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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媒体时代新闻传播学系列教材：新闻采访写作》着重提供新闻采访与写作的专业技术体系。
作者立足中国新闻界的实践成果，借助国际范围的观察视野，依据新闻报道采写的工作流程，对新闻
报道采写的核心技术环节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解析。
　　《全媒体时代新闻传播学系列教材：新闻采访写作》总结归纳了目前国内外新闻媒体主要使用的
新闻报道的采写方法，对新闻、特稿、调查性报道、解释性报道、连续报道和专题报道的操作规程与
技术进行了详细的讲述，书中还特别介绍了目前美国主流新闻院校新闻采写教学中普遍使用的分类新
闻报道的技术方法，并针对中国实际进行讲述，从而为保证专业领域的新闻报道质量提供了可行的技
术途径。
　　在当今整个新闻传播业感受到网络数字技术的强大影响之际，作者以独到的视角分析了媒介融合
时代信息传播革命的趋势及特征，讲述了数字媒体新闻报道的相关技术，并且对网络数字技术为今天
新闻报道所提供的专业工具进行了介绍。
　　《全媒体时代新闻传播学系列教材：新闻采访写作》案例丰富，条理清晰，观念新颖，方法实用
。
不仅可作高校新闻采访、新闻写作课程的教科书，还可作为新闻媒体记者、编辑的专业工作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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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新闻需要报道的是客观变动的事实，因此准确是新闻报道的基本要求。
由于新闻报道不是客观变动本身而是职业新闻工作者对这一变动的反映，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因
此新闻报道就有可能在反映事实的过程中出现失真，出现变形。
 例如，一篇新闻的标题是：《伊朗又悬赏10万美元追杀拉什迪》，而导语说的是：伊朗一个鲜为人知
的激进组织近日悬赏10万美元追杀曾经被伊朗前宗教领袖判处死刑的英国作家拉什迪。
 伊朗是一个国家概念，事实上，不是伊朗政府悬赏追杀拉什迪，而是伊朗一个鲜为人知的激进组织悬
赏追杀拉什迪。
这之间的差异太大了，新闻标题与新闻内容不同。
 有一家通讯社某一天按时向全球发送了当天的新闻稿件。
但是，发送稿件的人把时间搞错了，他把一年前这一天的稿件发送了一遍。
全球新闻界可能都发现了这个错误，没有采用这家通讯社当天发送的任何“新闻”。
但是，唯有香港的一家报纸采用了这一组新闻中的一篇报道——《中国政府决定发行500亿人民币国债
》。
这是一年前的事情，但是当香港的读者看到报纸上的这条新闻时误以为是最新消息，就是这样一条一
年前的“新闻”，导致香港股市出现大幅波动。
 一家中国新闻机构在报道俄罗斯的一次火箭发射时，把国外新闻机构发布的英文稿件中的“blast off”
（点火起飞）一词看成了“blast”（爆炸、毁灭）。
于是报道的内容成了俄罗斯发生火箭爆炸事故。
一词之差，谬之千里，招致相关方面的不满与责难。
 保证新闻报道准确无误的关键环节是： （1）保证确有其事。
不要把没有发生的事情当成新闻去报道，别以为这是一个多余的提醒。
媒体上屡见不鲜的虚假报道足以说明问题的严重性。
 （2）构成新闻的基本要素必须真实。
新闻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过程、涉及的人物以及新闻产生的缘由必须准确无误。
 （3）新闻中引用的各种资料必须真实。
新闻中往往需要引用各种文件、史料、数字、报告，所有这些资料必须准确无误。
 （4）新闻中涉及的新闻事件的各种细节必须真实。
无论是人物的语言，还是人物的动作，无论是事件环境的展示，还是人物的心理活动的描述，都必须
准确无误。
 保证新闻报道准确的有效方法是： （1）直接观察。
 （2）使用权威的消息提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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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全媒体时代新闻传播学系列教材:新闻采访写作》案例丰富，条理清晰，观念新颖，方法实用。
不仅可作高校新闻采访、新闻写作课程的教科书，还可作为新闻媒体记者、编辑的专业工作手册。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新闻采访写作>>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