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新闻摘抄及感悟(大全10篇)
我们得到了一些心得感悟以后，应该马上记录下来，写一篇
心得感悟，这样能够给人努力向前的动力。那么心得感悟该
怎么写？想必这让大家都很苦恼吧。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
一下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心得感悟吧，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新闻摘抄及感悟篇一

《田纳西的新闻界》描写一个年轻人，来到田纳西州担任
《乔森地区的曙光和号角报》的助理编辑。田纳西的记者们
喜欢热闹和惹是生非。他们不惜花费大量时间侮辱别人的人
格并且摧残其身体，恨不得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

这篇小说的内容荒诞可笑。当记者们工作时，就“开始了斗
殴，展开混战，这些场面实非笔墨所能形容，即使神奇之笔
也无济于事。人们射击啦，格斗啦，砍杀啦，嚎叫啦，都拼
命地想把对方扔到窗外去”。夸张几乎是所有讽刺作品里必
不可少的。马克·吐温从一开始写作时就运用夸张手法，有
时夸张达到怪诞的地步。马克·吐温的夸张使人感到震惊、
荒谬和离奇，但从中又往往反映出生活中的某些真理。

在短篇小说《田纳西的新闻界》里，正如马克·吐温的其他
作品一样，作者不时地将隐喻形象化，逗引读者忍俊不禁，
哈哈大笑。

《田纳西的新闻界》的主人公是一位傻子。他出乖露丑，达
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该小说不只是夸张，而且还运用过分贬
低的手法，使我们感到滑稽可笑。编辑和上校在决斗中击穿
了主人公的手腕，他大声嚷道：“我刚才还说，我只不过是
出来蹓踧，因为这是他俩的私事，我认为自己不必参与。可
是，这两位先生却恳切地请求我留下来，并且叫我放心，我
对他们不会有任何妨碍。”



新闻摘抄及感悟篇二

以前，我总以为新闻没啥好看的'，很无聊，就是啥那一个国
家，每天发生了啥事，我都不看。

但是，从昨天看了几分钟之后，我对新闻却不知不觉的改了
看法，新闻不仅让我们增长了知识，开阔了视野，还可以让
我们了解了各个国家。

以前，我真是好傻。竟然这样评论。

在生活中，要先看某个事物的好处，再看坏处！

新闻摘抄及感悟篇三

我今天在电视上看到两则新闻。一个是西红柿发芽了，我感
到很奇怪，西红柿也能发芽？从西红柿里长出的一根根芽真
像是豆芽。王博士解释说：“这种情况极为少见，西红柿芽
本身并没有毒素，但前提是西红柿已经变质了，不能再吃了。
”

第二条新闻是在河南省周口市发生4、7级地震，时间是10
月24日16点58分。

新闻摘抄及感悟篇四

美国《新闻周刊》(newsweek)最近为世界著名大学排名，排
出全球最优秀的100所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在全世界名列36
位，在亚洲则排名第三，仅落在日本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之
后。

在这项大学排名中，入围的多是美国的大学。哈佛大学稳坐
全球大学之冠。斯坦福大学排名第二、耶鲁大学第三、加州
理工学院第四、加大柏克莱分校排名第五位。



新加坡的另一所大学，南洋理工大学则排名71位。其他进
入100强的亚洲大学还包括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大阪大
学、名古屋大学等。

《新闻周刊》是以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和英国《泰
晤士报》的高等教育增刊的大学排名标准作为参考，为各大
名校打分综合得出自己的排名。

其中50%的分数来自上海交通大学的排行榜标准，交大的排行
榜主要是以学术为指标，标准包括：教员与研究员的素质、
研究成果，其中发表于《自然》与《科学》杂志的论文数目
和收录于科学引文索引扩展版和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的论文篇
数。

另外40%的分数则来自英国《泰晤士报》的高等教育增刊选大
学的标准，如国际教员比例、国际学生比例、论文被引用比
例以及师生比例等。

最后的10%分数，则取决于大学图书馆的藏书量。

新闻摘抄及感悟篇五

通讯点评资料来源：《南方周末》《尴尬的减法》首先，该
通讯的题目，很让人有耳目一新觉，让读者产生好奇心，充
分调动了读者的兴趣，都想迫切了解一下什么是尴尬的减法。

