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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11/2021_2022__E6_B5_99_E

6_B1_9F_E5_A4_A7_E5_c73_111287.htm 一、名词解释（每个4

分，共20分） 1、采访意志 2、消息头的三要素 3、选材六忌 4

、编者按语 5、参照编排 二、辨析题（每个5分，共20分） 请

判断下面说法是否准确，并简要说明理由。 1、所谓记者的

“体验性观察”，就是一面参与具体的工作，一面当记者。

2、新闻价值是衡量事实是否可以报道的唯一标准。 3、白描

手法只适用在消息写作中使用，而不适合用于通讯写作。 4

、新闻评论与新闻报道的关系来说，它更重要，处于第一位

，高于报道。 三、简答题（每个5分，共10分） 1、简述如何

运用细节表现人物个性特征。 2、简述编辑符号的性质与特

征。 四、论述题（每个10分，共30分） 1、试论当前人物通

讯写作中存在的问题和对策。 2、结合实际分析当前电视新

闻中大量使用隐性采访的利与弊。 3、以“焦点访谈”为例

，谈谈你对当前国内广播电视评论类节目个性特征的理解。 

五、实务题（共20分） 根据下列材料，改写一篇400字左右的

消息，要求主题集中，角度得当，语言流畅，并设计一个精

彩的导语。（8分） 为消息精心制作标题（4分） 为消息配一

篇250字左右的短评。（8分） 用“一日千里”来比喻“九五

”期间中国通信业的发展毫不为过。今天，通信业的发展规

模和质量，已远远超出了五年前人们的预期 原计划：发展电

话用户7870万户，达到1.23亿户，其中发展移动电话用户1440

万户，达到1800万户。城市具备满足每户居民1部电话的能力

。农村实现行政村同电话，全国电话普及率达到10%.到2000



年5月底，全国本地电话用户已经达到1.24亿户；移动电话用

户达到5605.8万户；因特网用户超过1000万户。固定通信与移

动通信网的规模双双位居世界第二。全国电话普及率达

到13%. “九五”期间，电信业成为国民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

行业，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其增长速度在中外通信史上都

是少见的。 让老百姓感觉变化最大的还是移动电话的发展。 

“八五”末期，全国移动电话用户才363万户。“九五”开始

，中国移动通信加速发展，令世界为之震惊；1997年末用户

达到1000万户，1999年增长到3000万。仅仅半年之后，到2000

年6月，移动通信用户突破6000万。 “九五”期间，为适应国

民经济信息化的发展，信息产业部决定续建京九广、北沿江

、兰西拉等25条长达3.4万公里的光缆干线。1998年12月30日

，提前两年建成了覆盖神州大地的“八纵八横”光缆干线网

。它为我国国民经济信息化提供了一个大容量、高质量的通

信网络基础，并为今后积累了巨大的网络资源，进而使我国

干线传输网的技术层次、规模容量跃入了国际先进行列。到

目前为止，我国光缆总长已突破100万公里，长途光缆筑就了

宽敞的信息国道。 因特网被看作是人类文明史上划时代的技

术成就。它极大地方便了人类生产、生活。在今日中国，互

联网的影响力正在日益扩大，并迅速走入平民百姓家。据统

计，截至2000年6月30日，我国已有上网人数1690万，数字数

据网通达全国90%以上的县市，公用计算机互联网覆盖所有

地市和部分经济发达的县级市。全国互联网已有1万多个站点

，传统媒体上网达800余家，网上信息源及应用数据库达

到4400多个，各类新业务得到了广泛应用。消费类电子商务

网站超过1000家。据预测，2002年，中国电子商务交易额将



达到100亿元。政府上网、企业上网、家庭上网的浪潮一浪高

过一浪。网络化生存已实实在在地出现在人们生活中。 信息

产业部新闻发言人程光辉介绍说，国家信息化建设也取得了

新的进展。金融、财税、海关、证券、贸易、科教等部门和

单位利用公用电信网组成各种计算机信息网络和实时交易网

络。国际最新的电信新业务在我国都已基本开办。直达70多

个国家和地区、总数达到3.66万条的国际电路，将中国与世界

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将中国经济更加紧密地融入世界大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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