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 2020 年 8 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新闻评论写作试题

课程代码:00658

请考生按规定用笔将所有试题的答案涂、写在答题纸上。

选择题部分

注意事项:

1.答题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考试课程名称、姓名、准考证号用黑色字迹的签

字笔或钢笔填写在答题纸规定的位置上。.

2.每小题选出答案后,用 2B 铅笔把答题纸上对应题目的答案标号涂黑。如需

改动,用橡皮擦干净后,再选涂其他答案标号。不能答在试题卷上。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20 小题,每小题 1 分,共 20 分。在每小题列出的

备选项中只有一项是最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其选出。

1. 20 世纪 80 年代,著名杂文家、报纸专栏评论家林放主笔的享有盛誉的评

论专栏是

A.《未晚谈》

B.《小言论》

C.《今日谈》

D.《自由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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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梳理短评(时评)发展演变的历史脉络后发现，辛亥革命时期在报纸上唱主

角的是

A.政论

B.时评

C.杂文

D.述评

3.附于新闻报道或文稿之后,是编者依托报道有感而发的一种抒情、联想和议

论性文字,我们将其称之为

A.文前按语

B.文中按语

C.注释按语

D.编后

4.下面属于署名电视新闻评论的是

A.本台评论

B.本台评论员

C.编后话

D.电视新闻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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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鲁迅在 1933 年至 1934 年为《申报》副刊撰稿,其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吸引

了当时一大批文人投身杂文创作,形成了上海文坛“杂文成风”的局面,这个副刊

是

A.《觉悟》

B.《生活》

C.《学灯》

D.《自由谈》

6.1994 年 10 月 1 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办了以“焦点'类新闻事件为主要

报道和评论对象的新闻评论性节目。它的出现标志着新时期中国广播界新闻评论

性节目的开端,这个栏目是

A.《广播评论》

B.《新闻纵横》

C.《特别声音》

D.《央广夜新闻》

7.由于节目常选取公众感兴趣的话题,吸引听众参与讨论,美国的广播谈话类

节目开始兴盛。兴盛的年代大约是

A.20 世纪 20-30 年代

B.20 世纪 50 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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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0 世纪 80-90 年代

D.20 世纪 60 年代

8.曾有人撰文认为,《史记》中司马迁在“本纪'“列传”“世家”之后所写的

“太史公曰”就是中国最早的

A.专栏评论

B.编者按语

C.新闻述评

D.短评

9.优秀新闻评论作品得以产生的“助产婆'是

A.针对性

B.时新性

C.思辨性

D.趣味性

10.篇幅短小是专栏小言论评论的一个显著特点,文章字数一般在

A.三五百字左右

B.六七百字左右

C.八九百字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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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千字左右

11.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各类报纸专栏和专栏作家大量涌现,许多不同

学科背景的专家学者和资深记者、编辑纷纷为报纸专栏撰写评论,这得益于

A.特稿辛迪加的兴起

B.广告公司的兴办

C.报纸副刊的扩版

D.经济的快速发展

12.1915 年,陈独秀创办的杂志发起了冲决封建主义礼教以及没落思潮等精

神罗网的斗争，并由其倡导的新文化运动悄然展开,这份杂志是

A.《新青年》

B.《大中华》

C.《每周评论》

D.《湘江评论》

13.在报纸的各种评论文体中,被认为是一种高规格的权威性评论是

A.新闻述评

B.编者按语

C.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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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评论员文章

14.由主持人承担评论员职能,以风格独特、个性鲜明的评论内容为主导,“隐

性评论”变成“显性评论”,这档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评论节目是

A.《央视论坛》

B.《新闻周刊》

C.《新闻 1+1》

D.《新闻调查》

15.《人民日报》1984 年 8 月 13 日发表《不流汗的告流汗的》,这则标题采

用的修辞手法是

A.比喻

B.对比

C.借代

D.双关

16. 1994 年 4 月 1 日,一个被誉为电视新闻评论的标志性栏目出现了,它就是

对社会产生巨大影响的

A.《实话实说》

B.《新闻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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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焦点访谈》

D.《新闻纵横》

17.很多广播电台的新闻栏目中设有“微评论”,就事论事,简明扼要地亮出观

点,只有 100 多字,播出时间大约

A.半分钟左右

B.1 分钟左右

C.2 分钟左右

D.3 分钟左右

18.与其他新闻评论文体(社论、评论员文章编者按短评等)最明显的不同之处,

也可以说是杂文和随笔等短小言论基本的特性是

A.政治因素与新闻因素二者的有机结合

B.政论因素和文艺因素二者的有机结合

C.新闻因素与文艺因素二者的有机结合

D.政论因素与经济因素二者的有机结合

19.中国报刊评论发展的第一个繁荣期是

A.18 世纪 50 年代中期至 90 年代

B.19 世纪 50 年代中期至 90 年代

www.clxlb.com



C.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至 90 年代

D.20 世纪 20 年代初期至 50 年代

20.电视台记者或者主持人在进行现场直播评论的过程中,需高度重视和突出

的要点是

A.我在现场

B.“画外音”评论

C.安排镜头

D.剪辑画面

二、多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5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10 分。在每小题列出的

