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名”记者
是这样“炼”成的

之新闻与写作

主讲 吴敏娟

浙江万里学院



撒贝宁，中央电视台著名当家主持人、当红小生。
外形俊朗帅气的他文艺特长出众，而且天生一副好嗓音，
当年以一曲《小白杨》打动评委被保送到北京大学法学
院深造，曾是红极一时叱咤风云的“校霸”人物。







记者的修养：

脑勤

眼勤 嘴勤 腿*手勤



一、“ 名”记者之 脑勤

当记者打开笔记本电
脑，准备开始写稿时，
他开始思索将要选用
的事实、读者是谁、
最好的讲述形式、截
稿时间。

在开始动手采访、
写作之前，首先要弄
清一个基本概念：什
么是新闻？我们为什
么要报道新闻？



http://cctv.cntv.cn/lm/xinwenyijiayi/index.shtml


你知道什么是新闻吗？
你每天都看新闻吗？
你怎么阅读新闻？
你看什么新闻？
你喜欢它们吗？

阅读新闻时就要看它的开头如何，逻辑思维如何，

资料扎实不扎实，结论是否站得住脚……

关键词一 认识新闻



我印象中的新闻（国际版）

狗咬人不是新闻，因为这太平常了。但是人咬狗是

新闻。

——《纽约太阳报》

新闻是最近报道的事情。

—— 美国莫特（密苏里大学前新闻学院院长）

新闻是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情的报道。

——约斯特美国学者



课堂讨论：
我印象中的新闻（国内版）

“新闻的定义，就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

——陆定一(原中宣部部长)

“新闻是报纸、通讯社、广播电台、电视台或
新闻机构对当前政治事件或社会事件所作的报
道。”

《辞海》 1979年版

“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新闻
是新近事实变动的信息。”

李良荣（复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



一、“ 名”记者之 脑勤--专题策划（写作-选材）……

主题：

由“江西致11

名学生死亡：黑车
超载酿悲剧”

想到的……

新闻专题应该如

何策划与运作……

https://kan.china.com/article/385135.html








关键词二 认识采访

请思考：

什么是采访？

你有过采访经历吗？

你最想采访报道的人（事件）是？

如果让你采访他（她），你最想问的第一个问题
是什么？

采访的定义：

新闻采访是新闻工作者为搜集新闻素材所进行的活动。



二、“ 名”记者之 眼勤（写作-选材）

如何发现

与判别新闻？

如何培养自己的

新闻敏感度？

好新闻是这样来的

http://www.thtxclub.com/NBArticle/article.asp?articleid=25


案例

美联社老社长作为记者第
一次采访，主编看他是个新
手，给他一个最简单的采访，
报道当地一对年轻人的婚礼。
不一会他就回来了，告诉主
编说，没新闻可写。“为什
么？”“新娘子跟别人跑

了。”结果差点被炒鱿鱼。 讨论：原因何在？
并用一句话概括什
么是新闻的敏感度？

http://blogcup.com/blogger_1/17807/rss2.xml


三、“ 名”记者之 嘴勤

勤于思考、

善于思考、

勇于思考。

案例解读：

任何采访都要精
心谋划、考虑成
熟，采访时才能
做到有条不紊、
心中有数、忙而
不乱。



案例解读：



三、“ 名”记者之 嘴勤（写作-选材）



















提炼主题
安排结构
写出稿件

采集材料
选择题材
理出观点

采访是新闻活动的起点，是牵动一切新闻工作的龙头。

• 一篇新闻稿的产生，大致要经过六个步骤:

