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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新闻采访学教程(修订2版)》包括：新闻记者——神圣而艰辛的职业、记者的新闻敏感、新闻采
访的性质、采访的理论基础、依靠领导 深入群众、采访的心态与对策等内容。
新闻采访学，是新闻学中一门重要的、相对独立的学科。它是研究新闻记者怎样才能认识客观事物，
采掘新闻事实，并获取新闻的基本原理、基本规律和基本方法与技巧的应用学科。
书共计分为三大单元、十五章。即上编——基本理论篇，讲授记者的新闻素质（第一、二章）和采访
的基本原则（第三章到第六章）；中编——基本技能篇，讲授采访的基本方法和技巧（第七章到第十
二章）；下编——特殊技能篇，讲授广播、电视记者的采访特性与技巧，以及网络新闻采访（第十三
章到第十五章）。
现代新闻采访是一门政治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的学科。作为新闻从业人员，为谁当记者，为谁采访；采
访中发现什么，选择什么；采访和报道维护谁的利益，等等，这些都一时一刻也离不开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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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目录
前言
前言
上编 基本理论篇
第一章 新闻记者――神圣而艰辛的职业
第一节 记者的渊源与发展
一、古代的采访与记者的雏形
二、早期记者的采访活动
三、现代记者的采访活动
四、无产阶级记者的成长
五、职业记者发展的社会历史性
第二节 记者的职责与任务
一、记者的神圣职责
二、记者的光荣任务
第三节 记者的苦与乐
一、苦和累是记者的家常便饭
二、记者经常与危险相伴
三、记者工作苦中有乐，其乐无穷
第四节 记者应当具有的职业素质
一、要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
二、要有对党和人民的高度的责任心
三、要有熟练的调查研究的基本功
四、要有高尚的职业道德和良好的采访作风
五、要有博而专的知识结构
六、要有一副强健的体魄
第二章 记者的新闻敏感
第一节 新闻敏感――记者的新闻生命
一、新闻敏感的涵义
二、新闻敏感是记者的新闻生命
三、新闻敏感的核心是政治敏感
第二节 新闻敏感的特性
一、突发性
二、闪现性
三、创造性
第三节 新闻敏感的触发
一、新闻敏感的产生
二、新闻敏感的触发形式
第四节 采访中新闻敏感的几个关口
一、要善于慧眼识珠，敏锐地发现新闻
二、要善于从同一个事物中鉴别出最有价值的事实
三、要善于从同一个事实中选择最佳角度
四、要善于从平常的现象中发掘新闻
五、要善于预见到新闻后面的新闻
第五节 努力培养和提高新闻敏感
一、关键在于提高政治敏感
二、增强责任感是重要途径
三、养成随时随地采访的职业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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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广泛地积累知识积累思想
第三章 新闻采访的性质
第一节 新闻采访的定义
一、记者是采访活动的主体
二、客观事物是采访活动的客体
三、采访有着明确的目的
四、采访的活动方式是社会交往
五、采访是一种特殊的调查研究
第二节 新闻采访的特点
一、求新性
二、求实性
三、时限性
四、多变性
五、连续性
六、公开性
第三节 新闻采访的作用
第四章 采访的理论基础
第一节 采访必须从实际出发
第二节 采访必须保证事实的完全真实
第三节 采访中认识事物的辩证法
一、要全面地看问题，防止片面性
二、要对具体事物作具体分析
三、要透过现象抓住本质
第四节 采访社会问题的唯物史观
第五章 依靠领导 深入群众
第一节 采访必须依靠党的领导
一、依靠党的领导是采访的组织原则
二、怎样依靠党的领导
三、正确处理可能出现的矛盾
第二节 采访必须深入实际，深入群众
一、深入到新闻的源泉中去
二、怎样深入实际，深入群众
三、要建立采访基点
四、要正确处理几种关系
第六章 采访的心态与对策
第一节 记者的心态与自我调节
一、要有充分的自信心
二、要有坚强的意志
三、要有丰富的情感
第二节 采访对象的心理及对策
一、积极配合型
二、消极对抗型
三、一般配合型
第三节 人物访谈的关键与心理关系
一、人物访谈的成败关键
二、人物访谈中的心理层次
中编 基本技能篇
第七章 采访的基本环节
第一节 明确报道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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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掌握新闻线索
一、线索的作用
二、线索的特点
三、怎样获得线索
第三节 做好采访准备
一、采访必须要有准备
二、日常的战略性准备
三、临时的战术性准备
第四节 采集加工材料
一、采集什么材料
二、充分占有材料
三、及时加工材料
第五节 提炼新闻主题
一、为什么要在采访中提炼主题
二、怎样提炼主题
三、对报道形式的思考
第六节 做好采访记录
一、记录的必要性
二、记录的形式
三、笔记的内容
四、怎样才能记得又快又好
五、及时整理笔记
第七节 认真核实材料
一、及时核对
二、自我审核
三、坚持送审
第八章 搜集材料――采访的基本方法之一
第一节 搜集材料的作用
第二节 如何搜集材料
第九章 口头访问一一采访的基本方法之二
第一节 怎样才是成功的访问
一、什么是访问
二、访问的重要性
三、成功访问的要求
第二节 访问的选择
一、选择理想的访问对象
二、选择合适的访问场所
三、选择适宜的访问时机
第三节 提问的方式
一、开放式提问
二、闭合式提问
第四节 提问的方法
一、正问法
二、侧问法
三、诱问法
四、设问法
五、激将法
六、反问法
七、追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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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让步法
九、潜问法
十、隐问法
第五节 提问的技巧
