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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今天，人类社会步入了信息化时代。
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与应用范围的扩大，如同神话般的魔法，瞬间改变了人类的生活、生产、工作
、学习、交流、娱乐的方式。
　　在一定程度上，互联网技术的应用推动了媒介融合新时代的到来。
与此同时，电视技术的新发展又将电视传播推向一个崭新的阶段。
这对于电视记者的采访活动来说，无疑也提出了新的挑战。
　　我们看到：专业频道不断被打造，新闻直播常态化，台网联动机制化，网络视频等传播平台与渠
道在曰益扩大。
电视新闻采访报道正在面对竞争超级激烈的局面：记者采访的强度与速度、报道的力度与深度是过去
无法比拟的；新闻编辑部门似乎每天、每时、每刻都处于更高、更快、更强的工作状态。
　　我们还看到：卫星电视、有线电视、高清电视、数字化制作、数字化摄录、微波与卫星结合、卫
星与电缆结合、小型卫星采访车（SNG）、公共信号等技术已从概念变为现实。
先进技术的应用带动了电视新闻采访报道的变革：改变了记者的采访方式、采访手段；促动了电视新
闻报道的新形式、电视节目的新形态与新样式的形成；丰富了电视新闻理论研究范畴；开启了电视新
闻一线记者实践的新思维；新闻编辑部门似乎每天、每时、每刻都要面对新的理念流变。
　　电视新闻采访是一门艺术。
这门艺术不但继承了采访活动的历史遗产，而且展现了现代采访的新潮流。
　　从世界范围看，电视采访促动了即时进行的全球性信息传播。
电视采访能够在瞬间记录并再现当代历史事件，促成了各种观念的形成。
　　半个多世纪以来，电视记者的采访活动对人类历史进程无疑起到了推动作用。
“深入的电视报道本身就很可能影响在一段时间内发展的许多事件的结局。
”①双向交流的采访，启动了新闻传播同观众的“输通系统”。
电视采访不但作用于人类社会，而且影响了电视媒介自身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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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代电视新闻采访教程》是一部将基础理论阐述、学术前沿成果、实际操作应用有机融合的教
程，具有如下创新特点：1）在对新闻采访这门学科作系统梳理的基础上，对现代电视采访在实际操
作中的新变化、新发展进行理论归纳、提升，融入学科前沿的研究成果，力求做到理论与实践的融会
贯通。
2）突破单一的观点加举例说明的阐述方法，对一线采访报道经验进行深入的理念解析，开启学术层
面的研究思路。
3）拓展资料来源，提供多维视角。
书中的典型例证十分鲜活，有中外著名记者的经验积累，也有作者亲自参与采访报道的第一手资料，
还有对当事人的直接采访，特别观照了新技术应用对电视采访报道的影响。
　　具体而言，作者从六大层面探索了现代电视新闻采访的规律：1）从历史与现实的社会需求、媒
介环境影响的角度，论述采访活动的历史渊源和开拓创新，揭示电视采访的特征。
2）从报道思想、采访目的、价值取向、选题确认、确定重点、研究背景、设计问题、拟定计划等方
面入手，说明精心策划与充分准备是采访成功的开端和前提保证。
3）介绍记者采访的基本方法、不同方式与手段，揭示现代电视采访在方法、方式与手段上的变化及
趋势。
4）从专访、调查采访对电视节目形态、样式形成的相互作用考量，剖析特定人物专访、调查性报道
采访的技巧与对策。
5）详细讲解现场快速采访窍门与动态新闻采访要领，探讨电视快速采访的突出特点，特定报道体裁
对记者采访时效、采访速度的特别要求。
6）从职业道德、专业素养着眼，探讨记者行为规范与素质构成。
　　全书体系完备，行文晓畅，理论阐述与案例讲解相得益彰，是适用高校广播电视专业教学的权威
教材，也是媒体新闻从业人员用以提升自我的必备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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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有4部教材是国家级普通高等教育“九五”、“十五”、“十一五”规划教材。
 　　在30多年的教学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曾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奖项。
曾担任中国新闻教育学会理事，现任中国节目主持人研究委员会学术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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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当代电视新闻采访教程>>

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章 职业记者的由来与采访活动的演变一、职业记者的采访活动1.近代记者的采访活动2.现代
记者的采访活动3.中国记者的采访活动二、电视媒介特征与采访新拓展1.划时代的突破2.根本性的变
革3.创造性的开拓4.媒介优势的强化三、实例解析：《国庆50周年特别报道》的创造性开拓本章重点思
考题第二章 电视采访的共性与个性一、采访活动的共性特征1.采访使命2.采访视野3.采访认知4.采访目
的5.采访时效6.采访任务7.采访工序二、电视采访的个性特征1.现代的采集手段2.独有的采访形式3.形象
的画面报道4.特定的思维方式5.综合的表现因素6.特殊的工作方式7.复杂的工作环节8.“投入”与“产
出”的流程三、实例解析：《支建煤矿淹井事件报道》时效的突破本章重点思考题第三章 采访策划一
、报道题材的选择1.明确报道思想2.确定采访意图二、线索与信息的获取1.获取新闻线索2.追踪社会信
息三、新闻价值的取向1.观念与尺度2.判断与选择四、具体选题的确认1.对主题的思考2.对角度的选
择3.对形式的考虑五、实例解析：《三峡工程大江截流报道》的精心策划本章重点思考题第四章 采访
准备一、多层面的充分准备1.理论准备2.政策准备3.情况准备4.知识准备5.心理准备6.事务准备二、确定
采访的重点1.重点范围2.重点对象3.声音选择4.主要画面三、研究相关的背景1.研究背景的目的与作用2.
