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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4字符
正本清源:"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概念的生成与发展
邓绍根；《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1-03-25

期刊 否

2
5.85%

228字符
融合传播时代网络舆论引导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之践行——基于共情理论的思考
郭蓓；《现代传播》；2019-08-28

期刊 否

3
1.95%
76字符

试论习近平新时代新闻舆论工作论述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发展
童兵；《山东社会科学》；2020-05-03

期刊 否

4
1.05%
41字符

《解放日报》对延安整风运动的报道研究
武盼盼（导师：杜君）；吉林大学，硕士（专业：中共党史)；2020

学位 否

5
0.85%
33字符

当前我国网络舆论的特点分析
王勇；《河南农业》；2014-07-16

期刊 否

6
0.49%
19字符

践行新时代传播规律提高新闻舆论"四力"——以云南省德宏传媒集团全媒体融合发展实践为例
郑绍健；《视听》；2018-09-30

期刊 否

7
0.49%
19字符

我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一周年座谈会发言摘要
重庆日报；2017-02-18（版次：003版）

报纸 否

8
0.46%
18字符

温馨执法 刑罚执行监督人性化
河南法制报；2011-09-06（版次：06版）

报纸 否

9
0.44%
17字符

抗疫背景下钟南山媒介形象的建构——以疫情期间人民日报的相关报道为例
王沙沙；《青年记者》；2021-01-20

期刊 否

10
0.44%
17字符

后现代语境下媒介文化的“萌”化症候研究
周敏（导师：徐国源）；苏州大学，硕士（专业：新闻与传播学)；2016

学位 否

原文标注

一、新闻类学院加强对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队伍建设

随着时代的变化，新媒体时代成为人们获取资讯的主流渠道。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我们国家的媒体和西方的媒体有很大的不同，作为新闻传播事业的接

班人，当代新闻类院校的学生，更应该铭记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重要性，使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融入新闻实践中去。

（一）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产生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一种具有鲜明中国特点的政治术语和基本思想。《马克思主义的新闻理念》是1978年1月由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编著、编辑的《广播电视宣传概论

》。《人民日报》的“绪论”《认真学习新闻学理论，努力办好社会主义广播电视》中，曾三次提到“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广播电视宣传概论》是1977年北京广

PL-
202

206
28-C

AF1
3DB

0-B
Z

PL-
202

206
28-C

AF1
3DB

0-B
Z

PL-
202

206
28-C

AF1
3DB

0-B
Z

PL-
202

206
28-C

AF1
3DB

0-B
Z

PL-
202

206
28-C

AF1
3DB

0-B
Z

PL-
202

206
28-C

AF1
3DB

0-B
Z

PL-
202

206
28-C

AF1
3DB

0-B
Z

PL-
202

206
28-C

AF1
3DB

0-B
Z

PL-
202

206
28-C

AF1
3DB

0-B
Z

PL-
202

206
28-C

AF1
3DB

0-B
Z

PL-
202

206
28-C

AF1
3DB

0-B
Z

PL-
202

206
28-C

AF1
3DB

0-B
Z

PL-
202

206
28-C

AF1
3DB

0-B
Z

PL-
202

206
28-C

AF1
3DB

0-B
Z

http://new.wanfangdata.com.cn/details/detail.do?_type=perio&id=hnsfdx-sh202102001
http://new.wanfangdata.com.cn/details/detail.do?_type=perio&id=xdcb201908011
http://new.wanfangdata.com.cn/details/detail.do?_type=degree&id=D02002595
http://new.wanfangdata.com.cn/details/detail.do?_type=perio&id=hnny201414030
http://new.wanfangdata.com.cn/details/detail.do?_type=perio&id=st201809083
http://new.wanfangdata.com.cn/details/detail.do?_type=perio&id=qnjz202102052
http://new.wanfangdata.com.cn/details/detail.do?_type=degree&id=D01004784


播学院新闻专业编采教研室编辑出版的《广播稿选》《新闻文选》，并于1978年《湖北广播》副刊上刊登了一套完整的广播电视宣传教材。《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声

明：“这套教科书是北京广播学院新闻专业编撰教研室于今年一月完成的。”《广播电视宣传概论》中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尽管没有一个清晰的界定，但至少表

