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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环境下报纸民生新闻科学选题的路径探索

柯晓偲

武汉东湖学院，中国·湖北 武汉 430212

摘 要：在新媒体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传统报纸面临挑战与机遇，民生新闻需适应转型。新媒体的即时性、互动性

影响了公众新闻需求，要求报纸选题更科学精准。当前报纸在选题上存在受众理解不足、内容同质化问题，影响影

响力。论文探讨新媒体环境下报纸民生新闻的科学选题路径，提出提升竞争力与满足公众需求的策略，旨在为报纸

发展提供动力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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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new media, traditional newspapers are facing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and people’s livelihood news needs to adapt to the transformation. The immediacy and interactivity of new 
media	have	affected	the	demand	for	public	news,	requiring	newspapers	to	select	topics	more	scientifically	and	accurately.	At	
present,	newspapers	have	the	problems	of	insufficient	audience	understanding	and	homogeneous	content	in	the	selection	of	
topics,	which	affects	their	influenc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scientific	topic	selection	path	of	newspaper	livelihood	news	in	
the new media environment, and puts forward strategies to enhance competitiveness and meet public needs, aiming to provide 
impetus and guid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ewspap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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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在新媒体环境中，报纸民生新闻科学选题对理论与实

践均有重要意义。理论上，研究新媒体如何影响民生新闻选

题可丰富新闻传播学理论，提供新视角推动学术发展。实践

上，科学选题能提升报纸竞争力与影响力，满足多样化的受

众需求，增强内容的针对性。此外，科学选题促进报纸与新

媒体融合发展，扩大传播范围，增强社会责任感和权威性。

研究这一选题路径对新闻行业具有借鉴价值，推动了整个行

业的创新与发展。

1 中国新闻选题研究趋势

在新媒体环境下，中国对报纸民生新闻选题的研究逐

渐增多，主要集中在选题策划、受众需求分析及媒体融合等

方面。人工智能与出版的融合为图书选题策划提供了新的视

角，强调了数据驱动的重要性，这一思路同样适用于民生新

闻的选题过程。通过对受众数据的深入分析，报纸能够更精

准地把握民生新闻的选题方向，从而提升报道的相关性和吸

引力 [1]。

新媒体时代学术期刊编辑的选题策划能力，提升选题

策划能力是应对新媒体挑战的关键。编辑应当加强对受众需

求的理解，以便在选题上更具针对性。这一观点同样适用于

报纸民生新闻的选题，尤其是在新媒体环境下，受众的需求

和偏好变化迅速，报纸必须灵活应对 [2]。

选题策划的高质量发展路径，指出选题的科学性与创新

性是提升新闻质量的核心要素。报纸在民生新闻选题时应注

重多样性和创新性，以避免内容同质化的问题。这一观点在

当前的报纸实践中尤为重要，因为许多报纸在民生新闻的选

题上仍然存在较大的同质化现象，导致受众的关注度下降。

报纸应当借鉴新媒体的成功经验，探索多样化的选题

策略，以满足不同受众的需求。这一思路同样适用于民生新

闻的选题，报纸可以通过多样化的选题来吸引更广泛的读者

群体 [3]。报纸在民生新闻的选题过程中，应当充分考虑受众

的兴趣和需求，以实现更好的传播效果。中国对新媒体环境

下报纸民生新闻选题的研究逐渐深入，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探

讨了选题策划的科学性、受众需求的理解以及媒体融合的策

略。这些研究为报纸在新媒体环境下的民生新闻选题提供了

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推动了相关领域的进一步发展 [4]。

2 新媒体环境下民生新闻的特征

2.1 新媒体的定义与发展
新媒体是一个相对宽泛且不断发展的概念，其定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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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在不同的文献和研究中有所差异。总体而言，新媒体指

