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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闻记者践行“走出去”进行易地采访,目前是一项常态化的新闻战线任务,同时也是对新闻记

者专业素养的考验。把握新闻敏感,提升对于有价值信息的甄别和提炼能力,便成为易地采访能够不虚此

行的重要筹码。本文将由易地采访的成功案例出发,探究新闻敏感在其中所展现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并提

出易地采访中如何更好地把握新闻敏感,从而为高质量地完成易地采访报道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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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信息多样性造就易地采访 

现今,碎片化时代所造成的信息爆

炸,使得海量而冗杂的信息向我们扑面

而来。 

1.1信息的海量性 

一方面,本地采访早已不满足于当

地信息的供应,供需不平衡,便可能出现

一些重要的新闻事实材料的流失,成为

“遗珠”。1971年,经济学家赫伯特·西

蒙(Herbert A.Simon)就对现代人的注

意力匮乏症做出了 好的诊断：信息消

耗的是接收者的注意力。因此,信息的聚

敛必然意味着注意力匮乏。正是海量的

信息降低了当地新闻记者的注意力。而

易地采访便能很好地弥补这一方面的缺

失,更大程度地发掘“遗失”的新闻事实

材料,形成新闻事实报道；另一方面,重

大突发性事件出现之时,本地采访既无

法完全满足其他地区群众对于事件报道

的需求,也无法涵盖事件报道本身的全

貌。因此,易地采访逐步成为一线新闻记

者“常 化”的新闻战线任务。 

1.2信息的冗杂性 

这一现状,使新闻记者在原本繁多

的信息中,为筛选有价值的新闻素材平

添了难度。如何在杂乱无章的信息中删

繁就简、万里挑一,是新闻记者亟需冲破

的阻碍。《科学》周刊前主编、前《新闻

周刊》高级科学记者、“伊朗门”事件的

先报道者鲁宾斯坦在接受采访时表

示：“世界上 优秀的科学记者,有的是

学纯科学的,有的是学新闻的。重要的不

是他们在大学学了什么,而是他们的新

闻敏感,他们了解故事背后的新闻的能

力。”把握新闻敏感,成为了新闻记者区

别于其他新闻生产者的不二法宝。它如

同新闻记者感知世界的雷达,能够让我

们在海量的信息世界中,感应到那些不

同频率的信息,使得隐藏在繁杂信息中

的珍品映入眼帘。 

在易地采访中,为完成高质量的新

闻事实报道,前提是保持新闻敏感,即好

奇心。著名学者李希光曾言：“好记者对

知识有一种无止境的渴求,不放弃任何

学习的机会。好记者对各种经历也充满

好奇,这让他们勇于接触并采访报道乞

丐、妓女、艾滋病感染者,或者冒着生命

危险到战场、灾区。”[1]好奇心的驱使,

将为本身难以展开的易地采访提供动力,

爱因斯坦曾说：“我没有特别的才能,只

有强烈的好奇心。永远保持好奇心的人

是永远进步的人。”因此,永远保持好奇

心、永远把握新闻敏感的记者,才能在易

地采访中占得先机,完成高质量的新闻

报道。 

2 易地采访如何做到不虚此行 

易地采访,即新闻记者离开本土,前

往工作分配的范围之外,开展采访工作。

毋庸置疑,异地的陌生感会给予新闻记

者无形的压力,导致工作时心有余而力

不足。采访前不知从何入手,采访中捉襟

见肘。新闻记者需明确新闻采访不是被

动的巧合,而是主动的把握。如何在易地

采访中不虚此行,贯穿始终的是把握新

闻敏感。 

2.1选好题材抓住时机 

易地采访的新闻题材选取,都具有

一个鲜明的特征,即本地受众所关注的

异地新闻事实。 

其一,重大突发性事件的新闻报道,

势必将受到易地采访的精准打击。例如

新冠肺炎疫情蔓延、澳洲山火持续五个

月、美国40年来 严重乙型流感等。作

为新闻记者,此时更需保持新闻敏感,明

确是选择全局性的报道方向,还是典型

个例的事件报道。不论宏观还是微观,

共性还是个性,结果还是细节,都离不开