该通讯的引言，用了强烈的数字对比的手法，地震后，二万
人表态认领，到今天仅十二名孤儿被收养，强烈明显的对比
不禁让人诧异，愕然。

更让读者在心中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不禁在心里问道：这
是怎么回事？短短的几句话，就吸引住了读者的视线，勾住
了读者的心，让读者想一睹为快，了解其中的内情。



其中，彼时有数万热心人士表达了自己的收养意愿。

但年过去，仅有%的孤儿被收养，数万与%也形成鲜明对比。

让人觉得有些许不解与心寒，正如引言所说的名孤儿，正和
一起遭受了不幸的同伴，经历他们的独特青春。

这个减法算式的答案，也许要等他们成年以后，才会获得。

紧接着，作者用两道减法为我们揭开尴尬的真实原因：=。

=？又采用了列举数字和对比的手法。，是汶川地震罹难者遗
孤的数字。，是过去四年间，名孩子中被成功收养的数字。，
是现在生活在福利院养老院以及和亲属生活在一起的地震孤
儿的数字。

是一个约数。

是大地震后半个多月里，致电四川省民政厅地震失散儿童收
养咨询热线，表达收养意愿的个人和家庭的数字。

这个数字也一直在变化。

地震后两个多月，这个数字变成了数千。

四年之后，这个数字变成了零。

？，就是这两组简单减法的答案所在。

也是地震后国人慈善热情经历复杂嬗变的一个写照。

当初的热心人士去哪了？个孩子现在过得怎么样？作者分别
对这几个数字作了简单而明了的阐述。

几个简简单单的数字，却包含了太多太多，让读者心中不禁



也有些许沉重，更有深入了解，揭开答案的欲望。

接下来，作者分了几部分来写。

每部分之前都有简单的小标题。

标题简单，却有力的涵盖了所写内容的中心。

一家庭是一个禁止提及的词语该部分采用倒叙的手法，从年
月日，孩子们重返北川祭奠亲人写到年月日安康家园的成立。

北川地震纪念碑前，名穿着统一白色校服的孩子。

这些到岁的孩子们一语不发，安静地烧香鞠躬哭泣，凉风吹
动着他们胸前的白色纸花。

一片瓦砾堆被葱葱郁郁的爬山虎覆盖了，几棵杉树也将黄绿
色的枝条，伸进了损毁倾斜的危楼里。

这段话采用了细节描写和环境描写，几笔勾勒出悲凉沉重的
气氛。

为下文奠定了哀伤的基调。

有的孩子身上满是疥疮，眼睛则是呆滞的，小的孩子哭着要
妈妈，大的孩子整晚做噩梦，有的还患上了严重抑郁症并试
图割腕自杀。

一次停电，孩子们以为再次地震，尖叫着从楼里跑出来，穿
着单衣站在风里瑟瑟发抖。

同样采用细节描写，深刻地描绘出地震后孩子们身体上，心
灵上受到的重创。

在安康家园里，家庭是一个禁止提及的词语。



二让我挑几个孩子走该部分通过付小凤，胡源中，张萍等人
的回忆以及叙述，描写了孩子们的被领养情况。

胡源忠跟南方周末记者提及过一个细节：一个浑身名牌暴发
户模样的中年女子甚至闯进了胡源忠的办公室，举着自己的
存折护照及金灿灿的名表在他眼前晃，让我挑几个孩子带走。

通过细节描写和事例举例，也从一方面说明了被领养孩子的
数量少的原因之一监护人和孩子都不愿意，他们更信任国家；
很多领养者的‘挑选’，也会让剩余的孩子感觉再一次被遗
弃，谈到其余的无人收养的孤儿，胡源忠坦言，他已经不抱
期待，他们更愿意将安康家园建成一个大家庭，要让他们成
为国家的孩子。