的是基于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的新型传播形式，通过互联

网、移动设备等渠道向用户提供信息和服务。它具有互动性、

即时性、个性化、多媒体整合等特点。

新媒体的起源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中叶，1967 年美国哥

伦比亚 CBS 技术研究所所长戈尔德马克首次提出了“新媒

体”这一概念。新媒体的出现是传统媒体（如报纸、广播、

电视）与现代技术（如计算机、互联网）结合的结果，它不

仅改变了信息传播的方式，还对社会、经济和文化产生了深

远的影响。

2.2 民生新闻的内涵与外延
民生新闻聚焦民众生活状态、质量和环境，强调新闻

的社会意义和公众影响，包含教育、医疗等多个与民众利益

相关的领域。随着社会发展，其关注范围扩展至环保、食

品安全等新议题，且因互联网和新媒介而传播方式与受众扩

大。民生新闻不仅反映社会现状，还引导舆论和政策，促进

问题解决，是公众了解和参与社会治理的桥梁。

为了进一步探讨民生新闻的内涵与外延，表 1 展示了

近年来几类主要民生新闻的占比情况。

表 1 近年来几类主要民生新闻的占比情况

年份
教育

新闻

医疗

新闻

就业

新闻

住房

新闻

社会保障

新闻

环保

新闻

2020 15% 20% 18% 12% 10% 8%

2021 16% 19% 17% 13% 11% 9%

2022 17% 21% 16% 14% 12% 10%

通过上述数据可以看出，医疗新闻和就业新闻在民生

新闻中的占比较高，反映出社会对这些领域的关注度较高。

而环保新闻占比虽然相对较低，但近年来有逐步上升的趋

势，显示出公众对环境保护问题的日益重视。

2.3 新媒体环境对民生新闻的影响
新媒体环境对民生新闻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既包括挑

战也包括机遇。首先，新媒体的迅猛发展对传统电视民生新

闻行业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导致观众流失和收视率下滑。这

种冲击迫使传统媒体必须正确认识新媒体环境下民生新闻

面临的挑战，并抓住发展机遇，以增强民生新闻的吸引力。

新媒体时代，微博、微信等媒体平台成为观众获取新闻信息

的新渠道，这对电视民生新闻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为了应对新媒体环境下的挑战并抓住机遇，电视民生

新闻需要采取一系列应对措施。这包括积极探索发展新途

径，实现自身的进步，以及基于民生服务理念打造精品内容，

构建媒体联动模式，采用多元宣传机制和多元播出机制，从

而强化传播效果。同时，电视民生新闻节目应主动吸纳观众

对于节目的评论，创造出符合观众需求的新闻节目，实现民

生新闻节目全方位覆盖，引领主导声音。

3 报纸民生新闻选题的现状分析

3.1 当前报纸民生新闻选题的特点
在新媒体环境下，报纸民生新闻的选题呈现出一些显

著特点。选题内容更加贴近群众生活，关注普通百姓的实际

问题和需求。报道形式多样化，文字、图片、视频等多媒体

手段相结合，增强了新闻的感染力和传播效果。互动性增强，

通过读者来信、热线电话、社交媒体等多种渠道，收集民意，

反馈读者意见。报道视角更加多元化，注重人文关怀和社会

责任感，力求客观公正地呈现事实 [5]。表 2 展示了 2023 年

某城市几大主流报纸民生新闻选题的一些统计数据。

表 2 2023 年某城市几大主流报纸民生新闻选题的 

一些统计数据

报纸

名称

样本

数量

贴近生活

的选题（%）

多样化报道

形式（%）

互动性选

题（%）

多元化视角

选题（%）

报纸 A 500 65 70 45 55

报纸 B 480 70 60 50 65

报纸 C 450 60 65 55 50

报纸 D 420 68 75 50 60

报纸 E 400 62 68 48 58

从表 2 中可以看出，各报纸在贴近生活、多样化报道

形式、互动性和多元化视角方面都有所侧重。报纸 D 在多

样化报道形式上表现最为突出，占 75%，而报纸 B 在多元

化视角选题方面比例最高，达到 65%。整体来看，当前报

纸民生新闻在选题上更加注重内容的多样性和形式的创新，

以适应新媒体环境下的读者需求。

这些特点不仅反映了报纸在应对新媒体挑战方面的努

力，也显示出其在提升新闻质量和满足读者需求方面的不断

探索。未来，随着新媒体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报纸民生新闻

的选题还将面临更多的变化和挑战，需要不断创新和改进，

以保持其影响力和竞争力。

3.2 选题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在新媒体环境下，报纸民生新闻的选题过程中存在诸

