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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近年来较系统、全面创新视角研究广播新闻理论与实务的研究成果。
从学科整合的视角架构全书的理论框架，体现了较为宽阔的视野，以科学发展观指导广播新闻媒介理
论与实务创新研究，从社会变革、传播技术发展视角认识广播媒介的本体内涵，对广播新闻媒介的研
究从视野、学科理念、研究内涵上都有了新的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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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宇，中国传媒大学学科副教授，新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
从事新闻业务及广播新闻的研究和教学工作。
曾出版《媒介集团经营与管理》、《大众媒介导论》、《传媒巨子和他们的王国》、《广播新闻报道
与节目创新研究》等著作，并在新闻传播学核心期刊发表数十篇论文，并赴欧洲多国及新加坡交流访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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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认识广播媒介  第一节  广播的产生与发展    一、世界广播的产生与发展      （一）广播的诞生与
发展      （二）广播的低谷及新生      （三）广播现状和趋势    二、中国广播的产生与发展      （一）旧
中国的广播事业      （二）新中国的广播发展      （三）改革开放以来的广播发展  第二节  广播的传播手
段    一、广播的传播符号      （一）语言      （二）音响      （三）音乐    二、广播节目      （一）按照内
容性质分类      （二）按照内容和组合方式分类      （三）按照节目播出方式分类    三、广播的传输方式
     （一）无线广播      （二）有线广播      （三）数字广播  第三节  广播的传播特点    一、广播的传播优
势      （一）听觉媒介声情并茂      （二）电波传送时效性强      （三）弹性媒介伴随性强      （四）广播
的受众面广      （五）制作简便灵活多样    二、广播的传播劣势      （一）瞬间传播保存性弱      （二）
容易产生歧义      （三）线性传播可逆性差    三、广播的比较优势      （一）移动收听的伴随性媒介      
（二）缓解视觉压力的媒介      （三）成本低廉的媒介第二章 广播的符号系统  第一节 广播语言    一、
广播语言的形态      （一）新闻播音语言      （二）新闻报道语言      （三）点评解读语言      （四）主持
人语言    二、广播语言的要求      （一）语言规范      （二）晓畅明白      （三）响亮和谐  第二节 广播音
响    一、广播音响的分类      （一）按照内容分类      （二）按照时间分类      （三）按照是否单独形成
报道分类      （四）按照作用分类      （五）按照与记者的关系分类    二、广播音响的作用      （一）营
造现场气氛      （二）塑造人物形象      （三）增加信息含量    三、广播音响的评价      （一）新闻音响
的真实性      （二）新闻音响的可信性      （三）新闻音响的典型性      （四）新闻音响的清晰度      （五
）新闻音响的感染力    三、典型音响的采录      （一）典型音响的采录和使用      （二）音响采录的技巧
   四、音响与解说的配合  第三节 广播音乐    一、广播中音乐的类型      （一）音乐节目      （二）节目
音乐      （三）实况音乐    二、广播节目中音乐的作用      （一）标识节目／频率      （二）节目内容      
（三）分隔节目      （四）连接节目      （五）烘托情感第三章 广播新闻采访与写作  第一节 广播新闻采
访    一、一般性采访      （一）扎实、细致的访前准备      （二）选择恰当的采访对象      （三）掌握一
定的访问技巧      （四）精心采录音响，突出广播特点      （五）审慎使用隐性采访，规避风险    二、现
场采访    三、直播室采访      （一）选择恰当的嘉宾      （二）做好案头准备工作      （三）做好访前沟
通交流      （四）营造融洽的采访气氛  第二节  广播新闻写作    一、广播语言的使用要求      （一）使用
适合听的词汇      （二）使用句法简单的句子      （三）注意引言、出处的使用    二、广播文本的写作要
求      （一）按照广播的听知规律选择新闻材料      （二）遵循线性传播规律安排新闻结构      （三）坚
持“用事实说话”      （四）灵活生动地使用背景材料第四章 广播新闻报道：消息  第一节 广播消息概
说    一、广播消息的特点      （一）具体形象      （二）短小精悍      （三）浅显易懂    二、广播消息的结
构      （一）“倒金字塔”式      （二）非“倒金字塔”式  第二节 广播消息的采制    一、广播消息的采