备选项中至少有两项是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其选出，错选、多选或少选均无分。

21.根据不同介质新闻媒体评论的特点,可将其划分为纸质媒介评论、电子媒

介评论、网络和新媒体评论。网络和新媒体评论可细分为

A.网络评论

B.博客评论

C.微博评论

D.微信评论

E.电商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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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新闻评论选题的具体途径有

A.从当下新闻报道中发现有评论价值的选题

B.从社会热点问题和民众关心的实际问题中选题

C.从上级部门的新指示、新精神中寻找评论选题

D.从容易被忽略的事物和问题中发现评论选题

E.对新近发表的评论做深度开发,形成新的评论选题

23.下列属于理论性论据的有

A.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事件、历史资料、统计数字等

B.科学原理定律、公理和权威性著作中的精辟见解

C.谚语、俗语、格言、警句、成语和典故等

D.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等

E.一些领导人或权威人士所发表的已为人们熟知的名言和科学论断

24.国内的报纸评论员文章大体分为

A.本报评论员文章

B.编者按语

C.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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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观察家评论

E.新媒体评论

25.戊戌变法时期涌现出-批著名的报刊,其政论在当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使

人们认识到报纸和报刊评论潜在的巨大功能和作用,这些报刊有

A.《申报》

B.《国闻报》

C.《知新报》

D.《湘报》

E.《时务报》

非选择题部分

注意事项:用黑色字迹的签字笔或钢笔将答案写在答题纸上,不能答在试题卷

上。

三、名词解释题:本大题共 4 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12 分。

26.家常式的电视评论节目

27.《小言论》专栏

28.门户网站评论

29.类比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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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简答题:本大题共 4 小题,每小题 6 分,共 24 分。

30.简答音响评论制作的步骤。

31.简答新闻评论的说理论述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和要求。

32.中国近代,西方来华传教士在所创办的中文外报上刊登的报纸评论对我国

的新闻评论有何积极意义?

33.简答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评论发展的新趋势。

五、分析与操作题:本大题共 2 小题,第 34 小题 14 分,第 35 小题 20 分,共 34

分。

34.分析题:根据新闻评论写作原理,分析下面作品的写作特点。(400 字左

右)(14 分)

民生实事莫沉迷于“数字突破”

翟慎良

“近半居民已有家庭医生”“重点人群家庭医生签约率已达 70%....最近,不

少省市有关家庭医生的好消息让人备感振奋。然而,有人也发出质疑之声:为何家

庭医生签约率如此之高,自己却没享受到家庭医生服务?南京一家媒体 23 日的报

道解开了这个谜团:一个医生往往要完成几千个居民的签约，目前所谓签约率只

是一个数字概念,实质内容非常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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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是一件惠民实事。去年 6 月,国务院医改办、国家卫

生计生委等 6 部门就此联合制定指导意见,提出了具体要求。随后,全国各地闻令

而行,努力推进，这项工作已经取得不少成效,很多地方取得“突破性”进展。不

过,在肯定成绩的同时,听听公众的切身感受,看看媒体的深入调查,我们也要警醒

一有些“ 突破”恐怕只是“数字突破”。如果数字失准、失真,一些关于民生实

事的“数字突破”即使看起来再美,也难以给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这个问题,很有普遍性。近年来,从就业率到人均年收入,从房价指数到空气质

量优良天数....不少地方政府公布的民生数字,与老百姓的切身感受有着较大落差。

因此,有人开玩笑自己“被就业”,也有人感慨自己“收入拉了大家后腿”。诚然,

数据统计的天然缺陷,比.如统计方法、统计口径的问题,平均数掩盖大多数、抽象

数字难以反映具体诉求的问题,使“数字突破”难免有“误差”。但公众对民生

实事上的“数字突破”缺少认同,绝不是“误差”造成的。对客观因素导致的“误

差”,公众可以接受。公众反感和忧虑的,是人为制造的“数字突破”,以及对“数

字突破”的自娱自乐。

失真失准、缺少认同的“数字突破”,是“造”出来的,也是“逼”出来的。

造,因为数字就是成绩,就是亮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注了水的数字更加

光鲜,更加引人关注。因为数字就是指标,就是考核。一些部门习惯于“年初简单

压指标、年末向下要数字”，在乎的是数字的“大与小”,而不是“真与假”。

关乎民生实事的每个数字,都应是沉甸甸的。须知，数字是干出来的,不是造出来

的,也不是规划出来的。数字会说话。它说出的,不仅是工作成绩,也是工作作风。

看“数字突破”,我们既关注它的“量”,也关注它的“质”;既听提供者的“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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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言”,也听参与者的“众家之言”。以现实为基、因实干而成的“数字突破”，

