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3 

第 2章

赢在选题  题好一半文

第
2
章

赢在选题
题好一半文

在新媒体写作领域，大家都曾遇到四座大山：选题计划难、选题构思

慢、热点意识弱、选题不敏锐。选题有多重要？对于新媒体写作来说，选

题是 1，其他的都是后边的 0。我们需要针对不同的受众人群和市场需求，

挖掘和设计适合他们的、高质量的、具有高关注度的选题，提供有深度、

有思考、有互动性的内容。

本章，我将带大家拨开选题的重重迷雾，轻松找到好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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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无题可写？日常寻找选题的 6条路径

众里寻他千百度，不知选题在何处？殊不知，蓦然回首，好选

题就在唾手可得处！

只要我们留心生活，就会发现生活处处有选题。去烟火气里寻

找选题，将平凡的经历融入选题中，更容易引发大众的共鸣。

选题从共同“需求”里来

马斯洛理论指出了五种人性需求。

1. 生理需求

生理需求和衣食住行相关，比如空气、水、食物、性属于我们

的生理需求。

新媒体文的例子有《外卖，正在毁掉我们的下一代》（饮食）、

《拿什么拯救，我熟睡后的呼吸》（呼吸）、《做性治疗师 17 年：性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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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爱还在吗？》（性欲）。

2. 安全需求

安全需求包括就业、健康、资源、财产等稳定性需求。

新媒体文的例子有《如果突然失业，你能舒适生活多久？》（就

业稳定）、《爱得够不够，分手才知道》（感情稳定）、《宋真宗：谈

钱，能解决 80% 的“人生难题”》（金钱稳定）。

3. 社交需求

社交需求是对爱与归属的需求，指的是我们想要和外界建立情

感联系，归属某一群体。社交需求涉及朋友、职场、同学、亲子关

系等。新媒体文的例子有《职场人际关系的 4 条真相，第 1 条扎心

了》《为什么我劝你不要参加同学会》《千万别让“朋友圈”，拖垮

你的关系》。

4. 尊重需求

尊重需求包含对成就、名声、地位和晋升机会的需求等。新媒

体文的例子有《为什么坚持运动的人，更能升职加薪？》《别人尊重

你，不是因为你优秀，而是……》。

5. 自我实现的需求

自我实现的需求是指人对发挥潜能、实现自我价值和抱负的需

求。新媒体文的例子有《做自己，比什么都重要》《人世间所有的成

功，都是有备而来》。

从自身出发，挖掘更多选题

很多人提笔就怕，苦思冥想许久，也不知道该写什么，事实上

我们从自身的职业和生活中就可以找到许多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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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年轻作者可以尝试励志、正能量类型的选题；家庭主妇

可以尝试两性情感、亲子教育类型的选题；职场精英可以尝试情商

修养、职场提升类型的选题……

也就是说，从自身角色出发，选择自己最熟悉的领域，再去精

细化找选题。

除了自身职业和生活，还可以从自已感兴趣的领域中找选题，

列出关键词，将关键词和大众痛点相结合。比如关注情感领域，可

以写《高质量的婚姻，要满足 3 个条件》《读懂了婚姻，就读懂了人

性》；关注育儿领域，可以写《父亲与女儿的关系，决定女儿一生的

幸福》《把原谅换成爱，才是家庭变好的开始》。

随时输入，触发思考

生活中的任何事物都可以成为写作的素材，我们刷过的视频、

看过的书、聊过的话题都有可能成为灵感的来源。听到朋友分享的

经历，可以将它转化为一个深刻的观点文；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一个

有趣的话题，可以从不同角度写出有趣的热点文章。

我们还常常会因为一个片段去追一部剧，因为电视剧的故事情

节、主人公的命运、演员背后的创作故事时常让我们心底泛起涟漪。

比如，电视剧《狂飙》大火，我们可以思考这些选题：《〈狂飙〉爆

了，张颂文慌了》《〈狂飙〉大结局：纵欲过度，到底有多可怕》《〈狂

飙〉爆火背后，这些故事鲜为人知》。

阅读是最好的心灵养料，书籍总会折射作者的思想光辉。我们

可以从处世情商、精进自我、情感生活等多角度切出不同的选题。

比如，我们喜欢看《呼啸山庄》，就可以写：《〈呼啸山庄〉：层次越

低的人，越看不惯别人》《〈呼啸山庄〉：一个人最顶级的智慧，是

放过自己》《〈呼啸山庄〉：爱情的四个层次，你在哪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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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的地方就有聊天，或吐槽，或吹牛，或共鸣，这些情绪的

