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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闻采访学，是新闻学中一门重要的、相对独立的学科。
它是研究新闻记者怎样才能认识客观事物，采掘新闻事实，并获取新闻的基本原理、基本规律和基本
方法与技巧的应用学科。
 　　《现代新闻采访学教程（修订二版）》共计分为三编，共十五章。
上编——基本理论篇，讲授记者的新闻素质（第一、二章）和采访的基本原则（第三章到第六章）；
中编——基本技能篇，讲授采访的基本方法和技巧（第七章到第十二章）；下编——特殊技能篇，讲
授广播、电视记者的采访特性与技巧，以及网络新闻采访（第十三章到第十五章）。
 　　现代新闻采访是一门政治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的学科。
作为新闻从业人员，为谁当记者，为谁采访；采访中发现什么，选择什么；采访和报道维护谁的利益
，等等，这些都一时一刻也离不开政治。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现代新闻采访学教程>>

书籍目录

言上编　基本理论篇第一章　新闻记者——神圣而艰辛的职业第一节　记者的渊源与发展第二节　记
者的职责与任务第三节　记者和苦与乐第四节　记者应当具有的职业素质第二章　记者的新闻敏感第
一节　新闻敏感——记者的新闻生命第二节　新闻敏感的特性第三节　新闻敏感的触发第四节　采访
中新闻敏感的几个关口第五节　努力培养和提高新闻敏感第三章　新闻采访的性质第一节　新闻采访
的定义第二节　新闻采访的特点与难点第三节　新闻采访的作用第四章　采访的理论基础第一节　采
访必须从实际出发第二节　采访必须保证事实的完全真实第三节　采访中认识事物的辩证法第四节　
采访社会问题的唯物史观第五章　依靠领导　深入群众第一节　采访必须依靠的领导第二节　采访必
须深入实际、深入群众第六章　采访的心态与对策第一节　记者的心态与自我调节第二节　采访对象
的心理及对策第三节　人物访谈的关键与心理关系中编　基本技能篇第七章　采访的基本环节第一节
　明确报道思想第二节　掌握新闻线索第三节　做好采访准备第四节　采集加工材料第五节　提炼新
闻主题第六节　做好采访记录第七节　认真核实材料第八章　搜集材料——采访的基本方法之一第一
节　搜集材料的必要性第二节　搜集材料的作用第三节　如何搜集材料第九章　口头访问——采访的
基本方法之二第一节　怎样才是成功的访问第二节　访问的选择第三节　提问的方式第四节　提问的
方法第五节　提问的技巧第六节　聆听、反馈与多思第七节　开调查会第八节　记者招待会的采访第
十章　现场观察——采访的基本方法之三第一节　记者要善于用眼睛采访第二节　记者的观察力第三
节　现场观察的作用第四节　现场观察的方式第五节　现场观察的方法第六节　对于人物的观察第七
节　锻炼自己的观察刀第十一章　体验感受——采访的基本方法之四第一节　亲身体验的优势第二节
　体验感受的方法第十二章　积累资料第一节　积累资料的意义第二节　怎样积累资料下编　特殊技
能篇第十三章　话筒前的新闻采访第一节　话筒前采访的特性第二节　现场音响的采录第三节　人物
谈话的采录第四节　记者的现场口述第十四章　镜头前的新闻采访第一节　镜头前采访的含义第二节
　镜头前采访的特性第三节　镜头前采访的技艺第十五章　网络新闻采访第一节　网络新闻采访概述
第二节　网络新闻采访的基本要求第三节　在线获取新闻线索第四节　在线进行新闻采访结束语主要
参考书目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现代新闻采访学教程>>

章节摘录

　　上编　基本理论篇　　第一章　新闻记者——神圣而艰辛的职业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信息大爆
炸的时代。
信息在社会各行各业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广大干部和群众对信息的需求越来越急切。
有句名言甚至说：“谁掌握了信息，谁就掌握了世界。
”　　我们的报纸、通讯社、广播、电视、互联网、手机报等新闻媒介，是传播大规模新闻信息的载
体，每天都要刊载或者播出大量的新闻。
新闻是报纸、广播、电视和互联网的主角，是支柱。
每天新闻媒介刊登或播出的大量的新闻是从哪里来的呢？
显然，这些新闻都是众多的记者或通讯员从社会生活中或大自然中采访来的。
有采访才会有新闻，新闻则是记者采访活动的结晶。
从每一条新闻产生的过程来看，都必须经过两道大的工序：第一道是采访，从客观实际中采掘到新闻
材料；第二道是写作或制作，将新闻材料加工、制作成各种各样的新闻作品。
因此，采访与写作或制作，是产生新闻的基本手段，是记者最基本的职业活动。
可以说，记者——采访，采访——记者，二者是可以互为代名词的。
实践给我们提供的结论也正是这样：一名合格的优秀的记者，自然能出色地完成采访任务；只有在采
访活动的实践中，才能成长为一名合格的优秀的记者。
因此，我们学习新闻采访，自然要先从记者这个职业学起，要首先对记者这个职业有个正确的认识。
　　第一节　新闻记者的渊源与发展　　有句谚语说：“水有源，树有根。
”新闻记者这个职业，它的“源”在哪儿？
“根”在何处？
这个职业是怎样演变与发展的？
为什么这个职业那么令人羡慕、令人向往？
　　一、古代的采访与记者的雏形　　说起新闻记者，我们都并不陌生。
只要拿起报纸，我们就能看到他们的报道和名字；收听广播，我们便可以听到他们的名字，听到他们
的声音；打开电视机，我们更能看到他们的形象，看到他们的报道。
那么，到底什么是新闻记者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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