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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媒体时代电视新闻记者采访技巧的提升

胡佐辉
天津市武清区融媒体中心 天津 301799

摘� 要：融媒体时代对电视新闻记者的采访技巧提出了更高要求。为提升采访质量，记者需增强前期准备工作的

全面性，深入了解采访对象与背景；在采访中，灵活运用开放式问题、眼神交流及肢体语言等技巧，营造和谐沟通氛

围；同时，强化现场应变与团队协作能力，确保信息准确传递。通过不断学习专业知识、加强实践锻炼及心理素质培

养，电视新闻记者能够更好地适应融媒体环境，提升采访技巧，为观众提供真实、客观、全面的新闻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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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融媒体时代的到来，彻底重塑了新闻传播格

局，对电视新闻记者的采访能力提出了更为严苛的标

准。在这一媒介融合的新生态中，新闻素材的获取、处

理与传播方式均发生了深刻变化，要求电视新闻记者不

仅要具备扎实的专业素养，还需掌握多样化的采访技

巧。因此，探讨融媒体时代电视新闻记者采访技巧的提

升路径，不仅是对记者个人能力的一次全面提升，更是

适应时代变迁、满足公众信息需求的必然选择。

1 融媒体时代电视新闻采访的特点

1.1  信息获取的多样性
融媒体时代的到来，极大地丰富了电视新闻记者获

取信息的渠道。在传统媒体时代，新闻信息主要依赖于

记者现场采访、政府机构发布以及通讯社供稿。而在

融媒体时代，这一格局被彻底打破。社交媒体平台如微

博、微信、抖音等成为了信息的重要来源，其庞大的用

户群体和即时性特征，使得新闻事件往往能在第一时间

通过这些平台传播开来。此外，直播平台的兴起，让新

闻事件的现场情况能够实时传递到观众面前，新闻记者

可以借此获取第一手的现场资料。同时，各类新闻APP、
新闻网站等也成为了记者获取新闻线索和信息的重要工

具。这些多样化的信息获取渠道，不仅提高了新闻采访

的效率和准确性，也为新闻报道的多样性和深度提供了

有力支持。

1.2  互动性的增强
融媒体环境下的电视新闻采访，一个显著的特点就

是互动性的大大增强。在传统电视新闻节目中，观众往

往是被动接受信息的一方，缺乏与新闻事件及受访者

的直接互动。然而，在融媒体时代，这一状况得到了根

本性的改变。通过网络平台，观众可以实时参与新闻讨

论，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甚至直接参与到新闻采访

过程中来。新闻记者也可以借助社交媒体等渠道，与观

众进行实时互动，收集他们的意见和反馈。这种互动性

的增强，不仅提高了观众的参与感和满意度，也使得新

闻报道更加贴近群众、贴近实际。同时，通过与观众的

互动，新闻记者可以更好地了解受众需求，优化采访内

容和形式，提高新闻报道的针对性和实效性[1]。

1.3  传播形式的多样化
融媒体时代，新闻报道的传播形式也呈现出多样化

的特点。传统电视新闻节目主要通过电视屏幕进行传

播，形式相对单一。而在融媒体时代，新闻报道的传播

渠道和形式得到了极大的拓展。除了传统的电视屏幕

外，新闻报道还可以通过手机APP、网络平台、社交媒
体等多种渠道进行传播。同时，报道形式也更加丰富多

样，除了文字、图片等传统形式外，还可以采用视频直

播、短视频、H5页面等新型形式进行呈现。这些多样化
的传播形式和渠道，使得新闻报道更加生动、直观、立

体地展现给观众，极大地增强了新闻报道的吸引力和感

染力。同时，多样化的传播形式也使得新闻报道能够覆

盖更广泛的受众群体，满足不同受众的需求。

2 融媒体时代电视新闻记者采访技巧的现状与问题

2.1  前期准备不足
在融媒体时代背景下，电视新闻记者的采访工作面

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而前期准备的充分与否，直接决

定了采访的成败。然而，现实中部分新闻记者在采访

前存在明显的准备不足问题。一方面，对新闻事件背景

的了解不够深入，仅停留在表面信息层面，未能深入挖

掘事件背后的原因、影响及相关利益方，导致在采访过

程中难以提出有深度、有价值的问题。另一方面，对被

采访对象的研究也不够细致，包括其职业背景、个人经

历、性格特点等，这些信息的缺失使得记者在采访中难

以找到与受访者的共鸣点，难以建立起有效的沟通桥

梁。前期准备不足不仅降低了采访的质量和效率，也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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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了新闻报道的深度和广度，难以满足融媒体时代受众