明其属于“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并且从其论述中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这一概念所指向的内容，明显地包括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关于新闻学的

一些基本理论观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1993年的应用中取得了新的突破。“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新闻教科书中已有体现。武汉大学吴高福《新闻学基本原理》

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建立在客观的事实基础上，其对传播者的反映和表现，并不是脱离了主观臆想、精神创造，而是更真实地反映客观事实。马克思主义

新闻观是一门新的教学手段。马克思的新闻观是在我国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诞辰庆典上正式采用的。十二月二十一日，中华新闻界举行了一场毛泽东的新闻思想研讨会

，纪念毛泽东的一百周年，会上，人民日报社社长兼中国记协副会长邵华泽的讲话被刊登在《人民日报》上，从此，《人民日报》首次将“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作为

一种政治术语。

2001年2月27日，中国记协在北京举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学习教育活动座谈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王晨在会议上发言，阐明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念教育的必要性与

重要性，指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指导做好新时期新闻工作的思想基础。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实际上是新闻工作者科学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具体体现。中

国记协党组书记郑梦熊在发言中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概念：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马克思、恩格斯对新闻工

作十分重视，不仅亲手创办《新莱茵报》，而且联系当时革命实践阐述了无产阶级新闻理论。列宁继承和发展了这一理论，提出了坚持党性原则等一系列新闻工作主张

。在我国，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长期斗争实践中不断总结新闻工作经验，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闻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

克思主义新闻观……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做好新闻工作的根本指导思想，是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根本保证。

（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进教材

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开设了《马克思主义新闻原著选读》研究生课程。1979年3月，复旦大学新闻系新闻理论教研组编印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新闻

论著选读》。1980年1月，复旦大学新闻系提出新闻专业人才要具有“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点”的培养目标：培养新闻工作者和从事新闻教学、研究的专门人才。要求学

生具有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点，较广泛的基础知识，能密切联系群众，深入调查研究，有一定的写作水平，具备从事新闻工作和新闻理论研究的能力。1995年8月，“马

克思主义新闻观”一词再次出现在大学教材中。胡正荣的广播电视新闻系列教材之二《新闻理论教程》“绪论”中阐述说：我们学习和研究新闻理论是为了确立马克思

主义新闻观，明确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性质和任务。

从20世纪80、90年代开始新闻界就不断呼吁开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世纪之交，尤其加入wto之后，中国面临诸多新的挑战和机遇。在思想政治领域出现了复杂的

矛盾和斗争，一方面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侵蚀着新闻队伍；另一方面，西方的政治主张、新闻理论、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也趁机进入；他们也使用互

联网技术散布一切对社会主义进行抨击的谬误，使中国在思想上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在这样的大形势下，新闻工作者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加强政治、业务、纪律

、作风、作风的指示精神，抓紧一切机会组织开展全国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有研究者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的形成和推进过程进行了大致梳理：最初是由广东和

上海的媒体在1999年和2000年率先开始的。而2001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活动，正是在学习和推广广东、上海经验的基础上展开的……2003年

10月28日，中宣部、国家广电总局、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中国记协结合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联合发布在全国新闻战线开展“三项学习教育活动”……后来

（2011），中宣部等部门又在新闻界组织开展“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的活动，进而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活动推到了一个新的阶段。2013年底，中宣部和教育

部联合发出《关于地方党委宣传部门与高等学校共建新闻学院的意见》……这也是推动马克思主义新闻价值观教育的一种新途径和新形式。

习近平在2016年2月19号召开的党中央、国务院召开的中央新闻工作会议上，对习近平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进行了全面的学习和实践。

二、融合传播时代中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一）认识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应用于新闻工作。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一系列重大讲话，深刻揭示了党在新闻工作中的作用，加深了对当代中国新闻

工作规律的理解，充实了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宝库，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一个新成果。习近平总书记在新形势新任务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思想和新任务。其中

，尤其突出了党的新闻舆论工作要坚持党性原则，最基本的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这是我们党在新闻工作中的一个重要地位。同时，要将党性原则贯彻到工作中去，要

使党的新闻工作与全党的奋斗目标相统一，要始终为党的大局、大局、党的战略部署和战略决策一致，符合党的方针策略，符合党的宣传方针和宣传口径。党性原则要

求新闻传媒在思想、政治、行动上都要与党保持高度统一，尤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时俱进，以当代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为指导，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为指导，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新时期，我们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的原则，这对于推进我国的改革与发展，促进民族团结，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主张