尊重规律、经得起检验的“数字突破”,才是更真实可信、真切可感的成绩,才是

更有含金量、更造福群众的成绩。尤其是民生领城的一些新探索、新改革,要循

序渐进做“加法”,切不可患上“数字焦躁症”,追求所谓“乘数效应”“几何级

增长”。

做好民生实事，,切莫追求掺水的所谓“数字突破”。对此,省领导提出了明

确要求。在部署脱贫攻坚任务时,省委书记***就强调,要防止“两种倾向”:一种是

数字脱贫。不能搞“垒大户”“堆盆景”,更不能在数字上“注水”,贫困户“假

脱贫”“被脱贫”。一种是超越实际。要从实际出发,不要层层加码,不要搞到力

所不及、力不从心。唯有坚持这样的“数字观”“政绩观”,“突破”才能不只

停留在统计报表上,各项民生实事才能真正落在地上,办在群众的心上。

《新华日报》2017 年 2 月 24 日

35.操作题:就下面材料写一篇短评(时评),题目 自拟。(600 字左右)(20 分)

5 分 40 秒的贺岁短片《啥是佩奇》,成为 2019 年第一个朋友圈“爆款”。

短片讲的是留守老人李玉宝为了搞懂孙子想要的新年礼物，认真地研究起了“佩

奇”。他翻遍字典,有“佩戴”“配种.....就是没有“佩奇”。他跑遍全村到处打

听,但“佩琪”洗发水、叫“张佩奇”的男人、跟跳跳棋差不多的“佩琪”...好像

也都不是孙子口中的“佩奇”。终于,有人告诉他佩奇是:“小猪、红的。”于是

他又去了猪圈,并试图把黑猪刷成红的终于,老头子在新年那天,给孙子掏出了一

个硬核佩奇一用 鼓风机焊的粉红色佩奇。短片导演张大鹏接受新京报 APP 独家

专访,就作品刷屏后的感受、拍摄相关情况及网友疑问一一作出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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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拍摄这支短片的初衷是什么?

张大鹏:其实也是大家在一起商量,怎么样才能更有意思,所以才想到要拍摄短

片。因为我春节也会和我的朋友一-起拍很多回家过年的故事,而且我也经常去农

村拍戏,有时候就会做一些假设:农村很多年轻人都外出工作,剩下的老年人自己在

家,有些老人玩手机玩得很溜,就像短片里的一样都会看直播;有的老人就很固执,

不愿意使用智能手机,所以如果他想得到佩奇这个信息,这个过程可能还是比较有

意思、比较难的。其实并没有想那么多, 价值观挺简单的,就是老人对孩子隔辈的

爱,虽然他很固执不愿意使用智能手机,对于现在信息的沟通不太掌握,但是他用

自己的笨办法也把这个事情做出来了。同时在城里的家人对这样老人的关爱也是

忽略的吧,形成了一个挺现实主义的东西，也没有要特殊强调的东西。把它放在

农村,其实现在不用手机的老人也不太多了,但也会有的,虽然短片中的老人是属

于极端情况,但故事嘛，也需要这种极端情况。短片里的老人不用智能手机,所以

这么小的事对他来说很难。

新京报:短片和正片有什么区别吗,正片的定位受众是谁?

张大鹏:短片是我们团队重新拍摄的,短片里面唯一和正片有重合的地方就是

最后一家人一起看电影的画面,其实短片和正片所表达的核心价值观是一样的,就

是温暖、团聚。但风格是不一样的,短片可能更现实主义一点，因为是希望大人

小孩都能看,正片呢,因为是儿童片,所以就更广谱(丰富),有些歌舞,表达也更加简

单,但表达的观点和核心价值观是一样的。也就是说短片不是从正片中剪辑的,是

重新拍摄的,内容不同,但表达的核心价值观是一样的。

新京报:你认为短片“爆火”的原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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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鹏:我觉得肯定是佩奇这个点,就存在热度,自带流量,可能我自已也拍得不

错,也

有可能是风格的原因,还有就是我们想要做的就是传递快乐,平时拍广告的年

头长了，累积了些经验。

新京报:也有声音说，“演的不是中国故事,在消费贫穷'?

张大鹏:实际上这是个正经的中国故事,主要的核心也是中国家庭。佩奇动画

片的内容也是专门为中国定制的,比如中国青年、中国熊猫什么的,完全是一个中

国片。我觉得我不认为农村有什么不好的,这都是相对的,农村生活会更简单纯净,

大城市也没什么好的。所以真的没什么好跟不好,都是相对的。我们想体现的就

是城市的人的信息沟通,农村的老大爷没有信息沟通,并不是说谁好谁不好,最大

的问题就是,第一他很爱他的孙子,第二就是他很孤独,其实这是两个问题,并不是

去“消费农村”。而且村子里面,农村放羊的大爷都在看直播,现实生活中也是这

样,如果一个老人没带过孩子你问他什么是佩奇,哪怕是城里人他可能也不会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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