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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编新闻报道与写作实用全书》内容简介：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人们知识水平的不断提高，
了解、学习新闻报道与写作已不仅是专业新闻工作者的职责，同时也是当代每一个文化人的义务。
因此，为了让广大读者了解和掌握新闻报道与写作知识，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提供最佳的报道与写作
服务，我们特意编写了《新编新闻报道与写作实用全书》，以便为人们学习新闻报道与写作提供帮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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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三是要锻炼自己的语言表达艺术。
采访者口才表达的好坏决定他能否获得更多的素材，所以，新闻工作者要注意锻炼自己的语言表达艺
术，注意自己平时知识的积累，掌握较丰富的知识，使自己的语言表达丰富多彩。
 六、几种常见的谈话方式 新闻采访与写作人员与对方谈话的方式，要因人因时因地而异，大致有这
样几种方式可以借鉴。
 （一）迂回侧击式 通常适用于不善谈或不愿意谈的人，因为彼此不熟悉，所以会紧张，举止不自然
，不知从何谈起，这就要先拉家常，拣对方最熟悉、最便于回答的事聊聊天，然后再接触正题。
 （二）开门见山式 通常适用于自己熟悉的对象和干部，对于这些人过多寒暄，反显多余，不如直截
了当地提出问题。
 （三）探讨启发式 对方对某一问题一时谈不清楚时，为了启发对方思考，引导对方把问题谈深谈透
，时常采用这种方法。
新闻工作者可以和采访对象互相交谈，探讨问题，设身处地地想对方的情况、心理，找出某些假设，
启发对方思考，印证。
 （四）激将法 在前几种方法不奏效时，激将法有时可使对方吐露真情。
有的被采访对象怕见报怕当典型，闭口不谈事实材料。
时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采访某人的英勇事迹，对方却连说“没啥，没啥”，不肯正面回答。
假如有意从反面提问“传闻说的不好的事情”，对方会立刻回答：“根本没有这个事。
”接着就能进入正题了。
这种方法不宜多用，只有在非用不可的情况下，方可一试。
 七、在交谈中发现线索 怎样才能在平时采访活动中发现线索，这就需要有一个能从众多的事物中通
过分析比较，筛选有价值信息的本领。
同时，在采访中听介绍的时候，一定要边听边动脑分析，尽量启发被采访者多谈一些与新闻有关的素
材。
 （一）要善于激发交谈者讲话的意愿 这就要用启发式的语言进行交谈，要循序渐进地、一个问题一
个问题地谈，不能一个问题没谈清楚，又提出第二个问题。
这样，所有的问题都谈不清。
 （二）要善于抓住中心问题 凡与采访关系不密切的问题，尽量少谈，或者不谈。
应先向被采访者说明自己所要了解的。
问题，这样可以给交谈对方一个思考的时间，使交谈者按照你的采访思路谈问题。
交谈是双向的活动，应边听边给予积极、适当的反馈，比如选准合适的机会加上一句，或者微微地一
笑，或者赞同地点一点头，这样可以促使对方津津乐道，从而提高交谈的效果。
 （三）要善于抓住细微的变化 对不同性格特点、身份、地位的采访对象，必须采取不同方式进行交
谈，有时可以单刀直人，一下子就点出采访的中心问题；有时就需要通过一些细节，悄悄地靠近主题
。
要注意抓住被采访者的一些细微变化，要从他的变化中悟出新意来，通过这些新意再提出一些新鲜问
题，作深入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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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编新闻报道与写作实用全书》详细介绍新闻报道与写作的相关知识，全面收录相关新闻文体的典
型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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