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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新闻学是一门不断发生变化的学科，新闻的采写特点、传播方式和受众都在不断发生着变化。
今天新闻传播学教育面临的挑战是，以怎样的教学方式让学生领悟新闻价值、新闻原理和采访写作技
能，使学生能够学到不断发生变化的新闻媒体所需要的真才实学。
而传统的新闻学课堂还在以教授空洞的概念和僵化的教条理念抹杀着新闻学作为实践学科的存在意义
，这样的新闻教育不仅难以成就新鲜的观念和优秀人才，也在逐渐磨灭新闻业界对新闻教育的信任。
这一现状迫使新闻教育教学不得不进行深刻的改革。
为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新闻学的课堂尤其需要将静止不变的“封闭式”教学改变为动态
的“开放式”教学，这就需要在教学内容上，重新审视现行的课程设置、大纲和教材，对现有的教学
内容提炼、精简、创新，引导学生积极参与课堂教学及其他各个环节。
所谓“开放式”教学模式，是相对于“封闭式”的教学模式而言，其特点是以学生为主体，以培养高
素质人才为起点和终点，有指导地探索研究式自主学习的教学模式。
在这种模式下，新闻课堂仅仅作为新闻知识传播者的角色将逐渐淡化，学生的自主探索研究和新闻实
践能力将不断加强。
在新闻教学中构建和实施全新的独具特色的教学模式是全方位、多角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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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紧密联系新闻实际，内容的选择及时反映新闻实践和学科发展的水平与趋势，以国内外新闻经典
案例和最新案例贯穿始终，解释新闻的基本概念、原理和方法。
让读者深刻理解新闻报道的产生过程，真实感受新闻发现与表达过程的欣喜和艰辛，充分享受研读新
闻的乐趣。
    本书具有鲜明的科学性与实用性，它将新闻采写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将应用新闻学的基本理论与
新闻采写实践经验及优秀新闻作品赏析紧密结合。
本书阐述的各类新闻发现与表达的具体原则、方法与技巧，都是经过实践反复检验过的确切知识。
通过本书读者所接受的不再是从概念到概念的空洞的新闻学理论，而是接受最基本的新闻学原理、基
本采写技能、基本价值观，获得发现新闻的方法和表达新闻的能力。
另外，读者通过本书收益的不仅仅是新闻采写理论和技能层面的知识，而且也会对渗透其中的新闻职
业道德和职业精神有所领悟。
    本书可用做大学新闻与传播学科教材、新闻爱好者自学读物，也可供新闻工作者业务进修、提高之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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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记者，你是谁　一、记者，有品格的人　　（一）境界、情怀、智慧　　（二）正义、使命
、责任　　（三）理性、建设性　二、记者，新闻敏感的人　　（一）新闻敏感是一种职业敏感　　
（二）新闻敏感需要培养第二章　新闻，到底是什么　一、新闻没有完美的定义　二、新闻的深层本
质和功能　　（一）人是新闻力量的源泉　　（二）新闻是心灵的沟通手段　　（三）新闻是社会批
判工具第三章　学会判断新闻的价值　一、构成新闻价值的要素　　（一）时新性　　（二）重要性
　　（三）显著性　　（四）接近性　　（五）新奇性　　（异常性）　　（六）趣味性　　（人情
味）　二、媒体的新闻价值取向第四章　从发现新闻线索开始　一、新闻线索在哪里　　（一）什么
是新闻线索　　（二）新闻线索从何而来　二、怎样发现新闻线索　　（一）在闲谈中捕捉新闻线索
　　（二）在联想中发现新闻线索　　（三）在对比中找到新闻线索　　（四）在细节中抓到新闻线
索第五章　接近你的采访对象　一、“抢”，必然的追求　二、等待，不得不做的付出　三、应变，
创造机会的智慧　四、信任，赢得采访的桥梁　五、坚持，绝不轻言放弃　六、场所，因人因事而异
第六章　采访，准备好了吗　一、熟悉采访对象　二、了解与采访对象有关的知识　三、准备采访问
题　四、搜集背景资料　五、采访装备准备　六、拟定采访提纲第七章　提问，记者的天职　一、提
问方式　　（一）引导提问　　（二）直接提问　　（三）追问　二、提问类型　　（一）开放式提
问　　（二）闭合式提问　　（三）开放和闭合是相对的　三、采访技巧　　（一）第一个问题，因
人而异　　（二）刺激性提问，逼迫回答　　（三）运用智慧，心理较量　四、提问禁忌　五、非言
语因素采访第八章　新闻表达、用事实说话第九章　新闻表达的载体第十章　新闻表达的文体式样第
