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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走进信息社会的今天，信息流动带给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日益扩大，人们不仅成为信息的享用者，
也逐渐成为信息的发布者。
在信息和新闻传播中，如何用正确的世界观判断和审视不同类别信息和新闻带给人们的价值，用科学
的、客观的、公正的、发展的观点采写新闻事实、选择新闻事实、接触新闻事实和截取新闻事实，是
人们在信息繁杂时代正确取舍的需要，也是当前社会发展的要求。
为人们提供具有实用价值的新闻采写基础知识和规则，是作者多年从教的心愿。
作者曾有幸在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新闻系和中国农业大学学习并分别获得学士和硕士学
位，体会不同学科的思维方法；有幸从事广播电视新闻工作20多年，作为广播、电视等多种媒体的一
线记者、编辑和节目主持人，亲身体验新闻采写的艰辛与快乐；有幸担任大学媒体传播系的教师且多
年讲授新闻采访与写作课程，有机会与人们分享多年积累的实践经验。
故书中多有作者心迹的表达，经验之融炼，期望能深入浅出，集腋成裘，使初学者少走弯路。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参阅了近年来多本有影响的相关新闻采访与写作的教科书，如艾丰著的《新闻采访
方法论》、《新闻写作方法论》，刘海贵等著的《新闻采访写作新编》，杜荣进主编的《中外新闻采
写借鉴集成》等，对本书体系的形成极有帮助。
编写过程中，还注重将授课内容按照新闻采写的规律合理分配，并选用大量中外获奖新闻作品和网上
最新新闻作品进行分析，力求使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让学生听得进、学得快、用得上。
本书在最后附有部分中外优秀新闻作品赏析，为学生们进一步探索当今的新闻实务问题提供参考。
本书本着博采众长、继承创新的原则，期望能为大专院校学生、新闻爱好者、成人学生提供不同传播
媒介新闻采写的基础知识和基本训练指导，如有学子从中获益，则作者幸甚。
本书写作过程中得到新闻界许多同仁朋友的支持和帮助，尤其是中国农业大学网络学院的领导和同事
，正是在他们的关心和支持下，才得以草成此书。
由于写作时间较短，书中不足或谬误之处，还期待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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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闻采访与写作是现代传播与沟通领域的基本技能，是信息时代人们应具备的素养。
作为新闻学的基础教材，本书博采众家所长、继承创新，对新闻采访与写作业务的理论和方法作了全
方位的阐述，并针对不同新闻媒介在新闻传播实践中遇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和解决
途径，既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总结，又从理论的高度作了分析和拓展，提供了较为全面的新闻采写基础
知识和采写实例点评。
本书时代气息浓厚，内容涉及平面媒体与电子媒体，注重理论与实践结合，可作为大专院校新闻传播
院系本科生、研究生及新闻进修生教材，也可作为媒体及相关领域从业人员和爱好者的参考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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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谭英，职务：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媒体传播系副教授。
简介：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媒体传播系副教授，先后获得北京广播学院新闻学专业文学学士
学位和中国农业大学农业推广硕士学位。
从事广播电视新闻工作近20年，策划和编导主持过多个栏目的广播电视节目，曾在河南安阳人民广播
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青少部担任记者、编辑和主持，现兼任中央电视台7频道电视节目编导。
编导创作和解说的科教节目多次获省部级国家级奖励，其中，电视科普片《数字化农业》荣获第八届
全国农业电影电视“神农奖”科普类金奖。
承担多项农业部、教育部、北京市科协科研课题，近几年有十余部电子出版物公开出版发行，发表学
术论文10余篇。
研究领域：新闻传播、科技传播、农业科教影视传播。
教学课程：《新闻采访与写作》，《语言艺术概论》，《农业新闻报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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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新闻采写者应具备的基本素质第一节 新闻记者及其职业道德新闻学的核心体现在新闻工作者
的职业价值上，即新闻记者对社会、舆论、公众、政府的影响力。
新闻记者通过报纸、电视、广播、网络的新闻报道，可以塑造和改变一个舆论环境，从而使一个社区
、一个国家甚至整个世界变得太平或大乱，新闻学和记者与其他学科和职业的区别就在于，新闻对公
众的服务和对社会的冲击（李希光，2002）。
一、新闻记者的界定新闻记者泛指新闻从业人员，即编辑、播音员、主持人、编辑部主任、台长、社
长、通讯员等人员的总称，特指新闻事业机构中专门担负采访报道中外勤任务的专业人员，又称报道
者（reporter）、访事、访员等。
我国新闻记者专业职务分为高级记者、主任记者、记者、助理记者（广播电视简明辞典编辑委员会
，1989）。
“记者”一词最早见于《清议报》（1898年12月在日本横滨创刊）第7期。
记者的类别，按性质分，有文字记者、摄影记者、广播记者、电视记者和网站记者；按活动地区分，
有本埠记者、驻外记者和特派记者。
本埠记者，也称常驻记者，即编辑部派往国内某地长期担任当地采访报道任务的记者。
一般包括两类：一类通称地方记者，如《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驻地方记者站和新华社地方
分社的记者；一类是派驻外埠的记者，如上海《文汇报》驻北京记者。
常驻记者的任务是加强编辑部与当地的联系，及时反映当地的情况，采访报道所驻地区的富有地方特
色、又具普遍意义的新闻。
常驻记者应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和采访活动能力，熟悉当地各方面的情况，能熟练运用各种新闻体裁
，善于处理各种不同的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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