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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姜殿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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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黑龙江鸡东县人#学士#工程师#从事气象科技服务(

如何将网络气象新闻写得 -出彩.

姜殿荣#

!窦建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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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州市气象局"广西柳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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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气象局"西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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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在网络媒体的广泛传播下#网络气象新闻越来越受到欢迎(结合
!"#*

年
#

月到
!"#+

年

(

月中国天气网广西站)广西新闻网等官方网站已发表的优秀气象新闻稿件#总结出如何策划气

象新闻以及网络气象新闻的标题)导语)正文)结语等四个要素的写作特点和技巧#从而实现

网络气象新闻写作水平的提升(

关键词!网络*气象新闻*写作

中图分类号!

J!#,

!!!!!!

文献标识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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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气象新闻与天气情况关系密切#主要是

通过网络来报道气象灾害#天气变化给生产)生

活)自然)环境等带来的影响(其不但具有一般

新闻所具有的特点#而且由于发布渠道是网络#

因此还具有报道快捷)方式多样)互动性强等特

点(由于网络新闻更新速度快)信息浏览量大)

涉及面广#要想使气象新闻引人注目#在众多消

息中脱颖而出#从新闻稿件的策划到结构的组织

和稿件的撰写#都必须进行推敲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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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气象新闻的分类

根据气象新闻事件的特点#将网络气象新闻

划分为动态气象新闻和静态气象新闻两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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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气象新闻

动态气象新闻就是报道突发的)即时性的气

象新闻(比如因天气变化而出现的对生产)生

活)农业)交通等的影响(在网络气象新闻中#

动态气象新闻发布数量最多)出现频率最高(动

态气象新闻的特点是&时效性最强#内容集中#

表述简明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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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态气象新闻

有计划)有针对性的对将要进行的重大活

动)会议)气象服务等的报道都属于静态气象新

闻(撰写静态气象新闻稿件应注意避免三点&一

是长篇累牍#主题不明确#亮点不突出*二是生

搬硬套#拼凑填词#文字枯燥乏味*三是用语专

业性太强#外行难以看懂(

"

!

网络气象新闻的策划

无论是动态气象新闻还是静态气象新闻#都

需要新闻采编人员多看)多听)多想#做到心中

有数#提前拟好报道的方向和新闻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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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妙运用专业知识

天气状况与人们的吃)穿)住)用)行息息相

关(气象新闻采编者依据行业优势#巧妙运用专业

气象知识#不但可以将气象新闻写的新颖独特#还

可以将与新闻相关的气象科普知识贯穿到新闻稿件

中#架起一座与读者分享气象知识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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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转换"换位思考

新闻采编人员可以经常做一下角色转换#换

位思考(可将自己当成普通市民#想想他们比较

关注与天气有关的那些方面#比如遇到持续的晴

热天气或是阴雨天会对自己的生活有什么影响等

等(查找出市民关注的热点#然后选取适合的角

度采集新闻素材#撰写新闻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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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新闻"聚焦亮点

作为一个气象新闻采编人员应该有 -时刻准

备着)街头巷尾处处有新闻.的心理#注意寻找

新闻#发现新闻(大到天气突变)热点话题的突

然出现#或著名专家学者的来访*小到每天天气

的细微变化#市民阶段性的生活习惯)需求(

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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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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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新闻采编人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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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算去拍柳州市园博园的万亩郁金香#准备写一

篇气象旅游类的高清图片新闻(可是看到园博园

的喷泉广场有人戏水#出现 -冬天里出现
!,=

的高温#市民们挽起裤脚)光着脚丫#在一股股

坠落的水流间嬉戏玩耍55.的场面#采编人员

抓住这个比较少见的题材写了一篇名为 /柳州晴

暖持续 户外戏水需谨慎0的新闻#这篇新闻发

表后不但吸引了很多读者#还很快就被新浪网)

广西新闻网等网站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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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气象新闻稿的撰写

网络气象新闻稿一般由标题)导语)正文和

结语这四部分组成#它们之间相辅相成#各有特

点(既相对独立#又相互呼应#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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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标题就是以简明的语言点明新闻的内容#使

读者一看就知道这篇新闻写的是什么#或者热点

是什么(网络气象新闻的标题通常采用单式题#

即&由一行或双行式主题构成#字数通常限制在

!"

个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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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的特点
!

标题的文字除了要简洁易

懂)突出精华#还应保证 -题文一致.(标题的

立意和所提及的事实要与新闻内容相符#其中的

论断在新闻主体内容中要有充分依据(

*%#%!

!

标题的表现形式
!

标题的表现形式主要分

为直陈式)惊叹式)设问式和比对式(直陈式标

题就是采取直接陈述的方式#如&/急雨袭来柳州

高温得缓解0#/柳州遭遇强降雨交通受阻碍0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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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中国天气网广西站的高清图片新

闻 /

(#=

6 震惊今年最强高温猛烤广西0#就属于

惊叹式的标题表现形式(设问式标题就是以设问

句形式出现的标题#如&/六一遇上端午柳州境内

去哪0(比对式标题#通常会用正反比对#这样更

容易因反差质疑引发读者的阅读兴趣#如 /明日

-小寒.柳州天气不寒反暖0(

*%#%*

巧用修辞手法
!

好的标题不只是要把新闻

中的精华告诉读者#还应讲求生动性和活泼性(

要想让标题生动)活泼)富有新意#就少不了修

辞手法的运用(在标题常用的修辞手法中有&比

喻)借代)引用)夸张等(

!"#+

年
*

月
$

日一

篇关于 -柳州市里高镇梨花雨中开放.的高清图

片新闻就是采用引用的修辞手法#将诗词巧用到

标题中(这篇新闻初稿的标题是 /柳州里高千亩

梨花雨中开放#娇美动人0#经推敲后定稿为

/柳州千树万树梨花开 梨花带雨惹人爱0(定稿

后的标题不但变得生动)押韵#也将雨中梨花的

娇美景致展现给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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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导语是一篇新闻的开头#具有承接标题#引

导正文的重要作用(一条好的导语应具备的条件

是&简短)精炼)生动)客观)直中要害(导语

的写作原则有三点&一是既要驾御全文提纲挈领#

又不能与正文重复*二是突出重点#吸引读者往

下看*三是一语中的#决定消息如何展开叙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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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新闻的正文是一篇新闻的核心部分#要将整

个新闻事件时间)地点)涉及的主要人物)事

件)发生的原由等交代清楚(它承接导语#对导

语部分进行阐述补充(正文的撰写应做到&主题

突出)内容充实)结构严谨)层次分明#可以适

当引用数据)资料#但要精辟#切忌罗列数字#

长篇大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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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结语#也就是新闻的结尾#是整篇新闻的总

结报道(新闻的结语可长可短# -长.可以长到

整段文字# -短.可以短至几个字(无论长短#

结语必须依据新闻事实#而不能任凭新闻采编人

员的主观喜好去议论和抒发情感)观点$

*

%

(网络

气象新闻的结语通常是结合未来的天气预报)气

候变化趋势等#给出相应的提示)提醒(

$

!

小结

在这个网络广泛覆盖)信息快速传播的时代#

要想将一篇网络气象新闻写好#写得 -出彩.#气

象新闻采编人员除了需要有敏锐的眼光去发现新

闻#还应注意在文笔上下功夫#做好气象新闻写

作的 -细加工.#即&标题要醒目)导语要简短精

炼)正文要条理清晰)结尾要恰到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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