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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印度洋海啸报道看灾难新闻的策划报道 

2004年12月26日，印度洋发生里氏9.0级强烈地震并引发海啸，突如其来的灾难给印尼、斯里兰
卡、泰国、印度，马尔代夫等国带来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面对毫无防备的灾难，世界各

国的媒体都立即行动，展开了对海啸的报道。 
这是对海啸的报道，对人们知情权的满足，也是媒体的一场较量。由于灾难发生过程无法预先

得知和控制，而又往往具有重大的影响和报道意义。近年来，对突发事件的报道已经成为新闻

媒体灵敏程度和反应能力、准确判断能力、策划水平与公信力等综合实力的检验和体现。对于

报纸来说，在信息资源丰富的情况下，如何吸引读者，增强传播效果?如何在内容和形式上创

新？如何通过报道增强媒体的品牌？这些问题，都需要通过有效的策划来实现。 
12月27日，《北京青年报》开始通过策划对事件展开了有组织有计划的报道。其实在灾

难性新闻发生时，一般媒体面对的是相对雷同的信息，如何在竞争中胜出，关键是要看报纸的

策划是否敏感。此时，《北京青年报》及时策划确定编辑思路，并调整版面对海啸进行了充分

的报道。我们下面针对《北京青年报》这次的策划报道进行详细的分析，以探求在灾难事件发

生时报纸的有效的策划报道思路。 
  

《北京青年报》的海啸策划报道 
  
报纸版面安排的主题、思路和层次，是显示一家报纸编辑策划功力的重要体现，特别是

对于重大的突发性报道尤为如此。报纸信息量的大小，信息的整合性和连贯性、稿件布局以及

标题图片的合理设置，都会对读者的阅读行为产生很大的影响。 
  
12月27日，《北京青年报》开始设置4个专版对事件进行详细的系列报道。头版以一张非

常震撼人心的斯里兰卡妇女痛苦的图片作为头版图片（在对海啸的报道中一直用此图片作为标

志性的图标），连同大标题“主标：印度洋大地震万人遇难；副标：胡锦涛致电慰问，部分中

国公民受困，中国要求全力以赴救助”占据了四分之三版面，文字简洁又具有现场感，以最吸

引人的方式第一时间为读者报道了海啸的发生、伤亡情况，既征服了读者的眼睛，也征服了读

者的心灵。 
从第二版到第四版根据读者关注重心的层次推移分别以：“现场”、“救援”和“华

人”作为各版的大标题，依据不同的视角配以图片对灾难进行报道。第三版更在动态报道的同

时配以“今日社评”，加深读者对海啸发生以后更深层次的认识。充分发挥了策划的作用，使

对海啸的报道更有整体性和洞察力。  
 随着事态的发生变化，《北京青年报》在12月28日进一步调整策划报道方案。报纸并没

有停留于对海啸之后灾区难民的报道，除了继续报道受灾伤亡情况外，把报道重心放在了对受

灾国的救助、中国游客的救助情况和解析海啸的发生上。头版登出了外交部开通的亲友查询热

线；第四版以“连线”为标题配以彩图引出《北京今包机接回游客》并报道了游客的情况、海

啸后的航班情况以及国家旅游局的建议。而第五版利用三张彩色的剖面图、模拟图和截面图说

明海啸的发生原因、并配以对下一次地震和预警的相关思考。几个版面的新的安排体现了策划

随着事件的动态发展又同时向纵深开拓。各个版面共同体现了总的策划思想，形成了新的发展

和延伸。 
12月29日已经是海啸发生的第三天，在后续的几天报道中，策划保持着对事件的追踪后

续报道，特别是在关注北京游客回京的动态报道上。而此时，读者对海啸发生的认识已经由一

开始的震惊发展到相对接受，同时随着掌握信息的增加，媒体可以对事件进行更为细节化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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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与深刻的反思，从细处透析本质。同时又从多角度多形式对海啸进行立体的报道，让读者从

报道中了解到关于事件的一切信息并有所启示。 
综观整个报道策划，报道前期以动态消息为主，深度报道为辅；后期则以深度报道为

主，动态消息为副。既符合了事件的发展规律，也符合读者的接受心理。 
  
《北京青年报》这次对海啸的策划报道，快速地报道了事件的发生，满足了读者的“欲

知”的需求。而媒介在报道事件的同时，又全面地表达了对事件的理解，媒介对事件的解释同

事实一起抵达读者，有效地引导受众思考，把读者引向“深思”的领域，积极地引导了舆论，

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对类似海啸这样突发性事件，策划报道出色的媒体还可以在事件的报道中实现资源的充分

