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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特写核心写作规则的学习*

* 本文系2019年安徽省教育科学研究项目“基于语文核心素养发展的高中情境任务型写作教学的研究 ”（项目编号 JK19060）成果之一

□ 黄昌龙

——《别了，“不列颠尼亚”》教学设计

教学设计

教学目标：

能够结合文本及创作背景解释本文作为新闻特写

所运用的核心写作规则。

任务分析：

1.教学目标的确定

就某种文体而言，我们期盼学生习得的语文核心素

养尤其是关键能力至少包括该文体的核心写作规则（即

文体特征）。这种文体核心写作规则的习得，最有利于阅

读与写作的融合，比如可以将在阅读某种文体的课文中

习得的核心写作规则，运用于某种情境中该文体的写作。

课文《别了，不列颠尼亚》现见于统编普通高中教科书《语

文》选择性必修上册，属于新闻特写。新闻特写的核心写

作规则主要是“有‘镜头感’‘透视感’与‘现场感’”。这篇

课文较为典范地运用了新闻特写这一核心写作规则，故

本教学设计侧重指导学生从“怎么写”的角度研究课文是

如何具体运用这一核心写作规则的。

2.学习结果的类型

根据R·M·加涅的学习结果分类［1］46-51，语文教学

目标有三大领域，即语文认知领域、动作技能领域及态

度领域。修订的布鲁姆教育目标分类学将认知领域学

习结果分为知识、过程两个维度［2］，据此，可将课文的

教学目标填入下面的两维分类表（见下表）。
《别了，不列颠尼亚》教学目标两维分类表

语
文
认
知
领
域

知识维度

A.语文事实性知识

B.语文概念性知识

C.语文程序性知识

D.语文反省认知知识

过程维度

1.
记忆

2.
理解

目标

3.
运用

目标

4.
分析

5.
评价

6.
创造

《别了，不列颠尼亚》教学目标涉及的主要是语文

认知领域。该目标由两个部分组成：“解释本文作为新

闻特写所运用的核心写作规则”，属于“理解”“语文概

念性知识”，此处的“语文概念性知识”主要是新闻特写

所运用的核心写作规则，即“有‘镜头感’、‘透视感’与

‘现场感’”［3］518；“能够结合文本及创作背景解释”，属于

“运用”“语文策略性知识”，这种“语文策略性知识”是

“语文反省认知知识”中的一种。

3.使能目标的分析

使能目标⑴：能够理解本文的创作背景及新闻特

写的常识。

使能目标①：能够理解本文的创作背景（“香港问

题始末”）。

使能目标②：能够理解新闻特写的常识（如含义、

类型、核心写作规则）。

使能目标（2）：能够结合文本解释新闻特写的核心

写作规则。

使能目标③：能够结合文本解释“有‘镜头感’”。

使能目标④：能够结合文本解释“有‘透视感’”。

使能目标⑤：能够结合文本解释“有‘现场感’”。

使能目标（1）（2）属于递进关系，教学时最好先完

成使能目标（1），再完成使能目标（2）。使能目标（1）的

两个使能目标①②之间是并列关系；使能目标（2）的三

个使能目标③④⑤之间也是并列关系，但最好先完成

使能目标③，再完成使能目标④⑤。

教学设想：

1.教学重难点：教学目标同时是教学重点和难点。

2.教学时间：1-2课时。

教学内容与步骤：

一、情境创设

（一）香港问题始末

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中英鸦片战争，清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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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不平等的《南京条约》（原名《江

宁条约》），割让香港岛给英国。咸丰十年（1860），中英

签订不平等的《北京条约》，割让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南

地区租借给英国。光绪二十四年（1898），英国强迫清

政府签订《展拓香港界址条例》，租借九龙半岛界限街

以北地区及附近262个岛屿，租期99年（至1997年6月

30 日结束）。1941 年 12 月 25 日，香港被日本占领。

1945年9月15日，日本战败撤出香港。

1982年 9月 24日，邓小平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

人，阐述了中国政府对香港问题的立场。此后中英两

国就落实香港前途问题进行谈判，1984年12月19日签

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

王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决定1997年7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1997年 7

