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按标题    媒介论坛用户名  密码    

媒介动态 传媒产业 传媒经管 传媒经济 传媒环境 广告业 传媒人才 舆论影响 传媒竞争 

新闻与法 新闻业务 新闻学习 新闻理论 新闻史学 新媒体 新闻伦理 传媒调查 媒介批评 

广电世界 新闻教育 媒介人物 大众传播 书店书评 新闻奖 传媒改革 传媒博客 传媒内参 

浅谈新闻采访中非语言符号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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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访活动是新闻活动全过程的第一阶段，是有新闻价值的客观事实通过记者的感官和意识

加工转化为记者的主观认识的过程。采访也是记者与被采访对象进行信息交流与分享的动态过

程，从传播学角度讲，记者与采访对象交流与分享的信息符号，除声音、语言外，还包括手

势、姿势、表情等非语言符号的运用。  

  美国现代心理学家通过大量试验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信息的全部表达中，说话占7%，

态度占38%，而表情动作占55%。"此结果反映的是人际交流中最初接触的规律，也就是说人与

人之间最初接触时，信息的传播有90%以上是靠非语言方式实现的。"非语言的符号不容易系统

地编成准确的语言，但大量不同的信息正是通过他们传给我们的。"因此，研究新闻采访中非

语言符号的运用，对于提高采访质量意义重大。  

  记者的非语言符号运用  

  记者是采访活动的主动者，应充分调动各种因素，获取新闻信息。采访中，记者巧妙地运

用非语言符号，可以起到以下4种作用。  

  1、赢得信任。进入采访阶段，记者的表现会给对采访对象的心理发生"首因效应"。"首因

效应"，也称"最初效应"，是人们交往中的第一印象。在人们交往中，通常比较重视前面的信

息，据此对别人下判断，而在最初（原始）的印象形成之后，他对后来的信息就不大重视。可

见，被采访对象会根据记者的非语言符号来判断是否接受采访或在多大程度上敞开自己的心

扉。所以，非语言符号是记者赢得信任的前提和基础，在新闻采访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和优

势。  

  记者能否在最初的几分钟内以自身形象获取采访对象的信任是十分重要的。良好的第一印

象有助于双方建立和谐融洽的关系，有助于采访活动的顺利进行。对方先看到的是你的外在形

象，除了天生的外貌之外，得体的着装、和蔼的态度可以使对方对你产生好感。一位部队新闻

干事应约采访杨靖宇将军的警卫员姜德洲老人，没想到俩人一见面，作者立刻感到老人如炬的

目光突然黯淡了，果然，老人没好气地反问作者说："你是部队来的，咋不穿军装？"说完转身

离开了。直到第二次作者换了军装去采访，老人才高兴地说："这才像个兵样！"并愉快地接受

了采访。  

  因此，高明的记者在采访前，不仅要了解被采访对象的基本情况，还包括兴趣、爱好，以

及某些特殊的感情和特殊的心理特征等，积极主动地，以恰当的表情神态、语言行动影响对

方，消除双方交流的心理隔阂，引导双方进入良好的沟通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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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表明态度。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会用某种姿势来表达自己的态度，记者在采访过程

中也需要利用某种身体动作来表达自己对新闻事件或采访者的态度，或同情，或怜悯，或赞

叹，或反对，从而与采访对象产生心理共鸣。  

  一代名记者穆青被人尊称为人民的记者，许多人向他讨教采访的技巧，他总说："有感

情，没技巧。"穆青所说的没技巧，许多时候正是通过他的非语言符号来表达的。如，他采访

植树模范潘从正，与他一起植树；他采访被打成"黑劳模"的任羊成，未等任羊成讲完自己的故

事，他早已泪水盈眶……这种对劳动人民深深的感情，对采访对象充满尊敬的态度，不仅为他

采访到许多真实感人的情况提供了可能，也为穆青与许多采访对象结下深厚感情打下了基

础。  

  在电视媒体中，采访者通过体态语言，表明自己的态度，引起采访对象以及受众的心理认

同，从而较好地完成电视采访节目。比如，《焦点访谈》在1996年世界防治麻风病日播出的

《走进麻风村》中，记者采访时主动与麻风病人握手。记者的态度和情感在这个小小的动作中

得以充分体现，感受到这一切的不仅是麻风病人，还有观众，记者的采访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之后，这位记者说："我和麻风病人握手，就是想利用电视这种大众传媒最有效的方式，消除

人们对麻风病人的偏见和对麻风病的恐惧心理。"  

  因此，记者可以通过体态语言间接巧妙地向被采访对象传达某种信息，并可以借助一种恰

当的态度与采访对象之间保持良好的氛围，从而使采访工作可以和谐地完成。  

  3、交流情感。眼神、表情、手势等被称为体态语言，它有时能传达出比有声语言更为丰

富的信息，产生"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效果。记者在与采访对象的交流中运用非语言符号，可以

