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专业实践报告(大全5篇)
随着个人素质的提升，报告使用的频率越来越高，我们在写
报告的时候要注意逻辑的合理性。怎样写报告才更能起到其
作用呢？报告应该怎么制定呢？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优秀
的报告文章怎么写，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新闻专业实践报告篇一

短短的社会实践实践并不能让我完全的明白我将来要做的事
情，但是实践中总是会有很多的收获，比如前几天我去报社
参加社会实践，我就在实践中学习到了很多的东西，虽然没
有质的飞跃，但是很多小小的收获已经让我明白了很多。社
会就是需要慢慢的适应：

1.和记者的关系

这个问题要分为两部分：一是我和黄老师、和本报社其他记
者的关系;二是出差时和其他报社记者的关系。我感到那真是
截然不同的关系啊。和黄老师，我要恭恭敬敬、唯唯诺诺、
一声不吭，就像下级对待领导;和报社其他记者程度次之;到
了出差和其他报社的记者搭上，那简直是另一番天地，男的
可以勾肩搭背有如哥们兄弟，女的有如姐弟同窗(从最优越处
论之，非通例)。这话似乎讲得过于夸张，但是如果从心理感
觉上去体验对比，这种比喻好象的确无误。

不能排除的因素是，我那复杂的性格。我相信和我的性格迥
异的人也许可以做到将上述两种关系“合二为一”，或者将
差距拉小。但是对于大部分的人恐怕都不能例外。其中的原
因我是这样看的：我在黄老师、在报社的其他记者面前，我
是实习生，他们是我的指导老师;而在其他报社的记者面前，
我不是实习生——我想单凭这一点事实就已经足够造成以上
截然不同的心理差距了。



然而，我发现，黄老师和报社的其他记者对我的这种恭恭敬
敬、唯唯诺诺的表现并没有感到愉快，或者并不表示欣赏;而
从我个人的角度，实话说，我对自己的这种行为也没有愉快
之感，却是有一种厌恶，有一种对自己的不满。

2. it、家电类新闻的线索

我的观察结果是：一是来自网上(含新华社)，尤其是重大新
闻;二是来自企业的邀请。似乎单这两条线索就已经足够让记
者跑腿。

记者熟悉了it、家电行业之后，对快捷的网上新闻能比较敏捷
地做出分析判断，然后度量出某种视角去采写。(新快报的it
新闻似乎总是比网络媒体慢大半拍，有时是几天!)所以黄老
师叫我多关注网上新闻，而不是被动地等待企业的新闻邀请。
黄老师把一些来自企业邀请的出差机会给了我，而他没有去，
这说明那次活动在他看来一定不会太重要，如果很重要他一
定会亲自出马;我出差回来后写过几篇消息稿，只有很少的短
篇发表了，而大部分没有刊发，黄老师也没怎么过问，从这
一点也证明企业的邀请不能算作新闻线索的主要来源。

此外，报社策划的主题活动更是经济新闻的重要来源之一;报
社如果不主(20xx年度暑假饭店打工社会实践报告)动这样做，
似乎就很难生存下去。在我实习期间，接触到的新闻策划
有“客户服务峰会”“金融博览会”“管理沙龙”和各种年
度评比活动等。这些主题新闻往往占据那个时段经济新闻的
绝大部分版面。

3.克服出差的恐惧

说来惭愧，实习前我有轻度的“出差恐惧症”，尽管我曾走
南闯北，无所畏惧。至于和记者、企业人一道出行在外，对
我还是第一次。这种恐惧心理多少和我在大学里不爱参加集
体活动有关，此事既无可挽回也就少谈罢。幸运的是我在实



习第一天就被派去了珠海，使我得以失去多愁善感的时间，
想一想，是男子汉就上;第一次出差我做到了。 往后也就有
了树起自信心的“第一桶金”。

谁叫我多虑多思?这种性格是福也是祸。在第一次出差期间，
我逐渐在人际的心理上获得了这样的认识：将心比心，有谁
能超然人外?因此对人际的恐惧是毫无必要的，是自寻烦恼
的!前面说过受访人往往会为记者的愚蠢提问主动解围，此理
于人际关系亦然：每个人都容易为他人的种种举动寻找到合
理的解释，即使一时无法解释也会神秘地相信他人是合情合
理的，换句话说，每个人在心理上都很容易把别人置于有利
的位置，而把自己置于不利的位置——从这个角度说我就没
有必要担心别人会恶意猜忌我，相反他们会在心理上很主动
地为我“解围”，为我“圆场”，把我置于有利的位置。既
然如此，我又何必自寻烦恼呢?相反，一旦我发现别人有把自
己置于不利位置的迹象时，而这个迹象竟然可能是由我而起
时，似乎自己反倒有责任去为他(她)“解围”了。