月1日，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香港成为中华人民

共和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

（二）新闻特写

新闻特写是以描写为主要表现手段，截取新闻事

实中某个最能反映其特点或本质的“片断”“剖面”或者

细节，作形象化的再现与放大的一种新闻体裁。［3］516新

闻特写主要有人物特写和场景特写两大类。人物特写

以人物为报道对象，截取人物活动的一个片段、一个侧

面加以描绘，从而生动地反映人物的性格特点或精神

面貌，如《“飞天”凌空——跳水姑娘吕伟夺魁记》（统编

初中语文教科书八年级上册）。场景特写以新闻事件

中的场景为描写对象，通过对一个或几个典型场景的

描绘来反映整个事件，如《别了，“不列颠尼亚”》。新闻

特写的核心写作规则（文体特征）主要是“有‘镜头感’、

‘透视感’与‘现场感’”。

（三）《别了，“不列颠尼亚”》是一篇优秀的新闻特

写，由新华社记者周树春、杨国强、徐兴堂、胥晓婷撰

写，该文曾获第八届“中国新闻奖”消息类一等奖。

二、探索研究

问题：《别了，“不列颠尼亚”》是否运用了新闻特写

的核心写作规则，即“有‘镜头感’、‘透视感’与‘现场

感’”？试结合文本及创作背景解释。

提示：新闻特写的核心写作规则由三个写作规则

构成，即“有‘镜头感’”“有‘透视感’”“有‘现场感’”，其

关涉的写作角度分别是“镜头”的选取、拓展与描述。

可分别讨论课文是否运用了这三个写作规则。

（一）讨论：“有‘镜头感’”这一写作规则的运用

提示：“有‘镜头感’”，是指新闻特写借鉴摄影或者

电影中特写镜头的表现方法，将从新闻事实中截取出

来的最富有特征和表现力的片断、场景或细节，呈现为

可视性的特写镜头（或画面）。这种特写镜头的选取或

者说“镜头感”的获得，主要有以下两个技巧：

一是巧妙的截取。与其他新闻文体相比较，特写

更注重或者说更讲究角度的切入。相对于一个完整的

新闻事实，它所再现的只是其中的一个片断、一个切

面、一个瞬间，甚至一个细节，不贪大求全。

二是细节的放大。特写，即摄影中“放大了的近

景”。因此，它对所截取的新闻事实进行再现时，与其

他新闻文体的另一个区别在于，它要把这个事实所包

含的内容立体化地表现出来，对其局部要放大，要细

化，以加强可视化的“镜头感”。

组织学生讨论，以下是参考答案：

课文典范运用了“有‘镜头感’”这一写作规则，主

要表现在“巧妙的截取”“细节的放大”这两个方面。

1.巧妙的截取

早在 1984年 12月 19日，“中英联合声明”开宗明

义，1997年7月1日，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英

国政府将香港交还给中国。对于这样一个没有悬念的

既定历史事件和必将永载史册的庄严时刻，应该采取

怎样的角度去报道？在众多关于香港回归的报道（仅

据香港布政司办公室交接仪式统筹处统计，截至 1997

年 5月 8日，全球有 778家传媒、8423人登记采访香港

政权交接仪式。）中，这篇新闻特写是颇为别致的一篇。

香港回归这一幕历史大剧，最终在1997年6月30日的

最后几个小时上演，主要有“英国撤离香港”“中英香港

政权交接”“香港特区政府成立”三大环节。本文巧妙

截取了中国记者观察、审视英国“撤离香港”这样一个

角度，选择了“港督府告别仪式”“添马舰东广场告别仪

式”“中英香港政权交接仪式”“‘不列颠尼亚’号离港”