对信息全面、深入的需求。

2.2  沟通氛围营造不到位
良好的沟通氛围是采访顺利进行的关键。但在实际

采访中，一些新闻记者在营造沟通氛围方面存在明显不

足。一方面，记者可能因为过于紧张或急于完成采访

任务，而忽视了与受访者的情感交流，导致采访过程显

得生硬、冷漠。另一方面，记者在与受访者沟通时缺乏

耐心和倾听，未能给予受访者充分的表达空间和时间，

使得受访者感受到被忽视或不被尊重，进而影响了采访

的顺利进行。沟通氛围的营造不足，不仅会让受访者感

到不自在、不配合，也会影响新闻信息的真实性和丰富

性。在融媒体时代，观众对新闻报道的期待不仅在于获

取信息，更在于感受新闻背后的情感和故事，因此，营

造和谐的沟通氛围显得尤为重要。

2.3  提问技巧欠缺
提问是采访中至关重要的环节，而融媒体时代对提

问技巧的要求更为苛刻。然而，当前部分电视新闻记者

在提问时存在明显的问题。一方面，问题设置不合理，

缺乏针对性和深度。有的记者提出的问题过于宽泛或表

面化，未能触及到问题的核心和实质；有的则过于主观

或预设立场，导致受访者难以给出真实、客观的回答。

另一方面，提问缺乏条理性，逻辑混乱。有的记者在采

访中随心所欲地提问，没有明确的主题和线索，导致采

访内容杂乱无章、难以梳理。提问技巧的欠缺不仅影响

了采访的质量和效率，也削弱了新闻报道的说服力和感

染力。在融媒体时代，观众对新闻报道的审美标准和信

息需求不断提高，对提问技巧的要求也相应提升。

2.4  现场应变能力不足
融媒体时代的新闻采访环境复杂多变，现场突发情

况时有发生。然而，部分电视新闻记者在面对突发情况

时表现出明显的应变能力不足。一方面，当采访过程中

遇到意外情况（如受访者突然失控、现场环境突变等）

时，记者往往手忙脚乱、不知所措，难以迅速做出判断

和应对措施。另一方面，当采访内容与预期不符或出现

偏差时，记者也缺乏灵活调整采访计划和策略的能力，

导致采访陷入僵局或偏离主题。现场应变能力的不足不

仅会影响采访的顺利进行和效果呈现，也会损害新闻记

者的专业形象和信誉。在融媒体时代，新闻记者需要具

备较强的现场应变能力和心理素质以应对各种复杂多变

的采访环境。

3 融媒体时代电视新闻记者采访技巧提升策略

3.1  加强前期准备工作

（1）深入了解新闻事件。深入了解新闻事件是采访
工作的基础。在融媒体时代，信息的传播速度极快，但

信息的真实性和全面性却往往难以保证。因此，电视新

闻记者必须对新闻事件进行全方位的调查和了解，掌握

事件的背景、起因、发展过程以及各方利益诉求等关键

信息。这要求记者不仅要关注传统媒体发布的信息，还

要积极利用社交媒体、网络平台等多元化信息渠道，收

集和分析各种信息来源，确保对新闻事件有全面而深入

的认识。只有这样，才能在采访中提出有深度、有价值

的问题，引导受访者进行深入探讨。（2）熟悉被采访对
象。被采访对象作为新闻事件的重要参与者或见证者，

其言行举止对于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具有重要影

响。因此，在采访前，电视新闻记者需要尽可能熟悉被

采访对象的背景信息，包括其职业经历、个人成就、性

格特点以及社会影响力等方面。通过提前与被采访对象

进行互动（如电话沟通、邮件交流等），了解其兴趣爱

好、关注焦点以及可能存在的顾虑或期待，有助于建立

初步的信任和默契，为后续的采访工作打下良好的基

础 [2]。（3）制定采访提纲。制定详细的采访提纲是确保
采访过程有序进行的关键。在融媒体时代，由于新闻报

道的时效性要求极高，记者需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高

质量的采访。因此，在制定采访提纲时，记者需要明确

采访目的、主题和重点问题，并合理安排采访顺序和时

间分配。同时，还要充分考虑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并

制定相应的应对措施。这样不仅可以提高采访效率和质

量，还可以避免因时间紧张或信息不全而导致的遗漏或

错误。

3.2  营造和谐的沟通氛围
（1）主动沟通。在采访前与受访者建立初步联系并

主动沟通是营造和谐沟通氛围的重要步骤。通过电话或

邮件等方式与受访者进行沟通可以消除双方的陌生感并

建立起初步的信任和默契。在沟通过程中，记者可以简

要介绍采访的目的、主题和形式等基本信息并询问受访

者的意见和建议。这样不仅可以让受访者感受到被尊重

和重视还可以更好地了解受访者的需求和期望从而为后

续的采访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2）关注受访者情绪。
在采访过程中关注受访者的情绪变化并及时调整采访策

