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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采访应获得哪些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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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刚刚学习采访工作的小记者来说，通常有这样一种感觉，我这一次采访应获得哪些材料？

有些小记者则诉苦说，首先，采访之初不知从哪里开始提问题；然后，当采访进行中，采访对

象谈了一气后，他不能再提出新的问题，特别是不能即兴地、有目的地提出新问题；最后，当

采访结束时，他不知自己采访的材料是否够了。 

  下面我们就这些问题逐一加以讨论，看看一次采访应获得些什么材料才够。  

[将一次采访进程分成三个阶段] 

  记者采访提问，不应是东一鎯头西一锤子，也不能想到哪就问到哪。一般来说，采访是一

次性的，记者不能老是为一篇报道反复去找采访对象问一点写一点。这就要求记者事先一定要

有个通盘考虑，并且将整个采访过程分为几个阶段。这就像我们写文章，先要考虑分几个层次

来写，第一个层次写什么，后面的层次又分别写什么。 

  《经济日报》总编辑艾丰在《新闻采访方法论》一书中将“三个阶段”作为基本采访方法

之一。这三个阶段同我们平常认识事物的进程一样，即： 

  第一阶段，初步完成对某事物的横的认识，以达到对此事物现状的完整的了解。 

  第二阶段，在横的认识初步完成之后，进一步深入到对事物的纵的认识，即达到对事物的

历史的完整的了解，在了解历史之后，当然又加深了对现状的了解。 

  第三阶段，在横与纵的两个大方向的认识完成之后，则要侧重完成变的认识，即研究该事

物所包含矛盾的各个方面是怎样转化的。 

  这一进程简化，可以用一个程序来表达： 

  ①横的认识—现状；②纵的认识—历史；③变的认识—转化。 

  按照这一程序，我们来设想采访一个先进人物该怎样进行？ 

  第一步，先完成横的认识，了解这位先进人物的一些基本情况：如主要作出了哪些成绩，

有什么发明创造，得过什么奖励，在社会上产生过什么效益与影响，等等。某中学有一学生在

国际奥林匹克生物竞赛中得了金牌，校园里一位小记者去采访他，事先，这位小记者列的采访

提纲里有这么几点： 

  ①他的奖具体名称叫什么？是第几届？ 

  ②这个奖是否为国际上中学生物方面的最高奖？ 

  ③他是否为唯一的金牌得主？还有一些其他奖牌被谁人夺走？ 

  ④他平时在班上表现如何？是否全面发展？ 

  如此等等。这些项目，都是着眼于采访对象的现状的。对事物现状的了解，虽然是较为平

面的，但应当是完整的。就像我们接触一个人，首先是对他的外表要有一个整体的印象一样。 

  第二步，向纵深处了解，采访这位金牌得主的成长过程，他与众不同的一些特殊经历。还

是举上面那个例子。那位小记者去采访金牌得主时，认识到得到金牌固然令人羡慕，但金牌得

主成长之路对人更富有启迪意义。他在学习上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有什么“夺冠”秘诀？他

的爸爸妈妈是从事什么职业？家庭教育对他是否具有根本性的影响？等等。这些都是金牌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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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故事，不为一般人所知，却又特别为一般人所欲知，所以 ，非知道得详详细细不可。 

  第三步，要完成的“变”的认识。同一般的同学一样，这位同学的学习经历也是从小学到

初中到高中，并非一生下来就是块得金牌的料子。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他有了夺冠的愿望并

努力付诸实践的？去采访的小记者认识到，从一名普通同学到世界金牌得主，这一飞跃的背后

一定有着一些不同寻常的转变。如观念的转换、理想的确立，前进步伐的调整、老师的教育起

了什么主导作用等等，都应加以深入挖掘、探讨。 

  按照上述三步设计采访提纲，这小记者从容不迫地获得了他所需的素材，从而写出独家报

道《金牌得主成长的启迪》。 

  对某一事物的采访，我们也可按上述思路确定分三步了解： 

  ①这个事物的状况如何？主要矛盾是什么？ 

  ②这个主要矛盾是如何形成、发展的？ 

  ③矛盾的两个方面是怎样互相转化的？ 

  这样，我们对事物的认识就会全面深刻，并且容易捕捉到它的动态。 

  由此可见，将一次采访进程分成三个阶段，的确可以帮助我们清理采访思路，采访时不会

顾此失彼，丢掉一些重要的采访话题。 

[按不同的报道要求调整三个阶段的比例] 

