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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习目的和要求本章阐述了新闻道德的涵义、新闻道德

的社会作用；并就道德的本质问题是优良道德的制定，以及

有关“应该”的概念和认识等问题作较为详细的论述。本章

的学习过程中要求理解掌握涉及的基本概念，并能运用概念

对新闻传播活动进行分析。二、考核知识点及考核要求第一

节、新闻道德的涵义1、新闻道德概念（识记）新闻道德就是

指从事新闻信息传播活动的人们，在长期的职业实践中形成

的调整相互关系的行为规范。新闻道德内化于新闻传播主体

的品格、习性和意向之中，又通过其言行表现出来，是在新

闻传播活动中发挥着特殊作用的规范性调节体系。作为职业

道德的一种，新闻道德与其他职业道德形态上的根本区别，

在于其对新闻报道行为特殊的规范意义。2、新闻传播活动中

不道德行为与非道德行为的区别（理解）从伦理道德的角度

来分析，只要行为进入社会领域，与他人和社会发生了联系

，那么这些行为就必然要受到社会的一定行为准则和行为规

范的制约，有的具有道德意义，可以对其进行善恶的评价，

我们称之为道德行为；有的不具有道德意义，不能对其进行

善恶的评价，我们称之为非道德行为。具体来说，所谓道德

行为，就是在一定的道德意识支配下所表现出来的有利或有

害于他人和社会的行为，亦即主要是出于一定的道德动机并

能产生一定的道德效果的行为。新闻传播活动是一项具有广

泛社会性的行为，报道者在采写、编辑、刊播新闻的过程中



，所体现出的道德意义是极为鲜明的。新闻传播行为都不同

程度地表现出有利或有害于他人及社会的性质，能够对其进

行道德善恶的评价，因此既是新闻工作行为新闻传播行为，

又是道德行为。3、新闻传播行为道德意义发生及作用机制的

条件（理解）首先，报道者是在一定的道德意识支配下主动

采取的行为。也就是说，无论其报道行为道德与否，皆必须

以报道者(行为发出者)对这种行为是否符合道德标准和要求

、是否有利或有害于他人及社会的认识为前提。其次，报道

者是根据自己的意志自愿抉择而采取的行为。并非出于自愿

而是被外力比如行政命令、环境所逼、强力迫使等强迫做出

或在失去自主力的情况下做出的行为，或者是在没有内在道

德动机时，偶然的、非主观的、属工作失误性质的行为，这

些报道行为大都是不具有道德意义的。新闻道德这种内化的

规范，从本质上看，只有在新闻工作者真心诚意地接受并转

化为个人的情感、意志和信念时，才有可能发生作用。4、每

个社会成员都应有道德，为什么新闻从业人员在道德方面尤

其受到关注和重视。（识记）首先，这是由新闻工作者诉诸

舆论而参与国家治理的特殊身份和地位所决定的。其次，这

是由新闻工作者所承担的构建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神圣使命

所决定的。第三，这是由新闻工作者所具有的公众道德的示

范和表率作用所决定的。第四，这是由新闻媒介在社会中巨

大的影响力决定的。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