一、要问得恰到好处
二、要问到点子上
三、要问得有分量
四、要善于即兴提问
五、要善于拨动采访对象的心弦
六、要善于寓问于谈
七、某些提问要讲究策略
第六节 聆听、反馈与思考
一、聆听
二、反馈
三、多思
第七节 开调查会
一、调查会的作用
二、怎样开好调查会
第八节 记者招待会
一、要有积极的参与意识
二、要有很强的竞争意识
三、要提出高质量的问题
四、要边听边记边思考
第十章 直接观察――采访的基本方法之三
第一节 记者要善于用眼睛采访
一、观察与看的关系
二、为什么要用眼睛采访
第二节 记者的观察力
一、宏观本领与微观能力的结合
二、孩童般眼睛与聪明长者眼光的统一
三、“一眼看穿”的透视力
第三节 现场观察的作用
一、能够直接获得第一手材料，验证间接材料
二、能够直接获取活生生的细节材料
三、能够产生激情和独到见解
四、能够把“死”材料变成“活”材料
五、能够赢得时间，提高新闻的价值
第四节 现场观察的方式
一、旁观性观察
二、参与性观察
三、隐匿性观察
四、秘密性观察
第五节 现场观察的方法
一、俯视法
二、细察法
三、步移法
四、全感法
第六节 人物采访中的观察
一、观察人物周围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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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观察人物的外貌神态
三、观察人物的动作语言
四、察言观色，入“心”三分
第七节 锻炼自己的观察力
第十一章 体验感受――采访的基本方法之四
第一节 亲身体验的优势
一、有利于记者获得真情实感
二、有利于实现两个“沟通”
三、有利于记者产生认识上的飞跃
第二节 体验感受的方法
一、要抓住“动情之处”不放
二、要把握好三个“自我”
三、蹲点式的调查研究
四、善于随时随地积累感受
第十二章 积累资料
第一节 积累资料的意义
第二节 怎样积累资料
一、建立个人小资料库
二、积累资料的方法
三、管好用好笔记本
四、点滴入手，坚持不懈
下编 特殊技能篇
第十三章 话筒前的采访
第一节 话筒前采访的特性
一、采播的同步性
二、报道的现场性
三、情感的深刻性
第二节 现场音响的采录
一、现场音响的作用
二、采录现场音响的技法
第三节 人物谈话的采录
一、人物谈话的地位
二、采录人物谈话的要求
三、采录人物谈话的技艺
第四节 记者的现场口述
一、记者口述的作用
二、记者口述的要领
第十四章 镜头前的采访
第一节 镜头前采访的涵义
第二节 镜头前采访的特性
一、强烈的现场纪实性
二、信息传播的全方位
三、观众心理的参与感
第三节 镜头前采访的技艺
一、要善于迅速驾驭现场
二、要善于营造采访的情感氛围
三、要善于从提问中挖“宝”
四、要善于随机应变，即兴提问
五、要善于从敏锐的观察中捕捉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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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要有完美的屏幕形象
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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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编　基本理论篇　　第一章　新闻记者——神圣而艰辛的职业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信息大爆
炸的时代。信息在社会各行各业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广大干部和群众对信息的需求越来越急切。
有句名言甚至说：“谁掌握了信息，谁就掌握了世界。”　　我们的报纸、通讯社、广播、电视、互
联网、手机报等新闻媒介，是传播大规模新闻信息的载体，每天都要刊载或者播出大量的新闻。新闻
是报纸、广播、电视和互联网的主角，是支柱。每天新闻媒介刊登或播出的大量的新闻是从哪里来的
呢？显然，这些新闻都是众多的记者或通讯员从社会生活中或大自然中采访来的。有采访才会有新闻
，新闻则是记者采访活动的结晶。从每一条新闻产生的过程来看，都必须经过两道大的工序：第一道
是采访，从客观实际中采掘到新闻材料；第二道是写作或制作，将新闻材料加工、制作成各种各样的
新闻作品。因此，采访与写作或制作，是产生新闻的基本手段，是记者最基本的职业活动。可以说，
记者——采访，采访——记者，二者是可以互为代名词的。实践给我们提供的结论也正是这样：一名
合格的优秀的记者，自然能出色地完成采访任务；只有在采访活动的实践中，才能成长为一名合格的
优秀的记者。因此，我们学习新闻采访，自然要先从记者这个职业学起，要首先对记者这个职业有个
正确的认识。　　第一节　新闻记者的渊源与发展　　有句谚语说：“水有源，树有根。”新闻记者
这个职业，它的“源”在哪儿？“根”在何处？这个职业是怎样演变与发展的？为什么这个职业那么
令人羡慕、令人向往？　　一、古代的采访与记者的雏形　　说起新闻记者，我们都并不陌生。只要
拿起报纸，我们就能看到他们的报道和名字；收听广播，我们便可以听到他们的名字，听到他们的声
音；打开电视机，我们更能看到他们的形象，看到他们的报道。那么，到底什么是新闻记者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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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例子都太傻逼了
2、现代新闻采访学教程（修订二版）
3、看的是修订二版。总之学会了许多歇后语谚语俗语什么的···
4、前面的废话不是一般的多啊。
5、完
6、喜欢这个包装
7、不读也罢。
8、没什么卵用 废话很多
9、书有些老了，写得还比较给力。
10、太旧太红太专了，没几句有用的，还特别爱用叹号，安利文体。
11、废话太多，不够简洁。内容上读读还可以，但考试的话，与考点无法完全对应，需要读者结合课
本及其它资料进行整理。
12、包装很漂亮，书只看了一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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