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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介紹 
 

 

(一) 作用 

 

專題介紹是就某些特定的人物事物，或事物的某些特定的範圍、層面作比較專

門、深入介紹的文字。一般專題介紹以面向社會公眾為主，通常沒有十分明確的寫

作對象。 

 

(二) 應用範圍 

 

在我們日常生活裏，專題介紹的應用範圍相當廣泛。比如一些政府機關或公營

機構可以向民眾介紹本身的職能和所提供的服務；一些旅遊團體可以向遊客介紹所

在地的旅遊名勝、民俗風情；一些專業團體或學術機構可以就某些專業問題或民眾

關心的課題，作專門的分析介紹，向公眾提供有關的信息，或者引起公眾的關注；

學者或者研究人員可以就某些特定的課題向公眾介紹自己的研究心得或發現；報章

上的副刊也經常有醫療、美容、保健、體育、旅遊、文化藝術等方面的專題介紹。

因此，舉凡天文、地理、文學、歷史、政治、哲學、旅遊、藝術、科學、技術、建

築、運動等等，都可以成為專題介紹的內容。 

由於內容廣泛，應用場合多樣化，因此專題介紹並沒有特定的結構和風格，可

以短小精悍，也可以詳盡深入；可以條分縷析、夾敘夾議，也可以圖文並茂、趣味

盎然。 

 

(三) 寫作注意事項 

 

專題介紹的主要目的，在於向公眾介紹某一特定課題的內容，因此寫作方面的

首要要求，就是所傳達的信息必須真實準確；不論是寫人、狀物、說明觀念、介紹

知識，都應該從事實出發，對事物作公正、客觀的介紹，而不應夾雜個人的主觀判

斷或褒貶。這並不是說我們對有關的材料不能作任何剪裁取舍和整理；相反，即使

是同一個課題，如果放在不同的場合、承擔不同的功能，也應該有不同的表達方式。

比如同樣是人物介紹，對於歷史人物我們應該重點介紹他在某一歷史時期的重要事

跡和經歷，他對社會的影響，他的歷史功過等等；但是對於一個電影明星，我們除

了介紹他在演藝事業方面的成就以外，人們也許同時有興趣知道他的一些個人生

活，比如他的家庭背景、他的婚姻狀況、他的嗜好興趣等等。又比如同樣是地理介

紹，出現在比較專業的刊物裏的介紹跟出現在旅遊雜誌上的介紹就有所不同。旅遊

雜誌的讀者多數是喜愛或者有計劃外遊的人士，除了了解一個地方的名勝古跡、旅

遊熱點、風土人情之外，還往往需要知道當地的交通路線、住宿情況、貨幣兌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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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行的語言等等輔助信息，因而在材料的篩選取舍方面，就會跟其他場合的地理介

紹有所不同。可見在撰寫專題介紹的時候，首先要考慮有關的介紹到底有甚麼用途，

應用在甚麼場合，在搜集和整理材料的時候，才能有所依據。 

 

在結構方面，雖然說專題介紹由於內容廣泛、用途多樣，所有沒有特定的結構

模式，但是內容安排還是有一定原理可循的。通常來說，如果是介紹人物的，可以

先介紹人物的背景資料，如姓名、年齡、籍貫、學歷、經歷，再介紹人物的成就和

貢獻，最後可以介紹一些比較次要的信息，像人物的逸事、嗜好等。如果是介紹地

方的，可以按照該地方的空間方位依次說明，一般旅遊書籍會先介紹它的地理位置、

面積、人口、氣侯、名勝，再介紹它的交通、住宿、語言、宗教、貨幣、電壓等資

料。如果是介紹事件的，可以按照事件發展的時間次序來敘述，或者按具體細節的

重要性安排層次。 

 

專題介紹由於面向公眾，因此語言運用方面以曉暢淺白為主。在介紹事物的時

候，不論是詮釋、舉例、引用、比較或者下定義，多數使用主謂結構完整的完全句，

複句的使用頻率也比較高，如： 

-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十一日，董建華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首任

行政長官競選，獲得大比數的選票，當選行政長官。 
- 1997 年底，中國人口總數為 123,626 萬人，不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和台灣省、

澳門地區)，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 
- 法國位處歐洲西部，與比利時、德國、瑞士、意大利、西班牙接壤，西面是

大西洋，南面是地中海，與英國亦只是一峽之隔。 
- 天安門在北京市區中心，原為明清兩代皇城的正門，創建於明永樂十五年 

(1417 年)，原名承天門，清順治八年(1651 年)改建後稱天安門。 
- 在古代，每逢中秋人們就用精制的糕餅祭奉月神﹔祭奉之後，全家人分吃，

表示合家團圓歡聚。 

- 天文台的天氣預測總部定時向報界、電台、電視台及有關政府部門提供本港

天氣預測。天文台亦負責向市民發出有關颱風、雷暴、大雨、山泥傾瀉、水

浸、強烈季候風、火災危險、嚴寒及霜凍等惡劣天氣的警告。 

- 偏光鏡通常都在駕駛或垂釣時佩戴；此種鏡片可以減低反射的昡光，使水面

及行人路看來更加柔和。 

- 醫學界對幽門螺旋桿菌的認識只有十多年歷史，然而不要小看這種細菌，它

就是令不少繁忙的都市人患上胃潰瘍或者十二指腸潰瘍的「元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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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空白格式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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