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是国家治理国家和民族的重大任务。新闻媒体是党和人民的喉舌，是党和国家工作的生命线。在所有工作中，都要坚持党的意志、反映党的观点、维

护党中央权威和维护党的团结，做到爱党、护党、为党。坚持党的路线，坚持党的路线，体现党的意志，体现党的观点，坚持党的权威，坚持党的中央领导。

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闻舆论工作的指引

习近平同志历来十分关注思想政治形势和舆论工作，并多次作了重大讲话和重要指示。一九八九年五月中旬，宁德地委召开了一次新闻工作座谈会，当时宁德地委书记

习近平就记者如何看待形势，如何把握好新闻工作的基点，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呼吁人们要“冷静地分析和想清楚目前的情况”：“对于目前的种种社会思潮，要用

自己的头脑冷静地思考，不要被任意的思想所左右。”他特别提出，要“做好舆论导向，树立社会的正气”，强调“社会主义新闻工作的两大职能，即舆论导向和舆论

监督。”习近平在演讲中指出，新闻学是一种科学，它与政治有着紧密的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新闻可以与政治相提并论，也不能因为政治的需要而放弃其真实性，因

此，新闻工作要有党性，也要有规律，要善于利用新闻来推进工作，这是一种领导水平和现代工作方法的表现”。从宁德会议上的发言可以看出，习近平在坚持党性原

则和新闻传播规律的指导下，始终遵循“党性”和“规律性”共存的原则。

2016年2月1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舆论的力量绝不能小觑。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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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党中央一直高度重视新闻舆论工作。新媒体环境下的舆论受融合传播的影响，舆论成为事实、意见、情感、行动的混合物，其中，情

感中的共情心理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我们必须要正确认识网络环境所发生的重大变迁以及公众心理的特征，进而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健全融合传播时代舆情引导体

系，提高舆情引导能力。

总结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要根据形势发展需要，要把网上舆论工作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要坚持舆论导向，要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随着传媒一体化的

深入发展，培养优秀的全媒体人才已成为当前的时代课题，正确把握全媒体人才的时代要求和理论内涵是高校做好人才培养工作的基础。在这一进程中，要坚持习近平

的新闻舆论思想，把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贯穿于整个教育教学的全过程，使广大新闻工作者具备过硬的政治素质、深厚的爱国情怀、为民情怀和专业情怀。同时，要顺

应网络时代的信息传播规律，在技术应用和内容制作上培养创新思维，拓展知识、国际视野和专业视野。要从源头抓起，加强高校新闻人才的培养，通过开设一系列采

写编评课程，锻炼记者的文字写作能力，通过开设与新媒体技术相关的实践性课程，提高其综合运用各种传播技术的能力。

在高校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中，既要充分发挥传统媒体的宣传优势，又要积极挖掘新媒体的特点和优势，将新旧媒体灵活地结合起来，通过优势互补的形式，逐步建立起

新闻网站、官方微博、手机报刊等多种党政宣传的新媒体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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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总字符数：即送检文献的总字符数，包含文字字符、标点符号、阿拉伯数字（不计入空格）

 检测字符数：送检文献经过系统程序处理，排除已识别的参考文献等不作为相似性比对内容的部分后，剩余全部参与相似性检测匹配的文本字符数

 总相似比：送检文献与其他文献的相似文本内容在原文中所占比例

 参考文献相似比：送检文献与其标明引用的参考文献的相似文本内容在原文中所占比例

 可能自引相似比：送检文献与其作者本人的其他已公开或发表文献的相似文本内容在原文中所占比例

 单篇最大相似比：送检文献的相似文献中贡献相似比最高一篇的相似比值

 是否引用：该相似文献是否被送检文献标注为其参考文献引用，作者本人的可能自引文献也应标注为参考文献后方能认定为“引用”

检测报告由万方数据文献相似性检测系统算法生成，仅对您所选择的检测范围内检验结果负责，结果仅供参考
万方检测官方网站：https://check.wanfangdata.com.cn/    检测报告真伪验证官方网站：https://truth.wanfangdata.com.cn/

北京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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