新闻采访

新闻写作



记者的修养：

脑勤

眼勤 嘴勤 腿*手勤



四、“ 名”记者之 腿勤

新闻：

来自第
一时间、
第一现场
的报道

•新闻：就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



五“ 名”记者之 手勤（*写作篇*）

当记者打开笔记本电
脑，准备开始写稿时，
他开始思索将要选用
的事实、读者是谁、
最好的讲述形式、截
稿时间。

在开始动手采访、
写作之前，首先要弄
清一个基本概念：什
么是新闻？我们为什
么要报道新闻？



关键词三-- 认识新闻写作
写作之新闻体裁

关键词：

1.新闻写作

2.新闻体裁

3.消 息

4.人物专访



一、新闻写作的内容及地位

1、新闻写作的内容：

凡是刊登和播发在各种媒体（报纸、杂志、
广播、电视、网络）的新闻版面（时段）、各
种新闻文体、各种新闻内容、各种形式的作品
都属于新闻写作的内容。

2、新闻写作的地位

新闻写作的成品是新闻作品，它每时
每刻都和广大受众见面，介入社会的各
个角落，具有广泛的、深远的影响。

新闻写作是最主要的基本功，一种
看家本领，是业中之重。



二、 新闻体裁：

指新闻媒体所传播的新闻作品的种
类载体形式，是新闻内容与表现形式
相统一的报道样式的通称。

新闻体裁主要包括：消息、通讯、

（人物）专访、深度报道、新闻评论
等……



（一） 消息

消息--

除了泛指新闻与信息量两
层含义外，即指新闻体裁的
名称，是新闻报道中最基本、
最常用、最重要的体裁。

http://nb.sina.com.cn/news/2018-10-12/detail-ihmhafir0375635.shtml




1、动态消息:
即迅速简洁地报道最新发生的新闻事实，通

常一事一报，一、二百字而已。

动态消息是刚刚发生或正在进行的事实的简洁
报道。
在报纸刊登和广播、电视、网络播发的消息中，

动态消息数量最多。大量的、不断刊登的动态消
息，构成一幅反映时代发展的丰富多彩的动态图
画。

动态消息的题材范围很广，政治的、经济的、
军事的、文教的、体育的、科技的等等，几乎无
所不包。







1、什么是专访？

专访是对知名人士（专家、
学者、官方代表、艺术家
等）、新闻人物，重要事件
的具体参与者或具有见地的
权威评论者及对社会关注的
热门话题等进行集中、单一
采访而进行的专门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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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是对知名人士、新闻人物，重要事件的具体参
与者或具有见地的权威评论者及对社会关注的热门话
题等进行集中、单一采访而进行的专门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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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NTY2NDE5Ng==&mid=401142708&idx=1&sn=cd7e1e0b93e3776caad8501d1e3e60bd&scene=23&srcid=1212CnzoDTBVdlavxescgUMZ


屠呦呦女士当晚领诺贝尔奖的套装就是来自大师之手，寓意着紫气东
来！宇宙星系之间的轮转,太极的阴阳调合,黄花篙如星系之间的链条,驱动
着整体的运行,牵动着东方思维的跃进,九九归一符号更说明着东方成就的

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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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NTY2NDE5Ng==&mid=401142708&idx=1&sn=cd7e1e0b93e3776caad8501d1e3e60bd&scene=23&srcid=1212CnzoDTBVdlavxescgUMZ


3 、专访的文体特征

(1)题材单一 访题集中
访专门人士、谈专一事情、论专业问题
首先，“专”在采访对象上。它是专门对“人”进
行采访的，而且是事先经过选择的“特定的被访问
者”、“专门的采访对象”。

其次，“专”在内容上。即突出专题性，回答
“特定的问题”；访问的题目要集中，所采访的问
题是记者根据报道的需要，读者的需要，专门选择、
确定的。

第三，“专”在独家的角度上。专访所选择的访
问对象和所报道的内容，要跟自己媒体的定位、报
道的重点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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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写作特点
倒金字塔的结构(一)：“三度反复”

标题：第一次用一句话报告
事实，起索引作用。

导语：第二次叙述事实，
补充标题，吸引读者。

主体：第三次叙述事实，
展开、补充导语，完全

打开包袱。

五、“ 名”记者之 手勤（*新闻结构-标题写作*）



倒金字塔的结构(二)：倒叙

标题

导语

主体

背景

结尾



*新闻结构-标题写作*
什么是新闻标题?

是用以揭示、评价新闻内容的一段
最简短的文字，是新闻内容的集中和
概括。通常用大于正文的字号刊于正
文之前，用来指代整篇新闻。

标题是消息的眼睛，是对消息内涵
的高度概括和浓缩，制作标题是新闻
报道的延续和新闻稿的最后完成。







新闻标题的作用
在新闻界，人们通常这样认为，在

采访和写作的关系中，是七分采访，
三分写作；而在新闻写作中，则是七
分写标题，三分写正文。因此写好标
题是新闻写作中的重中之重，又由于
消息的“倒金字塔结构”的特点，使
得消息的标题写作尤为重要。

思考:对此见解你怎么看?为什么?



新闻标题制作的基本要求

标题要准确

标题要具体

标题要生动形象

标题要简炼精粹



消息写作特点
倒金字塔的结构(一)：“三度反复”

标题：第一次用一句话报告
事实，起索引作用。

导语：第二次叙述事实，
补充标题，吸引读者。

主体：第三次叙述事实，
展开、补充导语，完全

打开包袱。

五、“ 名”记者之 手勤（*新闻结构-标题写作*）



*新闻结构-导语写作*

一、新闻导语概念：

导语是指消息中具有一定独立性
和较强可读性的开头部分。

二、导语特点：

（1）它是新闻（消息）中最重要的。

（2）它必须在消息的开头。

（3）它是新闻的提要、结果或高潮。



导语的作用及分类

一、导语的作用
“新闻导语是新闻的生命所在。”

——英国新闻学专家
“好的导语有这样的魔力，导语一唱歌，

读者就跟着哼哼。”
——美国新闻学教授

它担负着两项使命：
(1)以简洁的文字扼要点题；
(2)起导读、导听、导看作用。



案例解读：



*新闻结构-主体写作*

什么是新闻主体？
在《新闻学简明词典》

中，对“新闻主体”进
行的解释是：

又称“新闻躯
干”，指消息结构
中在导语之后的主
要部分，对导语中
已披露的新闻要素
作进一步的解释、
补充与叙述，是发
挥与表现新闻主题
的关键部分。



特 点：

从结构上看:

它位于导语之后、结尾之前。

从内容上看:

它是消息的重要组成部分。

拟好标题，写好导语，固然重要，但还没有
完成消息的写作任务，还必须写出、写好新
闻主体和结尾。



新闻主体的作用

是对导语的展开、补充、解释，或者说是对导语所提出
的问题、所设置的悬念的解答。没有主体，就没有新闻。

1、展开导语，使之具体化；
2、补充导语，令主体更丰满；
3、回答读者提出的问题





导语补充：



主体展开：







记者的修养：

脑勤

眼勤 嘴勤 腿*手勤



新闻采访写作的最高目标：

成为优秀职业记者

优秀职业记者意味着：对新闻媒体
充满了激情、具有社会责任感和职业
道德、有强烈的好奇心、怀疑精神和
批评态度、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和精巧
的写作能力。

名记者就是这样“炼”成的



感谢各位聆听

欢迎批评指正

教与学：
您在采访写作中遇到哪些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