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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新媒体的快速发展，为传统媒体及新闻采访写作带来了重大变革。从现实情况来看，新媒体的受众覆

盖面已越来越多，媒体融合的速度进一步加快。为适应新形势下的新闻传播方式，新闻从业者需转变传统观念，主动

拥抱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本文首先分析了媒体融合下的新闻采访与写作的主要形式，并针对具体的实践方法进行了

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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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息化时代高速发展的现状下，各类新兴媒体

层出不穷，尤其随着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新闻阅读已

逐渐向碎片化、快捷化的角度发展，传统媒体需加强新

时代新闻采访与写作的研究，使其能够适应人们的阅

读习惯。媒体融合下的新闻采访与写作，不仅需传承既

往的优势，还要主动进行转变，发挥出新媒体传播速度

快、受众面积广的特点，使新闻传播更为广泛，体现出

新闻的价值。

1 媒体融合下的新闻采访

随着媒体融合的进一步深入，新闻的呈现方式愈

发丰富，新闻素材获取及采访方式均产生了较为显著

的变化。为适应此种发展趋势，新闻工作者要明确采访

的主要目的，依据受访者的实际情况，适当选择最佳的

采访方式，力争出精品，获得广大读者的认可。

1.1 采访思路

以往的新闻采访仅需适应单一媒体即可满足要

求，但在媒体融合的趋势下，新闻工作者在采访新闻事

件时，则需兼顾到新媒体的传播特点，拓宽采访思路。

在编排新闻内容时，不仅要保证其传播的时效性，更要

具备良好的适应性，使此新闻的传播范围更为广泛。为

达到此目标，应在正式采访前进一步明确本次采访的

根本目的，在工作过程中紧密围绕主题，挖掘新闻事件

背后的素材，从而提升新闻的可读性。另外，新闻工作

者要依据采访对象的特点，确定出新闻内容的方向，做

到整体风格统一。采访时要牢牢把握主题，使新闻报道

具有一定的深度。

1.2 采访方式

新闻具有极强的时效性要求，尤其在互联网时代，

信息交流与传播的速度极为迅速，为满足新媒体的特

点，新闻工作者应具有强烈的时间观念，要第一时间赶

赴新闻采访现场，及时将新闻事件呈现在受众眼前。传

统模式下的新闻采访则不能达到此效果，时效性会受

到极大影响。在媒体融合的背景下，新闻采访的效率得到

了极大提升。高效便捷的新媒体应用工具是保障新闻采

访效率的关键因素，新闻工作者可借助各类网络平台，采

取现场直播的方式，使广大受众群体可以第一时间获取

到详实的资讯。为确保新闻具有正确的价值观，新闻工作

者应具备较高的个人素质及专业素质，不断强化自身的

辨别能力，通过多样化的采访方式，增强新闻传播的时效

性。

1.3 采访内容

在媒体融合的时代，人们获取资讯的方式更加多元

化，新闻报道形式及内容也应适应人们的浏览习惯，采取

定向推送的方式，为受众遴选到自己感兴趣的内容。为达

到此种目的，要制定出适应时代变化的新闻价值判定标

准，不断丰富采访内容。新闻要具有较强的时效性、参考

价值、贴近生活等特点，新闻工作者要及时分辨出新闻线

索的意义及价值，使新闻报道更加生动，使受众能够真正

认同新闻中所传递出的观念，获得心灵上的共鸣。

2 媒体融合下的新闻写作

经上文分析可见，在媒体融合的背景下，新闻价值的

衡量标准已产生了明显的变化，为使新闻报道被受众所

认可，新闻工作者要依据当代的价值观、道德观，制作出

受众喜闻乐见的新闻节目。为达到此种目的，在新闻写作

中要按照受众的需求，采取多种写作技巧，使新闻报道的

表现方式更加灵活，更为适合媒体融合下的新闻传播特

点。

2.1 新闻写作风格

2.1.1 写作篇幅

传统媒体在报道新闻事件时往往会应用到极长的篇

幅，会对事件产生的背景、直接及间接原因、事件发展过

程、结局等因素进行深入挖掘，采取长篇报道的形式可以

保障新闻事件的完整度，可将其应用在某些重要的新闻

报道中。由于篇幅较长，要求新闻写作者具有深厚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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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底，能够准确把握文章的整体结构。但由于某些新闻

