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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记者非智力因素在采访中的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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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内新闻界对新闻心理学的研究已取得较大的成效。其中，对采访心理的研究是新闻

心理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综观整个采访心理的研究体系，发现以往的研究成果较多地集

中在对采访对象心理的探索上，而对记者自身心理素质的重视很不够。其实，新闻采访本身就

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对采访活动主体也即记者的心理研究，与采访对象心理研究同等重

要。了解记者在新闻采访中的心理活动特点及其规律，了解记者必须具备的心理素质，对于提

高采访效率、搞好新闻报道具有相当的现实意义。 

心理学把人的全部心理现象分为两大类，“有些归于智力，有些归于非智力因素，第三者是没

有的。”（燕国材：《关于非智力因素的几个问题》（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哲社版〉1988.4）

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可以把记者心理素质的构成视为智力和非智力因素两大类。本文着重探

讨记者的非智力因素在新闻采访中的效用。 

非智力因素是指人们从事各种活动时除智力因素以外的全部因素的总称。它是由情绪情感、意

志、动机、信念、兴趣、气质、性格等心理要素组成的。 

智力是大脑的一种心理潜能。在人的认知过程中，感知、记忆、思维、言语等均属智力因素。

但是，“智力因素基本上是属于先天形成，后天只是开发的问题；而非智力因素则完全有赖于

后天的培养。要使成才变为现实，必须在实践中把已具备的智慧潜能转化为智慧行为。在这一

转化中，非智力因素起决定性作用。”（《专家研究成才过程表明：非智力因素起决定作用》

〈人民日报海外版〉1992.5）新华社社长郭超人曾对记者的非智力因素作过精彩的论述，他

说：“......很长时间以来，我们选择新闻人才的标准，往往是按照一般党政干部的要求，而

没有结合新闻工作的特点。选出来的人，政治表现、家庭出身都不错，但三、五年过去了，有

的始终上不了路，有的人就是适应不了记者工作。所以，新闻工作者除了要具备党政干部的共

同标准外，还要有自己的特殊要求。”“......记者要有适应各种生活环境和密切联系群众的

本领，能够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同需要采访的任何人打交道。......记者就是要有敲开采

访对象心灵大门的本领，让他们觉得可亲可信，有滔滔不绝的话告诉你。这不一定是什么思想

品质问题，而是同一个人的气质、性格有关。”（郭超人：《培养新闻人才要跟上时代的需

要》〈新闻业务〉1993.8） 

国外一些著名记者在总结优秀记者的素质时也大都把侧重点放在非智力因素上。如美国的麦克

道格尔认为，记者的素质应包括“机智、才智、勇气、坚忍不拔、乐观、诚恳、想象力、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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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适应力，等等”；法国的让?布尔内说：“依我看，好记者的素质有三条：一是随时随地

可以投入工作；二是严谨；三是精确。”日本的加藤俊氏也说：“真正的大记者、名记者，几

乎无一例外，都是温和的、谦虚的人。” 

