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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媒体汹涌如潮的时代，传统媒体特

别是纸媒的生存空间一步步被挤压和蚕食，

“危机”与“创新”成为了所有报人们都无法避

开的字眼。此背景下，处于纸媒下游的文摘

类报纸的发展同样遭受了严重冲击，但文摘

类报纸本身具有独特的存在价值及发展意

义，仍然可以在激烈的新媒体竞争中占据有

利地位。基于此，在新媒体时代，文摘类报纸

应如何突破传统编辑思路和发展路径呢？本

文结合《文萃报》的编辑工作，对文摘类报纸

的存在价值以及不足之处进行分析，并着重

探讨其创新发展路径。

优势：信息真实度高，内容新颖深刻
在新媒体迅猛来袭的过程中，纸质媒体

的发展受到了严重冲击，但新媒体并没有完

全取代纸媒，就是因为纸媒具有新媒体不具

有的优势，其中最突出的优势就是信息的真

实度比较高。在新媒体发展过程中，信息的

传播速度快，但有很多信息没有经过真实性

验证，这样的信息在传播过程中容易误导受

众，导致人云亦云的情况出现。不同的是，纸

媒所传播的信息，其真实度比较高，很多信息

都是经过探究、考察之后确定的真实信息，所

以说，对于部分注重信息真实性的受众群体

来说，纸质媒体所传播的信息更加可信。

另外，文摘类报纸内容更加深刻而新颖，

所刊发的文章蕴含深刻哲理，为读者带来许

多启示。同时，很多文章深入挖掘新闻内

容。对于一些鲜为人知的新闻事件，文摘类

报纸加以重新整合、多角度叙述，使原本没有

引起读者足够关注的新闻焕发新的生机，以

这种方式增添了报纸内容的新颖性。

创新：紧跟时尚新风打造栏目、版面
必须正视的是，在新闻时效性方面，文摘

类报纸显然无法与新媒体竞争。在文摘类报

纸的组稿、编辑过程中，一般不会发布都市类

报纸和网络媒体激烈竞争的动态新闻，即使

转发一些重要事件新闻、引发社会影响的消

息，也不会简单地转发，而是另辟蹊径，注重

将各种报刊的相关内容加以整合、组织并形

成一篇深入解读、富于思考的文章。因此，文

摘类报纸必须提升新闻敏感性，在一些重大

事件、热点事件发生后要着重打造“第二落

点”，在体现新闻性的同时，更加注重报纸内

容的可读性。

作为一张文摘类报纸，内容上大多只能

实行“拿来主义”，如何加工和包装就成为了

独家卖点。不断推出新栏目成为了《文萃报》

多年来的一大亮点。新媒体时代，人人都是

自媒体，如何采网络之长补己之短？《文萃报》

在头版开辟了“声音”栏目，辑录兼有个性和

思想性的人物言论，成为了普通读者欢迎的

发声阵地。而“热点围观”栏目让读者就当下

某一热点题材激辩、碰撞，智慧的火花闪烁跃

动，活跃了人们的思想，成为了名牌栏目。

在网络时代，文摘类新闻总是要慢半

拍。为此，《文萃报》大胆创新，开创原创栏

目。《文萃报》编辑部经过精心策划，在2版推

出了每周一期的“谈天说地”专版，借鉴电视

新闻中常用的“说”的方式，在纸媒的新闻表

现形式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人生百味”版

面很多年都排在读者心中最爱看的版面前

列。编辑在文后附加的原创点评，帮助读者

阅读理解，深受好评。

深耕：与读者进行更多的交流
新媒体的显著优势在于读者能够对信息

及时交流评价，有很多读者喜欢这样的信息

交互方式，而这一点是传统纸质媒体做不到

的。鉴于这样的情况，纸质媒体应通过加强

与读者的互动交流来吸引读者。

《文萃报》通过建立互动平台让老年读

者们参与办报的同时，也拥有了展示、休闲

的阵地。《文萃报》举办过数次不同主题的

征文，因为主题贴近生活都得到了读者的

热烈支持和参与。近年来，收藏鉴宝类的

栏目在电视上十分火爆，足见老年人对于

收藏的热情。《文萃报》就曾适时推出《收藏

秀》专版，吸引了很多读者参与。该互动栏

目是对以往征文活动的一次改革，是报纸

与读者深层次的互动。除刊登征文外，编

辑部还邀请省收藏协会权威鉴定专家为读

者开展免费鉴宝服务，鉴定“宝贝”的真假、

为“宝贝”定价、预测收藏前景，为读者解

疑。

总而言之，在严峻的挑战下，文摘类纸质

媒体应做好自身的创新工作，通过不断地完

善自己，吸取新媒体的优势，弥补自己的不足

之处来拓宽自身的发展前景。

对新媒体冲击下文摘类报纸生存状况的思考
文萃报 范莉娜

摘要：随着时代的发展，医疗话题也屡上热

搜，引起广泛热议。在媒体融合语境下，医疗报