背后有很多值得挖掘的宝藏。如果我们抓住关键词，去追问背后的

原因和解决方案，就可以写出好几个选题。比如朋友说今年和婆婆

一起住，两代人之间产生了一些摩擦，我们可以写：《最好的婆媳关

系：常送礼，常联系》《聪明女人，不会帮婆家三种忙》《没有距离

感的家庭，是一场灾难》。

法国作家帕斯卡尔曾说：“人是一根能思想的芦苇。” 在写作中，

我们需要保持敏锐的思维，不断发掘周围的资源和灵感，寻找思

考的锚点。生活中随处可见选题的踪迹，一段视频、一本书、一次

对话都可能成为我们的选题灵感。只要我们培养敏锐的选题思维，

思考问题的本质，就会惊喜地发现：哇，原来有这么多的选题可

以写！

紧盯热点，提炼选题

关注热点，不是蹭热点，而是因为热点是唤醒我们思考的绝佳

外部刺激。从朋友圈、西瓜视频、抖音、公众号等都可以找到热点

素材。

需要注意的是，热点选题不要乱追，而是有的放矢地追。一看

评论区高赞评论，二查公众号整体风向，三思朋友圈独特观点。先

对大众的情绪有整体的把握，然后再从自身出发，寻找最触动我们

心弦的那个点，由此出发提炼选题。

比如，抖音的一条视频火了，点赞超千万—“不婚主义的小

姨过年发红包”。

其中评论区里的高赞评论是“那么问题来了，不婚还不成功的

小姨，得往哪躲？”，公众号的整体风向是“单身主义有钱不慌、

羡慕小姨”等，朋友圈的独特观点有“不婚主义老了怎么办？不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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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小姨发红包是精神寄托还是情绪出口？”。

如果触动我们的是小姨的坚持自我，可以提炼选题《不婚主

义小姨大火：在爱欲和自我中寻找自由的可能性》；如果该热点让

我们联想到不婚主义群体，可以提炼选题《坚持“不婚主义”的

那些女孩，后来都怎么样了？》；如果我们思考深刻，还想挖掘更

多，那就可以提炼选题《最叛逆的小姨，不只是“不婚主义”代

名词》。

模仿他人，匠心独运

有这样一句老话：“不知道怎么做时，看看别人是怎么做的。”

“成年人习惯反驳”是一个常见的话题，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视角

来探讨，变换关键词，产出多种选题。

《成年人最大的自律：克制“反驳欲”》这是从正面阐述，“反驳

欲”属于说话层面，我们可以把选题放大，变成《成年人最大的自

律：管住嘴》《别让你的说话方式，毁掉你的人生》。

从反面可以这么写：《一个人最大的愚蠢：习惯性反驳》《认知

水平越低的人，越爱反驳》。

“反驳”的反义词是“沉默”，什么样的人遇到事情不会轻易反

驳呢？是不是内心强大、充满智慧的人？于是，我们可以这么写：

《一个人真正的强大，从沉默寡言开始》。

站在竞品的肩上

站在同类竞争对手的肩上，是找选题的捷径。我们可以使用西

瓜助手、新榜进行查找，查看 TOP 公众号，看看它们发布的文章类

型，以及行业热门文章。

也可以进入微信，通过输入关键词搜索多篇不同的选题。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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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已经帮我们验证过该类选题的关注度和流量了，参考赞阅数据、