比较含蓄地表达情感，拉近彼此的心理距离，使采访进行得更加顺利。如认真倾听的姿势、关

注的眼神、善意的微笑等，传达给对方的是肯定的信息，对方得到这种反馈，就会更加兴致地

往下说。而没有表情的面庞、怀疑的目光、意义双关的微笑等，则会让对方感到不安，也无意

说出关键性的东西。  

  近年来，纸质媒体为缩短与电视媒体的差距，更加贴近受众，现场短新闻、现场见闻、记

者亲历式稿件不断见诸报端。在这些亲历式稿件中，记者适当讲述自己的行为，可以起到深化

主题、交流感情的作用。2002年，南京军区《人民前线》报推出一个《记者夜访连队》专栏，

一位记者在《午夜哨位行》一稿中这样写道："'脚冷吗？''不冷。'士官回答，记者让他把鞋

脱下来，他不好意思地说：'有点臭'。记者摸了摸他的脚，热乎乎的。"记者摸战士脚的行

为，不仅体现了该栏目"体察兵情"的深，还体现了"了解基层"的细。这一细小动作，向被采访

对象，向所有读者传递的都是一种对基层士兵的真挚的情和爱。  

  4、获取信息。非语言符号还可以被用作强调记者希望引起采访对象注意的问题和细节。

比如，在提问中，记者可以利用手势动作加强提问的语气，从而使采访对象注意到记者提问的

要点。有时，哪怕是一个小小的停顿，都对嘉宾的心理起着微妙的作用。著名的电视主持人华

莱士就有类似的经验："我发现，在电视采访中，你可以做的惟一最有意思的事就是：提一个

巧妙的问题，在对方答复之后，停止它三四秒钟，好像你还在等他再说点什么。你说怪不怪？

对方会觉得有点窘迫，于是谈出更多的东西。"  

  在现场播报评述中，节目主持人可以利用动作加强播报评述的力度，从而使观众注意到记

者播报内容的重点。在其他各种场合的新闻采访中，记者同样可以利用自己的非语言动作引起

采访对象的注意，从而获得更多的新闻信息。如，一位部队新闻干事到立志做"太阳一缕光"的

某部学雷锋典型金正洪家里，找金正洪的大哥金关兴采访，没想到金关兴不善言辞，什么也谈

不出来。为了更多更深了解典型背后的故事，这位新闻干事白天与金关兴一起下田劳动，回家

后，一起劈柴做饭，晚上，一起"打通铺"……正是在新闻干事的一系列举动中，金关兴不自觉

地给他介绍了许多金正洪的故事。这位新闻干事据此写下的稿件被多家报刊采用，还获得几个

 



大奖。  

  善于抓取采访对象的非语言符号  

  记者在采访中充分运用非语言符号的同时，还应注重观察被采访对象的非语言符号的应

用，这是记者获得新闻信息的一种重要途径。"对研究人类传播的学者来说，无意中露出的非

语言提示比有意给的有意思得多。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作为一个完整的人，而不是一部分做出

举动的，因为传播行为反映了整个人，所以通过非语言方式给的信息，许多是来自内心深处

的，难以压制。"人类学家霍尔教授告诉我们："一次成功的交际不但需要他人的有声语言，更

重要的是观察他人的无声信号，并且能在不同的场合正确使用这种信号。"  

  在新闻采访过程中，记者不仅是采访者，也是一位观察者。某部一位报道员在迎接舰艇训

练归来时，看到通信员递给舰长一封厚厚的信。舰长打开后只看了一眼，就急忙装上了信，一

丝情不自禁的微笑浮现在脸上。就这一丝微笑，被报道员看到了，经过进一步采访，了解到舰

长与她妻子间的许多故事，写出一篇好稿来。  

  记者在观察中，眼神、面部表情等体态语言和服饰等无声语言，与有声语言及形体语言，

均传达着被采访对象的思想、个性、文化修养、艺术品位，记者在此观察得是否仔细，体现了

记者采访能力的高低。2004年3月25日，英国首相布莱尔与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进行会谈，一

时被媒体誉为"破冰之旅"。然而，一些英国媒体却发出《卡扎菲没把布莱尔放在眼里》的报

道。原来，一位记者抓住了会谈现场卡扎菲跷着二郎腿等"肢体语言"，报道了卡扎菲潜意识中

对布莱尔的真实态度。  

  因此，作为一名记者，在日常观察中，一定要尽可能通过观察对象的身体语言，准确捕捉

到对方最真实的情感和深层心理，并适时调整自己的语言和非语言符号，进而实现与采访对象

自然、和谐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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