所以，我在出差中遇到两件怪事：一是电脑商报的一个记者
仅凭我主动说了几句话就认为我是外向型性格;二是南方日报
的一个记者恭维我说，“你看起来很像记者耶!”(像记者并
不值得高兴吧?)因为那次我主动和他们搭讪，并说他们看起
来像在校学生。我每次出差都受到了公司很好的款待，并被
其他记者看成是正式记者，除非我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或者
因为我自卑而自贬身份。终于，出差的恐惧感逐渐得到克服。

再一个就是在现在的时常经济的利诱下，作为一个新闻工作
者很容易受到不良因素的侵蚀，导致其笔下的文章与事实有
所偏差，连最基本的职责都忘记了，在报社我看到了有些不
负责任的记者为了小利益而不顾廉耻和尊严，后来才得知，
在今天这种工作和生活氛围里想要远离尘埃，不食人间烟火
是基本不可能的了!

我知道现在社会环境就是这样的，我不去适应也是没办法，



我知道以后的路我也会慢慢的适应社会中的一些很繁杂的东
西，这是很重要的事情，这是最难适应的东西，我会逐渐的
适应。

以后当记者的路也许会很漫长，不过我已经想好了，我会慢
慢的适应，做好一个记者，起码要和他们有所区别，这就是
我，我会一直正直的走下去!

新闻专业实践报告篇二

三个月说起来那么长，可一眨眼的工夫，在为期三个月的实
习今天就正式结束了。回想这三个月，在磨砺自己的同时，
我对电视新闻有了更深的了解，尤其是民生新闻又有了新的
认识，使自己的专业理论知识和实践充分地结合起来。我深
切意识到，生活在象牙塔里的大学生不要以单纯的想法去理
解和认识社会，只纸上谈兵是远远不及的，而是要步入社会，
进行深入地探索。在学校学会更多得书面知识，在实践中好
好利用知识进行运作。接触、了解社会，从实践中检验自我。

接电话、打字、复印文件、跟着记者出去采访、写稿子、编
片子，这就是我暑假实习期间的工作，充分感受着工作氛围，
这些都是在学校无法感受到的，而且很多时候需要你做工作
以外的事，你还得做清洁工作，在学校也许有老师分配说今
天或明天做些什么，但在这里不一定有人会告诉你这些，你
必须自觉地去做，而且要尽自己的努力做到最好，别忘了一
件工作的效率会得到别人的不同评价。在学校，只有学习的
氛围，毕竟是学习的场所，学生为取得高成绩而努力，而这
里的工作场所，每个人都为获得更多的报酬而努力。无论在
学习，还是在工作中，都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在竞争中，我
们也应不断地学习别人先进的地方，也学习怎样做人，以提
高自己的能力。记得老师总说大学是一个小社会，但我总觉
得校园里学生之间的身份关系要简单的多，而一旦走进新闻
单位，接触各种各样的同事、上司、居民等关系复杂，我们
就得面对的以前从未面对的一切，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把事



做好，而且还要把人做好。

在实习中，我最大的收获还是在了解了电视新闻的工作流程
后，自己第一次真正地参与到了新闻的采、编、写中。唯一
遗憾的就是因为栏目的制度限制，我们实习生不能够出镜采
访。但每次记者带着我们出去采访时，总是很照顾我们，给
我们采访的机会，回来后，也让我们写稿子、上手编片子，
给我们留下了充分锻炼的空间。

在电视新闻中，记者第一步是要找选题，一般有两种途径：
热线本是其一，每天热心观众打来电话反映自己的问题，比
如求突发现场、好人好事、助人热线，还有就是记者固定的
新闻线人提供的选题。确定选题后，必须得和总部报题，选
题通过后，方可联系采访对象和摄像师进行采访。联系好后，
可进行第二步采访，第三步后期制作编片子。