以上引文中有关气质、性格、意志、情绪及表情等方面的内容，都属于非智力因素。由此可

见，非智力因素对于记者心理素质的培养至关重要。 

在新闻采访中，记者的非智力因素所发挥的效用是多方面的。囿于篇幅，这里仅对采访情绪、

采访表情和采访意志三种非智力因素作一浅显的分析。 

  一、采访情绪 

  心理学认为，情绪是人对客观现实的一种特殊反映形式，是人们对于客观事物是否符合人

的需要而产生的态度体验；或者说，情绪是人在过去经验中所形成的愿望与渴求的系统对当前

认识活动的影响。 

  情绪产生的源泉是客观现实，但又不是由客观现实直接、机械地决定的，而是通过认知活

动的“折射”而产生的。这种“折射”受到每个认识主体过去生活经验的制约，从而对事物产

生不同的判断和评价。同一新闻事件，对不同的人或者在不同的时间、条件下发生，可能会被

作出种种不同的评估或判断或料想，从而在不同的人身上产生不同的情绪。比如一位司机违章

驾驶发生车祸身亡，这一消息传到他的亲人、朋友、同事以及原就读中学的老师耳中，就会引

发截然不同的情绪，原因是这些不同的群体都受到了过去不同经验的制约。 

  记者的情绪也脱不开这一范畴，都是对当前客观事物的认识，通过“折射”而产生。他们

都要受过去经验的制约，各自不同的认识和愿望系统对当前同一事物会产生或肯定或否定的、

完全不同的情绪。记者在采访活动中产生的种种情绪，我们称之为采访情绪。 

  心理学又把情绪的种类分成心境、激情和应激。这里也将采访情绪相应地分为记者的心

境、记者的激情和记者的应激三个部分。 

  １）记者的心境 

  心境是一种使人的一切其他体验和活动都感染上情绪色彩的、比较持久的情绪状态，特点

是弥散性。所以记者的心境好、坏、顺、逆，就会以不同的情绪色彩去看待事物。 

当处于肯定情绪色彩时，在待人接物中会产生兴趣，工作效率高、效果好；当处于否定情绪色

彩时，心绪烦躁，接物待人不容易处理好关系，容易激怒，遇到困难也不易克服，会影响采访

工作的顺利进行。比如，有些记者前一阶段报道搞得顺手，几篇大稿子受到表扬，心境就特

好；或者因报道失实，与同事闹纠纷，有家庭矛盾，心境就不好，等等。顺意或不顺意，会明

显地影响到记者的下一步采访工作。 



  记者的工作突击性强，时效要求高，平时要重视调整自己的情绪，经常保持一种良好的心

境，不要让无谓的琐事干扰自己的情绪，影响采访效率。 

  ２）记者的应激 

  应激是突如其来的紧张情况引起的情绪状态。在生活中并不是经常出现。但一旦遇上了，

如果没有一点应变能力，不能迅速调节紧张情绪，是很糟糕的，不仅会给采访工作带来损失，

而且会使记者的身心受到严重的伤害。比如某次一位外国首脑来华访问，得到我国群众的夹道

欢迎，一位摄影记者在主宾车旁抓拍特写，拍完后转身，肩上的摄影包一不小心把插在车头的

友国国旗勾到地上。因为情况太过突然，当时这位记者站在原地，呆若木鸡，濒于休克，根本

作不出任何反应。迎宾车队为此停顿了几分钟，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事后很长一段时间，这

位记者一直走不出此事的阴影，一想起来就嘴巴发苦，太阳穴直跳。 

  心理学告诉人们，应激状态要求人在一瞬间作出决定，一点选择的余地也没有，必须集中

注意力，果断地作出反应。因此，记者在日常工作中培养应变能力十分重要，要善于从心理上

去战胜各种突发事件带来的巨大压力。 

  ３）记者的激情 

激情是一种强烈的短促的情绪状态，通常由一个人生活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所引起。对立意

向的冲突或过度的抑制都容易引发激情。比如，狂喜、暴怒、恐惧、剧痛、绝望，都是激情的

表现。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引发激情，一般有新闻活动和新闻内容两方面的原因。如一位年轻的女记者

采访人大、政协“两会”，一天接到通知说晚餐提前，饭后党和国家领导人要接见大会全体工

作人员，这位记者激动得连晚餐也不想吃了；又如另一记者采访某领导人追悼会，走入追悼大

厅，缅怀先辈业绩，追忆他对新闻工作者的厚爱，记者悲上心头几乎泣不成声。这样的激情，

难能可贵。激情是一种强烈、短促的情绪状态，很容易消逝，但只要及时抓住它，反复体验

它，就能够将激情变成一股巨大的积极的动力，促进采访成功。 

而另一种情形下的激情，则是不可取的。有一次两位实习生在上海采访，在会餐时被服务员从

餐桌上硬拉下来，只因他们没有领上加餐券。当时，其中一位万分窘迫，委屈加上沮丧，竟然

哭出声来，而另一位则暴跳如雷，大闹餐厅。这都是激情失控的表现。 

  采访激情对于一个记者而言，是难于避免的。但记者对激情应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要做到

