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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广播电影电视部统编系列教材《电视概论》、《电视新闻》、《电视专题》、《电视摄像造型》
、《电视照明》、《电视画面编辑》、《电视采访与写作》、《电视音乐音响》、《电视节目制作技
术》、《广播电视概论》共10本书，是在1997年8月出版的。
这套教材作为主管部门统编的规范性教材，主要对象本来是广播电视系统的高等院校和中专学校的广
播电视专业的学生，但在广播电视事业发展的影响和带动下，国内许多高校竞相开办广播电视专业，
这套教材也就陆续走进许多高校的广播电视院系。
尽管这套教材存在不尽如人意之处，但在那学生年年热招、专业教师奇缺的年代里，它不仅在最初起
到了救急的作用，而且为后来的学科建设、师资队伍建设和广播电视专业人才的培养发挥了历史性的
作用。
　　一晃10年过去了，形势和国情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广播电视的发展变化更大。
首先在体制上广播电影电视部在1998年的国务院机构改革中改为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所属的院校
也在全国高校体制改革中全部划出。
但社会上的广播电视教育事业方兴未艾，办学布点不断增加，招生规模不断扩大。
广播电视教育事业的持续发展印证了广播电视事业在飞速发展。
lO年来，我国广播电视的事业规模迅速扩大，节目套数不断增加；以频道专业化、栏目品牌化、节目
精品化和制播分离为目标的运作体制改革不断深入；高新技术的广泛采用，使广播电视的制作水平和
播出质量大大提高，传输手段和覆盖效果大大改善。
广播电视作为我国当代的主流媒体，经济实力明显增强，创新能力明显提高，社会影响力越来越大。
如今，我国广播电视已进入一个由模拟技术向数字技术的转换时期，进入一个向新兴媒体延伸扩展进
而升级换代的时期。
当前，有线电视的数字化、地面无线广播电视的数字化、广播电视台内部制作播出的数字化正在加速
进行；数字高清晰度电视已经开播；直播卫星的使用将进一步优化广播电视的传输覆盖体系。
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新兴媒体异军突起，并呈现出强劲的发展态势。
网络电视、IP电视、手机电视、楼宇电视、移动电视等新媒体竞相开办视频业务，使传统的广播电视
媒体倍感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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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电视采访与写作（修订版）》是指导初学者怎样进行电视新闻采访和写作。
要学会电视新闻采访和写作，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作为初学者，首先要了解电视新闻报道的演变，了解电视媒介自身的优势。
其次，要学习新闻报道的共性规律，学习新闻采访、写作的基本规则。
最后，再深入研究电视新闻采访、写作的个性特点，从中找到不同的规则、方法、技巧。
《电视采访与写作（修订版）》分为十四章，第一章 至第八章 讲授电视新闻采访；第九章 至第十四
章 讲授电视新闻写作。
学习电视新闻采访与写作的最好途径是走出去采访；担起笔写作。
美国著名新闻节目主持人丹·拉瑟认为，学习报道的最好方法就是走出去报道新闻，学习写作的最好
方法就是写作。
这里没有什么特别新奇和深奥的东西。
不过，单在实践中摸索，可能学习的进度要慢一些，也可能会走一些弯路。
《电视采访与写作（修订版）》可以帮助你少走一些弯路，并提供一些基本法则方面的东西，帮助你
打下一个良好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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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内容上看，当时的新闻并没有侧重于新近发生的动态性的新闻事件。
显而易见，萌芽时期记者的采访活动不可避免地受到当时交通、技术不发达等社会条件及新闻业本身
处于萌芽状态的限制。
　　萌芽时期的记者实际上也是编辑、出版者和发行人。
他们采集的新闻并不像今天一样讲求迅速、及时，许多事情已经发生了很长一段时问，但是当时交通
、通讯很不发达，相互隔离的世界仍然对用今天标准衡量是“旧闻”的东西感到新鲜。
此外，他们采集的奇闻轶事大多是在码头上、大街小巷、餐馆酒店听别人转述的，许多内容可能有所
夸大、有所遗漏，甚至完全失实。
但是，当时还没有形成严格的新闻报道原则，因而在某种程度上讲，萌芽时期记者是尽着“有闻必录
”的职责。
　　二、开创时期的新闻采访　　记者的采访活动从萌芽时期过渡到开创时期经历了一个世纪左右的
时间进程。
　　1609年，世界上第一家定期出版的报纸《通讯及报道》在德国的斯特拉斯堡问世。
它的问世，标志着近代化报纸的诞生。
　所谓近代化报纸，在含义上是指定期印刷出版拥有一定发行量的报纸。
《通讯及报道》是一份定期出版发行的周刊。
在它之前，无论是活页小报还是新闻纪事小册子均不是定期出版物。
继《通讯及报道》之后，西方国家印刷报纸纷纷采取周刊形式发行。
例如：德国的《法兰克福新闻》、英国的《每周新闻》，以及《每周匈牙利新闻》、《每周法兰西新
闻》、《每周意大利新闻》等周报相继问世。
到17世纪末，由于社会需求，报纸得以增多、发展和廉价出售。
周刊的内容主要是政治、军事、经济事态，偶尔发表言论。
这一时期，记者的采访活动对一些重大的政治、军事事件进行了涉猎。
　　定期报纸的诞生促使记者的采访视野进一步拓宽，开始面向广阔的社会舞台。
　　三、成熟时期的新闻采访　　近代记者的采访活动伴随着日报的发展步入成熟时期。
　　1704年，世界上第一家日报《波士顿新闻通讯》在北美洲问世。
同周刊相比，日报缩短了出版周期，扩大了内容容量和读者面。
日报使报纸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新闻纸”，同时带动了记者采访活动的进一步发展。
　　从17世纪初到18世纪初，记者采访活动随着日报的发展日臻走向成熟。
在这个历史阶段，记者完成了从编辑、出版、发行工作之间的分离，成为专门的采集新闻的专职记者
。
同时，专职记者自身根据社会生活不同领域的区分逐步实行了较细的工作分工，产生了政治新闻记者
、经济新闻记者、体育新闻记者、军事新闻记者、文教新闻记者以及驻外记者。
　　促成记者专门化工作分工的因素主要有三个：一是造纸、印刷、交通业的迅速发展给报纸提供了
大量出版发行的物质技术条件，致使报纸成为有利可图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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