三上法庭抢孤儿本部分通过列举了张和源等例子，以及政府
所出台的一系列法律政策来说明了在这尴尬的减法的后面的
重要原因。

潜在的收养者从最初的两万多变为数千，再到实际成功的个
减去国外的两例，背后的原因并不只是收养者爱心的退潮以
及收养时因粗鲁遭到拒绝。

亲情利益始终纠缠在孤儿的收养和认领过程，难以分辨。

四希望国家照顾好孩子本部分通过细节描写，举例和对比等
手法，详细地介绍了孩子们在安康家园里生活的情况。

文中通过对胡源中，以及几位安康妈妈——付小凤，苑爱英，
陈安新的经历叙述说明了孩子们在安康家园遇到的困难和取
得的成绩。

至此，孩子们的亲属们更多的期望是，希望国家照顾好孩子
总的来说，该篇通讯写得还是很不错的。



首先，该文成功地抓住了读者的心，让读者产生浓厚的阅读
兴趣。

其次，本文生动详细的描述也成功地点出了导致这个尴尬的
减法的原因，写出了导致极大多数孤儿们未能被领养的原因，
揭露了这个社会的一个存在问题与现状。

这篇通讯最突出的特点是采用了数字列举以及对比的手法，
其次是生动的细节描写和环境描写，整篇文章生动具体，属
于较成功的事件通讯。

第二篇：话语权读后感字新闻强则国强——《话语权》新闻
强则国强。

这是《话语权》这本书始终紧紧抓住以展开论述的一句话。

从这句话中，以美国为例，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国家一个民
族，它的强大与否跟它国家内新闻传媒的发达程度是有着深
刻的关系的。

从美国新闻传媒的发展壮大历程来看，新闻传媒的发展壮大
是为国家的发展壮大服务的。

换而言之，新闻传媒所争取到的话语权，终将使整个国家受
益，助国家赢得国际上的话语权。

早在美国独立之时，华盛顿就竭力捍卫独立战争的果实，而
这个果实就包括了言论自由权——尽管当时媒体处处针对华
盛顿。

但也正因为有华盛顿等人对言论自由的捍卫，才促使了新闻
媒体敢于挑战权威，敢于实话实说。

也正因为新闻传媒敢于批判，敢于实话实说，它取得了公众



对其的信任和尊重，使得其对公众舆论的调动力也大大增强。

正当媒体对公众对社会的影响日益增大时，以杰弗逊为代表
的政客们认识到了新闻传媒对其政治的可利用性，他借助对
对公众舆论有强而有力的媒体，赢得了选举的胜利。

杰弗逊时代是总统与新闻界关系的分水岭，他充分显示出了
媒体在政治生活中的积极作用。

事实上，杰弗逊是有专门为自己做宣传的媒体的。

也就是说，杰弗逊的成功，在于他懂得利用媒体做后盾来赢
得公众的支持。

到了罗斯福时代，政府通过利用各种法律条文来操纵媒体，
以达到操纵人心的目的。

最终的结果是，他操纵媒体的做法给了反对者们以无形的巨
大压力，让公众得到了快感，为自己壮大了群众基础。

也就是说，罗斯福通过垄断公众的注意力，建立起了一个国
家领导人的威信。

而在里根时代也亦然：里根通过建立自己的策划团队，巧妙
地引导媒体为其政治目标服务。

这对里根良好形象的塑造及公众支持的获取起到了良好的作
用。

但媒体对政治的作用并不仅限于此，在被国家领导人控制和
利用以达到领导人政治目的的同时，媒体处于对国家利益的
捍卫，对民族精神的呵护，也会自觉地通过对老总统怀念和
追捧来激起本国人民的爱国精神与自豪感。

这些做法在无形中，也达到了领导人的某些政治目的。



如此这般，政府的话语权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增强。

随着第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结束和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到来，
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正式确立，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进一步加强。

此时，新闻传媒也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变化而发生了质的转
变——其新闻的政治性减弱，其内容更加趋向大众化，更关
注经济和社会人民。