新闻敏感。“如果说机遇总是偏爱有准备

的人,那么好的新闻则始终宠幸有新闻

敏感的记者。”[2]其二,重大主题报道,

例如抗战胜利75周年、新中国成立70周

年等众多寻访活动。中国网的《“忆烽

火·担使命——杭州市纪念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

年”》活动,正值重大历史纪念时机,把握

良机,使易地采访的报道脱颖而出。其三,

本地的典型个例在异地形成的新闻报道,

吸引本地记者易地采访。例如温州日报

《全国各地温州商会学习十九大报告将

获更多平台更多机遇》。这一类新闻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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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新闻记者保持新闻敏感,关注异地

消息,与本地寻求关联,从而达到吸引本

地受众的效果。其四,外地的典型引起反

响,通过易地采访,或通过报道新闻事件,

吸引本地受众；或探寻新闻人物鲜为人

知的过往,使整个人物形象更饱满、更鲜

活。例如浙江日报头版刊发《守护孩子

们明亮的眼睛！温州改善近万间中小学

教室照明》这一报道,新闻记者进行易地

采访时,成功发掘出未曾关注的新闻亮

点,把握了新闻敏感。报道将温州市人大

所通过的“明眸皓齿”工程与当地中小

学改善教室照明的事实材料相结合,从

而形成高质量的易地采访报道,荣获

2019浙江好新闻二等奖。因此,易地采访

需把握新闻敏感,向更多角度延伸,加之

政策的导向,才能水到渠成。 

2.2善于采访精心写作 

善于采访,首先是尊重采访本身。不

论是采访前期选择题材、了解背景,还是

采访中期选取对象、把握问题尺度,都需

保持对采访对象的重视和尊重。记者不

可放过任何一个采访角度,需细细思索

选取的角度是否足够饱满或独特。其次,

要学会用“巧劲”,易地采访不同于本地

采访,新闻记者的压力源于工作的失败

无法补救,可能时常出现纠结于采访的

“面”是否足够饱满,采访的“点”是否

一应俱全的问题。然而,压力可以转化为

动力,易地采访的适度紧张有利于新闻

记者刺激自身的新闻敏感,从而在采访

中发掘出更丰富、更深层次的新闻事实

材料。把握矛盾,却不激化矛盾；紧盯细

节,却不随意评论。例如,在7·23甬温线

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众多新闻媒体

专注于报道受伤人数、探寻事件背后究

竟是何人负责,事故原因等,然而人民日

报则剑走偏锋,发表了《全城总动员感觉

真温暖》的文章,以正能量的叙事,采访

自发救援的群众、志愿者等,在反映事故

重大,人员伤亡之不幸的同时,也展现出

灾难面前温暖人心的正能量。 

精心写作,著名记者梁衡的《记者札

记》中曾言：“采访勇如初生犊,写作巧

如绣花妇”。易地采访中新闻记者会采访

到大量的新闻事实材料,加之背景资料

的了解,在写作时,新闻记者可能会遇到

所谓的“幸福的烦恼”,删繁就简非易事。

此时,也脱不开新闻敏感的把握。在众多

新闻素材中选择更具新闻价值的要素,

将其拆分、重组, 后加以主流导向,同

时在新闻的素材上显现出一定的取舍,

符合全局导向,对当地或本地产生积极

的影响。 

新闻记者在易地采访中需把握新闻

敏感。善于采访,挖掘到现象,以现象立

意才得以更深远、更有意义；精心写作,

新闻记者在写作中需找寻与全国高度相

关联的启示、借鉴、意义,使新闻得以延

伸、主题得以提炼。 

3 新闻敏感使易地采访重获

新生 

新闻敏感在西方又叫新闻眼、新闻

鼻、第六感官,在我国《新闻学大辞典》

中的解释则是“记者编辑发现和判断具

有新闻价值的事实的能力”。电视新闻记

者在日常工作中如果要体现自己的业务

水平和政治水平就要依靠新闻敏感来实

现。[3]笔者认为,在易地采访中把握新闻

敏感需立足于三个方面：新闻心、新闻

腿和新闻脑。新闻心指秉持新闻专业主

义；新闻腿指易地采访到现场的关键所

在；新闻脑则指“吃透两头”,即“真正

做到：上,‘吃透’中央精神；下,‘吃

透’基层实践和人民群众的愿望。”[4] 

