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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在形成理念和成文出版的过程中，先后得到了广东南方电视台、广东电视台、广东省广播电
视协会及区念中、余瑞金、徐惠如和梁浩泉同志的热情支持与帮助。
黄匡宇教授对本书的框架设计和一些內容的表述，多次提出过宝贵意见和建议，并多为本书所采纳。
我所服务的学校以及我的同事林渊渊、列文淦、王媛，还有我的研究生唐佳雯、王弘、邱维波、隋飞
、任栋，也都为本书的出版作出过贡献。
在书稿出版之际，谨志之，以为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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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紧扣我国当代电视新闻生产与传播的实际，沿着“传播”的路径“走近电视新闻”，接着对
电视新闻传播要素、电视新闻的生产过程、电视新闻传送技术与要求等一一加以阐释，书中对我国电
视新闻传播的历史、现状以及积累的问题一一作了深入探讨，并分析了解决路径和对策方法。
书中对电视新闻生产与传播发展趋势的认识具有前瞻性。
书中的内容对省、市一级电视媒体的新闻生产与传播具有显著的指导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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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首程，广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研究生导师。
是广东省广播电视学会理事，中国高教学会新闻专业委员会理事，教育部“2+2新闻人才培养模式创
新实验区”主持人。
近几年主持完成了《党报新闻宣传效果研究》、《电视频道节目播出风格的形成与培育研究》、《少
儿电视节目传播当代先进文化的模式比较研究》、《电视节目培育受众媒介素养的途径与方法》等研
究项目。
近年分别在《中国电视》、《电视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学刊》发表《小记者现象的观察》、《儿
童电视节目的价值选项分析》、《播出与定位不相关现象评析》、《广州地区电视节目播出风格的五
个变化》、《专业电视频道强化节目播出风格的三个途径》等论文30多篇， 2008年7月出版我国第一
部研究审读制度的专著《报刊审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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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单元　走近电视新闻
　第一章　走近电视
　　第一节　电视的?品属性与收视特征
　　　一、电视是普通的家用电器
　　　二、“全家看”是电视的基本收视模式
　　　三、电视新的收视模式正在开始建立
　　　四、电视是科学技术发展带给人类的一个惊喜
　　　【读一读，议一议】
　　　电视的发展历程
　　　卫星电视
　　第二节　电视节目
　　　一、电视节目层次与类型
　　　二、电视节目元素
　　　三、电视节目传播优势
　　　四、电视节目功能
　　　五、电视节目的消极影响
　　　【读一读，议一议】
　　　电视传播符号的运用
　　　从电视里接受教育
　　　电视是罪魁祸首
　第二章　走近电视新闻
　　第一节　电视新闻是最重要的电视节目类型
　　　一、电视新闻的基本特征
　　　二、电视新闻是观众参与程度最高的节目类型
　　　三、我国新闻媒体的性质和功能决定了电视新闻节目的价值
　　　四、“新闻立台”的方针强化了新闻节目的地位
　　　五、观众需求刺激电视台将新闻节目做大做强
　　　【读一读，议一议】
　　　从劳拉呼吁“9?11”关电视说起
　　第二节　电视新闻的本质特征是提供现场实证
　　　一、提供现场实证是电视新闻制胜的法宝
　　　二、情节片断性为现场实证预留了报道框架设计空间
　　　三、用多种符号强化现场实证效果
　　　【读一读，议一议】
　　　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2010年4月10日播出目录
　　　主持人涉嫌为节目策划九起命案
　　第三节　当代电视新闻的职能
　　　一、报道新闻
　　　二、提供信息
　　　三、引导舆论
　　　四、监督环境
　　　五、传播科学知识
　　　六、吸引广告投放
　　　【读一读，议一议】
　　　《新闻调查》为何吸引我的眼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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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节　当代电视新闻传播的整体发展走向
　　　一、传播内容由单一走向多元
　　　二、节目单元由栏目走向板块
　　　三、播出平台由分散走向集中
　　　【读一读，议一议】
　　　我国的电视新闻节目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
第二单元　电视新闻传播要素
　第一章　新闻事实
　　第一节　新闻事实是电视新闻传播的起点
　　　一、两种不同的传播观
　　　二、反映事实是电视新闻报道?出发点和归宿
　　　三、事实的复杂性与多变性使新闻传播活动充满活力与魅力
　　【读一读，议一议】
　　传播的基本过程
　⋯⋯
　第二章　传播者
第三单元　电视新闻生产
　第一章　电视媒体的体制
　第二章　电视新闻选题策划
　第三章　电视新闻节目类型
　第四章　电视新闻采访
　第五章　电视新闻写作
　第六章　电视新闻编辑
第四单元　电视新闻的播
第五单元　电视新闻创新与发展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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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图显示：新闻专题节目的采制也是从选题策划开始的，随后才可能进入后面的生产流程。
选题固然是新闻生产的起点，但是在计划经济时期，乃至在改革开放初期的电视新闻报道中，报道选
题的确定却很少需要“策划。
”在电视新闻发挥单一的“喉舌”职能时期，新闻报道的内容以上级机关的会议和领导人的活动、讲
话为主，按照上级宣传部门的具体部署进行，其选题不需要策划。
在会议和领导人的活动、讲话之外，还会报道一定比例的其他新闻，但通常也是一些正面宣传题材，
不需要作专门的策划。
由于报道选题都由上级指令，电视台就成了政府机关的传声筒，电视新闻栏目的记者也因此而不需要
四处去挖掘题材，大部分时间就守在办公室里等有关单位的简报、来稿、邀请函，然后去拍两条“新
闻”回来，就“胜利完成了任务”。
由于充当了政府机关的传声筒，电视台还可能同时被扮演成政府信访部门的角色。
有批评性报道的新闻栏目经常会接到大量的群众来信来电，要求媒体帮助解决那些当地政府职能部门
长久无法解决的问题。
结果媒体在政府和普通观众之间经常会显得十分尴尬。
进入本世纪以来，我国各级电视媒体新闻报道选题单一化的状况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变，选题策划的意
识也都有了明显的增强。
地方电视台的地方新闻栏目或民生新闻栏目，其大量的选题线索来自观众报料，新闻专题栏目以及早
间新闻、晚间新闻等综合性新闻栏目，其选题线索则主要靠记者去捕获，以致在一些电视记者中形成
了时时寻访选题，天天要报选题的局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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