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撥款來源： 

民政事務局及公民教育委員會贊助 



工作坊流程 

1 
• 小組點名及交流 

2 
• 計劃介紹、初選行政事宜介紹 

3 
• 解讀新聞  

4 
• 實習記者出勤 - 「造‧新聞」 



學友社 



與學生同行 
關顧學生福祉 



全港中學生十大新聞選舉 

 全港 159間學校 

 中學生 75,505人 
  



全港中學生十大新聞選舉 
候選新聞初選(9-10月) 

十大新聞選舉(11-12月) 

新聞評述比賽、短片拍攝比賽(9-12月) 

十大新聞選舉結果─新聞發布會(1月) 

頒獎典禮(20年2月1日) 



透過初選，我可以 

增加籌備活動經驗 

反思何謂新聞 

更全面認識社會 

製造發聲機會 

擴濶視野 

加深與同學的團隊合作 
 



活動流程 

1 
• 成立校內籌委會 

2 
• 訂立遴選新聞準則 

3 
• 搜集昔日新聞 

4 
• 選取代表性新聞 

5 
• 撰寫候選新聞簡介 

6 
• 宣傳活動 

7 
• 印刷投票表格 

8 
• 推行新聞選舉 

9 
• 統計投票結果 

10 
• 撰寫小組反思報告 

撥款來源： 



成立校內籌委會 
1 • 成立校內籌委會 

2 • 訂立遴選新聞準則 

3 • 搜集昔日新聞 

4 • 選取代表性新聞 

5 • 撰寫候選新聞簡介 

6 • 宣傳活動 

7 • 印刷投票表格 

8 • 推行新聞選舉 

9 • 統計投票結果 

10 • 撰寫小組反思報告 

1. 建議籌委會規模  

      四至六名學生  

2. 職責 

      籌備校內新聞初選  



訂立遴選新聞準則 

1. 重要性 

     對社會的影響：社會、政治、經濟 

2. 切身性 

     事件與同學的關係 

3. 新聞事件必須於2019年1月1日至 

     2019年9月15日期間發生  

1 • 成立校內籌委會 

2 • 訂立遴選新聞準則 

3 • 搜集昔日新聞 

4 • 選取代表性新聞 

5 • 撰寫候選新聞簡介 

6 • 宣傳活動 

7 • 印刷投票表格 

8 • 推行新聞選舉 

9 • 統計投票結果 

10 • 撰寫小組反思報告 



搜集昔日新聞 

1. WiseNews 

2. 公共圖書館新聞微型菲林及報紙 

3. 報紙網站 

    星島、蘋果、東方、明報 

    部分學校的電子剪報網站 

4. 其他新聞網站 

(留意假新聞) 

1 • 成立校內籌委會 

2 • 訂立遴選新聞準則 

3 • 搜集昔日新聞 

4 • 選取代表性新聞 

5 • 撰寫候選新聞簡介 

6 • 宣傳活動 

7 • 印刷投票表格 

8 • 推行新聞選舉 

9 • 統計投票結果 

10 • 撰寫小組反思報告 



選取代表性新聞 

1. 何謂代表性？ 

2. 新聞的意義？ 

1 • 成立校內籌委會 

2 • 訂立遴選新聞準則 

3 • 搜集昔日新聞 

4 • 選取代表性新聞 

5 • 撰寫候選新聞簡介 

6 • 宣傳活動 

7 • 印刷投票表格 

8 • 推行新聞選舉 

9 • 統計投票結果 

10 • 撰寫小組反思報告 



撰寫候選新聞簡介 

1. 挑選30則候選新聞  

2. 為每則候選新聞加上合適的標題 

3. 以約150字簡介每則新聞 

 

1 • 成立校內籌委會 

2 • 訂立遴選新聞準則 

3 • 搜集昔日新聞 

4 • 選取代表性新聞 

5 • 撰寫候選新聞簡介 

6 • 宣傳活動 

7 • 印刷投票表格 

8 • 推行新聞選舉 

9 • 統計投票結果 

10 • 撰寫小組反思報告 



宣傳活動 

1. 海報 

2. 展板 

3. 其他宣傳活動？ 

 

