：【真实性】

2、填空题：美联社前资深记者杰里·施瓦茨《如何成为顶级记者》：“达不到，你就是没有得到任何新
闻，相反地还会起到一定的损害作用。”
参考：【准确】

3、填空题：新闻报道涉及人物的思想、情感和心理活动等，必须出自所述。
参考：【当事人】

新闻写作的基本方法随堂测验

1、判断题：运用背景材料可以达到“说话”的目的。
选项：
A、正确
B、错误
参考：【正确】

2、判断题：使用引语时，可以根据实际需要，改变说话者的本意。
选项：
A、正确
B、错误
参考：【错误】

3、填空题：新闻报道要用典型事实说话，典型事实就是有的事实。
参考：【说服力】

4、填空题：用事实说话要，事实是奔着问题去的。
参考：【有的放矢】

新闻写作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单元测验

1、单选题：美国学者梅尔文·门彻的《新闻报道与写作》：“主编告诉新来的记者，新闻工作是从ABC起
步的。”请问，这里的A指的是：
选项：
A、准确
B、简洁
C、清晰



D、丰富
参考：【准确】

2、单选题：新闻报道涉及人物的思想、情感和心理活动等，必须出自所述。
选项：
A、记者
B、旁观者
C、当事人
D、单位领导
参考：【当事人】

3、判断题：记者在展现新闻事件的发生过程时，还应立即概括对新闻事件的观察结论。
选项：
A、正确
B、错误
参考：【错误】

4、判断题：运用背景材料可以加大说话的深度和力度。
选项：
A、正确
B、错误
参考：【正确】

5、判断题：使用引语时，应引用新闻人物非同寻常的话、重要的话或令人回味的话。
选项：
A、正确
B、错误
参考：【正确】

6、判断题：使用直接引语时，文字不必那么准确，引用一个大概即可。
选项：
A、正确
B、错误
参考：【错误】

7、填空题：引语有引语、间接引语和混合引语之分。
参考：【直接】

8、填空题：所谓再现场景，就是把新闻事实的某些具体、生动、准确地描述出来，使人身临其境。
参考：【现场情景】

9、填空题：“用事实说话”包涵两层意思：一是指新闻要报道事实；二是说提供事实的目的是“”。
参考：【说话】

10、填空题：要有质疑意识，认真验证所见所闻，原则是破解新闻失实问题的良药。
参考：【验证】

新闻写作一种受限制的写作随堂测验



1、判断题：从阅读形式上分析，读报是以细读为主的多次阅读。
选项：
A、正确
B、错误
参考：【错误】

2、判断题：每一件新闻作品几乎都是“个体创造，集体完成”的。
选项：
A、正确
B、错误
参考：【正确】

3、填空题：新闻写作同时受到观念与版面观念的限制。
参考：【读者】

时效性、可读性和针对性随堂测验

1、判断题：新闻写作原则上都应该力争抢在“第一时间”发稿，但有些稿件也要讲究发稿的时机。
选项：
A、正确
B、错误
参考：【正确】

2、判断题：为了对自己的新闻作品负责，记者一定要待新闻事件有了最终的结果后才能进行报道。
选项：
A、正确
B、错误
参考：【错误】

3、判断题：全局性、易懂易记的数字能加强传播的力量，因此，记者在新闻采写过程中使用的数字越
多越好、越详尽越好。
选项：
A、正确
B、错误
参考：【错误】

4、判断题：新闻报道只需要满足受众的信息知晓权，不必针对读者进行舆论引导。
选项：
A、正确
B、错误
参考：【错误】

新闻写作的基本要求单元测验

1、单选题：从阅读形式上分析，读报一般是以 为主。
选项：
A、精读
B、研读



C、细读
D、略读
参考：【略读】

2、单选题： 是指要把新闻报道写得让读者愿意读、喜欢读、读得下去
选项：
A、可读性
B、思想性
C、教育性
D、时效性
参考：【可读性】

3、判断题：思想性与针对性只在事件性报道中比较重要，而在非事件性报道中不那么重要。
选项：
A、正确
B、错误
参考：【错误】

4、判断题：一般来说，新闻报道写得越“具体”就越不容易生动。
选项：
A、正确
B、错误
参考：【错误】

5、判断题：由于时新性的要求，新闻记者不允许报道发生已久的事件。
选项：
A、正确
B、错误
参考：【错误】

6、判断题：每一件新闻作品几乎都是“个体创造，集体完成”的。
选项：
A、正确
B、错误
参考：【正确】

7、判断题：长篇幅有助于突出新鲜的内容，所以新闻报道应该写得长一点。
选项：
A、正确
B、错误
参考：【错误】

8、填空题：新闻报道的可读性包括具体、生动、 三个方面。
参考：【通俗】

9、填空题：新闻写作同时受到读者观念与 观念的限制。
参考：【版面】



10、填空题：找到与读者兴趣及需求的交汇点、与读者认知的交汇点、与读者感情的交汇点，是新闻报
道实现“ ”的一个最基本要求。
参考：【可读性】

新闻写作的跳笔随堂测验

1、判断题：新闻与文学不同，因此文学写作中的基本笔法，比如叙述、描写、抒情、议论等，不能用
在新闻写作中。
选项：
A、正确
B、错误
参考：【错误】

2、判断题：多段体的缺点就是空白多，浪费排版空间。
选项：
A、正确
B、错误
参考：【错误】

3、判断题：段落越长，排版越方便、越好看，读者完成阅读的可能性也越大。
选项：
A、正确
B、错误
参考：【错误】

4、判断题：断裂行文不必顾及顺序，不等于说可以不讲逻辑。
选项：
A、正确
B、错误
参考：【正确】

新闻写作的过渡随堂测验

1、判断题：有的过渡能把新闻引向更深的层次，深刻地揭示主题思想。
选项：
A、正确
B、错误
参考：【正确】

2、判断题：新闻写作中，过渡必不可少。
选项：
A、正确
B、错误
参考：【错误】

3、判断题：过渡句只能放在上文的末尾。
选项：
A、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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