道在保持一贯的严谨及服务性的前提下，对其

行文的创新性有了更高的要求，本文从媒体融

合语境下医疗报道的基本操作手法与创新手段

展开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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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媒体融合语境下医疗报道的基本素养
客观真实。媒体融合语境下，互联网成为

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但同时，也有一些不良媒

体混迹其中，如高文娟女士谈过“新闻伦理失

范”的几大行为：带偏节奏、丧失人文关怀、挑战

常识等等。

比如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出现的女护士

剃光头的照片视频就引来了不少网友的质疑和

反感，在一些媒体带节奏下，“孕期”“光头”等字

眼刺激网民们纷纷批判主人公形式主义，其中

媒体们大肆渲染的行为也丧失了基本的人文关

怀。

在媒体融合语境下，医疗报道事件必须

要 真 实 客 观 ，不 能 扭 曲 事 实 ，使 当 事 人 受

伤。媒体也必须要实地了解真相，为公众还

原事实。

注重患者隐私。在医疗报道中，媒体也应

重视患者的个人隐私，不能为了“热度”“流量”

未经当事人同意随意暴露患者姓名、家庭地址、

所患病症等。报道中涉及的患者也尽量采用化

名，也不能详细描述病情细节，以免“对号入

座”。医疗报道的目的是让公众能获取到健康

的知识和生活方式，而不是以患者的伤痛为热

点，去牟利去赚取热度。

二、媒体融合语境下医疗报道的创新策略
精心策划，讲好故事，发挥互联网传播优

势。融媒体时代，信息传播飞速。医疗新闻在

融媒体时代也应创新报道方式，充分发挥互联

网传播的优势，通过医疗报道弘扬正能量、突出

人文关怀。同时医疗报道也应顺应时代潮流，

在尊重事实、尊重患者隐私的基础上，精心策

划，讲好故事，将故事中的真实情感、科普知识、

人文理念等传递给公众，进而营造积极向上、正

义和谐的报道氛围，为公众提供暖心真实的医

疗报道。

如由《大众卫生报》推出的系列报道节目

《湖湘名医》，对百余名湖南知名专家进行专业

报道，通过一个个经典的医疗故事展现了医疗

湘军的强大实力；湖南省文明办、湖南人民广播

电台等联合发起的“三湘好医生”系列评选活

动，以“推广好医生，传递正能量”为宗旨向全省

征集百姓认可的有德有术的身边的好医生。这

些宣传和报道让读者更多地了解湖南的优质医

疗资源和先进医疗技术，促进民众科学就医和

和谐的医患关系。

利用互联网寻找素材。融媒体时代，新闻

工作者可以通过互联网挖掘医疗案例。受众

大多希望能主动参与进内容话题中，不愿被动

接受信息。所以新闻媒体也应创新报道方式，

通过互联网寻找素材，主动与读者交流互动。

比如媒体人员通过微信公众号、微博官方

号、医疗平台APP等途径，向社会征稿，寻找医

疗报道素材。同时在后台精心整理读者粉丝的

投稿，将问题整理反馈给专业的医务人员，进一

步推动医患和谐关系。

此外，医疗报道的创新还可另辟蹊径，比如

江苏广播电视台就推出了“大蓝鲸”APP，这是

一个以互动为主的交流平台，主持人和读者粉

丝们能通过它实现实时交流互动，节目组也能

第一时间接收到读者粉丝的意见和评价。医疗

报道可利用这个平台，创设选题，寻找素材，并

快速及时地将相关的医疗报道传播出去，在增

强受众粘度、培养粉丝的基础上，传播积极健康

的医疗价值观。

三、结语
综上所述，医疗行业的发展直接影响着人

们的生活，而医疗报道的真实性又直接决定着

人们对医院及相关媒体的信赖度。随着暴力伤

医案例的屡次发生，医患关系成为社会广泛关

注的问题。医疗报道更应提高质量，坚持医疗

报道最基本的素养特点，为公众展示最客观公

正的医疗新闻，在媒体融合语境下创新医疗报

道，为公众营造良好的新闻环境，促进医疗报道

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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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幼儿英语学习在全国

