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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报道的原则与思路 

 
奥运会是一项全球盛事，也是绝佳提升中国国家形象、提升民族自豪感、增强凝聚力、提升中国媒体竞争力

和影响力的机会。具体说来，应该重点把握以下八个方面： 

  
  

一、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金牌观、胜负观与荣辱观 

  
正确引导舆论是媒体的一项基本职责，在奥运会这样全世界舆论高度集中的领域，报道不慎往往会带来消极

后果。这要重点把握几点： 
一是引导好正确的金牌观。 

由于雅典奥运会上中国的金牌数位居第二位，国人期望值也被相应调高，一些国外媒体也在推

测、炒作中国是否会在2008年奥运会期间一举超越美国，夺得金牌总数第一。在这一背景下，媒体

就更需加强舆论引导，使人们准确理解奥林匹克内涵，准确认识中国体育实力，胜利时要鼓与呼，

但不利甚至失利时也应当有平和心。 
二是引导正确的胜负观。 

2004年8月17日，中国代表团副团长何慧娴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就曾呼吁，社会各界不要对

比赛中失利的中国运动员过分责备。 她认为，像奥运会这样竞争激烈、压力巨大的赛事，什么事情

都可能发生。体育比赛就是这样，充满不可预测性和“残酷性”。 
三是避免恶性竞争、避免炒作。 
2004年雅典奥运会期间，中国代表团副团长李富荣在谈到一些媒体的报道时就说，有的东西不要去炒，竞技

体育的管理者也好，参赛运动员也好，在奥运会上都要有一种平常心。媒体要创造一个良好的氛围。 

  
        二、体现出开放意识和全球视野，特别是在对外报道中，要避免狭隘的民族主义 
  
奥运会是全球盛会，在2008年奥运会报道中，媒体应当进一步强化世界意识，即在关注中国奥运代表团表现

的同时，进一步拓宽视野，更多关注其他国家奥运会代表团的表现。 
这方面，值得媒体汲取的教训是美国媒体在亚特兰大奥运会上的报道。在亚特兰大奥运会期间，美国新闻媒

体报道的几乎全是美国运动员比赛情况，很少能看到对别国运动员的客观报道。 
法新社在其报道中指出，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以4.56亿美元的高价买下独家在美国转播亚特兰大奥运会的权

利，该公司利用这种特权把电视黄金时间变成赞扬美国运动员的场所，此时美国所崇尚的那种公平似乎被表现得

淋漓尽致，电视台在介绍美国那些著名或不著名的运动员时一视同仁，不分彼此。体育评论员查尔斯·克劳萨默

把这种作法称之为“难以忍受的、实际上是可耻的电视转播沙文主义”。 
美国媒体这种过分的“自我中心主义”，不仅引起世界人民不满，也给美国观众造成了不良舆论影响，俄罗

斯著名游泳健将波波夫在回忆亚特兰奥运会时就说“我在同整个美国较量”。“当介绍运动员轮到美国人时，观

众席上掀起巨大的声浪，把场上的一切一扫而光，只留下美国人自己。我觉得，我不仅仅是同对手较量，而是在

同整个美国较量……美国人一直吹嘘他们如何善良友好，如何热情好客，这些表白在亚特兰大被撞得粉碎。” 
在北京奥运会上，让奥林匹克的五个环都发出同样辉煌的光彩，这应该是中国媒体特别是国家级媒体在2008

年奥运会报道所秉持的基本报道原则。 

  
  

作者：李勇华 何晏  



    三、坚持以正面报道为主的同时，充分报道奥运会筹备组织的复杂性、挑战性、开创性，巧妙报道出现的问

题与矛盾 
 

没有一个城市、一个国家在筹备过程中没有遇到过困难、没有发生过麻烦。悉尼奥运会和雅典奥运会被普遍

认为是举办最为成功的奥运会，但悉尼和雅典在筹备过程和主办中，都曾经发生过类似邦迪海滩建设等问题。奥

运会本身属于竞技体育门类，竞技体育比赛不光是选手实力的竞赛，也会受到其他各种因素的影响，媒体在报道

中，特别是在对赛事进行预测性报道时切忌将话说过头，应留有余地。 媒体不仅有责任告诉外界关于举办城市的

能力和实力，也有责任适度报道筹备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麻烦，这对外能给世界一个真实自信的国家形象，对内

能激励民众帮助组织者一起克服困难，从而增强其参与感。 

  
  

四、强化贴近性，调动民众参与奥运会的热情 
 

奥运会不是某个人、某一个城市或某一个国家的，而是中华民族和全世界的奥运会，奥运会报道应特别注重

民众的参与意识，体现大奥运的特色。 
曾经负责汉城奥运会总体策划与组织的韩国人朴世昌在总结汉城奥运会时就说，“这次奥运会的主人公是国

民，我们都是创造伟大历史的主角。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由于他们的全力支

持，才保证了汉城奥运会的成功。这里只有我们大家的牺牲、服务和奉献，不存在有别于大家的政府官员、组委

会官员和奥运会职员。” 
从悉尼和雅典两届奥运会的报道来看，“民众反应”体现在环保、安保、场馆建设、突发事件等各方面的报

道中。在北京奥运会报道中，我们应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使百姓能够更好地关心奥运会、参与奥运会报道，与

奥运互动。 

  
  

