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物专访的新闻稿(优质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以下是我为大
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人物专访的新闻稿篇一

朱清时：很多地方、很多中学，都把考上清华、北大作为政
绩。甚至规定如果有一个学生考上清华、北大，给学校和老
师发多少奖金，很多学生不是为他自己考，而是为他所在的
中学考，为他所在地区的当地政府考。这就等于把很多优等
生引到一个不切实际的、非常窄的桥上去了。这就造成全国
只要是好一点的高中，它的优等生都想去考清华北大。

现在有些学校有高四、高五，就是指复读的学生。这种现象
的危害非常大。我们国家的中学优质的教育资源很有限，你
呆在那儿一年不走，就意味着同样的优质的教育资源，你的
弟弟妹妹就享受不了。

实际上北大清华也是受害者，这样的复读生大量涌进它们学
校去。对它们来讲，也是不情愿看到的。他们可能高考考了
好几年，就是拼命施肥料，施到后来，本来这一遍料可以亩
产700斤，你施两遍肥料能变成亩产800斤，施十遍肥料变成
亩产850斤。所以最后那50斤要多施好些遍肥料。这个是很悲
哀的。一个是对一个学生施的肥料本来可以供几个人成才用
了，结果他占了位置不放，让好多年轻人没法享受优质教育
资源。另外一个就是，这些学生施肥施得多，上了清华北大，
他也并非优质的人才。

另外，北大清华去招生，地方政府很多做手脚，让它们先招，
它们选招剩下来的学生档案，才投给其他学校。比如有个省，



就让学生填两份志愿表，一份志愿表上完全填北大清华，这
份志愿表就悄悄地先送给两所学校，如果录取了，第二份志
愿表就不投了。没有录取上，就把 第一份志愿表撕了，把第
二份志愿表做正式的投给其他学校。

我们的社会文化就是简单化

南方周末：报上的标题是清华北大“掐尖”，但您在里头举
的例子都是地方学校、学生和家长的做法。

朱清时：标题是这些媒体自己加上去的，不是我的原意。我
并没有炮轰清华北大，清华北大是一流高校，我跟它们有很
好的关系，对它们也很尊重。我并没有任何批评它们的意思。
我说的只是社会上、教育界的现象，这种现象不应该由清华
北大来负责任。

南方周末：似乎也不应该是家长来承担被批评的责任。

朱清时：家长是被误导了。他们不了解情况。他们当然是希
望自己的儿子受到最好最好的教育，都想当状元。

南方周末：如果我们追根问底的话，谁应该为此负责？

朱清时：真正要说责任的话，我们的社会文化就是遇到事情
就简单化，用“指标”作为评价体系。比如说评科研成果，
就开始数论文篇数。整个社会容易追求一些浮躁的、容易理
解的指标。本来上北大清华是好事，但是把它扩张到一定程
度就变成泡沫了，掩盖了很多真实的内容，本来的好事都畸
变了，就变荒谬了。弄到现在，很多地方政府和学校都把考
上清华北大学生的数量作为自己的政绩。

朱清时：我想这是一种浮躁心态。最近几年，北大清华被媒
体宣传得多，它们在beijing，被国内外注意得多。以前，中科
大招生分比清华北大还高。1970年代和1980年代，中科大的



考分最高；1990年代中以后就开始转向，清华北大的分数线
一下子就升上去了，中科大就挪到后面去了。而清华北大分
数线的大幅上升，不是它们的教学水平、教学队伍有大的上
升，而是像炒作明星一样炒作上去的`。