而新闻媒体的主要收入来源也由以订阅费用收入转变为广告
费用收入，期间甚至出现了从媒体就是信息到媒体就是经济
的转变的说法。

新闻媒体也因此被誉为最有钱景的职业。

这也是对新闻媒体商业性增强，政治性减弱的最好解释。

但这一切的一切，并不意味着新闻媒体就此沦为金钱的奴隶，
沦为政治权术的工具。

新闻媒体有产生发展到现在，越来越强调对事实的报道，越
来越强调对事实评价的客观与公正；他们有自己的客观性法
则，虽然这一法则的出发点是为谋取自身的利益。

媒体的收入有订阅量所决定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广告
带给新闻传媒的巨大收入使得媒体自身有一定的能力去实现
政治上一定程度的独立，实现经济上的独立。

这也使媒体开始恢复对政府的监督和约束的原始身份。

此时，若有人敢无视新闻媒体的话语权，那么其后果将如尼
克松班悲惨——尼克松因没有认识到新闻媒体对社会对国家
对政府的自然而积极的作用，他用威逼和恫吓的手段对待媒
体，使得自己与媒体的关系迅速恶化。



最终，由媒体所引爆的水门事件断送了尼克松的政治生涯。

这给了后代的美国总统一个很好的教训：对待媒体应该是微
笑地牵着他的手而不是愚蠢地对其进行压制和怒吼。

在这一点上，仿佛新闻媒体与政府的地位一下子平等了，仿
佛新闻媒体的一举一动都关系着政府内部的更替。

这就是新闻媒体的话语权，一种因经济独立，政治控制弱化
而造就的话语权。

但别忘了，新闻媒体是国家的新闻媒体，它存在的使命就是
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提高自己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壮
大自己国家在国际上的话语权。

而国家是由政府所掌控的。

也就是说，新闻媒体是离不开对政府的依赖的有时还得未政
府的马首是瞻。

一个国家想要赢得国际的话语权，就得做到：媒体的重要性
要被有国内的政府认识，这是其一；媒体有国内的民意基础
和国际影响力，这是其二；其三是政府通过有意识地，艺术
性地设置议程，以达到左右美国媒体乃至世界媒体，最终掌
握国际话语权的目的。

因此，对于媒体的重要性，美国政府早就有所认识；而对此
重要性的运用，美国政府亦掌握了有效的操控方法。

美国政府深刻认识到自身与新闻媒体的关系：政府可利用媒
体来获得人民的信任和拥戴；媒体亦可通过对政府第一手资
料的获取和传播来增加自身的经济效益，提高自己的影响力，
提升自己的行业地位。



美国的白宫作为各种要闻的产源地当然不会忽视这种关系。

相反的是，白宫往往会通过对这种关系的有效利用，达到既
定的政治目的，争取国际话语权。

而基于自身利益和国家利益，新闻媒体亦不会对被政府利用
做出过于激烈的反抗。

这就是美国的话语权形成的原因及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媒体与政府仿佛处于对立面，但事实上，这
二者都是为同一目标而服务的。

这一目标，就是维护国家利益，争取国家在国际上的话语权。

这亦是新闻媒体行业的底线。

这一底线使得美国在没有专门的新闻法的情况下，仍然能成
为超级大国。

由全书来看，国家的话语权源于两个方面——政府的话语权
和媒体的话语权。

前者的话语权源于通过对媒体的利用所凝聚起来的公信力和
群众基础；后者的话语权则来源于对社会对舆论的影响力。

因为媒体以盈利为目的的，所以为了盈利，媒体必须重视新
闻的真实性和公正性，重视自身的形象。

这要求媒体必须加强对自身的监督纠错和制度的规范。

在这一过程中，媒体逐渐得到了公众的认可和支持，得到了
自身在国外的话语权——这一结果最终又被政府所认识和利
用，用以扩大自己国家在国际上的话语权。



由此可见，新闻媒体的强大促进着国家的强大。

这启示我国，新闻媒体必须实事求是，尊重事实，尊重民意，
以维护国家利益为底线，扩大自己在国内乃至国际的话语权；
政府必须正确认识和利用好与新闻媒体的关系，最终是我国
的国际地位得到提升并获得在国际上的话语权。