等 4个具有可视性的有“镜头感”的场景来展现英国

“撤离香港”的全过程。

标题“别了，‘不列颠尼亚’”点明了这种独特的新

闻视角，它活用了毛泽东 1949年 8月为回应美国国务

院发布的对华关系白皮书而撰写的社论《别了，司徒雷

登》（文题一语双关：既指时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

登离开中国，又隐喻美国对华政策的失败）的标题，以

强调的倒装句式、具有标志性和象征意味的具体事物

（英国王子查尔斯和末代港督彭定康所乘“不列颠尼

亚”号皇家游轮），形象地宣告了英国殖民统治在香港

的黯然落幕与彻底终结，表现了崛起之中的中华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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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别一段满目疮痍的历史耻辱的兴奋与自豪。

2.细节的放大

课文上述 4个场景按时间先后的顺序联缀，具体

通过8个特写镜头、14个放大的细节来展现。

“场景一：港督府告别仪式”（第 2-4自然段）主要

有两个特写镜头：

镜头①：6月 30日下午。港督府。［细节 1］蒙蒙细

雨，彭定康告别位于港岛半山上的港督府庭院。

下午4时30分。港督府。［细节2］港督离任降旗仪

式开始。面色凝重的彭定康注视着港督旗帜在“日落

余音”的号角声中降下旗杆。

镜头②：下午 4时 40分。港督府。［细节 3］具有古

典风格的白色建筑港督府掩映在绿树丛中。［细节4］彭

定康登上带有皇家标记的黑色“劳斯莱斯”离开。

“场景二：添马舰东广场告别仪式”（第 5-7自然

段）主要有两个特写镜头：

镜头③：晚 6时 15分。距离驻港英军总部不远的

添马舰东广场。［细节5］象征英国管治结束的告别仪式

开始举行。停泊在港湾中的皇家游轮“不列颠尼亚”号

和临近大厦上悬挂的巨幅紫荆花图案，构成这个“日落

仪式”的背景。［细节6］雨越下越大。查尔斯王子在雨

中宣读英国女王赠言：“英国国旗就要降下，中国国旗

将飘扬于香港上空。150多年的英国管治即将告终。”

