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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大学 

2021 年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自命题科目考试大纲 
 

 

科目代码：825                                  

科目名称：新闻传播实务 

考纲说明：攻读新闻学和传播学专业学位入学考试新闻传播实务科目考试内容包

括新闻采访与写作一门课程，要求考生系统掌握相关学科的基本知识、基础理论

和基本方法，并能运用相关理论和专业理念进行报道写作。 

 

新闻采访与写作 

 

考查目标 

1.系统掌握新闻采访与写作的基础知识、基本概念、基本理论。 

2.理解新闻采访与写作活动的任务、过程、原则和方法。 

3.能运用新闻采访与写作的基本理论和新闻专业理念进行报道写作。 

 

考查范围 

第一章 新闻报道的功能与新闻记者的职责 

第一节 新闻的特征 

一、什么是新闻 

二、什么是新闻采访 

三、什么是新闻写作 

第二节 新闻报道的功能 

一、新闻具有传递信息的功能 

二、新闻具有公共监督的功能 

三、新闻具有推进社会发展的功能 

第三节 新闻媒体的演变历史和趋势 

第四节 新闻记者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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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闻记者需要责任感 

二、新闻记者需要不断深入一线 

三、新闻记者需要互相协助 

第五节 新媒体的发展及对新闻的再定义 

一、新闻报道方式的变迁 

二、新闻报道方式变革的展望 

三、新技术背景下新闻记者职业素质的养成 

第二章 新闻报道的原则与新闻记者的素质 

第一节 追求真实 

第二节 保证准确 

第三节 交代来源 

第四节 谨慎验证 

第五节 坚守客观 

第六节 保持公正 

第七节 新闻记者的职业素质 

一、正义感 

二、同情心 

三、勇往直前 

四、坚持不懈 

五、不断质疑 

六、勤奋学习 

七、勤于思考 

第三章 新闻发现与新闻选题 

第一节 新闻发现的意义 

一、没有发现就没有新闻 

二、新闻发现是新闻采写的前提 

第二节 新闻发现的目标与依据 

一、新闻发现的目标 

二、新闻发现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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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新闻发现的动态过程 

一、记者的“前发现”状态 

二、新闻发现的关键点 

三、新闻发现的实践情境 

第四节 如何确立新闻选题 

一、新闻选题的内涵与作用 

二、确立新闻选题的四个因素 

第五节 如何进行报道策划 

一、报道策划的内涵 

二、报道策划的作用 

三、报道策划的误区 

第六节 报道策划的原则与方法 

一、报道策划的基本原则 

二、报道策划的主要方法 

第四章 怎样采访新闻 

第一节 采访的职业状态与心理准备 

一、适应和熟悉环境 

二、快速掌握和消化背景材料 

三、实现采访突破的心理因素 

第二节 线索初步判断与现场采访 

一、信息来源 

二、现场采访 

第三节 重要的职业素养：与采访对象沟通的能力 

一、提问的原则和技巧 

二、倾听的耐心、同情心是打开对方心灵的钥匙 

第四节 观察和记录 

一、观察的作用和方式 

二、记录的重点与表达的原意 

第五节 关于采访的提示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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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采访中的自我提示：多问几个为什么 

二、与采访对象的约定：再联系 

三、细节从哪里来：避免“核心事实模糊” 

四、用“问题”把采访对象留住 

五、专业知识的积累：做一个“懂行”的交流者 

六、避免迟到是最基本的职业素质 

七、被采访对象误解了怎么办 

八、谨慎使用“隐性采访” 

九、防止报道失实的防线在哪里 

十、采访对象为何拒绝了你 

十一、如何面对悲伤中的采访对象 

十二、证据的留存与使用 

第五章 怎样写作消息 

第一节 消息及其基本构成元素 

一、消息及其特点 

二、消息报道的基本构成元素 

第二节 消息导语的写作 

一、导语的类型 

二、影响导语写作的因素 

三、直接式导语的写作 

四、延缓式导语的写作 

第三节 消息主体的建构 

一、主体的结构模式 

二、主体的过渡技巧 

三、维持阅读兴趣的技巧 

四、消息的结尾 

第四节 消息的背景 

一、消息中背景的使用 

二、消息中背景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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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消息中背景的写作 

