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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毛泽东的新闻思想 3、论邓小平的新闻论述 4、论江泽民的

新闻论述 5、论新闻职业精神 6、必须遵守新闻职业道德 7、

必须反对“有偿新闻” 8、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新闻的党性原

则 9、论“客观报道” 10、论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自由观 11、

批判资产阶级标榜的“新闻自由” 12、论“新闻手段” 13、

必须坚持正确的新闻舆论导向 14、论“新闻价值”与“新闻

政策”的关系 15、新闻必须及时 16、新闻与政治 17、论新闻

规律 18、新闻宣传与“三贴近” 19、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新

闻观 20、评析近代外报对中国新闻事业的影响 21、评中国报

业的政论传统 22、近代维新派办报思想 23、梁启超的报学启

迪民智论 24、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报人“先知先觉论”再

评 25、中国共产党人早期办报思想的转型过程 26、《解放日

报》改版与中国的报业发展 27、从“文化大革命”看主流媒

体的导向作用 28、党报传统的形成问题 29、评78年真理标准

讨论对中国新闻事业的影响 30、评析西方新闻自由的实质（

结合历史与现实实例） 31、分析《纽约时报》等严肃报纸造

假现象的实质 32、评析路透社经久不衰之原因 33、评析全球

化背景下的国际传播（相关内容） 34、分析媒介集团化的特

点与发展趋势 35、新闻集团运营的特点与启示 36、维亚康姆

集团成功运作经验探析 37、分析当今跨国传媒的特点 38、分

析贝塔斯曼集团的经营策略 39、分析网络泡沫经济对时代华

纳迪斯民等跨国传媒公司的影响 40、威望迪公司衰落的原因



探析 41、分析工业革命对全球新闻事业的影响 42、试论新闻

敏感与新闻工作责任感的关系 43、增强新闻可读性的业务手

段 44、正确认识采访准备与采访功效的关系 45、创造良好的

访问条件是采访成功之保证 46、采访中强化视觉功能的意义

47、试析电话采访的优与劣 48、深入采访中如何抓特点 49、

新闻就在留心中 50、创新报业发展的不竭动力 51、权威消息

来源初探 52、网络新闻采写的原则及方法的宏观研究 53、名

记者的采访技巧之研究 54、采访心理学研究的现实意义 55、

新闻采访中的思维断想 56、记者采访要入乡随俗 57、谈新闻

采访中的“折墙”艺术 58、新闻采访遭拒原因探析及对策研

究 59、在经济全球化视野中发现新闻 60、如何确立新闻报道

的平民视角 61、以经验到科学的飞跃我国传媒学术界与实践

界面临的共同命题 62、在采访中应强化对主题的思考 63、从

与传统新闻的比较看网络新闻的优势 64、专业采访报道的特

征研究 65、网络媒体的社会责任和经济利益的关系 66、在采

访中应强化对主题的思考 67、科技新闻采访的特殊性 68、改

进会议新闻报道 69、巧选角度生动形象地报道新闻 70、隐性

采访的度的把握 71、深入调查与深度报道 72、新闻标题的制

作艺术 73、新闻时评热现象透视 74、用社会化视角报道经济

新闻 75、穆青人物通讯特色研究 76、新闻策划得失谈 77、实

践“三贴近”，深化新闻改革 78、社会新闻报道中的正负效

应 79、新闻背景运用 80、人物访谈成功因素探析 81、经济报

道的宏观思维 82、细节在新闻报道中的作用 83、记者要善于

抓特点 84、经济报道的受众意识 85、社会新闻及其采写艺术

86、晚报新闻特色研究 87、专（副）刊研究 88、晚报、都市

报的贴近性 89、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新闻伦理思想 90、



论新闻职业道德的本质特征及其社会作用 91、论报道失实 92

、论有偿新闻的有效遏制 93、论市场经济条件下新闻职业道

德建设 94、论市场经济条件下新闻的品位（格调） 95、论新

闻侵权 96、新闻侵权名誉权的防范 97、新闻侵范隐私权的防

范 98、公众人物及其名誉权 99、公众人物及其隐私权 100、

论新闻侵权著作权 101、论流言 102、大众媒介如何引导舆论

103、文学接受理论与媒介的舆论引导 104、议程设置与舆论

引导 105、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提高大众的审美趣味和能力

106、市场经济条件的文化报道 107、论广告的舆论引导 108、

河南受众的特征与正确的舆论引导 109、河南媒介的不足及其

矫正 110、试论大众传播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 111、从采访对

象心理谈采访技巧 112、由受众心理谈舆论引导的技巧 113、

论大众传播过程中传授心理的互动 114、网民心理分析 115、

论受众对信息的选择性因素 116、论非语言符号在传播中的作

用 117、论当代大众传播媒体的社会功能 118、新时期报纸版

面设计流行趋势 119、静态式版面解读 120、新闻编辑的思维

特征 121、网络新闻编辑初探 122、网络新闻标题特色研究

123、试论新闻策划 124、新闻监督与媒介审判 125、新闻炒作

与新闻策划 126、读图时代的图片编辑 127、新闻期刊研究

128、试论电视记者采访提问的艺术性 129、论电视新闻述评

的特征 130、试论科学技术对电视新闻报道方式改革的促进

131、试论同期声在电视新闻报道中的运用 132、电视新闻记

者的素质 133、论隐性采访 134、电视新闻专题的选题艺术

135、电视评论要发挥视听兼备、声画并茂的优势 136、调查

性新闻节目的采访特征 137、电视谈话类节目成功的要素 138

、电视新闻谈话类节目的要求 139、试论主持人在电视谈话节



目的作用 140、电视直播报道的采访特点 141、电视新闻杂志

节目的特征和编排艺术 142、试论电视新闻栏目的定位 143、

镜头前的采访报道对电视记者之要求 144、电视新闻报道中非

语言符号的运用 145、知识经济对新闻人才培养的思考 146、

频道专业化和栏目定位 147、搞好栏目定位，提升电视的品牌

经营 148、新闻照片在报刊上的角色 149、我国新闻摄影与世

界新闻摄影水平的差距与对策 150、新闻照片与电视新闻的异

同 151、新闻照片的新闻价值构成之我见 152、新闻摄影的社

会功能之我见 153、新闻摄影的客观因素与主观因素 154、论

新闻评论的政治属性 155、论新闻评论的引导功能 156、论信

息时代新闻工作者的修养 157、试论新闻评论的变化与时代发

展的关系 158、调查研究是写好新闻评论的前提 159、论新时

期新闻评论的文风 160、浅论电视评论的深度 161、论新闻评

论的大众性 162、论新闻评论的实践性 163、论新闻评论的品

格 164、谈谈新闻评论与事件的真实性关系 165、论电视包装

的个性化 166、全球化与中国当代电视的发展策略 167、记省

级电视台的发展空间 168、传播学的批判学派和经验学派的分

野 169、论广播电视节目主持人的素质 170、论新闻节目的议

程设置 171、论新闻专业大学生的知识结构 172、论新闻专业

大学生的能力培养 173、因特网与现代传媒格局 174、论因特

网的传播特点 175、评电视节目的娱乐化倾向 176、走出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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