各大幼儿园已得到了人们的普遍

重视。而环境对语言的获得具有

至关重要的作用，幼儿教师是英

语学习环境的积极创造者，家庭

也是幼儿英语学习环境的重要组

成者，应该为幼儿创造展示的空

间，以及创造对外交流的机会。

本文阐述了在英语教学中既要注

重幼儿园内的英语学习环境创

设，也要注重幼儿园与家庭的协

调，提高老师的英语水平。

关键词：环境；幼儿；教学

一、环境的重要性

既要注重幼儿园内英语语言

环境的创设，也要注重幼儿园与

家庭的协调。首先要让家长明白

幼儿学英语的目标不是让他们的

英语水平有多高，词汇量有多大，

而是培养其对英语的兴趣及对英

语语音的敏感性；其次是鼓励家

庭为幼儿创设良好的语言环境，

动员家长学一些英文口语，在生

活中有意识用英语与孩子交谈；最后是

要让家长在言行中多鼓励和引导幼儿讲

英语，不要训斥孩子使孩子产生恐惧感，

强化幼儿对英语的兴趣和说英语的习

惯。

既要注重提高英语教师的英文水

平，也要注重提高其他教师的英文水

平。教师的教学能力和教师的口语水平

决定了幼儿英语教学的成败。提高教师

队伍的整体素质，需要选择那些既有幼

教专业知识，又有一定的英语基础的教

师；同时要通过短期培训来提高老师英

语口语以及英语教学的能力；最后还要

制定规则，强调教师集体备课，互相配合

教学，并经常相互观摩交流，共同提高英

语水平。

二、如何为幼儿创设良好的学习环

境

如何让幼儿快乐、轻松地接受英语

学习英语？这就需要老师们为幼儿营造

一个良好的学习英语的氛围来激发幼儿

潜力。即所谓的触“景”生情，有了这个

“景”，幼儿会激活想象力，扩大发挥空

间，为学习英语提供坚实的基础。

幼儿园教师是幼儿园英语环境

的积极创造者。幼儿园能否为幼儿

提供良好的英语语言环境，关键看教

师。鉴于幼儿独特的年龄特点和心

理特点，幼儿园的英语教学活动最好

由既懂得英语，又了解幼儿特点的教

师承担。

家庭是幼儿英语环境的重要组

成者。父母是幼儿的启蒙老师，绝不

可忽视家庭语言环境的重要性，家园

共建才能为幼儿提供一个更温馨的

学习环境，幼儿不仅在幼儿园要多听

多练习，在家也要坚持运用英语。各

种VCD、音像教材是最好的老师，容

易引起幼儿兴趣，适合幼儿学习,就

像我们说中国话一样，日常用语重复

千万次，往往可以不假思索，脱口而

出，并妙语连珠，幼儿只要反复看、

听、读、说，在反复无数次后自然而然

地培养出我们常说的语感，就可以用

英语自言自语了。

为幼儿创造展示的空间。首

先，要坚持不懈地运用日常用语，将

日常用语与教学内容紧密联系起来。抓

住一切机会与幼儿进行交流，努力消除

上课与生活的界限，不断丰富幼儿语言，

使生活与教学连接起来，打破固定的情

境及对幼儿英语发展约束的认识界限，

使他们在生活情境中自如地运用英语，

让他们学得随意、学得无意、学得乐意。

创造对外交流的机会。对外交流有

利于幼儿英语口语的提高，不让说英语

成为幼儿的心理障碍。对于幼儿园来

说，对外交流的机会并不大，所以应尽量

抓住每一个机会让幼儿得到锻炼。如主

动与参观者问好，与外籍教师对话等。

这些交流的机会都能让幼儿感到学英语

的用途很大，能够解决具体的问题，使他

们学习兴趣高涨。

[参考文献]

[1]祝士嫒，学前儿童语言教育[M].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

[2]张正东，外语教育学[M]. 科学教

育出版社，1999年.

[3]徐帮学，幼儿园课程设计与幼儿

发展评价实用手册[M]，中国教育出版

社，2008年.

媒体融合语境下医疗报道的创新
大众卫生报 王璐

创
设
环
境
，培
养
幼
儿
学
习
英
语
的
兴
趣

怀
化
市
幼
儿
园

洪
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