镜头④：晚 7点 45分。添马舰军营东广场。［细节

7］广场上灯火渐暗。英国国旗降旗仪式开始。［细节8］

一名英国海军士兵在“威尔士亲王”军营旁广场降下英

国国旗（米字旗）。

“场景三：中英香港政权交接仪式”（第 8-9自然

段）主要有两个特写镜头：

镜头⑤：6月30日晚11时59分。维多利亚港湾畔

的会展中心。［细节 9］米字旗降下。7月 1日 0时。维

多利亚港湾畔的会展中心。［细节10］中国国旗（五星红

旗）伴着《义勇军进行曲》冉冉升起。

镜头⑥：6月 30日晚 11时 58分。“威尔士亲王”军

营。［细节11］“威尔士亲王”军营移交给中国人民解放

军，解放军开始接管香港防务。7月1日0时。添马舰

军营。［细节12］五星红旗在英军添马舰营区升起。

“场景四：‘不列颠尼亚’号离港”（第 10-11自然

段）主要有两个特写镜头：

镜头⑦：7月1日0时40分。维多利亚港湾。［细节

13］英国查尔斯王子、末任港督彭定康登上“不列颠尼

亚”号甲板。

镜头⑧：7月 1日 0时 40分之后。维多利亚港湾。

［细节14］在英国军舰“漆咸”号及悬挂中国国旗和香港

特别行政区区旗的香港水警汽艇护卫下，“不列颠尼

亚”号很快消失在南海的夜幕中。

全文主体部分按照时间顺序，采取了类似电影摇

镜头的方式。从 6月 3O日下午开始，一一用文字“拍

摄”了 8个极具可视性与画面感的特写镜头。最后一

个镜头又以近景摇向远景的方式，描述了“不列颠尼

亚”号这艘皇家游轮在南海夜幕中黯然消失，寓意着英

国在香港的殖民统治彻底终结。

（二）讨论：“有‘透视感’”这一写作规则的运用

提示：特写比其他新闻文体更强调“以小见大”的

传播效果。所谓“有‘透视感’”（或“纵深感”），是指通

过特写镜头所摄取的新闻事实的一个片断、一个剖面，

能够透视新闻事实的全局性或本质性的内容。如果有

些特写镜头比较单薄，“透视感”不足，可以借助拓展

“镜头”的技巧，如在当前的特写镜头（新闻事实）中融

合具有对比、解释、说明等功能的相关新闻背景，从纵

横两个维度拓展特写镜头的深度和广度，从而增强“透

视感”。

组织学生讨论，以下是参考答案：

课文典范运用了“有‘透视感’”这一写作规则，主

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有些特写镜头本身就有极强的“透视感”

有些特写镜头的细节能够揭示新闻事件中相关人

物复杂的内心情感。如镜头①中“面色凝重的港督彭

定康注视着港督旗帜……降下旗杆”的细节，其中“面

色凝重”“注视”等语让人想象这个末任港督在降旗那

一刻内心复杂的情感——这种情感也许是失意，也许

是不甘，也许是心悦诚服。

有些特写镜头的细节具有一定的隐喻或象征的意

义。如镜头①中的细节“蒙蒙细雨”，镜头③中的细节

“雨越下越大”，这两个细节表面上展示的仅是自然之

雨，却很难不让人想象，这场雨来得正是时候，它恰是

末任港督彭定康、英国王子查尔斯不舍得离开但又不

得不离开香港的尴尬、痛苦的泪水的隐喻。再如镜头

③细节中有两个事物——“停泊在港湾中的皇家游轮

‘不列颠尼亚’号”和“临近大厦上悬挂的巨幅紫荆花图

案”。这两个事物显然具有象征意义。不列颠尼亚

（Britannia）是罗马帝国对不列颠岛的古意大利语称

呼，后又衍生出守护不列颠岛的女神名称，后来成为英

国的别称。紫荆花是香港的市花。传说 100多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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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桂角山一座为反抗英国入侵而牺牲的英雄的合葬

墓，长出一棵人们从未见过的树，树上开着紫红色的花

朵，很快这花开遍了香港，民众将其命名为紫荆花，以

纪念那些牺牲的英雄。1990年 4月 4日，紫荆花被《香

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定为区旗和区徽图案。即将

离开香港的英国皇家游轮“不列颠尼亚”号与巨幅紫荆

花图案，作为添马舰东广场告别仪式背景中的两种事

物，正好象征了英国殖民统治即将在香港结束，而回归

祖国的香港也即将翻开历史发展的新篇章。

有些特写镜头的细节则有着颇为复杂的意蕴。如

镜头③中有个细节，在添马舰东广场举行的象征英国

管治结束的告别仪式被命名为“日落仪式”。“日落仪

式”，是西方的一种传统的告别仪式，这种仪式的一个

重要特点是仪式结束的时间和日落的时间同步。而镜

头①中也有个细节，港督旗帜是在“日落余音”的号角

声中降下旗杆的。从不同的文化视角看，这两个细节

所呈现的意蕴颇有区别。英国人选择“日落仪式”作为

告别仪式，选择“日落余音”作为降旗乐曲，应该说是煞

费苦心——尽管他们正在狼狈地离开香港，却还要故

作完美的结束与始终如一的矜持、高贵，以显示皇家帝

国的气派与风范（再如彭定康坐的黑色“劳斯莱斯”就

带有皇家标记）。与英国人的理解正好相反，“日落”这

一形象在中国文化里常与“日薄西山”“气数殆尽”“走

投无路”等意蕴相关，所以在中国人看来，“日落仪式”

“日落余音”恰好表现了所谓的“日不落帝国”在香港的

殖民统治走向末路，即将终结，颇有嘲讽之意。

2.特写镜头借助新闻背景的融合增强了“透视感”