和记者外出采访已经二十多次了，涉及的内容很广，比如说
有好人好事《小区里的银发保安》、《袖珍母亲的精彩人
生》、《福利院里的好护工——张爱英》，现场新闻《货车
撞断电线杆电缆落地影响交通》、《超速超载漠视交规 三车
相撞无伤亡》，法制案件《题目：老父杀女 情何以堪》、
《贩卖三女婴 铁警全抓获》，百姓困难《屋顶漏雨近半月
今日有望解决》、《该向谁交的暖气费》，更荣幸的是在内
蒙古成立60周年和xx大期间，也和记者一起参与了《祖孙三
代携手创作 十米长卷绘就东河新貌》、《大庆祝福语》、
《企业机关关注xx大》的采访。在这么多的采访中，真真切
切的感受到了做一名好记者真的很不容易，每次到相关负责
部门，遇到态度好的那就是幸运的了，吃到闭门羹这是常事，
没有被骂得狗血淋头就算不错了，在《为25元钱讨说法 这钱
该我出吗》的街道主任拒绝采访，记者偷拍才完成了采访，
最后还给记者放下一句话，如果把事情曝光恶了，下次来采
访绝对不让记者进这个楼，最后由于上面领导的指示，很好
的一个片子没有经过审核就被直接毙了。



记者在采访中最担心的是采访对象不善言谈，在《李莹事迹
感动包头索女士愿无偿捐角膜》的采访中，刚始李女士显得
很紧张、拘谨，话特别少，只是敷衍地回答些问题，认为自
己做的事情很平常，不需要媒体的宣传，然后记者就不再发
问，而是很随意地聊起了李莹的事迹以及自己对无常捐献器
官的了解和认识，还询问起了李女士的家人，渐渐地李女士
的态度转变了，变得积极主动起来，话匣子也打开了，给我
们提供了很多信息，还在拿出了自己和儿子的献血证，采访
的气氛一下子就调动起来。采访结束后记者告诉我在每次采
访前，都应该提前做好准备工作，尽可能多的搜集相关资料，
要对被采访对象进行必要的了解，不要放过任何细节，因为
任何一个小细节都可能成为一条重要的新闻线索。采访不一
定要以死板的问答形式进行，调侃聊天式的采访更容易些，
通常会获取比你想象中还要丰富的信息。如果采访对象很抵
触访问，记者可以先抛开问题，聊些轻松话题，如他的生活
趣事、家人状况、记者自己的故事等，这样就可以消除双方
的疑虑，拉近双方距离，互相产生信任。应变能力对记者也
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现在算来，我已经跟着记者出去采访过二十多次了，每次采
访中我都会把记者问的问题记下来，回来后自己都会主动写
稿子，写完稿子再让记者看看，给我指出不足。以往自己就
很少动笔写稿子，现在看到自己第一次写的稿子都想笑，感
觉就是干巴巴的，特生硬，口导写的太过生硬，没有起到吸
引观众关注的效果，解说词也写得像流水帐，在情感类的片
子中，解说词干巴巴的，不够感人，同期写得太罗嗦，不够
精炼等等。。从后来的稿子就可以看出自己的写作能力也得
到了相应的提高。我从中发现电视新闻的语言是越简单越好，
要通俗易懂。同时句子要美，要有一种亲和力，让观众有一
种轻松对话的感觉。说起来容易可做起来就难了，就拿李海
燕记者的《小毛贼偷钱弃包 好心人苦寻失主》一则新闻来说，
这个题目把事情的大意都概括清楚了，简洁、明了，使观众
一看到题目就知道了结下去要讲的事情，而且还急切地想知
道这个心人最后有没有找到丢包的人。相比之下我写的就有



些差劲了《大妈拾包苦寻主 失主得包连言谢》，事情的经过、
结果都报包含在标题里，失去了引起观众看下去的好奇心，
语言也过于太生硬，念起来拗口，有些像电脑五笔字跟口诀。
当然自己也有好的题目被记者采纳的，比如说《车祸酿惨剧
交警伸援手》、《街头污水横流 行人苦不堪言》、《物品存
放七个月 房主苦寻旧房客》。

十月一号，走进社区大型活动在锦绣小区进行，居民们踊跃
参与现场，现场的气氛相当活跃，。我的工作是负责给活动
现场照相，观众、主持人、幕后的工作人员、出境记者、摄
像师他们认真工作的样子都被我的照相机搜罗在内，当然还
有现场演员们的精彩表演。在这次活动中，摄像师在摄像构
图、色彩、角度也给予我一定的指导，使我的现场摄像能力
有所提高。

针对这次的实习，我总结出几点心的体会，如下：

1沟通。记者这个职业在工作中更是要广泛地接触各种人，这
就决定了必须具备很强的交流能力，在采访过程中，记者要
把自己的采访目的和采访对象进行交流，相互了解，达成共
识，做好新闻。了解社会需要与社会进行交流、沟通，这就
要求我们充分调动耳、眼、口、手这些器官的功能了，当然
口头表达最为重要，只有把你想法告诉对方，对方才会了解
你，双方才能相互交流、沟通，在工作中达成共识。