各平台转发的数据，我们可以选出最优的那一个。

比如，《松弛感，是最好的养生》这类选题于某段时间在很多

账号上发布，数据都很不错。那么，根据这个关键词，我们可以创

作出很多相关的选题：《家庭中的松弛感，有多珍贵？》《人到中年，

如何活出松弛感》《诊断流行情绪：“松弛感”为什么被热议》。

简单来说，借力竞品有三步骤。

第 1 步，搜集历史文章。通过筛选优质公众号和搜索关键词，

收集受欢迎的选题，并阅读相关文章。

第 2 步，细化关键词。根据搜索来的历史选题，细化文章关键

词，提炼受读者青睐的文章的要点。

第 3 步，分析文章数据和趋势。在第 1 步和第 2 步的基础上，

统计点赞、阅读量等数据，了解读者的需求和兴趣，找到更受欢迎

的选题和趋势。

写作是从生活中汲取素材，通过敏锐的观察和深入的思考，阐

述自己的观点并唤起读者的共鸣。一篇好的文章不仅能为读者提供

新的知识和视角，更能帮助他们变得更好，比如让读者感到自己并

不孤单，生活中的困境存在解药，每个人都值得被爱，等等。

希望以上 6 条选题路径，不仅能帮我们更敏锐地抓住选题痛点，

还能引导我们发现更多写作的可能性。在写作过程中，我们唯有持

续拓展自己的知识储备和阅读视野，不断汲取新鲜的思维火花和启

示，用心写作，才能为读者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和思考，让他们在阅

读中获得满足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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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清 7大底层逻辑，斩获高阅读量选题

如果说成熟的作者是花 90% 的时间做选题，10% 的时间写文章，

那么，青涩的作者就是花 10% 的时间做选题，90% 的精力写文章。

现在这个时代，酒香也怕巷子深，一个好的“招牌”才能吸引更多

的读者进入我们的文章中一品“酒香”。

如果说传统写作是我手写我心，新媒体写作就是我手写他

心—呈现覆盖大部分人、有价值的观点和内容。写什么是战略，

如何写是战术，千万不要用战术上的勤奋掩盖战略上的懒惰。

摸清选题 7 大底层逻辑，斩获高阅读量不再遥不可及。

关注度

一个很小众的选题，很难引发群体性的讨论和传播。

因为，我们文章的阅读数据取决于朋友圈的“圈层传播”。选

题覆盖的目标读者数越多，文章的数据才会越好。我们可以从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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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层、地域圈层、职业圈层等方面去思考。

比如《一个人穷的时候最应该做什么事？》和《悲剧了，这个

月我又要剁手了》相比，第一个选题覆盖的读者比第二个更多。我

们的选题覆盖的读者越广，触及的思考、激发的讨论就越多。

名人效应

名人自带流量，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包括现实中的名人、书中

的名人、影视剧中的名人。

现实中的名人：《李白的朋友圈：相识满天下，知己唯三人》《董

宇辉：真正厉害的人，都把玻璃心炼成了不锈钢》。

书中的名人：《年少不懂林黛玉，读懂已然到中年》《〈天道〉丁

元英：不如做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影视剧中的名人：《你好！我们都误会了李焕英》。

价值感

选题最大的使命是给读者提供价值，但凡有价值的选题，都能

吸引大波读者。

1. 能够带给读者情绪价值

每个人都有雨天没伞的时候，给读者温暖与慰藉，理解他们的

处境，这样的文章往往能给读者提供满满的情绪价值。公众号“夜

听”和“十点读书”的很多文章都是治愈系的。

比如，《亲人之间最好的关系：彼此麻烦，相互感恩 》《一个人

的时候，也要好好吃饭》。

2. 提供认知价值

提供认知价值的文章能够颠覆或刷新读者固有的观念，给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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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认知带来冲击。我们可以采取设置悬念、提出问题、否定固有观