3.1新闻心不可忘 

现今,互联网时代的大环境下,万物

皆媒的理念早已为受众所接受,受众本

身也不满足于意见领袖独自掌握话语

权。然而,传媒业中出现一些一味迎合受

众、低级趣味的现象。作为新闻记者,

仍应秉持新闻专业主义。这一点,易地采

访中也尤为重要,新闻心是新闻记者区

别于其他新闻生产者的本质特征。 

新闻心意味的是好奇心,做生活的

“有心人”。美联社著名记者威尔・格里

姆斯利有言：“多年来,通过学习知名记

者和写稿人的写作技巧,我得出一个结

论,即那些 优秀的行家有两个共同的

品质：好奇心和热情。”好奇心是新闻记

者的兴奋剂,新闻记者在易地采访中,更

应发挥好奇心,对身边的事物处处留意,

不走马观花。相反的是不厌其烦,直至找

寻到 具新闻价值的事实材料,做到不

虚此行。 

新闻心意味的是责任心,作为新闻

事实材料的把关人。新闻记者所承担的

义务,不能因为受众喜欢就“剃头挑子一

头热”,直奔异地进行采访。要秉持新闻

专业主义,选取真正对人民有价值、对社

会有影响的题材,“不添乱”、“干实事”

才是正道。 

3.2新闻腿必须迈 

近代著名新闻记者黄远生曾以“能

想”、“能奔走”、“能听”、“能写”的“四

能”记者自勉。而所谓“新闻腿”,便是

其中的“能奔走”。 

“新闻腿”意味着行动力。易地采

访的关键便是到现场,知行合一才能不

虚此行。在5·12汶川大地震中,一张《给

妻子 后的尊严》的图片报道震惊世界,

而该报道出自英国的《每日电讯报》。正

如古代诗人陆游所言：“纸上得来终觉浅,

绝知此事须躬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

一标准。作为新闻记者,不但要 揣秉持

新闻专业主义的内心、发现新闻价值的

慧眼、写出绝伦文章的巧手,更需要身体

力行的行动力。 

“新闻腿”意味着能吃苦。易地采

访受着时间、空间的束缚,总令新闻记者

忧心忡忡。如何更好地把握新闻敏感,

发掘有价值的采访角度？吃苦是必须

的。熟悉当地的政策、风土人情甚至于

方言,都会在面对采访对象时营造良好

氛围；采访中不辞辛劳,从而获取多方面

的第一手新闻事实材料,为报道写作奠

定基础。 

“新闻腿”更意味着敢为人先。在

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的2020,那群逆行者

之中也不乏新闻记者的身影。《重症隔离

病房中的除夕夜探访一线医护人员》中,

记者在除夕夜远赴武汉,来到疫情重灾

区,选择直面危险。他们为所有心系武汉

的人民,呈现出一线医护人员 真实的

除夕之夜。当重大突发性事件来临时,

新闻价值早已浮出水面,并非新闻记者

没有把握新闻敏感,而是此时的易地采

访,不再仅仅是行动力便能决定,要拥有



教育研究 
第 3 卷◆第 10 期◆版本 1.0◆2020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86 /（中图刊号）：380GL020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22 

Education Research 

常人所不能及的勇气、敢为人先。迈出

“新闻腿”,有时会有意外之获。把握新

闻敏感,在易地采访中不断剖析更多角

度,有时可以在前往采访中,发现本未发

觉的有价值的新闻材料,甚至创造新闻

亮点。光明日报曾发表头版头条《小学

教师李健被授予“山区办学英雄”称号》,

而作者梁衡在其书中向我们揭示了这篇

报道背后的成因。小学教师李健扎根山

区二十余年,这样的新闻不具备时新性,

并且缺少报道理由。于是梁衡向当地书

记建议,为这位办学英雄授予称号,新闻

报道便由此形成。诸如此类无心插柳柳

成荫的新闻报道不在少数,但前提都是

新闻记者得迈开“新闻腿”,深入采访、

细致观察。“如何写出又“鲜”又“活”

