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①本课程于1983年武大创办新闻学专业之初便设立了。开始只有罗以澄一位教师。

1984年后，夏琼作为助教加入了课程组。  

    ②1980年代，本课程使用的教材，是罗以澄自编的教学大纲，并以复旦、人大的已

有教材作为主要教学参考书。当时的教学，主要以课堂讲授为主，辅以一些课堂实习实

践活动。课堂教学的目的是让学生掌握新闻采访的基本理论知识和技能方法。  

    ③1990年代开始，罗以澄在原有教学大纲的基础上，编写了《新闻采访学教程》，

由武汉大学出版社于1992年正式出版。该教材于1995年获得当时国家教委组织的全国高

校优秀教材二等奖。此时，课程组成员增加了强月新，课程教学也增加了实践教学的环

节。课程教学中，实践教学与课堂授课由过去的1:4，调整为1：3。这时，课程教学的目

的，重在学生记者意识的树立与实践动手能力的培养。  

    ④进入新世纪后，罗以澄根据时代的发展与新闻人才培养的新要求，对《新闻采访

学教程》作了重新修订，编写出版了《新闻采访学新论》，由武汉大学出版社于2000年

出版。这一新教材融系统的学理探究与现实的实践运作于一体，注重学生的创造能力的

培养与开发。该教材于2002年获得教育部高校优秀教材二等奖。此时，课程组又增加了

二位青年教师。课程教学目的更加清晰，就是要着力培养既有开拓的学术视野、系统的

学理知识，又有很强的实践运用能力与创造能力的新闻人才。教学的手段也更加丰富多

样，多媒体教学开始得到了运用。 

    本课程系新闻学专业的核心课程，重在培养、训练学生的专业技能与创造能力。通

过本课程的学习，帮助学生树立科学的新闻观，既具有较开阔的国际视野，又了解、熟

悉中国的国情，有着较强的社会责任心；既熟练掌握新闻采访的基本原理、基础知识与

基本方法，又具有较强的新闻采访实战能力。

    本课程的知识模块顺序是按媒介的新闻生产流程而设计的。具体安排如下：  

    ① 新闻采访的学习意义与记者形象，讲授6学时；  

    ② 新闻采访的性质、特征与路线规定，讲授6学时；  

    ③ 新闻识别与采访选题，讲授6学时；  

    ④ 采访程序与策划，讲授6学时；  

    ⑤ 新闻访问与观察，讲授6学时；  

    ⑥ 分类采访的技巧与方法，讲授6学时；  

    ⑦ 课堂练习与课外实践，共18学时。  

    课程讲授中十分注意引用国内外媒介的最新运作模式，分析传媒环境、技术变化给

新闻采访带来的新思路、新变化，引导学生关注现实、关注社会、关注媒体，为当好一

名有思想、有社会责任感的新闻人作好充分准备。 

    本课程是一门专门学习研究怎样采掘并获取新闻事实的基本原理、基本规律和基本



  

方法与技巧的应用科学。本课程重点在于帮助学生正确地认识与把握客观事实，树立科

学的新闻观，掌握并善于运用科学的采访方法。本课程的难点在于如何正确地把握好新

闻采访的普遍规律与适合中国国情的特殊规律之关系，正确地处理理论学习与实践运用

之关系。为此，本课程首先要求教师掌握科学的新闻观，并把科学新闻观的教育贯穿于

教学的始终，同时也要求学习者边学、边练、边思考，学中干、干中学，并善于总结和

探索。

    本课程实践教学的具体安排如下：  

    ① 新闻的识别与采访选题（3学时）：校园采访，采写一则小消息。重在培养学生

的新闻工作敏感与判断能力。  

    ② 采访程序与策划（3学时）：分组活动，围绕一件新闻事件，策划、撰写一份详

尽的采访方案。重在培养、训练学生的新闻意识与创造能力。  

    ③ 新闻访问（3学时）：举办模拟记者招待会或新闻人物专访，采写一则新闻报 

道。重在培养学生的新闻反应及提问、表达能力。  

    ④ 新闻观察（3学时）：校园或实地观察，采写一篇观察日记。重在培养学生新闻

嗅觉和观察力。  

    ⑤ 综合小实习（6学时）：统一安排一次采访任务，采写一篇新闻报道。重在培养

学生的新闻素养与采访技能。  

    以上5个实践教学环节，互相衔接，建构起科学的、具有操作性的课程实践教学体 

系，不仅提高了学生专业采访技能，而且有助于培养学生的专业思维习惯，实践教学效

果明显。

    ① 理论学习与实践运用相结合起来，重在培养学生全面掌握新闻采访的基本原则与

方法。 

    ② 按照教学模块，结合教学内容，分五次组织课程的实践教学。 

    ① 寻找新闻线索，确定采访选题（3学时）：校园采访，采写一则小消息。  

    ② 策划、制定采访方案（3学时）：围绕一件新闻事件，策划、制订一份采访方案 

    ③ 模拟记者招待会（3学时）：采写一则报道。  

    ④ 观察记：校园一瞥（3学时）：采写一则观察日记。  

    ⑤ 综合小实习（6学时）：采写一篇新闻报道。 

    ① 课堂授课：由主讲教师负责，集中授课。每次授课均安排15分钟左右的师生互动 

    ② 课堂实践教学：一般分组进行，四至五人为一组，由主讲教师与辅导教师分别负

责指导。实践教学结束后，由主讲教师或辅导教师作点评。 

    考核内容：采访学理论知识与实际操作能力 

  



 

    考核方法：闭卷考试与平时作业。 

    本课程教材使用的是普通高等教育“九五”国家重点规划教材《新闻采访学新

论》，这是本课题负责人罗以澄教授的专著。该教材在第三届全国高校优秀教材评奖

中，被评为二等奖。此教材被省内外数十家兄弟院校列为新闻专业指定教材或参考教

材，并被湖北省人事局职称办列为新闻系列职称晋级考试指定教材。罗以澄教授作为课

题主要负责人，还主持完成了教改项目《深化新闻专业教学改革，培养跨世纪优秀人

才》，先后荣获国家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和湖北省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项目中提出的

全新的新闻教育理念和专业教育模式，赢得兄弟院校广泛赞誉。  

    课题组成员夏琼2002年10月在高教出版社出版的《新闻评析》，是本课程的辅助教

材。其间收集的15篇新闻佳作及作者的采写经历，是课程教学中经常使用的典型案例。

课题组成员强月新编写的《现代新闻写作学》，也是本课程的辅助教材。  

本课程安排指定了30余部国内外有关著作、教材，作为本课程学习必读的教学参考书。

此外，本院还建有藏书、报刊、杂志、丰富的专业资料库，可供学生学习，扩大知识面 

    本课程安排指定了北京、武汉、广州、深圳等地十余家新闻媒体作为学生的实习基

地。同时，本院教学实验室设备齐全、先进，被评为目前国内唯一的新闻传播实验教学

示范中心，可供学生实验。  

    本课程教材的基本课件PPT已做好，已在课堂上使用，将进一步修订做成电子出版教

材。 

    ① 模拟式教学。课程教学中举办模拟记者招待会、新闻发布会、新闻人物专访等。

主要培养训练学生的新闻反应与访谈能力。  

    ② 讨论式教学。举办讨论会，帮助学生树立科学的新闻观，夯实专业的理论基础；

同时也训练、激活学生的创造思维。  

    ③ 开放式教学。组织学生进行校内外采访，邀请名家来来校讲课等，扩大学生的视

野，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④ 多媒体教学。应用多媒体的声像优势加深学生印象，提高教学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