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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精细校对提升报纸差错防范有效性的意义
胡博雅

盐城盐南中等专业学校 江苏 盐城 224000

【摘 要】：目前随着我国经济科学的发展，自媒体的数量不断地增加，促使传统的报媒行业发展受到很大的冲击，影响力也在不断地

降低。但由于传统报媒的固有社会地位和权威性仍旧存在，人们对于报纸发行的需求量也在持续增加。报纸质量影响着整体行业的发

展，精细校对作为报纸发行流程的重要作业环节，是报纸差错防范的重要措施。本文主要探讨精细校对工作对于报纸生产的重要意义，

通过预防差错更好地提高报纸生产的有效性，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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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员对于整体报纸的校对工作，应当具备专业的责任意识。

在保障报纸的权威性的同时，通过掌握科学的改错方法和业务标

准体系，更好地提高报纸的精准性，使用户能够在第一时间收到

高质量的报纸，了解所需要的内容。

1重构角色定位，全面提升能力

校对的基本含义是对原稿或者印刷的稿件进行检查工作，检

查其中是否有出现排版失误或者设计错误。对于细节中的漏字和

错行情况进行修正工作。另外，如果遇到图片重叠或者错图情况

进行及时的上报和修改，避免影响后期报纸出版的整体质量。如

今社会舆论环境变化较快，传统的报纸社会意义更加凸显，如果

只运用以往的校对形式，可能已经无法满足现今报纸生产环节的

工作需求，这就要求相关校对人员能够明确自身的职责定位，提

高自身综合素养。在判断报纸稿件的内容正误的同时，结合科学

的校对方法，深入地了解稿件内容是否符合国家的政策制度。在

剔除敏感词汇和不正确社会导向内容的同时，选择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的正确引导内容。

校对员不仅只是检查错字，漏字情况，也要根据报纸稿件的

基础内容来判断是否产生错误或者不良的社会影响能力稿件。在

科技互联网的影响带动下，我国的社会舆论正在以快速复杂的特

点衍进发展，这就导致一些新闻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成为舆论的

焦点。在一瞬间可能引起舆论逆转情况，这无疑是为报纸自身的

引导舆论增加了难度性，此时校对工作在报纸发行前应当判断稿

件所产生的舆论引导能力，对于一些内容较为敏感或者不宜见报

的内容进行及时的上报沟通情况，在总编的命令下达下将一些有

争议的内容进行修改或者删除，在共同的沟通下选择后期是否发

布。

除此之外，校对员应当不断地进行统筹规划，在掌握报纸排

版内容的同时，避免校对问题的出现。例如报纸上的单篇文章进

行校对时，并没有出现任何的错误情况，但组合在一起时版面会

有一些差错给读者引发不好的感官印象，造成负面的阅读效应。

因此校对员在进行日常环节工作，是要以全局性的报纸校对眼光

来排版。掌握整体的报纸内容，避免导向性的错误产生，提高作

者的使用体验。

2加强学习改进，强化精品意识

报社应当对于校对员进行日常的培训工作，在提高其校对能

力的同时，应当选择和培养具备深厚文化知识和知识储备的人员。

校对工作人员应当提高学习能力，不断地吸收当下较为先进的校

对技术，在工作中提高自身责任意识，运用科学的技术水平来打

造精品报纸。管理者应当总结经验，在提高业务水平的同时，引

导教队员去涉猎不同的学科知识，提高后期工作的专业性质，面

对校对过程中的各类问题和错误进行总结工作。向专业性的人才

前辈进行学习和探讨。除此之外，校对员应当正确地使用汉字，

深厚的汉语基础能够更好地提高校对工作。在处理文字信息时能

够自行地添加或者删改造句。运用自身的文化素养来提高文章质

量，做到锦上添花的效果。提升文章的整体可读性，引发读者的

阅读兴趣。

3增强职业敏感，做到“三大必查”