课文第 1自然段实际上相当于全文的导语，其概

括的新闻事实主要是“接载查尔斯王子和离任港督彭

定康回国的英国皇家游轮‘不列颠尼亚’号驶离维多利

亚港湾”，而“在香港飘扬了 150多年的英国米字旗最

后一次在这里降落”“这是英国撤离香港的最后时刻”，

则是对相关新闻背景（历史）的交代。

课文正文部分在关于4个场景诸多特写镜头的描

述中，融合了具有对比、解释、说明等功能的相关新闻

背景，呈现出历史沧桑感与民族自豪感，增强了新闻事

实的“透视感”。

“场景一：港督府告别仪式”有两个镜头（镜头①
②）。镜头①有两个细节（细节1、2）。细节1中插入了

两个相关背景材料：一是交代彭定康是“末任港督”；二

是介绍这个港督府庭院“曾居住过 25任港督”。在细

节2中插入的背景材料是港督降旗仪式的由来，“根据

传统，每一位港督离任时，都举行降旗仪式”。镜头②
也有两个细节（细节 3、4）。在细节 3中插入的两个相

关背景材料都是关于港督府建筑的：一是介绍该建筑

是“古典风格的”；二是介绍该建筑的历史，港督府“于

1885年建成”，“在以后的近一个半世纪中，包括彭定康

在内的许多港督曾对其进行过大规模改建、扩建和装

修”，这一背景材料揭示了英国统治者试图久占香港的

野心与狂傲，而费尽心思的苦心经营，最后人去楼空，

变成“历史的陈迹”。细节4中插入了两个相关背景材

料：一是关于彭定康的，“代表英国女王统治了香港 5

年”，“最后一次离开了港督府”；二是关于彭定康所坐

的车子的，这辆“黑色‘劳斯莱斯’”“带有皇家标记”。

“场景二：添马舰东广场告别仪式”也有两个镜头

（镜头③④）。镜头③有两个细节（细节 5、6）。细节 5

中插入了关于告别仪式举办地添马舰东广场的相关背

景材料，“距离驻港英军总部不远”。细节 6中的“150

多年的英国管治即将告终”实际上也可以说是背景材

料。镜头④也有两个细节（细节 7、8）。在细节 8中插

入的相关背景材料是“156年前，一个叫爱德华·贝尔彻

的英国舰长带领士兵占领了港岛，在这里升起了英国

国旗”，这个材料与当前的降旗细节构成了对比。

“场景三：中英香港政权交接仪式”同样有两个镜

头（镜头⑤⑥）。镜头⑤有两个细节（细节9、10）。在这

两个细节中插入的相关背景材料是：“中英香港交接仪

式上的易帜”“最为世人瞩目”，“米字旗在香港最后一

次降下，英国对香港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殖民统治宣告

终结”，“中国从此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

“场景四：‘不列颠尼亚’号离港”有两个镜头（镜头

⑦⑧）。在镜头⑦的细节（细节13）中插入的相关背景

材料主要有：“查尔斯王子和港督彭定康”“刚刚参加了

交接仪式”，彭定康是“第28任港督”，“不列颠尼亚”号

将于“1997年年底退役”。在镜头⑧的细节（细节 14）

中插入的相关背景材料主要是：“从 1841年 1月 26日

英国远征军第一次将米字旗插上海岛，至1997年7月1

日五星红旗在香港升起，一共过去了156年 5个月零4

天”，这一包含详尽历史数据的背景材料，强调了中国

人对英军从占领到撤出香港这段历史的深刻铭记；而

“大英帝国从海上来，又从海上去”这一背景材料既是

实指，又是虚指：英军从海上来到香港，最后又乘船从

海上离开。从海上来标志着英国开始了对香港的侵

占，从海上去意味着对香港殖民统治的终结。

（三）讨论：“有‘现场感’”这一写作规则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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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有‘现场感’”指的是对特写镜头（新闻事