第六章 怎样采写特稿 

第一节 特稿的定义 

一、特稿的定义 

二、特稿概念的沿袭 

第二节 理解特稿 

一、特稿是一个好故事 

二、特稿的真与美 

三、什么样的新闻可以成为特稿 

第三节 特稿的选题类型及来源 

一、人物类 

二、事件类 

三、话题类 

四、解释类 

第四节 特稿的采访 

一、特稿是采出来的还是写出来的 

二、特稿采访的特殊性 

三、特稿采访需要事先谋划什么 

四、特稿采访要多维度、穷尽式 

五、采访到什么程度才算是完成 

六、现场观察与还原 

七、事实的查考 

第五节 特稿的写作 

一、特稿的结构 

二、特稿的故事线 

三、小说与特稿写作 

四、如何突出特稿的戏剧性、冲突性 

五、细节并不是越多越好 

第七章 怎样从事深度报道 



 6 / 8 

 

第一节 调查性报道概述 

一、什么是调查性报道 

二、调查性报道的演变 

第二节 选题从哪里来 

一、调查性报道中好选题的标准 

二、调查性报道选题的来源 

第三节 怎样寻找采访对象 

一、寻找采访对象是记者的基本功 

二、寻找采访对象的常用方法 

第四节 调查性报道的采访与写作 

一、调查性报道的采访 

二、调查性报道的写作 

第五节 记者为什么错了 

第六节 解释性报道概述 

一、什么是解释性报道 

二、解释性报道的演变 

第七节 解释性报道的采访与写作 

一、解释性报道的适用领域 

二、怎样进行解释性报道 

第八章 怎样从事专业领域报道 

第一节 时政新闻报道 

一、时政新闻采写的基本原则 

二、两大主要类别的时政报道 

三、时政报道的日常线索积累 

第二节 财经新闻报道 

一、财经新闻采写的基本要求 

二、财经报道的技巧 

三、财经报道需要注意的问题 

第三节 法制新闻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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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制新闻采写的基本原则 

二、法制新闻报道的注意事项 

第四节  事故灾难新闻报道 

一、事故灾难报道的基本方法 

二、事故灾难报道的创新点 

三、事故灾难报道要注意的问题 

第五节 科技新闻报道 

一、科技新闻的报道技巧 

二、科技报道新闻线索和素材的来源 

三、科技报道的形式创新 

四、如何避免掉入科技报道的陷阱 

第九章 怎样运用背景和数据 

第一节 背景的作用 

一、理解背景的两种视角 

二、背景材料的三大作用 

第二节 背景的类型 

一、背景的多维分类 

二、积累背景的路径 

第三节 背景的呈现 

一、常规背景安排的三种位置 

二、新媒体背景安排的三种位置 

第四节 背景的写作 

一、围绕主题精选背景材料 

二、活用背景的三个技巧 

第五节 数据的使用 

一、数据的两大作用 

二、三步防范“数据陷阱” 

三、处理数据的三种技巧 

第十章 怎样从事融合媒介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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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媒介融合推动新闻报道模式的变革 

一、“互联网+”模式：传统媒介的网络化转型 

二、“中央厨房”模式：基于互联网和大数据的报道成为主流 

三、“沉浸新闻”模式：全球新闻生产与传播的新趋势 

第二节 全能型记者：融媒报道的专业素质和专业技能 

一、传统媒介时代的基本专业素质依然重要 

二、媒介融合时代对新闻工作的新要求 

第三节 融媒报道中的新闻价值与新闻伦理 

一、融媒报道中的新闻价值 

二、融媒报道中的新闻伦理 

第四节 融媒技术工具对新闻工作的影响 

一、新闻信息生产主体的多元性 

二、媒介平台再造与多渠道集成 

三、技术引领的采编播一体化配置 

四、媒介融合式的新闻呈现方式 

第五节 融媒报道的信息获取及集成方式 

一、融媒报道网络搜索数据的收集技法 

二、新闻核实的方法和工具 

三、“VR+”新闻及虚拟游戏 

四、人工智能重塑未来传媒版图 

第六节 融合媒介的深度报道 

 

 

主要参考书目（所列参考书目仅供参考）  

1.高钢、潘曙雅主编：《新闻采访与写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