1 • 成立校內籌委會 

2 • 訂立遴選新聞準則 

3 • 搜集昔日新聞 

4 • 選取代表性新聞 

5 • 撰寫候選新聞簡介 

6 • 宣傳活動 

7 • 印刷投票表格 

8 • 推行新聞選舉 

9 • 統計投票結果 

10 • 撰寫小組反思報告 



印刷投票表格 

1. 候選新聞須隨機排列 

     避免排序的偏見  

2. 指示清晰  

3. 何謂廢票？ 

 

 

1 • 成立校內籌委會 

2 • 訂立遴選新聞準則 

3 • 搜集昔日新聞 

4 • 選取代表性新聞 

5 • 撰寫候選新聞簡介 

6 • 宣傳活動 

7 • 印刷投票表格 

8 • 推行新聞選舉 

9 • 統計投票結果 

10 • 撰寫小組反思報告 





推行新聞選舉 
1 • 成立校內籌委會 

2 • 訂立遴選新聞準則 

3 • 搜集昔日新聞 

4 • 選取代表性新聞 

5 • 撰寫候選新聞簡介 

6 • 宣傳活動 

7 • 印刷投票表格 

8 • 推行新聞選舉 

9 • 統計投票結果 

10 • 撰寫小組反思報告 

1. 邀請高中及初中各兩班參與投票  

2. 參與同學需要從30則候選新聞中選

出10則心水新聞  

3. 最多人選的10則新聞將會作為 

「十大新聞選舉」候選新聞的依據 



統計投票結果 
1 • 成立校內籌委會 

2 • 訂立遴選新聞準則 

3 • 搜集昔日新聞 

4 • 選取代表性新聞 

5 • 撰寫候選新聞簡介 

6 • 宣傳活動 

7 • 印刷投票表格 

8 • 推行新聞選舉 

9 • 統計投票結果 

10 • 撰寫小組反思報告 

1. 注意人手安排 

2. 填寫「學校統計表」注意事項 

     直接輸入 或 貼上純文字 

     必須清除粗體、斜體、底線及 

        所有格式 

3. 請妥善保存每位同學的投票表格， 

    以便日後翻查。 

 

 



學校投票統計表 



學校投票統計表 



學校投票統計表 



撰寫小組反思報告 
1 • 成立校內籌委會 

2 • 訂立遴選新聞準則 

3 • 搜集昔日新聞 

4 • 選取代表性新聞 

5 • 撰寫新聞簡介 

6 • 宣傳活動 

7 • 印刷投票表格 

8 • 推行新聞選舉 

9 • 統計投票結果 

10 • 撰寫小組反思報告 

1. 總結籌備校內新聞初選的經歷和 

    當中的反思 

2. 每校籌委會須遞交一份小組反思報告 

      WORD 及 PDF 

      不多於4頁A4紙 

      另附上3張於校內籌備或推行選舉   

         的相片(每張不可超過2MB) 

 

 



遞交文件 
22/10/2019或前將文件1-4電郵至

top10news@hyc.org.hk 

1. 學校投票統計表 (EXCEL) 

2. 參與學生(校內籌委會)名單(EXCEL) 

3. 小組反思報告(WORD及PDF) 

4. 初選活動相片 (JPG)  

5. 活動問卷 http://bit.ly/2maclGA 

    (每位校內籌委會成員必須填寫)  

 

 

 

 

學校準時交回選舉結果

後，校內籌委會同學可

獲發參與證書，出席工

作坊的紀錄亦會顯示於

證書上。參與證書將於

2020年2月發出。 

http://bit.ly/2maclGA


最具新聞觸覺獎 

   準則︰校內選出的十大新聞中，最多新聞成為十大新聞選舉候選新聞 

最佳新聞標題獎 

   準則︰新聞標題內容、文筆 

最佳新聞簡介獎 

   準則︰新聞簡介內容、文筆 

最佳反思報告獎 

    準則︰內容、文筆 

 

 