实）的描述能够将读者带进新闻现场，让读者有一种身

临其境的感受与情绪体验。这种“现场感”的获得，主

要有两个技巧：一是现场目击者的叙述视角。新闻特

写是来自真实现场的报道，叙述者（作者）必须是新闻

事实或被采访人的现场目击者。这一点就同摄影记者

在现场抓拍新闻特写镜头一样，不同的只是他们用的

是相机，而文字记者用的是手中的笔。二是叙述者情

感态度的表达。在很多情况下，叙述者（作者）的情感

态度是蕴藏在对新闻事实或新闻背景的叙述之中的，

有时叙述者（作者）则运用抒情、议论的表达方式直抒

自己的情感态度。

组织学生讨论，以下是参考答案：

课文典范运用了“有‘现场感’”这一写作规则，主

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第一人称现场目击者的叙述视角

这一叙述视角能使读者感受到叙述者（作者）“正

在现场作报道”的真实情境。这篇新闻特写正是采用

这种叙述视角描述新闻事实与背景，这个叙述者“我”

就是作者自己。也许因为这篇新闻特写的作者是几个

人，抑或是为了行文的简洁，故特意将这个叙述者“我”

隐藏在文本之中，没有让这个“我”直接出现，但读者很

容易从字里行间揣摩出叙述者的现场目击者身份。

2.叙述者情感态度的蕴藏与直抒

叙述者在描述新闻事实与背景时，常运用蕴藏与

直抒这两种形式表现自己的情感态度，营造一种叙述

者（作者）“正在现场说感受”的情绪体验。

叙述者（作者）将自己的情感态度蕴藏在新闻事实

与背景的叙述中，实际上是对史书“春秋笔法”的借鉴。

如文中对英国撤离香港场景中的两个关键人物（末任

港督彭定康、英国王子查尔斯），三个重要事物（港督府

建筑、英国米字旗、皇家游轮“不列颠尼亚”号）的描述：

在蒙蒙细雨中，末任港督告别了这个曾居住了 25

任港督的庭院。……4点 30分，面色凝重的彭定康注

视着港督旗帜在“日落余音”的号角声中降下旗杆。（第

2-3段）

此时，雨越下越大。查尔斯王子在雨中宣读英国

女王赠言说说：“英国国旗就要降下，中国国旗将飘扬

于香港上空。一百五十多年的英国管治即将告终。”

（第6段）

掩映在绿树丛中的港督府于 1885年建成，在以后

的近一个半世纪中，包括彭定康在内的许多港督曾对

其进行过大规模改建、扩建和装修。（第4段）

156年前，一个叫爱德华·贝尔彻的英国舰长带领

士兵占领了港岛，在这里升起了英国国旗；今天，另一

名英国海军士兵在“威尔士亲王”军营旁的这个地方降

下了米字旗。（第7段）

在英国军舰“漆咸”号及悬挂中国国旗和香港特别

行政区区旗的香港水警汽艇护卫下，将于 1997年年底

退役的“不列颠尼亚”号很快消失在南海的夜幕中。（第

10段）

从这些对“撤离”场景中新闻事实及相关新闻背景

的描述中，读者能明显感受到蕴藏在其中的叙述者（作

者）的情感态度。

叙述者（作者）在描述新闻事实及相关新闻背景

时，还常运用抒情、议论的表达方式直抒自己的情感态

度。如文中描述“撤离”场景中的三个仪式（港督府告

别仪式、添马舰东广场告别仪式、中英香港政权交接仪

式）时，就有不少直接抒情、议论的文字：

但这一次不同：永远都不会有另一面港督旗帜从

这里升起。（第3段）

停泊在港湾中的皇家游轮“不列颠尼亚”号和临近

大厦上悬挂的巨幅紫荆花图案，恰好构成这个“日落仪

式”的背景。（第5段）

在1997年6月30日的最后一分钟，米字旗在香港

最后一次降下，英国对香港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殖民统

治宣告终结。（第8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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