3.1 客观信息的正确性

为了提高校对员的职业素养，在后期环节工作时应当做到必

查的三大要素。首先应当掌握整体报纸的信息准确性，当报纸文

章中出现地名和人名时，要进行仔细的核对工作，对于人员的职

位或者工作介绍进行详细的了解，在各类名称保证正确的情况下，

避免由于过多俗语或者信息滞后情况给作者造成一定的误导。另

外报纸中存在的数据进行校对和验算工作，如果核算过程中发现

问题应当进行及时的修改。

3.2 知识盲点的清晰性

在报纸校对过程中应当注重知识盲点，面对个人不认识的词

语和字体，或者固有知识体系中的空白点，应当做到查询和修改。

对于全新汉字的规范出台，一些用法已经进行根本性的改变，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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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沿用基础的释义，会造成后期的错误性引导。很多编辑和作者

在进行报纸内容编写时所运用的输入法不同，默认的磁条也会粘

连戳很多字音相似的错别字证需要较队员在后期运用字典或者

校验方法进行二次复验工作。面对知识的空白点，应当及时的增

补内容，尽可能地查询历史文化或者地理典故知识，通过积累各

科信息来做好相关的记录工作。

3.3 敏感信息来源准确性

在一些报纸报媒的编导过程中会存在一些敏感信息，例如一

些政要的名单和职务，进行校对过程中人员应当进行细致专业的

查看，对于很难作决定或者不清楚的内容，应及时地反馈到上级

部门，通过调查和记录审核内容来源评估后期可能带来的影响是

确保信息的权威准确性。

4树立精准意识，要有更高素质的编辑队伍

4.1 要始终坚持正确舆论导向

在提升报纸校对工作时，校对人员应当始终坚持国家科学舆

论引导下的正确思想。作为一名合格的校对员，应当把科学社会

主义精神放在第一位，坚持党的领导，在树立使命意识的同时，

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和校对能力。面对各科不同的报纸内容进行

筛选和比对。对于一些敏感的词汇或者不利于国家发展的内容进

行剔除或者不发表。此外，应当深入地学习国家的政策方针，对

于内容所涵盖的法规政策进行查阅和了解，在具备自身较高的政

治理论水平时，提高整体的问题解决能力。校对过程中应当与编

辑及时的沟通，对于内容进行科学化的修改。

4.2 要始终坚持培养专业素养

新闻的舆论引导作用在当今社会非常的重要，一个新闻的舆

论点可能会引发各种人群的讨论，而报纸在发表文章内容的同时，

可能会创造新的舆论观点来引导公众的共鸣性。因此校对员应当

保证客观理论的水平标准，在群众基础的影响下，做一名合格的

校对员，在稿件的校对过程中具备综合的判断能力。摒弃判断信

息的真假，同时应当进行科学的来料加工。相关校对员应当在熟

知社会情况的过程中，对于整体的报纸内容进行认知。对于稿件

的处理除了错字漏字的修改以外，应当及时的添加删改正确的舆

论引导内容。除了提高社会公众与媒体报纸的共鸣以外，也要不

断地扩展基层的群众基础，通过深入开展横纵向联系的新闻资料

查询，深入实际工作中了解文章出处，更好地将报纸报道的作品

接地气，吸引民众阅读的同时，让报刊成为群众爱看和日常了解

新闻的重要渠道之一。

4.3 要始终坚持树立精品意识

校对员在进行报纸审核的过程中，应当树立报纸的精品意识。

在收到校对稿件时，应当整体的审阅报纸内容，通过自身的专业

素养和科学文化水平，在先有的文章内容上进行创新工作。保持

优良，较对传统的同时增加创新概念，守正出新。激发校对活力

的同时，建设一支强有力的校对队伍，在扩大校对人员素养培训

工作力度的同时，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新闻科学官的业务培训工

作。提高业务能力的同时，保证每一位赵队人员能够专业技术过

硬，成为勇于创新和乐于奉献的队伍。

结束语

综上所述，校对工作中面对报纸差错问题应当进行及时的修

正和处理。结合严谨认真地工作态度筛选上报具备政治敏感性的

内容来及时的对于报纸的质量进行维护。除了保证基础的文章逻

辑和细节缜密以外，还要保证内容的引导积极性在目前的新媒体

时代。报纸教队员面对更为复杂的工作环境，应发挥主观能动性，

具备客观和创造意识。面对文章的字词和语句进行一一斟酌，从

而更好地提高报纸的出版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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