多问题。

第一，对受众需求的理解不足。尽管报纸努力贴近群

众生活，但在实际操作中，往往缺乏系统的受众调研和数据

分析，导致选题与读者的实际需求脱节。一些报纸关注的议

题虽然具有社会价值，但并未引起广大读者的兴趣和共鸣。

第二，选题内容同质化严重。不同报纸之间在选题上

相互模仿，缺乏创新和独特性。这种趋同现象不仅削弱了报

纸的竞争力，也使得读者产生审美疲劳。对于某些热点事

件的报道，各大报纸往往采用相似的标题和角度进行报道，

缺乏新颖的观点和深入的分析。选题过程中的互动性不足。

虽然新媒体平台为报纸提供了与读者互动的机会，但许多报

纸在这方面的利用还不够充分。读者的反馈未能及时有效地

反映到选题过程中，导致报道与读者期望之间存在差距。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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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论文探讨新媒体环境下报纸民生新闻的科学选题，结

论显示新媒体的优势对传统报纸构成挑战，要求报纸在选题

上更具竞争力。目前，报纸选题存在不足，如对受众需求理

解不够、内容同质化。为解决这些问题，文章提出加强受众

需求调研、提升选题多样性和创新性、利用新媒体平台传播

互动等科学选题路径，以适应新媒体环境，增强传播效果和

影响力，助力报纸在竞争中获得优势，满足公众信息需求，

推动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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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读者通过社交媒体表达了对某类话题的关注，但报纸未能

及时捕捉并回应这些诉求。是报道视角的局限性。部分报纸

在选题时，视角较为单一，缺乏多元化的考量。这既体现在

对社会问题的分析不够全面，也表现在对不同群体声音的忽

视。某些涉及弱势群体的议题，未能从多角度、多层次进行

深入探讨，导致报道的深度和广度不足。

表 3 展示了 2023 年某城市几大主流报纸民生新闻选题

存在的问题统计数据。

从表 3 中的数据可以看出，各报纸在不同方面存在问

题的比例各不相同。报纸 D 在同质化选题问题上最为突出，

占 70%，而报纸 A 在多元化视角选题上的不足尤为明显，

仅占 30%。整体来看，当前报纸在民生新闻选题过程中，

亟需加强对受众需求的调研、提升选题的创新性和独特性、

增强互动性以及拓展报道视角，以更好地满足读者的需求，

提升新闻传播的效果和影响力。

3.3 受众需求与选题的关系
在新媒体环境下，报纸民生新闻的选题与受众需求之

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受众需求直接影响选题的方向和内容，

决定了新闻的影响力和传播效果。了解受众的需求，不仅能

够提高新闻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还能增强读者的阅读体验和

满意度。

为了探讨受众需求与选题的关系，我们对某城市几大

主流报纸的读者进行了调查，收集了他们对民生新闻的期望

和偏好。调查结果显示，读者对贴近生活、实用性强的新

闻最为关注，同时也希望看到多样化的报道形式和多元化的

视角。

表 4 展示了 2023 年某城市几大主流报纸民生新闻选题

与受众需求匹配程度的统计数据。

从表 4 中可以看出，各报纸在满足受众需求方面的表

现各不相同。报纸 D 在多样化报道形式和多元化视角上的

需求匹配度较高，分别为 75% 和 70%，而报纸 C 的综合匹

配度最低，仅为 57%。整体来看，当前报纸在民生新闻选

题过程中，需要更加注重受众需求的调研和分析，以便更好

地满足读者的期望，提升新闻的传播效果和影响力。报纸可

以在选题过程中更加精准地定位，选择那些真正能引起读者

共鸣的话题和角度。利用新媒体平台增强与读者的互动，及

时获取反馈，调整报道策略，也是提升选题质量的重要途径。

表 3 2023 年某城市几大主流报纸民生新闻选题存在的问题统计数据

报纸名称 样本数量 贴近生活选题比例 多样化报道形式比例 互动性选题比例 同质化选题比例 多元化视角选题比例

报纸 A 500 65% 70% 45% 55% 30%

报纸 B 480 70% 60% 50% 60% 35%

报纸 C 450 60% 65% 55% 65% 25%

报纸 D 420 68% 75% 50% 70% 20%

报纸 E 400 62% 68% 48% 68% 22%

表 4 2023 年某城市几大主流报纸民生新闻选题与受众需求匹配程度的统计数据

报纸名称 样本数量 贴近生活需求（%） 多样化报道形式需求（%） 互动性需求（%） 多元化视角需求（%） 综合匹配度（%）

报纸 A 500 65 70 45 55 60

报纸 B 480 70 60 50 65 62

报纸 C 450 60 65 55 60 57

报纸 D 420 68 75 50 70 63

报纸 E 400 62 68 48 68 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