有促有控——当新闻事件或新闻人物激动人心，或令人感动、鼓舞，记者采访时却无动于衷，

冷若冰霜；人们满怀激情，记者却不出现任何激情，或者甚至出现相反的激情，显然都是不行

的。但放任自己的激情，也不是一个成熟的记者。如果是电视或摄影记者激情失控，岂不是连

机器也端不稳了？因此，对采访激情的控放自如，应当是记者调节自身心理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采访表情 

  现代心理学认为：与情绪和情感相联系的身体各部分的动作变化称为表情动作。作为交际

工具的表情动作，包括面部表情、身段表情和言语表情。 

  表情是人的情绪的外部反映。如哭泣时眼部肌肉收缩；悲哀时嘴唇下垂；愤怒时眼、嘴张

大，毛发竖起；盛怒时胸部挺起，横眉张目，紧握拳头；困窘或羞愧时面红耳赤；震惊时脸色

苍白等。这些有关表情的知识，对于记者调节自我心理、搞好采访很有帮助。 

  采访表情的总体原则是要适度、得体。因为记者的表情可对采访对象产生十分微妙的感染

和影响，刺激其感官，引起其相应的心理反应，所以记者在采访中要做到主动调节和自控表情

动作，引导着采访气氛向融洽、圆满的方向发展。 

  １）采访高级领导干部或著名人物时，要显得不卑不亢。 

  在这些采访对象面前，有些记者常常在心理上的一种压迫感，十分紧张，神情呆滞，语言

嗫嚅，手脚无措。原来准备好的访问提纲也全忘了，有话不敢说，有问题不敢提。这样的采访

是不会有大收获的。此时，记者要努力做到语言尽可能平坦些，提问尽可能简洁些，身段动作

尽可能放松些。切忌强作笑容。 

  ２）采访一般群众，要显得平易近人，和蔼可亲。 

  在这些采访对象面前，不可摆架子，身段动作不可过多、过大。如反剪双手踱来踱去，大

幅度的手势语言，高谈阔论，无故打断对方话题等都会影响对方的心理，妨碍采访的顺利进

行。遇到对方衣着不整，相貌丑陋，或有生理缺陷，或场面污秽等，切不可流露出冷淡、厌恶

的情绪，伤害对方自尊心。 

  ３）采访异常情绪状态的对象时，表情动作要作特殊处理。 

  如采访一位刚刚失去儿子的妈妈，记者进屋的步履要轻些、慢些，语调要深沉点，衣着朴

素些，要表露出同情和怜恤的眼光，使其感到安慰。不可高声大气、吵吵嚷嚷地进屋，不可衣

着太鲜艳、华丽。 

  ４）采访群体对象时，要做到“露而不耀”。 

  如在大型集会、座谈会、宴会等场合，是一个结交各界朋友的好机会，记者应抛头露面，

与各种人物周旋，不可猥琐地躲在旮旯里，自惭形秽，萎糜不振；但也不要挺胸腆肚、昂首阔

 



步地穿梭于会议室或大会场，高声大气，唯恐人家不知道你是记者。 

  三、采访意志 

  意志是人们自觉地确定目的、并支配调节自己的行动去克服困难以实现预定目的的心理过

程。采访意志，指记者用意志力量来支配或调节自己的行动，借以克服外部困难和内部困难，

去达到预期的采访目的的心理素质。 

  新闻采访中，记者需要借助意志力量去克服自身固有的内部困难，包括：固执心理（固执

己见，以自我为中心，听不进他人意见）；停滞心理（思想混杂不能自主，对新生事物视而不

见、听而不闻，麻木不仁）；急躁心理（草率从事，丢三拉四，采访不深入，浮光掠影）；自

卑心理（胆怯，紧张，缺乏自信心）；惰性心理（浅尝辄止，不思进取）等。而新闻采访任务

的紧迫性、时间的短暂性、工作的独立性以及新闻传播的广泛性，构成了对记者意志力的特殊

需求，这些属于外部困难。 

  在新闻采访中，记者坚强的意志至少可以产生下列效用： 

1）志向。即要做什么事和要达到什么目的的意图和决心； 

记者采访的目的是要采集到能引起人们共同兴趣的重要事实，写出具有较高新闻价值的报道，

满足人们对新闻信息的需求。为了实现这种预定目的，许多记者能做到志存高远，早早立下了

为之毕生奋斗的抱负，并将这种志向反复锤炼，不断燃烧。在这中间，记者的意志力量起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 

