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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1世纪，人类社会进入了信息时代与知识经济时代。
在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里，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随之而来的是跨文化传播在全球的迅速兴起，而影视艺术作为当今世界影响力最大的艺术创造和文化
传播方式之一，在跨文化传播中具有最广泛的观众群和覆盖面。
随着广播影视事业在全国的迅速发展和产业属性的显现，对广播影视人才的需求也越来越大。
近年来，我国广播影视类专业高等教育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为广播影视系统输送了大量的人才，随着
广播影视行业的迅猛发展，社会对广播影视类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进一步深化人才培养模式、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的改革，提高办学质量，培养更多的适应新世纪需要
的、具有创新能力的广播影视高素质人才，是广播影视教育的当务之急。
作为广播影视教育的重要环节，教材建设肩负着重要的使命，新的形势要求教材建设适应新的教学要
求。
高职高专教材应针对高职高专学生的自身特点，按照国家高职高专教育的特点和人才培养目标，以应
用性职业岗位需求为中心，以素质教育、创新教育为基础，以学生能力培养、技能实训为本位，使职
业资格认证培训内容和教材内容有机衔接，全面构建适应21世纪人才培养需求的高职高专广播影视类
专业教材体系。
广播影视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组织编写的“十一五”规划教材，主要包括影视动画、影视广告、新
闻采编与制作、主持与播音、电视节目制作、摄影摄像技术等专业系列教材。
本系列教材的出版，必将对高职高专广播影视类专业的人才培养和教育教学改革工作起到积极的推动
作用。
本系列教材的出版，得到了教育部高等教育司领导、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人事教育司领导及行业专
家的大力支持，得到了国内众多同类院校的大力协助，在此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同时，我们也希望广大师生和读者给我们提出宝贵意见，使教材更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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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教材的编排方式为直线式排列。
这种排列方式是对教材内容采取环环相扣、直线推进、不予重复的排列方式。
也就是说，在教材的内容排列中，后面不重复前面已讲过的内容。
教材共分十三章，沿着采访与写作基本操作程序的直线，循序推出章节，把有关新闻采访与写作的应
有内容以章节的方式进行统摄。
网络新闻写作是第四媒体出现后的一种新的写作形态，但仍然是存在于采访与写作这条基本的直线上
的，也就是说是这条基本直线延伸的必然。
考虑到这点，我们把网络新闻写作也作为其中的一个章节。
    二、经过多年高职教学实践，我们发现，利用概念，借助言语符号进行思维，也就是说，以语言、
逻辑、数字和符号为媒介，以抽象思维为主导的教学指导思想，比较适合培养学术研究型为主的人才
。
高职教育不重在培养研究型人才，尤其是高级研究型人才，而培养应用型的人才才是高职教育的目的
。
在新闻采访与写作上，应用型人才的标准应该是会采访新闻和写作新闻，而不是去研究新闻学派及其
渊源等。
新闻采访与写作的表现客体是广阔的社会和丰富的生活，在思维形式的分类上这恰恰更多地属于教学
中长期被忽略的形象思维。
出于这方面的考虑，我们在《新闻采访与写作教程》这一高职教材中，对一些复杂的理论问题和争议
问题，并没有像以往的教材那样一一展开，而是遵循从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升华的路子，让优秀作品
引路，让学生从模仿、借鉴中进入角色。
作品是社会和生活的浓缩，是教学对象产生美的必要空间，是教学对象走向写作走向职业岗位的必由
之路。
我们认为，这样的教材设想，更适合高职新闻教育应用型的人才的培养。
        三、教材尽量体现心理式组织，即：以学生为本位，注重学生的兴趣、需要和能力，强调以学生
的经验作为教材组织的出发点，逐步扩大教材的内容范围，使学生愿学、乐学，在自觉中完成知识体
系的完整性。
这里包含了两个层面的意义：1．在保持基本的新闻概念和原理的前提下，重视新闻实例的剖析，注
重新闻例子的新闻报道的价值取向，突出新鲜性、重要性、政策性、接近性、特异性、趣味性，体现
新闻教学生动的本质；2．增加了具有高职教育特色的应用性思考与训练，这些思考与训练具有社会
实践、技能训练、顶岗锻炼等性质，既有在课堂上完成的，也有在社会上完成的；既有在上课时完成
的，也有假期中完成的。
    四、编写教材具体分工    李静(广西职业技术学院教师)负责第一、二、三、四、五章的编写，蒋贻
杰(广西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负责第六、七章的编写，李毅坚(广西职业技术学院讲师)负责第八章的
编写，商维电(广西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负责第九、十一章．的编写，陈克(广西职业技术学院副教
授)负责第十章的编写，靳斌(广播电影电视部管理干部学院副教授)负责第十二章的编写，鄢瑞(广播
电影电视部管理干部学院新闻采编与制作教研室教师)负责第十三章的编写。
全书由蒋贻杰统筹策划，陈克统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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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贻杰，广西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教育部高职高专广播影视类专业指导委员会委员，《新闻摄影基
础》国家精品课程负责人，担任主编出版《新编应用文写作》教材，担任副主编出版《新闻学》《新
闻采访》《公共关系》。
主持《数字传媒艺术专业群改革研究与实践》等多项省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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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发散思维的特性发散思维具有三种特性：一是流畅性；二是变通性；三是独特性。
这三种特性分别代表了发散思维的低、中、高三个不同的层次。
发散思维的基础是丰富的知识储备和不断求索的联想品质。
有厚实的储备、丰富的学识，思维的“触角”才能多向发散；而经历多、见识广，才能拓展和挖掘思
维的空间及深度。
新闻工作者面对客观事物与新闻线索的时候，把思路放开，扩展到多个方面、多个领域思考。
比如，在很多电视节目中，并不单纯地运用新闻学进行分析，而是会涉及到法学、社会学、教育学、
伦理学等课题。
我们来看看2009年10月14日《中国青年报》的一篇文章《都市出现“闪玩族”53.3 ％青年愿意尝试》
，文中介绍了“约陌生人去陌生城市玩一天，费用AA”这种被称为“闪玩”的方式，同时运用心理学
的知识分析了“闪玩”在青年中流行的原因：这种和陌生人建立起来的关系可以缓解生活压力，而其
最深层的心理动机还是同伴需要。
这一新兴的娱乐方式是否有利于人们的身心健康？
带着这一问题，记者还采访了心理学家，指出：“闪玩”不能作为社交方式的全部，但可以是个开端
。
经过记者对多个学科的综合，使得文章变得丰富起来，也让读者更全面地认识“闪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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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闻采访与写作教程》是教育部高等学校高职高专广播影视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新闻采编与制
作专业“十一五”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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