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作任务一：选题策划



数据就是数值，是我们通过观察

、实验或计算得出的结果。数据只

有在被使用的过程中才能转化为信

息，并通过与故事结合呈现其意义

。

大数据，指无法在一定时间范围

内用常规软件工具进行捕捉、管理

和处理的数据集合，是需要新处理

模式才能具有更强的决策力、洞察

发现力和流程优化能力的海量、高

增长率和多样化的信息资产。

（一）产品认识



数据新闻，也被称为数据驱动新闻，是一种基于数据

的抓取、挖掘、统计、分析和可视化呈现的新型新闻报

道方式。它是在大数据技术的推动下，新闻业发生质和

量飞跃的产物。

数据新闻经历了从最初的新闻报道中数据简单罗列

到数据丰富详实，再到“数据新闻”的正式诞生。其中

以长图形式的数据可视化呈现成为当前数据新闻最主要

的表现形态之一。



数据可视化长图的内容构成通常由标题、数据图表、

数据标签和注释、文字分析解读、结论或建议、参考

文献或数据来源构成。具有以下特点：

以海量数据为新闻本体:与传统新闻叙事方式相比，

数据新闻更加注重数据的运用。数据不仅是展示和呈

现文字的重要工具，其本身也是一种新闻。

以直观且深入为核心:数据可视化长图能呈现出紧

靠文字无法传递的内容，使新闻内容“一目了然”的

同时，还可以揭示隐藏在数据背后的规律和趋势，为

读者提供更深层次的洞察。



数据可视化长图主要类型包括：时事政治类、社会类、

财经类、突发类、热点类、文娱类和科普类等。



1.时事政治类

围绕国家时事政治生活中的事件完成的政

治类数据可视化长图，用数据说明了政治关系在

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意义。

例如，财新网于2024年1月18日发布的作品

《六张图解析2023年中国人口数据》，通过六张

图表直观地呈现了中国2023年的人口变化趋势和

关键数据，2023年中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已经降

至-1.48‰，显示中国已经迈入了人口负增长的

时代。

2、社会类

社会类的数据新闻主要通过数据信息来揭示社会事件

的内在和影响力，帮助用户深入、全面地洞悉社会现象的

全貌，揭示社会信息的内在关联。

例如澎湃新闻于2024年2月20日发布的作品《“史上最

难就业季”的本科毕业生去哪儿了》，选取已公布报告的

部分不同层次、类型、区域的高校样本，观察初入职场的

“00后”大学生的毕业去向。下图为部分高校2023届本科

毕业生升学率。



3.财经类

财经类即通过数据来揭示财经现象、趋势和规律，

为投资者、企业家和公众提供有价值的财经分析和预测。

例如，新华网于2024年3月20日发布的作品《2个

月，232.6亿件快递——大家好能买 》通过详实的数据

和深入的分析，展现了我国快递行业的繁荣景象和面临

的挑战。同时，也反映了我国消费者日益增长的购物需

求和消费热情，为快递行业的未来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

考和启示。  

4. 突发类

通过收集、整理和分析突然发生的重大或敏感事件的相关数据，

以数据可视化的方式呈现事件影响、风险预警、预防措施与科普

知识等内容的新闻报道。

 例如，澎湃新闻于2023年11月7日发布的作品《战火背后｜十

组数据一窥真实巴以》通过收集和整理双方地区的人口、经济等

方面的宏观数据，尝试从数据的角度揭示这场战争背后的真实情

况。新闻标题直接指出，“战火背后”，意味着它不仅仅关注战

事的表面进展，而是深入挖掘战争对双方社会、经济、人民生活

等方面产生的深远影响。左图为以色列人口死亡率，右图为巴基

斯坦人口死亡率。



5. 热点类

通过多角度切入当下时段热点事件，注重社会意义和价值，

