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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采访实务》

内容概要

《新闻采访实务》主要内容：1996年10月，经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新华社举办了“穆青新闻作品研
讨会”。在那次会议上，有专家根据我党领导的人民新闻事业的发展历史，把人民新闻事业的记者队
伍划分为几代予以评述。
第一代指的是1936年以前，创建我们党、创建我们的新闻事业的元勋，包括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
、周恩来、刘少奇、吴玉章、谢觉哉、博古、胡乔木、陆定一、邓中夏、蔡和森、施洋等。就像一个
火炬接力棒，由这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创业者在进行革命斗争和组织新闻事业
活动的过程中所创立的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原则、理论、方法以及传统，都通过第二代的新闻工作者
传至如今，光照万里。如果说第一代新闻记者创立了中国无产阶级新闻事业，那么第二代则是实践第
一代的理想、原则，并把党的新闻事业推向全国并使其臻于完善和成熟的最英勇、最无畏的力量。
专家们所说的人民新闻事业的第二代新闻记者，指的是在1936年特别是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之后，党
所领导的新闻事业第一次形成统一的组织和领导，第一次提出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方针，人民新闻事业
第一次蓬勃发展中所建立的新闻记者队伍。这一代记者的代表人物可开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范长江
、邓拓等，在这一代中是排头兵。这个队列中站着穆青、李普、田流、李峰、阎吾、黄钢、纪希晨、
石少华、李庄、张沛、丁济沧、冯森龄、王唯真、孙振⋯⋯这一代新闻从业者跨越的历史很长，从抗
日战争、解放战争，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近20年，中国历经沧桑的事变中显现着他们的身影。
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人民新闻事业的发展，经由高等教育系统培养的新闻记者队伍迅速壮大。20世
纪50年代初，由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为主培养的新闻从业人员，成为人民新闻事业的
后继主力军。以这批人才为代表的新闻记者队伍可谓是人民新闻事业的第三代记者。
第四代大约可泛指“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加入新闻事业的那部分生机勃勃的力量。如今，第四代新
闻记者已经成为新闻事业的核心骨干力量，并且由他们提携、培养、带动的第五代记者，正在积聚、
正在提升、正在发展，将组成21世纪中国人民新闻事业的崭新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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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采访实务》

书籍目录

第一章  职业记者  第一节  新闻采访是新闻记者的职业活动  第二节  记者的历史渊源  第三节  记者的类
型和业务职责  第四节  记者的修养第二章  记者的心理和思维形态  第一节  新闻记者的健康心理  第二
节  走向理性的道路  第三节  求异思维第三章  人的社会化和记者的社会交往  第一节  记者在社会交往
中完成采访任务  第二节  学点交往艺术  第三节  “和而不同”——新闻记者人际交往的境界第四章  新
闻采访是一种特殊的调查研究  第一节  调查研究是新闻记者认识世界掌握新闻事实的基本认识路线  第
二节  新闻采访是一种特殊的调查研究工作  第三节  学会调查研究第五章  新闻的发现  第一节  研究问
题和发现新闻线索  第二节  事件性新闻、非事件性新闻  第三节  独家新闻  第四节  新闻敏感第六章　
重点报道  第一节  新闻记者要有全局观念  第二节  新闻采访重点  第三节  新闻人物  人物新闻第七章  采
访过程与组织  第一节  新闻采访的过程设计  第二节  新闻采访的组织形式第八章  记者的访谈  第一节  
研究访问艺术  第二节  问询及倾听  第三节  推进采访深入第九章  新闻观察  第一节  新闻记者的观察力  
第二节  观察与思考一一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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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采访实务》

章节摘录

　　装着问题、用心思索的对立面是无所用心、思想懒惰、闭目塞听、不知世事，与解放思想、实事
求是、与时俱进、开拓进取的时代精神背道而驰。“心之官则思”，大脑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越用越好
用。不足用、用不足，实在是最不划算的浪费。“脑子里经常装几个问题”还意味着对时间的科学有
效的利用。让脑子不停地转，使大脑这个加工厂的巨大潜力得到充分开发。　　老子曰：“夫唯病病
，是以不病。”“病”作何解？说法不一。有研究者认为，用现代词语表示，把“病”解为“问题”
最为恰当。这就是说，只要把问题当做问题找出来，就可以解决问题。这是认识问题的辩证法。经常
装着问题，深入分析问题，正确解决问题，我们的各项事业，就会少出问题、少走弯路，更加顺利、
健康地发展。这也是新闻工作中应当遵循的原则。　　新闻传播之所以能对现实世界的改变发挥能动
的指导作用，主要是由于报道的针对性，即现实世界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这样那样的矛盾、冲突和斗
争，而媒体适时给出了解决矛盾、冲突，平衡矛盾双方的思想、政策和办法。媒体捕捉到了实践无法
绕开的现实性的实质问题，并以公众所关心的方式提出来，转化为民意和舆论，促进社会去研究解决
，也就起到了新闻影响社会的作用。新闻报道都包含着这样那样的“针对性”，即社会公众所关心的
问题。　　每个时代、每个时代的一个特定阶段都有自己的问题。新闻记者和媒体能否及时准确地发
现和把握这些问题，决定着媒体及新闻传播的价值和生命力。所谓“拨动时代的琴弦”，就是强调新
闻传播要能够适应时代的需求，提出凝聚人心、造成新闻冲击波的那些问题。任何问题的提出都对社
会实践具有导向作用，甚至可以说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如果能根据实践需要和民意正确地提
出问题，则意味着走完了解决问题的一半行程。因此，新闻记者能针对实践和民意捕捉和提出问题，
实在是新闻活动的前提，乃至是新闻报道成功完成的必备条件。　　一个新闻记者的头脑里应该涌动
很多问题，即尚未认知的事物的信息在头脑中产生的疑问。这些疑问包括：什么事物尚未认知？认知
这些事物要经过什么的途径？认知这些事物结果如何？等等。有时这些疑问的表述可以很清楚，有时
只有不确定性却没有找到恰当的符号或文字表述出来。提出问题也需要缜密的思索。所以善于提出问
题也是智慧和能力的表现。人说“学问”，就是指“学会问问题”，古人谓“善疑”即善学者也。记
者要“学会问问题”。　　提出的问题要注意是科学的问题。要使提出的问题是科学的问题，最起码
要具备的条件是：它是客观存在的而非虚构出来的问题，因而能对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和途径给以必
要提示，提供了使问题得以科学解决的可能性，等等。一个科学的问题，总是从已有的被验证过的知
识中“推”出来的，是逻辑思维的一个结果。这样“推”出的问题，是以经得起检验的科学判断、合
理的角度或参考系统、逻辑上正确的推理规则和思维的应有深度等条件来保证其科学性的。在这个推
演过程中，不论哪个环节上不审慎、出了偏差，都会导致虚假问题（伪问题）的出现，或歪曲问题的
性质。“此一时，彼一时”的问题，或者同时出现针锋相对的问题，都是“伪问题”的不良表现。随
心所欲杜撰一种观念忽悠受众是不应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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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这方面的书较少，可以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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