2）自觉。即有所认识而觉悟，从而具有责任心和主动精神； 

从搜集新闻线索到采访的全过程，在一般情况下记者是独立进行工作的。因此，记者必须具有

为人民负责的高度自觉性，发挥主观能动性，独立思考。自觉性不高、责任心不强或缺乏主动

性，就很难出色地完成采访任务，相反会导致采访的失败或漏掉有价值的新闻。 

《纽约时报》有一名叫泰勒的记者曾去某剧院采访一位黑人女歌星的首场演出，到开演时剧院

方面突然宣布停演。这位记者没有去询问停演的原因，只是扫兴而归。其实，演出取消是因为

女演员自杀了。记者思想被动，漏报了这一重大新闻，成为深刻的教训。 

3）钻研。即为实现预定目标而深入研究； 

对记者而言，新闻采访必须具有“掘井及泉”的精神。如果说“井”代表着记者采访意志的存

在条件，而每个人的环境都由各种不同的因素组成，都有自己独特的“掘井工程”，那么记者

就要根据自己和特殊情况，靠自己的努力进行发掘工作，以达到“及泉”的深度，别无他法。

因为，纵有别人的指点，纵有师长的教诲，纵有经验丰富的先行者的启发，最终还得靠自我认

识、自我理解、自我反思、自我探究的功夫，才能进入“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的意境。 

4）坚韧。即坚持到底，不怕困难和干扰； 

坚韧更是坚强意志的产物。如在战争年代，随军记者在战火纷飞、炮声隆隆中采访，不能因环

境艰苦而退缩；新华社记者跟随我国登山运动员采访，一直到达喜马拉雅山北坳冰墙下海拔

6600米的地方；唐山地震中余震不断，但仍有许多记者冒着生命危险前往报道。 

记者意志的坚韧还表现在采访中“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精神和“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境界。要

采集到与众不同的独家材料和能充分反映事物本质的深层材料，往往是有难度的，意志薄弱者

就会遇难而退，造成采访的半途而废。 

去年底今年初，国内外许多新闻媒体发布了有关浙江天台患者范和志移植台湾同胞的骨髓获得

新生的报道，但在对骨髓移植当天情形的报道中，浙江日报的消息与众不同，让人耳目一新。

骨髓移植在当晚9时多开始，许多记者看到针头插进范和志的身体，就纷纷赶回单位发稿。浙

江日报记者打听到骨髓要到次日凌晨1：45分才能输完，就决定在医院守候，将截稿时间推迟

到“今天凌晨2时”。在寒冷的冬夜，这样的采访无疑是十分艰苦的，但这篇消息在同类报道

中却显得出类拔萃。 

5）果断。即实现目标时具有决断精神； 

当然，这种果断是以正确的认识、较高的政策理论水平和大胆勇敢深思熟虑为条件的。如果一

位记者思路开阔、多谋善断、行动敏捷，采访就容易出成效，而优柔寡断、草率决定、患得患

失、踌躇不前，就不能很好地完成采访任务。 

6）自律。即严于、勇于和善于律己和自制。 

无论是单独作战还是集体行动，记者都应表现出忍耐克己的素质，随时检点自己的弱点或缺

点，如骄傲自满、自以为是、不讲礼貌、作风懒散、闹情绪、干不体面事等，自觉调节。要养

成遵守纪律、有组织性、情绪稳定、注意力集中、思想敏捷的心理状态。这些都是记者采访意

志力的表现。 

实践证明，记者经常注意自身心理状态的调节与锻炼是必要的。采访心理既是新闻心理学的一

个分支，也是新闻采访学中的一门学问，而研究记者自身的心理素质，不仅有助于发展这两门

学科，对新闻实践也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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