把握时效性和新颖性，以深入调查和分析的方式，呈现具有

高度社会价值和新闻价值的历史、现状和趋势。

 例如，新京报于2023年11月24日发布的作品《难以认定

的家暴，“离不掉”的婚姻》通过详实的数据和深入的分析，

揭示了家暴案件在司法实践中面临的困境，以及这些对受害

者婚姻状况的影响。

6.文娱类

在广泛用户群体中挖掘与生活、工作息息相关的各类丰

富文化、娱乐数据资源，具有较高的趣味性、贴近性。

如腾讯新闻谷雨数据于2023年4月4日发布的作品《电子

榨菜哪家强，嬛嬛在哪哪最香》。这一作品统计了最受欢迎的

电视剧TOP50，以及综艺、动画和纪录片类型的电子榨菜，并

整理出B站最下饭的50名电子榨菜博主，涵盖生活、科普、影

视、游戏多个门类。搜集数据超过两万条，制作成一份详细的

电子榨菜片单，受到广泛传播。



7.科普类

科普类的数据可视化长图，主要关注科学领域的新

闻事件，通过数据抓取、挖掘和分析，以直观、立体、多

维的可视化形式呈现科学知识、科学现象或科学事件。

例如网易新闻于2024年1月4日发布的作品《折磨上亿

中国人的隐藏疾病，还没得到重视》，用数据揭示了高尿

酸血症及痛风对中国人健康构成的严重威胁。



（二）选题策划

数据可视化长图分为“数据支撑”和“数据驱动”两类。 

无论是“数据支撑”还是“数据驱动”，数据可视化长图以数据为核心，强调通过

图形、图像等视觉元素来呈现数据和信息。因此，选题除了考虑新闻价值，还需要考虑
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分析方法的可行性，和是否适合可视化表达，确保图表能够真实、有
效地传达信息。

此外，一个好的选题不仅要吸引目标受众，还要增加内容的参与度和传播力。因此，
在确定数据可视化长图选题时，需要考虑目标用户、传播渠道以及预期效果等因素。



以数据支撑型为例，数据可视化长图选题步骤一般包括：

1.根据项目要求，确定选题方向，最好选自当前社会热点。



2.根据方向收集相关数据，数据越多越好



3.以数据支撑最充分的方向作为选题，确

保有大量的数据能够佐证创作观点与意图。

而数据驱动型的长图，只能通过数据挖掘、

收集、分析后获得的有效观点来确定选题。因

此，无需一开始就确定选题。



（三）选题自查
确认选题设计后，需要进行论证，自查选题是否具有吸引力、相关性和可

行性。自查内容原则上需要包括：

1.明确用户：仔细分析用户的需求和兴趣，思考长图是否与用户的生活、

工作或兴趣相关。

2.选题的吸引力和新颖性：评估选题是否能够引起目标受众的兴趣，并

能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或新的见解。

3.数据的可获取性和质量：确保有足够的、高质量的数据来支持选题。

检查数据的来源和准确性，确保它们是可靠的。

4.数据的相关性：确保数据能够清晰地展示观点。避免使用与选题无关

或相关性不强的数据。

5.故事的连贯性和逻辑性：思考如何通过数据构建一个连贯、有逻辑的

故事。

6.信息的简洁性和易懂性：确保数据易于理解，避免使用过于复杂或专

业的术语。

7.潜在的影响和价值：思考长图具备的潜在影响和价值，例如它是否能

够帮助解决某个问题、推动某个领域的进步或引发某种行动。



思政融入：

在数据新闻《大学生平均生活费近2000元，为啥

还不够花？》中分析，大学生群体以其年轻、有活力

的特点，成为了“双十一”购物节不可或缺的力量，

尽管他们的消费能力有限，但他们的消费热情却是最

为旺盛的。“双十一”购物节的风潮正在深刻影响着

这个新兴的社会群体。结合该热点现象，谈谈在数据

内容策划中你的理解和看法。

思政元素：独立思考、辩证分析



工作任务二：内容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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