念等方法提供新知。

比如，《最顶级的休息，不是睡觉》《长期运动的孩子和不运

动的孩子，大脑会发生惊人变化！》《清明为什么要祭祖？这是

我听过最好的答案》《决定你一生命运的，不是出身，不是家境，

而是……》。

3. 给予解决方案

很多人读完新媒体文后常常感慨：“道理我都懂啊，但还是过不

好自己的生活。”正因为如此，很多作者在抛出痛点后，常常会告诉

读者解决的方法。

这类选题往往以“目标群体 + 问题 + 解决方案”的形式出现。

比如，《工作 10 年，我整理了这 25 个碎片时间法》 《坚持 4 个

小习惯，领导会越来越信任你》。

痛感

广告词“怕上火，就喝王老吉！”击中了顾客的痛点，这是

因为它瞬间唤起了人们对“上火”的恐惧。梁宁把痛点定义为“恐

惧”，那么我们可以思考一下人们还有哪些恐惧，例如身材走样、

时间被浪费、经济不稳定、职业发展停滞、失眠困扰、健康问题、

亲人年迈、疾病折磨等。

对比和对立也是做选题时可以使用的手法，利用相反的观点或

情景进行对比可以制造强烈的反差，进而吸引读者的注意力。

比如，《家庭教育的五把“刀”，刀刀致命！》《你有用的时候，

朋友最多》《笑脸给多了，惯的都是病》《熬了下半夜，输了下半生》

《父母尚在苟且，你却在炫耀诗和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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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感

有网感的写作者很有优势，他们对各种热点非常敏感。毕竟，

热点自带爆点，只要我们愿意写，阅读量都会比平常的文章要高。

追热点的时候，要么速度快，要么观点新。巧借热点赋能选题，这

是一种营销思维，能够抢占读者的注意力。

记得前几年电视剧《三十而已》很火，网上已经出现很多相

关文章和热搜，我决定另辟蹊径，从教育角度写了一篇《〈三十而

已〉：妈妈三观正，才是孩子一生的福气》，这篇文章后来在当月新

榜排名第 6，阅读量达到 100 万 +，被多家平台转发。

1. 热点新闻

可以关注新闻账号，比如“澎湃新闻”等。

比如：《冲上热搜第一！四川突然宣布“不结婚也能生”，信息

量太大……》《48 岁女快递员下跪事件：没有哭着吃过饭的人，不

足以谈人生》。

2. 热门影视剧

当某部影视剧火起来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身边人都在讨论，网

上的热搜数据往往也居高不下。

比如：《高启强翻烂的〈孙子兵法〉，藏着普通人改命 5 个底层

逻辑》《〈人世间〉：人与人最大的差距，是认知与格局》。

3. 热门综艺

脱口秀、求职、恋爱、明星真人秀等综艺节目都可以作为我们

的选题切入口。

比如：《〈再见爱人〉揭露中国式婚姻：想离离不了，想过过不

好》《〈闪闪发光的你〉马东自曝哭到失控：成年人上班，谁不曾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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溃过》。

成长路径图

成长路径图是做选题的一大利器，它指的是我们根据读者在成

长路径上，从知识积累到思维提升，再到认识自己和人生等遇到的

各种问题，从原因以及结果等方面推理出对应选题。

1. 成长中的正能量

我们在成长过程中会经历失去、挫败、反思，和成长息息相关

的主题都可以作为选题切入点。

比如：《所有的失去，都会得到补偿》《如果事与愿违，请相信

一切都会过去》《一个人成长的最快方式：深度思考》。

2. 数字盘点

用数字归纳几种方法和结果，解决成长过程中的问题，这种选

题非常适合新手作者。

比如：《三种人命最苦，三种人最有福》《世界上 5 种顶级思维，

你一定要知道》《自我成长的三把钥匙》。

生活场景图

选题和读者的生活息息相关，往往会让读者有一种熟悉的感觉，

这种选题很吸引人。

1. 地点场景

围绕常见的地点展开，包括医院、车站、卧室、厨房等。

比如：《结婚三年就离婚：你过得好不好，看厨房就知道了》

《有没有人爱你，医院最清楚》《如果不想上班了，去这几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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