南方周末：为什么媒体要“炒作”清华和北大，而不是其他
学校？

南方周末：您指的是“985工程”吗？

力非常困难，安徽省的3个亿就基本上没有兑现。

南方周末：家长和地方学校的选择，您觉得纯粹是一种盲目
的行为，还是作为一个

经济人的很合理、正当的选择呢？

朱清时：这个是简单化的理解。家长被媒体误导后，就认为
考上北大清华回报高。

实际上他们不知道这个是假象。

南方周末：为什么是假象？

朱清时：第一，北大清华在某些领域是一流的，但也有好多
领域水平不高。比如清

华的工科肯定是一流的，但是清华最近几年才建立理学院、
法学院、医学院，这都不是

一流。就说医学院吧，协和医科大的水平肯定比它水平高多
了，国内好多医科大学水平

都比它高，清华医学院可能国内二流都算不上。再比如，清
华的法学院，是它过去从来



都没有的，是从其他高校挖了一些人过去建的，那它比起人
民大学肯定就差远了。清华

的理学院比起中科大要差很多，因为理学院有好多骨干就是
从中科大挖过去的，所以我

们很清楚。

南方周末：但它能给予的回报就最大？比如我进了清华，我
出来的身价跟我在中科

大的地球物理系――虽然那是很牛的一个专业，很可能是不
同的

人物专访的新闻稿篇二

笔试题（专访问题）

（1）目前，国际知名新闻机构在世界各地均派有常驻记者，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也在重要国家和地区设立了32个记者站，
面对日趋激烈的国际新闻媒体竞争态势，作为国际台首席驻
外记者，应具备哪些基本素质？请结合自身实际阐述你的观
点。（800字左右）

作为特别报道小组的.负责人，请你分别为这四家媒体撰写一
份新闻报道策划书，内容包括：

1、设计8到9个专访问题；

3、为面向国内受众的《环球资讯》广播撰写主持人开场白、
串连词及结束语；

5、为电视报道撰写主持人开场白、串连词及结束语。



人物专访的新闻稿篇三

一、采访主题

走进财会风云人物，聆听智慧与人生——财务会计系风云人
物专访

二、采访时间及地点

11月17日——11日28日

教学楼办公室

三、采访对象

财务会计系主任及导师

四、采访方式

五、采访意义

使同学们对财会系发展历史及教师资源配置有进一步了解，

增强教师在学生心目中的权威性和亲近性。

六、前期工作

1.查找有关被采访者的资料，整理收集相关信息

2.采访和被采访者有接触的学生对于老师的评价，为什么这
样评价

3.采访被采访者身边的同事和朋友，说说他们眼中的被采访
者是什么形象



4.了解被采访者的兴趣爱好，使采访气氛融洽

5.准备采访所需设备（照相机、采访本等）

七、采访问题

1.介绍学习经历、人生经历（学习方法、为人处世）

2.障碍——在教学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谈谈自己的心得

成长时期（高中、大学、读研）遇到的困难与挫折、怎样克
服的`

目前对自身来说最大的阻力是什么？

谈谈对自己一生影响很大的事情

3.目标——短期和长期的目标是什么

4.什么样的个人品质对于老师来说是做好工作的必要条件

5.工作中有没有遇到过尴尬的事

6.教导——大学生应如何有效学习

如何处理学习、学生会、社团之间的关系

7.推荐一部电影或一本书

8.对学生的赠言

财会系记者团

十一月十五日



人物专访的新闻稿篇四

新闻是关于一个新发生事件的任何信息，而这个事件是值得
报道的，可以是政治性事件，经济性事件或社会性事件。新
闻是关于当今事件的尽可能客观真实的叙述，这个事件能引
起公众的兴趣。通常来讲，新闻是通过这些媒体传播的：报
纸、电视、广播或网络。

1、短小精炼：新闻要短小精炼，这是新闻写作的基本要求。
就小记者采写新闻来说，写好短消息，便于迅速及时的报道
新闻事实，同时也锻炼小记者的采写能力。

2、语言生动简洁：新闻的语言只有生动、简洁，才能吸引读
者。

3、“倒金字塔”结构：新闻的写作是将最重要、最新鲜的事
实写在新闻的最前面，按事实重要性程度和读者关注的程度
先主后次的安排，内容越是重要的，读者越是感兴趣的，越
要往前安排，然后依次递减。

人物专访的新闻稿篇五

4月4日晚上7点，我院经济系组织举办了主题为“考研——又
一次与别人站在同一起跑线！”的专题讲座，主讲人为内蒙
古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张国芝教授。我系有志愿考研的各年级
同学参加了本次讲座。

本次考研讲座由院领导，系领导组织，得到了众多领导、老
师、同学的共同关注。我院孙德忠博士致辞并宣布讲座开始，
讲座期间，张国芝教授向同学们描述了研究生的好处及就业
前景，为我们解读了考研这两个字的含义，为我们理清了考
研的动机，为我们讲解了考研的学习重点。透过举例和分析
历届录取分数线鼓励大家确定目标，努力学习，让同学们更
加认清当前的考研形式。并就如何择校选专业、如何准备研



究生各阶段考试、如何安排学习时间提出很多很好的推荐。
最后，同学们现场提问了有关考研中的民族政策等问题，张
教授均做了耐心的回答。本次考研讲座持续一个半小时，张
教授的演说贴近现实，举例丰富，全场座无空席，最终在掌
声中圆满落下帷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