有效利用，树立公信力，创立自己的品牌优势。当媒体在数次成功报道之后，媒体的报道特色

及定位自然会得到读者的认可，从而加大市场占有率。 
  

对灾难报道策划的冷思考  
  
尽管灾难难以预测，对此类新闻事件的策划报道难度相对比较大。有些媒体在面对灾难事件发生时

束手无策，其原因不仅在于应变能力的欠缺，还在于没有达到明晰的认识。然而只要我们能在实践

中及时总结出规律性的思考，对这类新闻事件的策划我们还是有章法可循的。 
首先我们来分析一下突发性灾难报道的一些特点： 
时效性强    
突发性的灾难的发生都是突如其来的，正如印度洋海啸、台湾地震、交通事故和现在的澳

洲暴雨一样。因此对此类事件的策划报道工作必须迅速及时，在事件刚一发生便采取相应的报

道方案，抓住最佳的报道时机。 
连续性 
灾难性新闻一般影响面广，事件的各方面随时都会有新的变动，其发展和结束还要经历多

阶段多状态的变化过程，策划报道有相当大的空间可以发挥。因此编辑在策划报道时要随时根

据事件的变化发展而调整，充分开发新闻资源，关注事件的最新动态跟踪报道，报道各方面的

反映及影响。 
立体性  
灾难性事件往往会对社会各方面产生巨大的冲击力和震撼力，有可能会触动社会的任何一

条神经。因此策划不能只停留于事件的单线报道，而应该辐射发散开来，多角度分析，有广度

又要有深度，让受众能立体地理解事件。 
  
要想在对灾难事件的报道中抢好“第二落脚点”，从而“后发制人”我们在策划报道中

应遵循以下几点原则： 
 
1．确立报道结构、报道方式及方案设计的思路  
由于灾难事件报道要求的连续性和立体性，因此报道结构一般采用网状结构模式，即从多

个客体、多种角度切入，报道随时间延续或追踪、或拓展、或沿着客体各自的方向发展，互相

烘托、交错递进。①对海啸的报道即体现于此： 
  
客体一：各国灾情——→    灾情的最新发展 
客体二：中国被困公民——→遇难、返国          主题一      
客体三：国际救援——→    捐款、物资                   归结 
客体四：关于海啸的解析与反思                  主题二 
  
客体的多元化、角度的多样化以及报道进程中的各个条块相互应和，此起彼伏，上下呼

应，使报道呈现立体化，因此受众能从多方面认识理解事件。 
灾难性新闻的报道方式一般采用一时多地的组合式与连续式的结合，针对灾难性事件的

社会影响和自己的受众定位和功能定位，媒体还可以综合运用受众参与式、媒介介入式和媒介

联动式，使报道更具社会影响。在确立了报道结构与报道方式之后，再进一步确定具体的报道

范围、规模力量、重点与进程，以及发稿计划、表现形式和报道的运行机制等。 



 
2．            处理好时效性与准确性的关系  
记者编辑应该在判明基本情况属实的同时立即采取行动，扩大信息的来源与权威性，力

争在第一时间获得第一手资料，及时策划报道。 
  
3．            处理好真实性与人性化的关系    
新闻的生命在于真实，但在追求客观真实的同时应该把握分寸与尺度，增强社会责任意

识。尊重人的价值、生命与尊严，特别是一些新闻照片的处理上更要顾及到读者的心理承受能

力。从社会进步与人文关怀的角度做报道，引导读者进行有社会价值的思考。 
  
4．            提前策划多套方案，以便根据事件的发展随时进行动态调整  
灾难事件具有突然性与破坏性，媒体要想从容应对，应该有预案准备，建立应急机制。

在事件发生后，及时了解、掌握事件的变动情况，整体上调配新闻资源，保持畅通的资讯渠

道，让策划方案能高效便利地实施。同时根据记者的报道和受众的反馈及时调整报道策略。 
  
5．            重视版面语言   
制造报纸的亮点，力求达到“图文并重，两翼齐飞”，让版面“动”起来，把新闻内容

与新闻图片融为一体，寻找版面的最佳视觉表现形式。由于突发性灾难事件涉及的面广，占据

的版面较多，因此还应该设置相关的链接，引导读者进行合理的阅读。 
                             
灾难事件是对媒体各方面素质的综合检验，很多媒体也是通过对灾难事件有步骤、有计

划的策划报道而赢得受众，赢得知名度的。当然，策划是手段，不是目的。策划报道是为了减

低灾难事件造成的负面影响，引导舆论，促成社会向正常的轨道发展。因此，策划性报道要以

最终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为标准来进行。 
  

（谭燕燕：中国传媒大学（原北京广播学院）新闻业务硕士研究生）   
 
注释： 
① 蔡雯 著：《新闻传播的策划与组织》，新华出版社，2001年5月第一版，P2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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