从业人员的文字功底稍显薄弱，致使新闻结构较为松

散，从而降低了受众的阅读欲望。尤其在互联网时代，人

们的阅读方式更为趋向于碎片化，传统媒体如一味采取

大篇幅的新闻报道形式，使得受众根本没有过多的时间

对文章内容进行深入阅读，影响到了新闻报道的效果。

要从媒体融合的角度出发，认识到当下信息传播的特

点，尽量压缩写作篇幅，以凝练的文笔呈现出新闻事件

前因后果。

2.1.2 语言风格

在媒体融合背景下的新闻写作中，要力求适合网络

化阅读习惯，缩短与受众群体的距离，引起受众的共鸣。

随着各类自媒体平台的兴起，使得新闻更加贴近老百姓

的实际生活，一经推出即迅速成为了人们获取新闻资讯

的主要渠道。如《今日头条》是一家专注于自媒体的网络

信息平台，随着自身逐渐发展壮大，各类权威媒体纷纷

进驻，使得媒体的影响力及受众人群数量急速增长，现

已成为媒体融合的典范，获得了极高的市场占有率，赢

得了良好的社会口碑。为适应人们的阅读习惯，新闻的

主题风格也在逐渐产生转变，使各类新闻事件具有极强

的可读性。各家自媒体平台为取得更为广泛的影响力，

特意运用了一定数量的网络语言，使读者在轻松愉悦的

氛围中读取到了大量的新闻报道。网络用语具有诸多优

点，新闻工作者需深刻认识到采用网络用语的必要性，

不断加强此方面的学习。但由于网络用语的规范性不

高，新闻工作者需结合新闻事件的具体内容，将网络用

语应用在合适的情景之中。

2.1.3 写作形式

新闻的最终目的是让广大受众阅读，使其能够了解

到各类社会事件。为取得良好的表达效果，新闻工作者

往往会在纯文字内容中添加一定数量的图片，使新闻报

道更加直观。传统媒体则忽视了图片的作用，使用了大

量的文字篇幅去报道某一事件，这不仅费时费力，并且

传播效果无法得到保障。尤其在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的时

代，人们阅读的时间被进一步压缩，如仅仅以文字的形

式去展现新闻事件，将会使大量受众不能完全了解新闻

报道的内容，失去了新闻报道的意义。在媒体融合发展

的状态下，为增强新闻报道的可读性，新闻工作者会在

报道中添加一定数量的图片，这不仅能够提高读者的阅

读积极性，还可以深入浅出的介绍新闻事件的来龙去

脉，获得良好的效果。

2.2 新闻写作技巧

2.2.1 加强适应性

随着媒体融合逐渐加快，同一新闻往往会存在于多

个不同的新闻媒体及平台之中，为使新闻报道能够适应

不同平台的要求，新闻工作者应采取不同的写作风格，

使其能够适应平台需要。新闻报道要依据平台特点，选

择合适的篇幅、方式。有时需要较长的篇幅，不仅要展现

出新闻自身内容，还要分析出新闻背后的事实；有时应

尽量压缩篇幅，以最凝练的方式介绍新闻事件的框架信

息。为获得更好的效果，还要将关注重点放到新闻标题

中，使新闻的适应性更强，吸引到更多人们的关注。

2.2.2 树立精品意识

随着网络的飞速发展，人们身边时刻充斥着大量的

信息资讯，众多的信息使得人们无法全部阅读所有的内

容，仅能够挑选自己感兴趣及身边的新闻进行阅读。另

外，新闻的可读性是促使受众继续阅读的动力，只有具

备较强逻辑性、实际价值高、有指导意义的新闻报道才

能真正吸引受众。因此，新闻工作者应时刻将精品意识

放到首位，要保障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及可读性，采取简

单明了的语言、层次分明的文章架构，全力打造精品资

讯。为达到此效果，新闻工作者要不断强化自己的语言

组织能力，通过一定的写作技巧使新闻报道更加生动活

泼，增强文章的可读性。可将具有一定对比关系及通过

数字展现的内容制作成图表的方式，使受众能够直观认

识到新闻报道中的内容。新闻工作者要增强新闻写作的

价值，力争多出精品，保持新闻报道的公正性及客观性。

3 结语

随着网络时代的快速发展，媒体融合为新闻传播提

供了更为广泛的空间。新闻从业者要积极迎接互联网所

带来的深刻变革，适当改变新闻采访及新闻写作方式，

提升自身业务水平，使新闻能够更加贴近受众群体，取

得良好的社会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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