略是营造和谐沟通氛围的关键。由于受访者的情绪状态

会直接影响其表达能力和言语表达的内容因此记者需要

时刻保持敏锐的观察力和判断力以便及时发现受访者的

情绪变化并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例如当受访者表现出

紧张或不安时记者可以通过轻松的聊天或幽默的言语来

缓解气氛；当受访者表现出兴奋或激动时记者可以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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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深入阐述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以丰富报道内容[3]。

3.3  提升提问技巧
（1）合理设置问题。合理设置问题是提高提问技巧

的关键。在融媒体时代由于受众对于新闻报道的期待值

不断提高他们希望看到更多有深度、有价值的内容。因

此电视新闻记者在提问时需要避免使用过于简单或表面

的封闭式问题而应该多设置一些开放性问题以引导受访

者展开话题并深入探讨相关问题。同时还需要注意问题

的针对性和相关性确保问题能够紧扣新闻事件的主题和

重点。（2）注意问题逻辑。注意问题逻辑是确保采访过
程条理清晰、逻辑严密的重要保证。在提问时电视新闻

记者需要遵循一定的逻辑顺序并确保问题之间具有连贯

性和递进性。例如可以先从一般性问题入手逐渐深入到

具体性问题；或者先从宏观层面出发再逐步深入到微观

层面。这样不仅可以使采访过程更加有序还可以帮助受

众更好地理解新闻事件的全貌和细节。

3.4  增强现场应变能力
（1）敏锐观察。敏锐观察是增强现场应变能力的关

键。在采访过程中电视新闻记者需要时刻保持警惕并密

切关注受访者的情绪变化和现场环境的变化。通过敏锐

的观察可以发现潜在的问题或隐患并及时采取相应的应

对措施以确保采访工作的顺利进行。例如当发现受访者

情绪波动较大时可以通过调整提问方式或话题转移等方

式来缓解其紧张情绪；当发现现场环境发生变化时（如

噪音干扰、光线不足等）可以及时调整采访位置或设备

设置以确保采访效果的质量。（2）灵活应对。灵活应对
是融媒体时代电视新闻记者必备的能力之一。在面对突

发情况时记者需要保持冷静并迅速做出判断和应对措施

以确保采访工作的顺利进行。例如当采访过程中出现意

外情况（如受访者突然失控、现场环境突变等）时记者

需要迅速调整采访计划并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以减少对

采访工作的影响；当采访内容与预期不符或出现偏差时

记者需要展现出高度的灵活性和应变能力[4]。

3.5  运用多媒体技术
（1）实时报道。融媒体时代为电视新闻记者提供了

更多实时报道的机会和工具。记者可以利用手机、平板

电脑等移动设备随时随地进行采访和报道，将现场情况

迅速传递给观众。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如微博、微信、抖

音等发布实时消息、短视频和直播等内容，可以吸引更

多受众关注并增加报道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实时报道不

仅能够提高新闻报道的时效性，还能增强观众的参与感

和互动性，使新闻更加贴近民生、贴近实际。（2）丰
富报道形式。融媒体时代为新闻报道提供了多样化的形

式选择。电视新闻记者应充分利用多媒体技术手段，将

视频、音频、图片、文字等多种形式融合在一起，形成

更加生动、立体、丰富的报道内容。例如，在报道重大

新闻事件时，记者可以制作短视频或直播采访，将现场

画面实时呈现给观众；同时，还可以加入图表、动画等

元素来解释复杂的新闻概念或事件过程；此外，通过采

访录音和现场音效的运用也能增强报道的代入感和感染

力。这些多样化的报道形式不仅能够提高新闻报道的吸

引力和观赏性，还能满足不同受众群体的需求和喜好。

结束语

总之，融媒体时代为电视新闻记者既带来了挑战，

也铺就了发展的广阔道路。提升采访技巧，不仅是职业

成长的必经之路，更是适应时代变迁、引领新闻传播潮

流的关键。通过加强前期准备、灵活运用采访策略、强

化现场应变与团队协作能力，电视新闻记者能够在纷繁

复杂的信息海洋中捕捉到真正有价值的新闻，为观众呈

现更加真实、深刻、有影响力的报道。未来，随着技术

的不断进步和媒体生态的持续演变，我们期待电视新闻

记者能不断创新，持续精进，为新闻传播事业贡献更多

的力量与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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