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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众多的电视表现手段上，电视采访已成为编导者重要的创作手段之一。其方法可归纳为：生活式采访、工作式采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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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作为先进的大众传媒工具，现代文明生动直观的载体，在传输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信息中，发挥着越来越大

的作用。为增强记实效果，拉近与观众的距离，达到编导者本身的创作目的，在众多的电视表现手段上，电视采访已成为编导者重

要的创作手段之一。 

所谓电视采访，就是通过电视手段进行的采访。电视采访不仅有自己的规律、特点和作用，也有自己的方法。下面我们就结合

创作实践，谈谈电视采访的方法： 

一．           生活式采访
 

就是在正常的生活氛围中进行的采访。它既可以是见面时的寒喧，也可以是款待时的对话；既可以是餐饮中的问答，也可以是

行走中的访问。这种采访方法，就是不打扰人们的衣食住行等正常的生活秩序，被采访人一边进行着正常的生活过程，一边接受采

访。观众将在一个连续的没有中断的生活过程里倾听采访内容。这种采访方法，易于创造良好的情绪气氛，使观众感到亲切和谐，

真实自然。 

生活式采访方法，对于编导者来说，一是要侧重于对具体拍摄位置的精选，以保证实拍准确顺利地进行。二是要搞好生活问话

与采访内容的有机结合。对于被采访者来说，只要在完全的生活状态中接受采访就可以了。那么，生活问话和手中的生活动作，将

缓和并冲淡被采访者面对镜头的紧张拘谨，以致思维的中断与错位。使采访在一气呵成中顺利地完成。比如，我们在拍摄电视片

《军营淬火》时，一天晚上去采访一个女干部。因为是突然去采访，女干部家没有准备，在一种完全生活化的状态下完成了采访，

采访十分成功。 

生活式采访，一般用于直接表现人们生活和与生活有直接关系的电视片的内容中，一般的环境都在商店、公园、饭店、街头、

公共汽车等公共场所，也有的在家庭居室、军营宿舍等具体的生活环境之中。生活式采访对编导人员来讲，在采访前要注意了解和

研究采访对象，拟出详细的采访提纲。采访中要把握好节奏，在总体风格生活化中防止冗长拖踏。 

二．           工作式采访
 

就是对被采访者在正常的工作状态下进行的采访。这种采访方法，就是在不打断正常工作的情况下，被采访人一边工作，一边

接受采访。观众在倾听采访内容的同时，将通过画面语言进一步了解被采访对象的工作内容、工作环境，加深对人物自身的理解。

这种采访方法，易于展示工作中的环境，通过环境来强化采访内容。 

工作式采访方法，对于编导者来说，一是要熟悉采访人的工作，以便在采访时进一步塑造人物。二是要熟悉被采访人的工作环

境，以便更好地实现场面调度。三是要处理好工作内容服务对采访内容的关系。要求被采访者，在工作同时，首先接受好采访。同

时，也要象平时一样进行工作。这样就容易消除在采访的间隙里，被采访人不适应境头的感觉。比如，我们在拍摄电视片《扶起人

才之林》时，对几个技术人员进行采访，都是在他们操作微机的过程中完成的，收到了良好的视觉效果。 

工作式采访，一般用于直接表现人们的工作和与工作紧密相连的内容的电视片。工作式采访对编导人员来讲，要把握好被采访

人的工作时机和具体环境。在工作时机上要适合于采访，在具体环境上要适合于拍摄。 

三．           间隙式采访
 

就是对被采访对象在工作、学习、生活的间隙里进行的采访。这种采访方法，对被采访人来说，是在工作、学习、生活不受直

接干扰的情况下的一种采访。这种采访方法，有利于被采访者专心志致地接受采访。同时，这种采访有利于表现采访的环境背景。

如会议间隙采访时，便能展示会标或仁义规模，体育运动间隙采访时，便能展示项目内容和具体环境等等。 

间隙式采访方法，对于编导者来说一是在内容上，要抓住人们关注的重大主题或时事问题。二是在时间上，要抓住各种间隙的

暂短的时间。三是在对象上，要及时捕捉到能说明问题的人物。对于被采访者来说，重要的是坦露真情实感，谈出切身感受，绝不

可官话连篇，粉饰夸张。比如，我们在拍摄电视片《共龙五期》时，摄制组在中午时等在饭堂门外，当学员都吃过午饭走出饭堂

时，便赶上去采访。学员有感而发，谈得十分真直切自然。 

间隙式采访，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它对于编导者来讲，必须有灵活的头脑，机智的反映。 

  