候選新聞初選之千編細選 
獎項 



全情投入獎 
分數 

候選新聞初選之千編細選 
準時交齊所有文件 

 
30 

十大新聞選舉 
準時交回學校投票統計表 

 
20 

新聞評述比賽 
參加人數(1-49人) 
參加人數(50-99人) 
參加人數(100或以上) 

 
10 
15 
20 

新聞評述比賽 
冠軍 
亞軍 
季軍 
優異獎 
入圍 

 
10 
8 
6 
4 
2 

短片拍攝比賽 
冠軍 
亞軍 
季軍 

 
10 
8 
6 

總分數達70分或以

上的學校可獲 

全情投入獎 

 

首三間總分數最高

的學校可獲 

全情投入金獎 
 



問答時間 



第二十八屆全港中學生十大新聞選舉 

解讀傳媒 



獲取新聞資訊的平台 

 電視？ 

 電台？ 

 報紙？ 

 雜誌？ 

 新媒體？ 

 Facebook？ 

  



關注的新聞？ 



媒體功能 

• 大眾資產 

• 傳遞資訊消息 

• 記錄社會事件 

• 監察社會第四權 



新聞性 

  時效性/及時性 

  接近性 

  影響性 

  反常性/異常性 

  顯著性 

  衝突性 



還是？ 

  顯要性 

  實用性 

  激勵性/人情味 

  娛樂性 

  

  



新聞的要素 

何事
(What) 

何人
(Who) 

何時

(When) 

何地

(Where) 

如何
(How) 

為何

(Why) 



海洋公園機動遊戲 疑行錯路釀意外 
鬼屋飛棺砸斃青年 何人 何時 

為何 

海洋公園鬼屋行錯路，青年慘遭棺材「攞命」。就讀中大的廿

一歲青年昨（16日）偕女友參與萬聖節「哈囉喂全日祭」，在

鬼屋「活埋凶間」瞓棺材瀡滑梯後，疑摸黑行錯方向，走到後

勤設施位置時被一個下降的棺材砸中頭部近頸位置，送院搶救

後不治，初步相信青年窒息致死。海洋公園指青年進入鬼屋五

分鐘後被發現昏迷，事後已關閉景點及通報機電工程署。今次

是海洋公園開業四十年來首次機動遊戲奪命意外，機電署調查

後相信死者被機件擊中，會配合警方調查。 
如何 何事 

（《東方日報 》2017年09月16日） 

何地 



如何選取重點  

•人物 •數據 •事件 

選取角度 



例子-人物 
專訪馮德雄——「如果有線新聞做得
好」，不是因為它夠勇 

【明報專訊】4年前，有線《新聞刺針》記者關梓寧把從店舖和街市買來的「牛

丸」，交到化驗所檢測，結果發現，牛丸裏竟然不含牛肉。時任有線新聞部總監

馮德雄憶述，當記者打電話告訴他這消息時，讓這位做了三十年的新聞老手也感

到意外：「吓？唔係吖嘛」。他解釋，當時只預測牛丸可能摻雜了豬肉雞肉，沒

想過牛肉成分幾乎是零，馮德雄指，「牛丸冇牛」這宗新聞聽下去像「很爆」，

但他第一反應不是把報道急急推出，而是叫停差點要播出的宣傳片，為要進行多

一次更可靠的化驗：「我們寧願古仔遲一點出，也不能博，要驗多一次。」報道

出街時，找了食家名廚周中和Jacky Yu試食，兩人不知情，異口同聲在鏡頭前稱

「沒牛牛丸」最好味，令報道趣味性更高。 

（《明報》2017年4月 30日 什麼人訪問什麼人） 



例子 -數據 
【塞車之城】破解新界人愈來愈早出
門上班之謎 原因之一是...... 

 對不少在市區上班的新界人而言，為確保準時上班，只能每
日晨早起床出門上巴士，然後在車上補眠。 

 《香港01》分析過去5年全港道路交通資訊分析問題，發現
新界兩大交通命脈屯門公路和吐露港公路，繁忙時間在過去
10年已提前1小時。 

 原因之一，是近年私家車流量大增，令車流量增加減慢車速。 

(《香港01》2017年12月28日 ) 

https://cartastrophic.hk01.com/?traf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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