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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我一直感觉到，对于从事新闻传播专业，特别是广播电视专业的学生而言
，比较全面地了解广播电视的基本节目种群和类型的区分，掌握它们的主要发展脉络和各自的功能、
特点，是非常重要的基础知识。
只有掌握了这些基础知识，才能进而更深入地研究各类广播电视节目的不同的文化内涵、创作技巧，
以及所产生的不同传播效果。
可惜不论是在我国的广播电视专业教材体系中，还是在相关的论著体系中，以分类描述为主体同时又
对各类广播电视节目进行较为深入的分析和一定的学理评述的著作并不多见，这给同学们在这方面的
学习造成了一定的困难。
这本《中国广播电视节目概论》是专门为广播电视专业的本科生提供的一部基础教材，希望可以弥补
这方面的缺失。
　　本教材由我主持编写，负责撰稿的都是我的博士或硕士研究生，他们在毕业后分别从事广播电视
方面的教学、科研或是业务实践工作，积累了较多的经验和素材，对各类节目也有比较深入的认识和
一些独到的见解。
为了完成这部教材，大家收集素材、理清头绪、统一理念和形式，做了大量前期工作，在写作过程中
更是反复斟酌，几易其稿。
从现在的成果来看，虽然还不能说已经臻于完美，但大体上达到了预先的期待。
希望这本教材能为相关同学在学业中提供帮助，也可以为相关课程的教师提供参考。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广播电视节目概论>>

内容概要

本书密切联系当前我国广播电视节目现状，分别对广播和电视的基本节目种群和类型进行区分，并对
各个节目的主要发展脉络和各自的功能、特点作了概括和论述。
    它有两大优点，一是论述对象明晰。
广播和电视的基本节目就是其描述主体，各类型的特点、功能通过对典型节目的分析而概括出来。
二是论述例证具有较强的时代性。
它紧贴实际概括总结了我国广播电视节目发展中优秀节目的优点和值得改进的地方。
    无论是作为新闻与传播学相关专业方面的教材，还是作为从事广播电视节目工作者的参考书，它都
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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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苗棣，北京广播学院教授，文学院院长。
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长期从事广播电视艺术及电视文化学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并注重中西电
视艺术、电视文化比较领域的研究。
多年来一直积极参与电视传播实践，参加过多层次的电视评奖、电视剧和电视节目策划与评价、媒体
总体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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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广播社会新闻的发展始终与新闻改革的思路相符，那就是突出反映来自新闻事件现场的第一手信
息，突出刻画新闻当事人的真实感受，突出揭示事件背后蕴涵的社会普遍意义。
这样采写出来的新闻既鲜活又具有深意，真正成为反映百姓生活的一个窗口。
其具体特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广播社会新闻独特的视角与编排使新闻的个性化彰显　
　报道的内容越纯粹，新闻的形象才越鲜明。
广播社会新闻立足于社会生活的表象层面寻找素材，不做宏观政策分析，不做会议新闻和部委动态，
这种“从微观看世界、以小见大”的新闻策略建构了广播社会新闻大众化、鲜活、易为听众接受的特
征。
　　1987年1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按照提高质量、全面改革的设想和接近群众、接近生活、接近
现实的方针，打造了一个融新闻性、知识性、服务性为一体的板块节目《午间半小时》。
其中的新闻视角就定位在听众普遍关心的现实问题、热点问题、敏感问题上；既讴歌社会主义建设和
改革开放中的成就，坚持以正面宣传为主，也积极探索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批评社会的不正之风
和丑恶现象。
《午间半小时》1991年7月28日播出了一篇批评铁路行业不正之风的报道，记者针对“火车上卧铺票难
买”的问题进行了调查式采访，并发挥录音报道的优势，采访了乘客和乘务员。
新闻中，乘务员的“实言相告”和高声播放的《铁路法》交叉编排，相互对照，是非立判，记者无须
多言.在这里，一方面，以听众的身份对百姓关心的问题进行质疑与调查的新闻采集手法体现了广播社
会新闻纪实风格的魅力；另一方面，精心选择的具有代表性的现场同期声也为新闻说理提供了强有力
的客观依据，增强了说服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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