  上述三个阶段在每一次采访中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按不同的报道要求，应当调整三者的

主次关系。 

  一般来说，如果是只写简短的消息，那么主要的内容是第一阶段对事物现状的了解，在新

闻六要素中，何事、何时、何地、如何等要素要完整准确。采访时应在这方面多下工夫。第二

阶段、第三阶段的采访也很必要，但不是重点。记者可以将后两个阶段的内容集中到事物发展

的来龙去脉上，即它是怎样形成的，将会产生什么影响。此外，还要了解一些相关的背景材

料，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下把握这一事物在相应领域的坐标轴上处于何种地位。 

  对于特写性报道，记者的精力要放在对事物过程的认识上。采访必须详详细细地记录好事

件的发展经过，把握一些具体的细节性的素材，像慢镜头般清楚地展示事物的动态。这类题材

的采访，记者的观察十分重要。我们可以对三个阶段的顺序稍作调整。第一步，了解事物当初

的情况；第二步，特别注意事物演变过程，关注其中一些关键性的细节；第三步，记录好过程

后的结果。这三个阶段是按时间顺序推进的，好处在于清晰地记录事物的动态轨迹。如我国著

名的特写记者阎吾采写《我军横渡长江情景》的经过。他先是伏在长江北岸，等待着横渡长江

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的到来；渡江过程中，他认真地观察，及时用笔记下了具有历史意义时刻

的雄伟图景。最后，又记录了过江后军民匆忙告别的场景。三个阶段，很自然地构成了文章的

三个层次。  

  对于通讯和内容较为详尽的消息而言，采写从现状入手，再深入挖掘发展历史，最后抓住

事物变化的要点，这三个阶段，缺一不可。采访时，顺序也不应颠倒，这样才思路清楚，层层

深入。 

[技能训练] 

  1、某记者得知目前正在故宫博物院举办的展览会上展出了刚出土的我国两千多年前的古

酒，决定进行采访。你认为，这位记者应该怎样拟定采访内容？ 

  2、《人民日报》总编辑范敬宜在《辽宁日报》工作时，曾写了《夜半钟声送穷神》。这

篇报道的写作灵感是这样的—— 

  有一次，我和一位同志到兴城县，采访一个由于实行包干到户当年翻身的长期困难队。白

天，干部向我们介绍说全队家家社员生活提高后都新买了挂钟，我们心里也动了一下，但感受

还不深。深夜，我们俩在月白风清的村头散步，忽然听到前后农家传出清脆悦耳的挂钟打点

声，这钟声此起彼伏，打破了山村的寂静。我们联想到这个生产队长期贫困的历史，成年过的

是“白天看日影，晚上观三星”的不知钟点的生活，如今家家响起了钟声，这对他们来说，该

是多么了不起的变化啊！这钟声，不是在宣告一个时代的结束，一个时代的开始吗？不是在宣

 



告广大农民正在向贫困的历史告别吗？想到这里，我们内心非常激动，一夜未能安眠，一大早

就起来写出一篇短新闻：《夜半钟声送穷神》。 

  范敬宜的写作经验，给你什么样的启示？ 

  3、《纽约时报》名记者递姆士·泰勒初当记者时，去采访一个著名女演员的首场演出。

到剧场后发现演出已经被取消，他就回来睡觉了。半夜突然被电话铃声惊醒了，编辑在电话中

告诉他，其他各报都在头条位置登出了这个女演员自杀的消息。编辑很生气地说，像这样的女

演员首场演出被取消，本身就是新闻，背后还可能有更大的新闻。——你认为编辑的话有些什

么道理？如果你当记者遇到类似这样的事会如何处理？ 

  4、我国现代著名记者徐宝璜曾说：美国芝加哥城中，有一著名富翁，今年病故，是最近

事实。芝加哥的报纸均登载此事于新闻栏中，中国的报纸也可视为新闻吗？否。因为读者平时

未闻其名，所以不会注意其生死之事，报纸登之，殊无味也。但此富翁临终前之一遗嘱，将其

所有财产，全部捐赠，在中国设一大博物院，这样中国报纸可视为新闻而登之。——你能说出

徐宝璜这段话所包含的新闻学知识吗？ 

  5、采访你校一名成绩优秀的同学，请他（她）谈谈学习方法。试设计一套提问的方案。 

  6、根据采访三阶段的原理，题5中的采访，应该分为哪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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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是一项基本功。 [luyouz001于2002-8-20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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