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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和肖峰老师是20多年的老朋友了，今天能读到他的新著当是一件快事。
一《广播新闻业务教程》是肖峰多年学广播、干广播，如今又教广播、研究广播，从理论上对广播新
闻业务作出系统总结，对广播新闻业务教学实践进行科学研究的可喜成果。
　　该书对新闻广播的理解非常清晰、透彻，涉及门类齐全，既有理论的指导意义，又有“实用”价
值。
此书抛弃了不少教材存在着的“老化、西化、玄化”倾向，直接来自于“实战”第一线，对于广播新
闻实践而言极具针对性、实用性。
本书体例之完备、内容之丰富、立论之精当、文字之活泼、案例之新鲜令我佩服。
如果不具有丰富的新闻实践经验，不具有扎实的理论功底，不具有精辟的概括归纳能力，不具有热爱
教书育人的责任感和执著精神，是写不出如此深入浅出的好教材的。
而此书的作者，恰恰都具备了这几项学养和素质。
　　肖峰是中国广播界的学者型记者、编辑和评论员，现在又是优秀的高校新闻传播专业的教师。
他从事新闻广播工作25年，凡新闻性的广播作品，包括带“响”的消息、通讯、特写、录音报道、连
线广播、广播评论、深度报道等，他都有过大量的采写实践和丰富的成果积累。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并不满足于只做一个“跑龙套”的广播记者，而是注重不断提升自己的理论素
养。
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他就倡导走学者型记者之路并身体力行，不断提升自己的理论素养，先后三
次走进“211工程”高等学府——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读本科、硕士、博士，学为人师
，行为世范。
他的专著《新闻人才论》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已出版。
该书写的是别人，而他自己就是这样一位学者型、专家型的新闻人才。
在广播新闻实践中，他还重视较系统地总结新闻性广播的实践经验，并将其上升为理性，发表了大量
广播新闻业务的论文，在广播界产生影响，且多篇获得国家广电总局部级奖。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
2001年，他获得我国广播电视界最高学术成就奖——全国首届百优广播电视理论工作者称号，2003年
被评为高级记者，2004年作为引进人才调入全国重点高校——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艺术与传媒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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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广播新闻业务，也称广播应用新闻学，它侧重于广播新闻学应用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的研究、学习和
训练，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可操作性。
《广播新闻业务教程》在学习和借鉴已有广播新闻业务的基础上，根据新媒体生态下国内外广播新闻
事业的新发展，提出了广播新闻业务的新框架，主要内容包括新闻广播的传播特性、广播新闻报道策
划与组织、广播公共事件的报道策划、广播新闻采访、广播新闻写作、广播新闻编辑、广播新闻评论
、广播新闻记者、广播节目主持人、广播新闻受众、广播新闻作品评析、美国之音报道评析等，基本
上都是关于新闻性广播业务的最主要、最时新、最实用的知识，具有较强的时代性、创新性和实用性
，有助于使学生侧重于了解广播新闻业务的理论知识和工作职责，能够熟练掌握和运用广播新闻的传
播技巧与方法，并能够做好对外报道和国家形象传播。
《广播新闻业务教程》适于大学新闻传播专业师生和新闻媒体从业人员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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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广播新闻业务的理论基础　第一节　新闻广播的传播特性　第二节　新闻广播的符号系统　
第三节　新闻广播的传播方式　第四节　新闻广播的传播特点　第五节　新闻广播的属性与功能第二
章　广播新闻事业的发展历程　第一节　中国广播新闻事业　第二节　广播改革的两次高潮　第三节
　新媒体生态下的中国广播　第四节　地方广电文化产业的新发展第三章　广播新闻报道策划与组织
　第一节　新闻策划的定义和原则　第二节　新闻策划的唯物主义基础　第三节　新闻专题报道策划
　第四节　具有广播特点的组织报道第四章　突发公共事件的报道策划与组织　第一节　突发事件报
道的策划特点　第二节　突发事件报道的几种形式　第三节　突发事件报道的策划原则　第四节　搞
好突发事件报道的重要意义　第五节　突发事件报道与危机传播第五章　广播新闻采访　第一节　广
播新闻采访概述　第二节　广播连线报道　第三节　广播会议报道第六章　广播新闻写作　第一节　
为听而写　第二节　广播消息的写作要求　第三节　录音报道的写作　第四节　连续报道与系列报道
　第五节　广播深度报道的写作第七章　广播新闻编辑　第一节　广播新闻编辑的主要任务　第二节
　广播新闻的串连　第三节　新闻组合节目的编排第八章　广播新闻评论　第一节　广播新闻评论的
要素与特点　第二节　广播新闻评论的类别与创新　第三节　广播新闻评论的写作要求　第四节　广
播新闻评论的特色与风格第九章　广播记者　第一节　广播记者的敏感　第二节　广播记者的学养　
第三节　广播记者的发现力第十章　广播新闻节目主持人　第一节　节目主持人的产生与发展　第二
节　节目主持人的特点与类型　第三节　新闻节目主持人素养　第四节　节目主持人的未来发展第十
一章 广播新闻受众　⋯⋯第十二章 录音报道的采录与制作第十三章 听评广播新闻第十四章 美国之音
评析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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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汤恩比曾经说过：“一部人类文明史，不过是人类面对自然和社会的挑战而不断应战的历史。
”例如，“非典”、9·11事件以及南方雪灾、5·12汶川大地震等，这些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自然、
社会重大突发事件，从纯粹的新闻学意义上说，社会影响面及新闻价值巨大，因此正确、及时地做好
突发事件的新闻报道，凸显媒体的社会使命，是媒体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和义不容辞的职责。
历史是昨天的新闻，新闻是明天的历史，新闻在历史中获得永生。
新闻记者应有这样的抱负：做一个现代史家，对现代和历史负责。
新闻传播工作者的职责就是发现新闻、表现新闻。
记者如何去发现与表现新闻？
这要因广播、电视和报纸各具不同的特性而决定。
　　如果说广播记者与电视记者、报纸记者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除了用眼睛去观察，用笔去描绘
之外，还必须用耳朵去寻找，用声音去构思、去表达他所感知的那个世界。
声音与画面一样，具有自己的特性。
怎样发挥声音的特性展示广播的优势，提高广播报道的审美价值呢？
本章将运用传播学理论，对新闻广播的传播功能，对符号学的几个关键词，如符号、能指、所指、意
指、“传奇神话”等，明确其概念并进行阐释，并通过实例分析，使大家了解我们研究广播的传播形
式。
只有将其置于传播学的视野中，才能观照到它的全部内容。
　　第一节新闻广播的传播特性　　美国大众传播学家威尔伯·施拉姆在研究受众选择大众传播工具
这一问题时，曾经提出这样一个公式——报偿的保证：费力的程度=选择或然率。
　　费力的程度指受众在接受某一传播媒介时付出代价的大小——财力、物力的消耗，精力、时间的
支出；选择或然率即选择某一传播媒介可能性的大小。
　　这个公式告诉我们，受众选择某一传播工具可能性的大小，与它满足受众需要的程度成正比，与
受众付出的代价成反比，用这个公式来解释新闻广播的传播特性。
颇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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