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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问答的形式，根据新闻采访、写作的规律和特点，介绍了新闻采写人员应掌握的新闻常识、采
访知识、写作知识和应具备的基本素质，讲解了各种新闻文种的概念、特点、采访和写作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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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实证性　　实证性，是指新闻要让事实本身说话。
这是新闻体裁区别于其他文体的重要特点。
新闻反映生活的特殊规律，主要就是让事实本身说话，并写出确定事实的基本要素，将有关的人、事
、时、地、因果、意义等要素交代清楚。
　　三、中介性　　中介性，是指新闻在事实上充当了社会生活与传播受众之间的中介与桥梁，存在
于当前社会生活真实与新闻传播受众之间。
新闻的中介性，决定了新闻报道必须客观公正。
这是对媒体的本质要求与规定，也是确保媒体存在的前提。
新闻要反映社会生活事实而尽量少干预生活事实的特点，即是新闻中介性的重要特征。
　　四、及时性　　新闻，顾名思义就是指新近发生的生活事实的报道，那就必须有新的事实，新的
内容，表现出新的特点与新的意义。
否则，写受众早已熟知的、别人已经写过的事实或过时的内容，那就不叫新闻了。
新闻就是要突出它的“新”和“快”，就是要及时地发现、及时地采写、及时地报道。
可以说新闻是时效性极强的文体，一旦“慢”了，新闻就会变成旧闻，大大“贬值”。
　　五、广泛性　　新闻是由新闻传播媒体发布，面向全社会对广大受众传播最为广泛的信息形式。
一般来说，新闻的广泛性受到传媒特定受众的制约，故某个媒体的受众群越广，它所发布的新闻传播
得就越广泛，影响也就越大。
目前，多种媒体共同发布新闻的方式，极大地增加了新闻传播的受众群，也明显地提升了新闻传播的
深广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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