的新闻？有三点尤为重要,一是主动出

击,二是亲临现场,三是留心观察。应着

重抓生动的事物,抓激动人心的事物,抓

反映事物本质特征的典型。”在易地采访

中同样受用,新闻记者只有不畏劳苦四

处奔走,才能发掘出新闻亮点。毕竟好稿

件七分跑三分写,新闻是跑出来的,而非

想出来的。 

3.3新闻脑有序转 

人的大脑,分为左脑、右脑两个部

分。前者控制概念、分析、逻辑推理等

理性的功能；后者控制图像、空间几何、

想像等感性的功能。而新闻脑,便是新闻

敏感的重中之重,要吃透两头,用理性凝

练出中央的高度,符合政策；用感性体悟

基层群众的需求和愿望。而学者梁衡所

提出的“三点一线”采访法便能使新闻

记者在易地采访中将理性与感性结合,

使新闻脑充分运转,把握新闻敏感。“新

闻学者梁衡实践总结了提高新闻上稿率

的“三点一线”采访法,即：政策(主要

指中央的政策、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

形势(这一个时期社会的趋势和民心,包

括人们的思潮、行动、所说所议等)、事

实(为多数读者关心的事)。”[5]有位学者

说过这么一句话：“站在天安门上想问题,

走到田间地头找感觉”。新闻记者将符合

政策的新闻称为“接天线”,而符合人民

愿景的称为“接地线”。在易地采访中,

只有将二者结合,使得新闻脑有序地运

转,才能让易地采访不虚此行。 

3.3.1政策、形势两点一线 

当采访中只有政策、事实两点一线

时,即只顾着“接天线”,难免给予受众

以假、空、生硬的印象。虽符合当时国

家政策以及中央的高度,却并未真正实

现政策与民心的真正结合。例如“1976

年7月28日,唐山发生大地震,媒体只报

道“公而忘私、患难与共、百折不挠、

勇往直前”的抗震精神,对于人员伤亡、

房屋损毁等情况只字不提。”[6]易地采

访中,应避免将思维方式固定为由上至

下,不能因为政策要求反腐廉政,便将

所有重心放在反腐；政策要求绿水青山,

便只顾搜集绿水青山的案例。现今,只

“接天线”的报道虽不常见,但在易地

采访中,新闻记者仍需掌握尺度,让政

策、形势和事实形成“三点一线”进行

易地采访任务。 

3.3.2形势、事实两点一线 

形势、事实两点一线,将社会趋势与

人民所关心的事相结合。易地采访中,

响应人民之所需、抵达人民之所急,确是

常见的选材。然而,只“接地线”,不免

落得难以“见报”、难以发表的处境。究

其原因,一方面新闻记者未把握新闻敏

感,即事实材料不够有价值,未有政策与

之相匹配。导致其既未达到中央的高度,

又未足够深入实践、引人深思；另一方

面,新闻记者已然把握新闻敏感,采访所

得的事实材料足够有价值,但缺乏政策

导向,难以发表。此类新闻事实材料,如

果受到关注、引发政策的推行,将对社会

产生不小的影响。 

3.3.3政策、形势、事实三点一线 

政策、形势、事实三点一线之时,

便是新闻脑有序运转,新闻记者成功把

握新闻敏感的真实写照。当“接天线”

与“接地线”相结合之时,新闻记者的易

地采访工作便行之有效。 

例如浙江日报发表的《丽水发布全

国首份村级GEP核算报告1.6亿元！这个

村的绿水青山“有价”》,便属于易地采

访中实现“三点一线”的成功案例,因此

荣获2019浙江好新闻奖一等奖。“绿水青

山便是金山银山”,而这篇易地采访报道,

首次通过村级GEP核算,为生 产品提供

了清晰的价格,使得“两山理论”有了科

学的量化标准,将“接天线”与“接地线”

结合得恰到好处。 

4 结语 

新闻记者进行易地采访,势必将经

历众多考验和困境,因此需时刻把握新

闻敏感。不论采访前后,关注细节、善于

采访、精于写作都缺一不可,需做到“召

之能战,战之必胜”,同时在积累自身经

验的过程中,为新闻工作奉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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