新闻摘抄及感悟篇六

新闻渠道四通八达，每天的新闻信息，像是打开闸的洪水一
样铺开盖地奔涌而来。但是为了让新闻能吸引眼球、刺激民
众的神经，杂七杂八的事件轮番登上了各级新闻节目，诸
如‘谁家的狗会说话了，谁家的鸡没有毛了，谁家的地里种
出了什么罕见的瓜了。’胡乱的堆彻成一堆。还有些新闻，
报道的事件，可算是骇人，比如“两位老人打架，一位老人
用刀子捅了另外一人，导至身亡。”同时播出了长达几分钟
的.两位老人扭打在一起的视频，美女主持人说：“长达几分
钟的时间，围观的人不少，但是没人管”。

这个新闻就这样结束了，又切下一个。这位视频上传者把这
视频给了电视台，电视台只是这么一播，却让众多观众的心
又受伤了一把、脆弱的神经又被敲了一下。血腥味够浓，新
闻视角够独特(习惯了看两只狗打架，这次却是两位老人)。
可是这样的新闻能达到什么效果呢?美女主播这么一播，就完
事了?难道只是让人们看着两老人打架?有没有什么积极的正
面的意义?难道还是再一次的告诉人们，“这个社会就这么乱，
以后少出门，大家看看老年人都打架斗殴，动刀子了。”

其实这样做新闻就太不负责任了。应当进一步做追踪，进一
步挖掘人性中埋藏的深层次的东西，或者探讨“为什么连老
年人也会用生命去计较一些小的得失”，通过深挖或者追踪，
发现社会中的一些顽疾，最好能找到治瘉的方法。给大众以
明示，让大众看懂、读懂，带动大众一起思考，一起想应该
怎样。为什么，一些新闻节目做的如此粗糙，因为媒体人也



被社会中的浮躁之气所侵袭，也被短时的利益所驱使，所以
责任感、使命感在现实面前显得单薄无力。

在这样一个不让人放心的社会环境里，在这样一个人心涣散
的大群体里，在这样一个丧失文化精神的社会中，是不是应
该站出来一些类似‘鲁讯’的人物，再次呐喊。

新闻摘抄及感悟篇七

晚上，我在家里看新闻。我看见一辆装满西瓜的大货车，在
公路上发生了侧翻，当事民警和村民帮忙把西瓜捡起来，送
还给车主，车主为了表示感谢送他们一个西瓜。

他们还不要，我觉得很感人，给我的启发是：助人为乐是好
事。我想我也要做好事助人为乐！

新闻摘抄及感悟篇八

今天，我在电视机前看新闻。

我看了法制现场的新闻，因为我爱看这里的`新闻，所以明天
我都看，今天我看的新闻是“醉酒男子在车里玩疯狂”。我
看了看太恐怖了，他在车里乱杂，售货员向前阻拦，不幸遭
打了一顿，当时，开车司机很怕，最后警察来了，醉酒男子
才下车。

这个新闻真是太恐怖了。

新闻摘抄及感悟篇九

3月9日下午放学,老师布置了一项周末作业——写一则新闻。
新闻要求以最新班级最新发生的事为内容，星期五，下午第
二节课的'体育课被迫停课，那是为是么呢？原来体育课请假
的同学太多啦！



全班一共七十五个同学。经想不到的是有十四位同学请假。
这个数字太可怕了。据统计周一班主任老师去外地学习，有
十八位同学请假。可真是爆点啊。

新闻摘抄及感悟篇十

看完重庆黑势力被摧毁事件，我是这样看待的!重庆这次高压
打击黑势力，令倒暴力社会闻风丧胆，使老百姓过上好生活。

对于他们的恶劣行为，我深恶痛绝，他们所犯下的滔滔罪业
将会受到法律既制裁，政府的决心、警方的.效率还有民心的
所向，使盘根多年、势力庞大的黑恶团伙一个个轰然倒塌。

风暴过后，阴霾散尽，阳光明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