十一章　新闻表达的文本框架第十二章　新闻的表达核心第十三章　新闻的展开表达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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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记者，你是谁美国一项职业自豪感调查显示，不到75％的美国国会议员、81％的政府高
级官员、92％的总统任命官员和92％的记者在向别人谈论自己的职业时，有一种自豪感。
美国早期的小说家霍桑曾说，他不愿意当律师，因为那要靠别人的悲哀生存；他也不愿意当医生，因
为那要靠别人的病痛生存；他也不愿意当牧师，因为那要靠倾听别人的罪恶生存。
对于霍桑来说，剩下的唯一职业就是写作。
“如果你要向社会各个阶层传播你的文章、如果你要做社会发展的推动者、如果你要想抑制一个滥用
职权的政府，新闻记者是这一切的开始”⋯。
新闻记者可能不会像其他职业那样会带来高报酬，但是它却闪耀着经久不息的诱人光芒。
记者是一种职业，这种职业是伴随着报纸的产生才出现的，但早在我国3000多年前的商周之际就出现
了“采诗”、“采风”的采访活动。
到春秋战国时代，朝廷里又出现了史官。
这些史官侍奉在皇帝左右，班固《汉书·艺文志》中有“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之说，说明那时就有
了采访传播活动和记者的雏形，但没有史料证明报纸已经产生。
据中国新闻史记载和新闻学家们多年的考证，我国最早的报纸是邸报，邸报是在唐玄宗开元年间出现
的。
是进奏院的进奏官传发至地方的原始状态的报纸。
记载皇帝活动、召旨、官吏任免等。
因此，可以说，当时办邸报的人就是记者，只不过那时不叫“记者”，老百姓称他们是“探听消息的
人”。
但新闻记者还远远没有作为一种职业单独分离出来。
记者作为一种专门的社会化的职业，在近代资本主义报刊形成之后，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正式诞生
了。
在我国，“记者”的称谓是从西方引进的。
是谁将“记者”称谓引进中国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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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现在正是青岛最美的季节，校园里的樱花灿然开放着，亦如我的学生纯洁的眼眸般宁静而亲切。
当写完书稿最后一行字的时候，我知道我不仅仅完成了北京大学出版社的托付，更重要的是完成了和
学生的一个约定。
那是我的一个2002级学生，有一天，我收到了他写给我的一封信，他说：“欧阳老师，我正在为考研
作准备，我翻遍了所有的新闻相关资料，我认为您的教案是最好的，您应该出书。
”我当然知道，以我的学养和阅历，万万不能“最好”，但这是学生对我的鼓励，这个鼓励很诚实也
很温情。
后来，这个孩子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生，临走的时候，他郑重地对我说：“老师，你别忘了出
书，这是我们的一个约定。
”这就是我的学生，是他们成就了我的梦想，为我打开了一扇窗，由此我获得了更多的知识、自由和
温暖；是他们让我有更多的理由和力量自觉地坚守新闻的理想和学术品格。
十多年前，当我踏人新闻界的时候，并不知道我会与新闻教育建立起绵长而曲折的联系，也不知道我
已经踏上了与一些年轻的生命相逢的路途。
这条路我走了十年，它让我付出了全部的青春年华，它也让我无奈过、辛酸过、甚至绝望过，但我却
对它葆有不可抑制的热忱，因为它同时给了我热爱、理解、思考新闻的能力，它让我流着汗、流着泪
在摸爬滚打中学习新闻，它最终将我蜕变成了新闻教育者。
也曾想，我也许可以走另一条路来到我的学生面前，比如一直躲在象牙塔里考试、上学，读学位，这
条路不用风吹雨打，而且似乎更加冠冕堂皇。
可是，那样我会错过多少路上的风景？
失去多少人生的历练？
那样我又有多少理由和底气教导学生什么是新闻？
怎样去做记者？
所以，命运让我别无选择，让我以这样的方式抵达了新闻课堂，让我把全部的积累和感悟，精神和力
量递交给我的学生。
那一刻，学生给予我的回应是迅速的、清澈的、温暖的。
我们彼此呼唤，共同建立着文化传递所必需的独立精神和超逸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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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闻发现与表达》：21世纪应用型人才培养新闻传播类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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