五、以赛中报道为中心的同时，要拓宽视野，注意赛事报道与非赛事报道的均衡 
 

奥运会不仅是体育盛会，在经历100多年风雨后，奥运会的范围已远远超过体育本身，而是包含了政治、经

济、文化、社会等诸方面的内容。媒体在以赛事报道为中心的同时，应当进一步拓宽视野，将触角延伸到与奥运

会相关的方方面面，特别是要注意： 
1. 奥运与人的故事。 
奥运会的主办是一项庞大、系统的工程，从国际奥委会、主办城市奥组委到民众志愿者，与奥运会筹备组织

直接相关的人员就有数万人之多。在做好运动员报道的同时，应当同时将镜头对准他们。从既往的奥运会报道来

看，我们对国际奥委会、奥组委人员关注较多，但对志愿者与其他相关服务保障人员报道较少；对官员关注较

多，对普通员工报道较少；对普遍民众赛前、赛后关注较多，赛中关注较少。 
2. 奥运与文化的关系。 
奥运会不仅仅是竞争的奥运会，也是文化的奥运会。雅典奥运会组委会主席说，雅典举办奥运会，并不是要

从奥运会索取什么，而是要付出，要与世界分享希腊的灿烂文化。“人文奥运”是北京奥运会口号之一，在北京

奥运会报道过程中，媒体也要深刻认识、领会并体现这一内涵，在奥运会报道过程中注意传递中华传统文化、介

绍西方有益文化，加强中西方文化交流与融合，并将“和谐文化”的内涵蕴于报道当中，将体育的“同场竞技”

与“共同参与”很好地结合起来。  
3. 奥运与经济的关系。 
从1984年奥运会起，现代奥运会与商业关系密切，各国奥组委都设立了与商业开发有关的独立部门，负责商

业开发与市场运作，因此，与奥运会有关的经济发展、商业贸易等都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如奥运会对主办国、

举办城市的经济促进或消极作用，如促进消费、拉动旅游等，又如与奥运赞助相关的种种消息等，都应当成为媒

体报道的焦点之一。 

  
  
六、强化“大奥运”概念，体现整体性与连续性，即注意赛前、赛中、赛后的不同特点，整体策划、

逐步推进 
 



每届奥运会都只有十几天时间，但奥运报道是一个长期过程，甚至从奥运会申办就已经开始了，并且将延续

到奥运会后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因此，奥运报道应当树立整体、系统意识，加强组织策划，掌握报道节奏。 
赛前主要关注各种资格赛、预选赛、各国奥委会的准备情况、明星运动员表现、举办城市组织筹备情况、奥

运基本知识、民众热情等六个方面。 
比赛正式开始后，基本策略是以赛事报道为中心，并着重关注五个方面：一是场上运动员的竞技情况及其悲

欢；二是各种争议事件与焦点话题。如兴奋剂问题、裁判判罚不公等事件；三是各种突发性事件；四是组织筹备

人员的服务与奉献；五是民众反应。 
进入赛后阶段，人们关注视野发生转移，记者多已撤离，这一阶段的报道策略要突出重点，加强梳理，并着

重关注几个方面内容：一是回顾、总结性报道，特别是奥运会期间各地区、各国、明星运动员的表现；二是对主

办国、举办城市的成败得失加以评价、分析，特别是奥运会对这个国家、这个城市的短期与长远影响等内容，应

当成为媒体关注的重点；三是各国对奥运代表团、奥运英雄的嘉奖以及与之相关的各种活动；四是奥运会后一些

明星运动员的去向与命运；五是各国对下一届奥运会的期待、启程；六是对下一届奥运会主办国、举办城市的报

道，即进入下一个奥运报道周期。 

  
  

七、体现均衡意识，正确处理热门项目与冷门项目的关系 
 

一个体育项目能够进入奥运会比赛，既有历史因素，也必然有普遍性因素，奥运会上的每一个运动项目都是

有一定基础的。 
因此，奥运会报道应注意全面与均衡：一是足球、篮球、排球、田径等热点项目，应继续成为关注焦点。二

是乒乓球、跳水、羽毛球、举重等项目，是中国优势项目，也应高度关注；三是对于网球、皮划艇、拳击、马术

等在中国普及程度较低、关注度相对较低，而在西方国家却高度普及、高度关注的项目，应进一步加大报道力

度，体现出中国媒体的世界意识与宽广视野，也有利于中国百姓更好地认识、了解并参与这些运动项目。四是对

艺术体操、蹦床、手球等一些“相对冷门”的项目，也要进一步加大报道力度，以起到普及作用。 

  
  

      八、体现“两个奥运  同样精彩”的内涵，在报道好夏季奥运会的同时，加大残奥会报道力度 
 

夏季奥运会之后的残疾人奥运会往往受到冷落。宣传残奥会，热情介绍、积极参与残奥会，体现“两个奥

运，同样精彩”的主题，是媒体义不容辞的责任。媒体应加大残奥会报道投入，从内容和形式各方面拓展残奥会

报道。残奥会报道关键在于体现人人参与、拼搏奋进的奥林匹克精神，用生动的故事，感人的情节打动受众的

心。（作者单位：新华社新闻研究所） 
 
 
(纸媒文本见《中国记者》2008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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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媒体时代德国体育报刊的营销策略 

  ·城市体育广播，下一个“热播”媒体？ 

  ·后奥运时代报媒体育记者 提升业务素质的三个着力点 

  ·改革开放以来的体育新闻传播研究与方法论运用 

  ·奥运新闻报道的传播维度分析 



  ·媒体奇观下的新闻异化——以奥运体育新闻报道为例 

  ·“后奥运时代”纸媒体育报道的挑战与应对 

  ·试析奥林匹克精神指涉下的当代中国健康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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