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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今世界，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迅猛发展，引领着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相互融合，逼迫着传媒产
业重构与转型，推动着传媒教育改革与发展。
　　《全媒体新闻采写教程》这部教材，就是在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大发展、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大
融合、传媒产业和传媒教育大变革所形成的“大传播、全媒体”的历史背景下编写的。
　　“大传播、全媒体”标志着新闻传播业界的改革与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人们称它为
新闻传播的“全媒体时代”或“大传媒时代”。
在这个时代，新闻传播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特征，如新闻传播介质的多媒化、新闻传播技术的数字化、
新闻传播范围的全球化、新闻传播时间的全天化、新闻传播内容的海量化、新闻传播手段的立体化、
新闻传播方式的非线化、新闻传播关系的交互化、新闻传播对象的分众化、新闻传播速度的即时化、
新闻采集人员的平民化、新闻记者素质的全能化、新闻采集工具的电子化、新闻采写体裁的多样化、
新闻作品读解的视听化、新闻节目选择的自主化等。
　　河北传媒学院新闻传播分院新闻教研室，把全媒体时代新闻传播业界改革与发展呈现出的这一系
列新特征，视作促进新闻传播教学改革与发展所面临的极好机遇和挑战，紧跟新闻传播业界改革与发
展的步伐，以加速培养全媒体时代新闻记者为突破口，深入调查研究，广泛收集资料，召开大型学术
研讨会，批判地继承传统新闻采访与写作类教材中的理论观点，搜集、整理、升华新闻传媒业界优秀
的改革成果和成功的实践经验，认真学习，深入研究，反复讨论，集思广益，历经一年时间，编写出
了这部《全媒体新闻采写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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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媒体新闻采写教程》是在“全媒体、大传播”业界变革的背景下和培养“全媒体记者”新闻
教育改革的前提下编写的教材，旨在培养学生在全媒体时代新闻采访、采集、写作、制作的理论知识
与综合技能。
《全媒体新闻采写教程》以清晰简约的观点和丰富新鲜的案例，介绍了全媒体产生的背景、全媒体背
景下新闻采写的共同规律以及不同媒体的新闻采写技巧。
本教材可用作高等院校新闻与传播学科教材、新闻爱好者自学读物。
也可用作新闻工作者的业务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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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具有真实性：客观准确——让人信服　　真实性是新闻报道的生命，也是新闻区别于其他文
体最基本的特征。
　　（一）“真实”的含义　　绝对真实的新闻是不存在的。
这里所强调的“真实”是指新闻报道必须无限地逼近客观事物的原貌。
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1.新闻报道的具体事实必须真实准确　　记者所报道的事实，包括人名、地名、时间、数字、引
语、以至行为细节等，都必须准确无误，不容许任何差错，不允许虚构、夸大或缩小，更不可以“合
理想象”。
　　2.新闻报道的整体概括与分析要符合客观实际　　作者对事实的说明和解释应符合事实的本来面
目，不能有任何曲解或掩饰。
　　（二）新闻写作为什么要坚持真实性　　1.新闻写作的真实性由新闻的文体特征决定　　新闻是
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因此这种文体具有可靠的真实性。
一则新闻如果没有事实或事实的真实性不够可靠，那么这则新闻就失去了它应有的意义。
这好比文学创作塑造人物只写他的灵魂，而不描写他的形象一样，让人感到子虚乌有，无法存在。
新闻写作也是这样，它必须依事实而构成，靠真实而感人，只有这样，才能使新闻永葆其严肃性和可
靠性。
　　2.新闻写作的真实性由新闻报道的受众需要决定　　新闻媒体的主要职能是传播新闻信息，受众
最想了解的是世界上发生的客观变化，即事实本身，最难容忍记者的主观臆断或情绪化的片面报道。
新闻报道只有适应这一接受心理，才能赢得广大受众。
　　客观事物本身错综复杂，人们的认识有一个过程。
然而，新闻报道又要求迅速及时，最好是即时同步地展开报道。
此时最好的办法是不必匆忙地做出判断，完全可以采用客观报道的方法，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全面地、
连续地展现事物的本来面貌，使受众随着对事物的深入了解而做出正确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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