背景研究的基本环节四、设计问题1.通用原则2.辅助公式3.总体设计五、拟定方案1.前期采访计划2.正
式采拍方案六、实例解析：《香港回归特别报道》整体方案的实施本章重点思考题第五章 采访的基本
方法一、口头访问1.访问的特点2.访问的步骤3.提问的技巧4.采访的对象二、现场观察1.观察的目的与
作用2.观察的方法与技巧3.观察采访的范围三、体验感受1.匿名体验感受2.公开体验感受四、实例解析
：美国具有十年采访资质记者的经验本章重点思考题第六章 采访方式与手段一、采访的具体方式1.等
候采访2.跟踪采访3.即席采访4.同步采访5.调查采访6.隐性采访7.书面采访8.预约采访9.联合采访10.电子
邮件采访二、采访的技术手段1.电话采访2.话筒采访3.录音采访4.航空采访5.磁带采访6.演播室采访7.现
场导播流动采访8.采摄兼备一体采访9.卫星视频连线采访三、实例解析：《南京零距离》、《绝对现场
》SNG应用四、实例解析：美国NBC洛杉矶电视新闻SNG应用本章重点思考题第七章 特定人物专访一
、专访的类型与特点1.不同人物的专访2.不同题目的专访二、专访的要求与形式1.电视专访的要求2.电
视专访的形式三、创造性专访的标准与要领1.主动、积极、创造2.技巧、对策、思路3.多维性思维4.观
众的“向导”四、实例解析：中东和谈特定人物专访本章重点思考题第八章 现场快速采访一、快速采
访的突出特点与优势1.以分秒计算的简短问答方式2.直接引语引入报道的优势二、快速采访的屏幕呈现
方式1.突发事件当事人的采访插入2.特定场合权威人物的采访插入3.限定性瞬间拍摄的采访插入4.预先
探索观点的采访插入5.指向性代表人物的采访插入6.公共场所的随机采访插入三、高端人物的快速采
访1.高端人物快速采访的作用2.强烈采访意识与机会把握3.人物快速追踪与瞬间提问4.巧妙灵活与深层
信息探索四、实例解析：《奔向月球》视频连线快速采访本章重点思考题第九章 调查性报道采访一、
调查采访报道的起源与特点1.调查采访报道的起源2.调查采访报道的特点二、《60分钟》节目的开拓1.
调查记者形象的确立2.调查采访领域的延伸3.调查采访的舆论作用4.调查记者的社会责任三、《新闻调
查》节目的突破1.注重调查采访过程2.展示记者调查行为3.调查路径围绕悬念展开4.调查记者的质疑精
神5.调查记者的平衡意识6.调查记者的平等视角7.调查记者的客观态度四、实例解析：《新闻调查》理
念流变与选题构成本章重点思考题第十章 动态性新闻采访一、新闻长度特点与采访要领1.长消息的采
访2.短消息的采访二、新闻体裁特点与采访要领1.活动图像新闻的采访2.综合新闻的采访3.新闻特写的
采访4.口头报道的采访三、实例解析：《欧盟宪法条约》动态新闻的深层采访本章重点思考题第十一
章 记者行为规范与素质构成一、记者的职业道德1.职业道德的内容规范2.职业道德的体现形式3.职业道
德的主客观约束4.记者社会地位的特殊性二、记者的素质构成1.政治素质2.精神素质3.业务素质三、实
例解析：世界知名记者爱德华·默罗的职业素养本章重点思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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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萌芽时期　　公元15世纪末至16世纪末，西方世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逐步滋生蔓延，商品经
济开始呈现异常活跃的势头，增长了信息沟通的需要。
在这一特定的时期，手抄新闻、活页小报开始出现。
于是，专门从事采集消息、信息的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早期记者开始了比较随意的采访活动。
　　信息沟通的社会需要是采访活动产生的社会基础。
伴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社会劳动分工的扩大，商品生产的增长和国外市场的形成，首先在地中海沿
岸具备了产生资本主义萌芽时期报纸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等必备条件。
在文艺复兴的发源地意大利的威尼斯首先出现“手抄新闻”。
　　威尼斯是个有名的商港，交通便利，商业贸易繁荣，成为当时欧洲的经济中心。
云集于威尼斯的商人要扩大市场，迫切需要了解外部情况；在此游玩消遣的贵族乐于知晓各种奇闻轶
事；乘船往返的旅客希望及时了解船开船到的准确日期⋯⋯上述各方面对信息沟通的需求和威尼斯所
具备的政治、经济、文化上升发展的客观条件，构成了早期记者开始新闻活动的社会基础。
同时，来往的旅客把各处发生的消息带到威尼斯，汇集了大量的消息来源。
于是，专门为提供新闻与信息的“手抄新闻”便出现了。
后来，印刷、造纸术的发展又把“手抄新闻”变成印刷品，这就是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报纸。
　　继“手抄新闻”变成印刷品之后，印刷商开始印刷不定期的小册子和活页小报，上面登载宫廷庆
典、王公葬礼、灾难战役、奇闻轶事、宗教论战、政治论战等内容。
　　从内容上看，当时的新闻并没有侧重于新近发生的动态性的新闻事件。
显而易见，萌芽时期记者的采访活动不可避免地受到当时交通技术不发达等社会条件及新闻业本身处
于萌芽状态的限制。
　　萌芽时期的记者实际上也是编辑、出版者和发行人。
他们采集的新闻并不像今天一样讲求迅速、及时，许多事情已经发生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是当时交通
、通讯很不发达，相互隔离的世界仍然对用今天标准衡量是“旧闻”的东西感到新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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