四．           坐立式采访
 

就是采访者和被采访者都停顿下来，以坐立的姿势进行采访。这种采访方法，大都是做了准备的采访。这种采访形式庄重、内

容专注、易于双方操作。 

坐立式采访方法，对于编导者来说，一是要详尽准备出拍摄提纲。二是要在采访中充分调动镜头语言，尽量使画面摆脱呆板、

生硬的视觉感受，尤其应调动恰当的镜头运动方式。三是要使采访内容准确、语言到位。被采访者应避免象啃稿子一样回答问题，

也要避免坐姿或站姿过于正规，因为这样会增大导演的痕迹，影响采访效果。 

坐立式采访，适合于严肃主题和重大题材，也适合于对上层活动的采访。坐立式采访对编导人员来讲，要注意画面的景深、构

图及色彩的搭配；同时，要注意前后画面的组接，以提高片子的质量。 

五．           走动式采访
 

就是在采访者和被采访者的走动中完成采访。这各采访方法，往往是边走动边采访，看上去比较自然不刻板，还能给人一种流

动美的感觉。同时，由于人物的运动，环境和背景又在不断变化，可以减少观众的视觉疲劳。 

走动式采访方法，对于编导者来说，一是要设计或熟悉采访中的运动路线，便于场面调度。二是要防止环境噪声对人声的影

响，保证采访中的声音质量。要求被采访者在走动中回答问题时，要符合两人交谈形式。 

走动式采访，更多地用在对突发事件的采访，用在社会新闻的采访，也用在跟踪采访等方面。走动式采访对编导人员来讲，要

恰当地运用运动镜头，其景别一般都以中近景为主，还要考虑被采访者携带的物件应与其身份、地位、工作性质及所处情境相符。 

六．           单人式采访
 

就是对单个人的采访。一般来说，这咱一个人一个人地单人采访方法，是一种最普遍地采访方法。它能使观众

注意力完全集中在被采访人身上。观众将从被采访人的服饰、举止言谈和现实环境中，深化对采访内容的理解。 

单人式采访方法，对于编导者来说，一是要考虑到如何处理长时间的访谈画面，包括对于内容相关的画面的插

入。二是要处理好简化背景，减少场景转换等问题。要求被采访者要保持自身良好的外部形象。同时，回答问题要

简洁精粹，准确真实。 

单人式采访，不受采访内容限制，可广泛用于电视采访中。单人式采访对于编导人员来讲，应注意选举好采访

对象，特别是选好被采访者的语言，即符合编导要求的采访内容，以保证采访质量。 

七．           群体式采访
 

就是在一个时空中，对两人以上的群体的采访。这种采访方法虽然在电视采访中并不多见。但又确是对采访内容的强化和突出

的一种好形式。它能使一个问题、一个事件、一个结论、从多方面、多角度在同一个时空里得到阐释或印证，获得比较圆满的效

果。 

群体式核计技巧，对于编导者来说，一是提出的问题要简洁集中，且不可繁杂冗长。二是拍摄时镜头运动要跟上被采访的对

象，防止漏拍。要求被采访者回答问题要简练精粹。我们在拍摄电视片《黄龙王沟的二十五天》时，有一个让学员谈训练感受的群

体式采访镜头，要求每人只回答一句话，大家回答的很精彩，也很深刻。 

群体式采访适用于单一主题、单一事件的电视采访。群体式采访对于编导人员来讲，应注意被采访者的情绪，一般不应特意挑

拨被采访对象，特别是不应在人群中舍近求远而影响整个采访的情绪气氛。 

八．           即兴式采访
 

就是编导者对当时场合里的景物有所感触，临时发生兴致而进行的采访。这种采访常常是引发全篇的种子，启发编导者直觉思

维的灵感。虽然它有时不易构架起全篇，也不能成为全篇唯一的采访形式，但往往能引出精彩的内容。我们有一次去拍摄上级指定

的电视片，无意中发现了一个“老抗战”这个典型人物，于是，只用半天时间就拍摄创作了一部电视片，该片的成功完全根源于即

兴采访。 

即兴式采访方法，对于编导者来说，一是知识面要宽厚，生活基础要扎实，对周围事物要敏感，也就果要有很好的修养。二是

不要怕麻烦，舍得吃苦受累，乐于大胆创造。要求被采访者，敞开思路，放开交谈，其内容留给编导者制作电视片时遴选。 

即兴式采访适用于电视采访中的任何内容。即兴式采访应以精彩的采访内容为前提，而后再考虑是用在原先设计好的电视片

上，还是用在根据即兴采访内容，重新结构新的电视片中。 

九．           电话式采访
 

电话采访就是把电话中采访与被采访者谈话内容的实况直接向电视观众传播的一种形式，也是最具传播特点的一种采访形式。

这种形式不受时间、空间限制，电视画面上往往是一张被采访者的照片或一个电话机，一个话筒。 



电话式采访，对于编导者来说，一是要选择时机，耐心等待。电话采访中被采访对象一般都具有特殊性，不可能是在正常时

间、正常情况下接受采访。所以必须打破常规，以被采访者的时间为轴心进行采访。二是要迅速沟通、取得信任。这是十分关键的

一步。一定要向对方通报自己的基本情况、采访意图、播出节目等，取得对方信任和同意后方可顺利进行采访。三是要熟练掌握采

访技术，努力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要检查采访设备，做到万无一失。要善于运用新的技术提高电话采访水平并熟练运用剪辑技

术，把视频素材制作成一个完整报道。 

电话式采访主要用于异地采访或者用其他采访方式难以实现采访的特殊环境下而进行的一种采访形式。对于编导人员来讲，应

注意采访的语言，妥善组织通话内容，措辞及语法都要切合身份，不可太随便，也不可太生硬。提问要按事物的发展和人们的正常

思维，围绕中心、层层展开，步步深入。同时要注意循循善诱，不要严词追问。更不要问大而空的话题，采访内容要具体。 

上述电视采访方法，在一部电视片中有时只用一种采访方法，有时需要综合两种以上采访技巧。不论是单一的采访方法，还是

综合的采访方法，都要依据电视片本身的内容和风格而定，都要依据当时的拍摄环境和条件而定。方法是为内容服务的，所认不要

拘泥于方法，更不要痴迷于方法。但是，只有熟悉方法，才能使内容得到更充分地表现。也才能提高电视片本身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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