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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电视专题与专栏：当代电视实务教程（修订版）》共分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为基本理论部分，
包括第一章和第二章，对电视专题及电视专栏的界定、演变扼要阐述，重点是从策划的高度系统介绍
了电视栏目的设置与创新。
　  第三章至第六章，构成了《电视专题与专栏：当代电视实务教程（修订版）》的第二部
分&mdash;&mdash;电视专题的创作。
四大类电视专题片&mdash;&mdash;叙述型、纪实型、政论型、调查型&mdash;&mdash;在这一部分得到
了详尽的描述。
　  第三部分为电视栏目创作部分，第七章至第十章分别围绕新闻型、社教型、娱乐型、谈话型四种
主要电视栏目形态，全面分析了其历史、类型、创作、策略等重要命题。
第十一章则从宏观层面给出了电视栏目如何通过整合形成竞争力的原则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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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石长顺，华中科技大学广播电视与新媒体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教育部新闻学学科教
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广播电视学研究委员会副会长、中国新闻教育史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第二
届全国“百优”广播电视理论工作者。
在长达20余年的广播电视创作与高等教育工作中，致力于电视理论与实务的教学、研究，发表相关学
术论文80余万字。
先后出版专著《电视传播学》、《公共电视》、《电视栏目解析》、《荧屏思索录》、《电视专题与
专栏》、《电视新闻报道学》、《电视文本解读》、《电视编辑原理》等。
近年来主持和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及省、部级重点社科课题多项。
两项教改课题获省人民政府一等奖。
两部专著分别获全国和省级一等奖。
《现代电视传媒的文化转换》等7篇论文分别获中国高校影视学会、中国广播电视协会、湖北新闻工
作者协会、湖北广播电视学会一等奖，论文《手机电视：新收视时代媒介格局的重构》获湖北省第六
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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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节电视娱乐节目的消费语境 第三节电视娱乐节目的文化批评 第四节电视娱乐节目的发展策略 第十
章谈话型电视栏目创作 第一节电视谈话节目的发展历程 第二节电视谈话节目的基本类型 第三节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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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2）新鲜性 新鲜性，就是题材具有人们所不熟悉的，又普遍感兴趣的有别于事物常态的性
质。
 新鲜性对纪录片的选题是很重要的，题材的新鲜性与观众的收视兴趣密切相关。
钟大年在《纪录片创作论纲》中认为，纪录片题材的新鲜性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体现出来的—— 首
先，从及时性上体现新鲜。
这是一个从新闻角度选择纪录片题材的问题。
把生活中刚刚发生的重大事情及时地报告出来，直接触及社会最敏感的神经，必然会引起较大的反响
。
震撼人心的八集系列纪录片《中华之剑》，可以说是明显地代表了这种价值取向。
当毒品在中国大地死灰复燃，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时，以完全纪实手法拍摄的《中华之剑》
与观众见面了。
在中央电视台首播时有60多个国家的十几亿观众同时收看了这部纪录片。
就连境外的毒枭收看这部纪录片后也感到了巨大的舆论压力，导致了贩毒集团杨茂良部128师的哗变，
造成了权力的再分配和贩毒集团力量的削弱。
可见一部触及了现实生活敏感神经部分的纪录片具有多么大的威力，据称“这也是中国缉毒史上第一
次‘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实例。
纪录片的及时性与新闻的及时性是不完全一样的，纪录片的时效性没有新闻那么强，纪录片的价值在
于它所反映的内容是否能够及时地抓住生活中最新的现象，及时解答人们的疑问。
 其次，从特殊中体现新鲜。
电视观众在看电视时有一种窥视的心理，特别是对于自己不熟悉的、以前没有见过的事物，这种心理
更为强烈。
这里的特殊包括特殊的人物、特殊的环境、特殊的事件等等，题材特殊的纪录片往往会引起观众的兴
趣，这方面的成功例子很多。
在曾获中国电视纪录片学术大奖的《舟舟的世界》一片中，主人公舟舟是一名19岁的先天弱智型青年
，父亲是一名提琴手，母亲是一名普通工人。
虽然有着先天的残缺，但舟舟从小在父亲所在乐团的耳濡目染下，凭着对音乐的挚爱和出众的模仿能
力学会了交响乐的指挥，并出现在世界级的交响乐指挥台上，体现了一个弱智者的生命尊严。
特殊人物的特殊命运使这部纪录片播出后在观众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纪录片选取特殊的题材决不等于纪录片要去猎奇，这是一个创作者选取题材时很
容易走入的误区。
近年来我国的纪录片热衷于边缘题材，这类节目刚出现时，确实震撼人心，但是经过很多人不断地没
有新意的重复后，只会让观众感到单调乏味。
我们在选取题材时更应该注意抓取普通事物的特殊点，而不应该盲目地求“奇”、求“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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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电视专题与专栏>>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