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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代广播电视教程?新世纪版”这套丛书终于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掠过心头的是阵阵的喜
悦！
　　不断演进的社会、飞速发展的科技，引发了传播内容与形式的深刻变革，也推动了媒介领域的巨
大革命。
其间，广播电视的出现和发展，正在全球范围内影响着人类文明的进程，形成着独特的文化社会现象
。
可以说，人类社会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地感受到“信息化时代的来临，媒介化社会的形成”。
广播电视（当然我们注意到了网络出现对媒体问壁垒的消融和整合），作为建立在新技术基础上现代
传媒族群中极为重要的媒介，以其特有的传播特征和方式，建构了当今社会交往的特殊形态，酿就了
人类新型的思维方式，催生了当代社会崭新的生存方式。
　　应当说，经过半个多世纪，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以来的二十多年，有一批有志于此的人士在广播电
视的教学和科研领域进行了孜孜不倦的努力，取得了可喜成果。
其间，最为值得注意的是，一个努力构建有中国特色广播电视学学科体系的研究目标已逐步明晰起来
，并开始为之倾注气力。
根据中国传媒大学赵玉明教授的研究，至1992年11月，国家技术监督局颁布的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
代码》中，将“广播与电视”列为“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科范围的二级学科，下设“广播电视史”、
“广播电视理论”、“广播电视业务”等三级学科。
1997年3月出版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主编的《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研究状况与发展趋势》中
称“90年代以来，广播电视已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1997年颁布的研究生学科、专业目录有“广播
电视艺术学”；1998年颁布的本科生专业目录中有“广播电视新闻学”、“播音主持艺术”、“广播
电视编导”等专业；2002年出版的复旦大学徐培汀教授的专著《二十世纪中国的新闻学与传播学》的
前言中称“本书视广播电视学为独立学科”，并在第六章“广播电视学研究”中作了专门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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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电视日新月异的今天，要拿面把握当代电视实务的进展，本书是一本颇为理想的教材。
    本书共有12章，分三个层面。
上篇着眼于采、写、编、评等电视创作最基本的实务；中篇侧重于对当前电视界流行的报道体裁、节
目形态和传播方式进行研究，辟专章深入阐释了电视调查报道、电视谈话节目和电视现场直播；下篇
则关注更为宏观层面的电视业务，如栏目的创新、频道的专业化建设及电视节目编排的技巧等，在后
四章中得到了详尽的阐述。
    本书的创新体现在四个方面。
首先，对传统的电视采、写、编、评分开编撰的体例进行了根本的改革，将其横向打通；其次，将电
视新闻实务、电视专题实务和电视文艺实务等方面融入著述的视野，进行全面论述；第三，将当代电
视实务最活跃的节目形态和电视运营的新理念融入其中，保证电视实务研究的前瞻性；第四，采用案
例分析研究方式，使理论与实务相结合，增强实用性。
    本书适用于高校广播电视专业的本科教学，对广大电视工作者也极具指导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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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石长顺，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广播电视学专业委
员会副会长、中国电视纪录片学术委员会理事，2004年荣获全国百优广播电视理论工作者称号。

    在长达20余年的广播电视创作与高等教育工作中，致力于电视新闻实务和电视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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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 论第一章 电视选题   第一节 选题来源   第二节 选题原则   第三节 选题方法第二章 电视采访   第一节 
电视采访特性   第二节 电视采访准备   第三节 电视采访方式   第四节 电视采访心理第三章 电视写作（
上）   第一节 电视写作的功能   第二节 电视写作的特性第四章 电视写作（下）   第一节 电视新闻写作   
第二节 电视专题写作第五章 电视编辑   第一节 剪辑原则与剪辑规则   第二节 镜头组接与镜头长度   第
三节 镜头段落的转换   第四节 电视音响的编辑第六章 电视评论   第一节 电视评论的特征   第二节 电视
评论的形态   第三节 电视评论的制作第七章 电视调查报道   第一节 电视调查报道界说   第二节 电视调
查报道的分类   第三节 电视调查报道的方式第八章 电视谈话节目   第一节 电视谈话节目基本类型   第
二节 电视谈话节目构成要素   第三节 电视谈话节目制作方式第九章 电视现场直播   第一节 电视直播的
发展   第二节 新闻事件的直播   第三节 媒介事件的直播   第四节 体育赛事的直播第十章 电视栏目创作   
第一节 电视栏目设置定位   第二节 电视新闻栏目创作   第三节 电视社教栏目创作   第四节 生活服务栏
目创作   第五节 电视娱乐栏目创作第十一章 电视节目编排   第一节 节目编排的基本原则   第二节 节目
编排的竞争策略   第三节 节目编排的基本方法第十二章 电视频道运营   第一节 频道市场定位   第二节 
频道节目运作   第三节 频道品牌建设   第四节 频道经营模式参考文献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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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质疑是一种状态，而不是一种形式。
在王志身上，质疑已成为一种本能，他通过机智的对话完成对事件的调查和印证，用尖锐的提问深人
事件更深的层面，从而最大限度地接近真相。
正因如此，王志眼镜片后面闪动着的总是冷峻的目光，沉着却毫不迟疑地掷出了一个又一个夹带着怀
疑、否定甚至不信任的问题。
也正因为如此，他面对“非典”时期刚刚就任的北京市市长王岐山发出一连串的问题：　　“我非常
同意你的看法，但现在看来你这个说法几乎是不可能的。
”“制定这些措施，你的依据是什么？
”“你所说的这些我们其实也看到了，但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市民的恐惧并没有降低反而在
增加。
”这些问题可谓是句句锋利逼人、戳到要害。
　　三、隐性采访　　隐性采访是相对显性采访的一个概念，它是一种获取客观真实的有价值的新闻
信息的途径和手段。
隐性采访由来已久。
据美国新闻学者罗恩?史密斯考证，隐性采访的历史起码可以追溯到1890年，其时，现已停刊的《纽约
世界报》的记者伊丽莎白?科克伦化名内利·布莱，扮成精神病人入住精神病院，调查病人受到的待遇
，并就此以《疯人院的10天》为题在该报刊出三篇报道。
20世纪30年代，全球尤其是美国经济大萧条，加剧了以争夺读者为主旨的新闻竞争，促使隐陛采访在
新闻界大行其道。
　　1.隐性采访的定义　　让我们先看一个典型的事例。
前些年，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节目为制作开播一周年的纪念节目，组织了一个有28人参加的工
作小组，分别乘轿车、面包车、货车、长途客车，动用了多台摄像机，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隐性采访
。
以后制作成系列报道《在路上》，在观众中引起强烈反响。
主持人敬一丹介绍这次采访的做法时说：货车的玻璃是特制的，“从外面看不见里面，从里面却可以
看见外面，北京电影制片厂的专业道具师在车上搭了个玻璃屋，我们的摄像在必要的时候钻进小屋，
就可以极其方便地偷拍了”。
　　这里指的“偷拍”，就是电视新闻的隐性采访。
抽象概括所谓隐性采访就是“新闻记者在采访对象不知情的情况下，通过偷拍、偷录等记录方式，或
者隐瞒记者的身份以体验的方式，或者以其他的方式，不公开猎取已发生或正在发生而并未披露的新
闻素材的采访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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