制要求      （一）把握重大主题，以小见大      （二）取材精粹，做好信息优化      （三）用事实说话，
塑造鲜明的声音形象    二、广播消息的导语      （一）导语写作的基本要求      （二）常见的导语形式    
三、广播消息的主体      （一）主体写作的基本要求      （二）常见的主体类型    四、广播消息的结尾     
（一）结尾的基本要求      （二）常见的结尾形式第五章 广播新闻报道：专题  第一节 新闻专题概说    
一、广播新闻专题的特点      （一）报道内容深入化      （二）新闻时效时机化      （三）表现手段综合
化    二、广播新闻专题的结构      （一）纵式结构      （二）横式结构      （三）递进结构    三、广播新闻
专题的分类      （一）口播专题      （二）录音专题  第二节 新闻专题的采制要求    一、主题展现时代精
神    二、精心选择和组织材料      （一）选择生动、具体、感人的典型材料      （二）精心剪裁，突出骨
干材料      （三）精心选择典型音响    三、结构单纯，适合听说      （一）结构力求脉络单纯、层次井然
有序      （二）过渡顺畅、连贯，前后照应  ⋯⋯第六章  现场报道与现场直播第七章  广播连续报道和
系列报道第八章  广播新闻评论第九章  广播新闻编辑第十章  广播新闻性节目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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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广播的符号系统　　广播是一种声音媒介，或者叫听觉媒介，它唯一的符号系统是声音。
加拿大传播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曾经说过：广播比起电话和电报来说，它是唯一与人类的说话功能相
匹配的一种交感神经系统的延伸。
尽管广播是非视觉性媒介，但广播中的声音在与人的接收发生关系后，在想象力的帮助下，广播媒介
会唤起听众视觉、味觉、触觉等感官的综合体验，从而“获得了一种内视的能力，形成一个自足的、
丰富的内心体验”。
　　在广播的符号系统中，声音是“构成广播的唯一的物质材料和运动形式，没有声音便没有广播。
用声音传播信息是广播的主要特点，听觉感知是广播的本质属性。
”我们如果对广播中的声音进一步细分的话，可以分为语言（话语）、音响、音乐和留白等，其中居
于主导地位的是话语信息。
　　以前我们总有一种错觉，认为需要用话语、音响或音乐将全部节目填满，才是真正发挥了广播声
音的优势。
其实很多时候，声音的留白如同报纸版面中的留白一样，具有表现力。
声音的留白就是无声，是静音，是广播传播中的非语言符号。
在广播节目中，必要的停顿既能有效地分割段落，又能起到强调或吸引注意的作用，在访问过程中的
留白则有着采访对象的思考、困惑、难言之隐、理屈词穷等多种情绪和反应。
可以说，静音是广播最微妙的“声音”。
适当的静音能够表达出言语无法表述的内容，达到“此处无声胜有声”的效果，刺激听众的思考和想
象。
　　第一节 广播语言　　人类用语言进行思维与交流，人类的语言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是通过语音表
达的口头语言，也叫有声语言；另一类是通过文字表达的书面语言，也叫文字语言。
　　语言是信息的载体，是广播传播最主要的手段。
广播所使用的基本上是有声语言。
但这种有声语言不同于日常生活中的15头语言，是介于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之间的特殊的有声语言。
它比口头语言更加规范化，同时具有书面语言难以体现的情感表达。
　　在我国，广播电台除了具有的报道新闻、引导舆论、传播科技、教育和娱乐大众的责任之外，还
肩负着推广汉语普通话的责任，因此，我国90％以上的人口都以现代汉语标准语为交际语言。
除部分少数民族聚居地以外的中央和地方广播电台、电视台特定的少数民族语言、汉语方言和外语外
，都使用现代汉语标准语。
　　对广播语言规范化的要求由来已久。
早在1946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工作细则》就明确规定：“用字用词要力求念起来一听就懂，对
于文言或难懂字句，更加必要的通俗的15语翻译。
”1956年，中央广播事业局重申：全国各地广播电台应该把推广普通话作为自己光荣的、重大的任务
。
1998年，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强调，新闻出版和广播电视“必须继续执行国家语言文字各项规范和
标准，在用词用字方面成为全社会的模范。
”2000年10月31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十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法》规定：“广播电台、电视台以普通话为基本的播音用语”，广播电视电影用字“应当以国家通用
语言文字为基本用语用字”。
由此可见，新闻媒介正确、规范地使用普通话，既是业务问题也是法律问题，马虎不得。
　　当然，我们对广播语言规范化的强调主要集中在对编辑、记者写作广播稿时使用的语言，以及播
音员播读稿件和主持人主持节目时所使用的语言，而无法要求采访对象和访谈嘉宾的语言也完全规范
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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