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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采访学》

内容概要

《新闻采访学(第3版)》以探讨新闻采访的基本规律与方法为重点，社会影响广泛。本次修订，作者在
原有的成熟框架的基础上，做了如下工作其一，吸收学术研究新成果。其二，体现新政策、新规定的
新精神。其三，关注新闻采访工作的新发展。其四，解析一次重大突发事件采访报道的经验。本次修
订还增加了关于互联网采写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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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蓝鸿文，四川省隆昌县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荣誉教授”，博士生导
师，1992年开始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长期从事新闻采访写作教学与名记者研究，独著、合著、
主编著作14部。《新闻采访学》(第二版)获第四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优秀奖、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
秀教材一等奖，至今累计印行50万册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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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第一节　新闻采访学研究的对象
 第二节　新闻采访学研究的历史概述
 第三节　学习新闻采访学的目的和方法
记者篇
　第一章　记者的历史
 第一节　职业记者的起源和记者称谓的演变
 第二节　西方资产阶级职业记者的出现和发展
 第三节　马克思和恩格斯 无产阶级第一批记者的杰出代表
 第四节　我党记者队伍彤成和发展的历史
　第二章　记者的类型
 第一节　专业记者与机动记者
 第二节　特派记者与特约记者
 第三节　地方记者
 第四节　驻外记者
　第三章　记者的职责
 　第一节　采写新闻报道
 　第二节　反映情况
 　第三节　做群众工作
　第四章　记者的修养
 　第一节　政治修养
 　第二节　理论修养
 　第三节　知识修养
 　第四节　专业修养
　第五章　记者的道德
 第一节　新闻职业道德产生和发展的历史简要回顾
 第二节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第三节　坚持新闻的真实性原则
 第四节　保持廉洁奉公的作风
 第五节　道德与法律边缘问题
 第六节　保守党和国家的秘密
采访意识与原理篇
　第六章　采访性质
 第一节　新闻采访是一种特殊的调查研究工作
 第二节　采访决定写作
　第七章　采访意识
 第一节　信息意识
 第二节　受众意识
 第三节　监督意识
 第四节　未来意识
 第五节　竞争意识
　第八章　采访原则
 第一节　依靠地方各级党委或政府是新闻采访工作的组织原则
 第二节　地方记者怎样依靠地方党委或政府开展工作
　第九章　采访路线
 第一节　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是党的新闻采访工作的优良传统
 第二节　怎样坚持深入实际、深入群众的采访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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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要正确处理深入的几个关系
　第十章　采访作风
 第一节　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
 第二节　深入调查研究的作风
 第三节　战斗敏捷的作风
 第四节　不畏艰险的作风
采访方式与方法篇
采访重点与环节篇
附录一 绚丽多姿的新闻新样式
附录二　学习本书主要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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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第六，与通讯员合作写稿。通讯员比较熟悉本地区、本行业、本单位的情况；记者比
较了解编辑部的意图，比较了解全局，比较熟悉新闻业务。两方面合作，可以取长补短，还可以互相
学习，有助于又快又好地完成报道任务。所以我们提倡记者与通讯员合作写稿。提倡记者与通讯员合
作写稿，并不是说任何一篇报道都必须这样做。有些报道，通讯员不便参加，就不要勉为其难。需不
需要合作，要从实际出发，不能一刀切。我们只是不赞成那种本该合作而把通讯员撇在一边的做法，
也不赞成那种为了“调动”通讯员的积极性，给通讯员挂上一个名字那种“有名无实”的合作。第七
，征求通讯员和广大读者对宣传报道的意见，并把这些意见反映给编辑部，以利于宣传报道工作的改
进。征求意见的方式，可以是个别交谈，也可以开座谈会。个别交谈，结合采访，随时都可以进行，
开座谈会则可根据需要不定期进行。第八，给通讯员讲课。为满足通讯员学习和提高新闻业务的要求
，各地有关部门经常举办通讯员学习班。这些学习班常常邀请记者站记者去讲课，地方记者要勇于承
担。讲课对记者来说，也是一个总结自己的经验、重新学习新闻业务、探索新闻规律的好机会。第九
，关于读者来信、来访问题。记者站人手少，有的名为记者站，实际只有一个记者。为了集中精力抓
好报道，编辑部一般都不给记者站规定处理读者来信、来访的任务。但也有几种例外，一是接受编辑
部委托，处理所在地区某一件关系重大的读者来信，而去进行调查；二是处理读者对直接关系记者站
工作的来信；三是有读者找上门来，反映重要情况。这应该看作读者对新闻媒体和记者的信任，不能
拒之门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有一个时期，群众到记者站反映情况的就不少，主要是涉及历史上
特别是“文革”时期遗留下来的冤假错案。对群众来访的问题，有的不宜公开报道，可以写成“内参
”，向上反映；有的有公开报道的价值，可以经过深入调查后，公开报道；有的可以按照组织原则，
转请有关部门处理。

Page 6



《新闻采访学》

编辑推荐

《新闻采访学(第3版)》：21世纪新闻传播学系列教材,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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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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