3克服胆怯。这个也可列在自信栏中，成为反面教材，但为了
针对我自己的问题，我决定把它单个列出来，我这个人就是
缺少自信，胆小的很，每次接到记者让我做的工作，比如说
打电话询问事情，预约采访时间等等，我都会问两三遍，生
怕自己出了漏子，而且怀疑自己能做它做好吗，有时自己写
的稿子得到了记者的表扬，我就会认为是记者不好意思指出
毛病，自己的稿子写的太差劲了。这是我的障碍，我必须克
服，重塑自信。



新闻专业实践报告篇三

第一次道报社时6月22日，我跟班里其他三个同学一起去合肥
晚报广告部报到。因为是第一次去，里面的人我们都不认识，
里面的工作人员也都在埋头于自己的工作中，我们几个人都
在那狭小的办公室里坐也不是，站也不是的，觉得自己实在
是多余。下午的时候，孙处把我和胡同学叫去，说“服务热
线”那边也缺人，问我们可愿意去，想想自己在这边也实在是
“多余”和那边的“缺人”，和学校说的“服从报社安排”
的叮嘱，我和胡同学去了“服务热线”那边，开始了在“服
务热线”为期一个月的接热线的实习内容工作，就这样懵懵
懂懂的开始了我的暑假认知实习。

实习的前两天，马主任说我们主要是了解工作内容，学习一
下陈姐和郭姐是如何接热线的，同时要熟悉和准确了解服务
内容和服务价格等工作细节。

两天之后，正式上岗。刚开始的时候还觉得挺新鲜，但是时
间一久就没耐心了。但是马主任说接电话时一定要热心、真
诚和耐心，因为也许我们的一句话就会影响到晚报社的声誉。
在本着不给晚报社丢脸，不给学校丢脸的“工作态度”，我
在那认真踏实工作了一个多月。我知道。即使遇到“服务热
线”解决不了的问题，也要做一个良好的倾听者，俗话
说“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我们的宗旨就是
让读者和客户满意。

有好几个都是因为对服务内容不太清楚，让客户在电话那边
等了好久，实在是很过意不去啊。渐渐地我知道只有熟悉工
作内容和条款，是每个细节都不能放过的那种，才能真正的
帮助读者和客户，更好地为读者解决生活中遇到的实际问题。
工作一定要有耐心和细心，读者和客户的需要时半点马虎不
得的。

其实在“服务热线”的那段日子，虽然渐渐地实习的内容也



熟知了，得心应手了，但是心里多多少少还是有一点不甘心
和觉得委屈。看到报纸上班里同学熟悉的名字出现在一篇篇
新闻报道中，听他们说自己跟记者跑新闻的经历，我心里实
在是羡慕，觉得他们好充实，真的把两年学到的东西运用到
了实习实践中了。我把我的心里的真实的`想法告诉了黄老师，
黄老师耐心的开导我说：“哪种实习不是一种认知呢？”也
许我没有学到采写新闻的技巧。但是步入了社会就会有所收
获的，而这种经验和收获也都会是一生受益的，是隐性的，
但是日后的生活和工作都是用的着的。一番话，让我心里平
衡多了，我的实习也变得有意义，有价值，有收获了。

在“合肥晚报”实习了一个多月后，我觉得我没有给单位、
学校和我自己丢脸，同时我也很清楚，我知道，我来实习认
知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学习和自己专业和以后就业有关的东
西，积累社会经验和工作经验，于是离开“服务热线”后我
有了打算：一是好好“修炼”一番，把底子打好，泡图书馆，
多积累专业知识和百科知识，而是自己好好找，联系其他媒
体实习单位。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到《xxx报》安徽记者站提供实习生
岗位，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我打电话过去，老总很礼貌地
说“那你先来登个记吧”，我心花怒放！

8月2日是我在《中国食品质量报》安徽记者站实习的第一天。
由于之前实习过，所以我去办公室的时候很自然地先从基本
的打扫卫生开始，然后熟悉电脑文件和办公文件等，翟站长
看我如此“自觉”，微笑着说“小丫头，不错嘛，好好干，
才来的时候也许有点不适应，别紧张啊，呵呵……”其实，
我这次心里一点也不紧张，心里还感觉甜甜的。看来，在合
肥晚报的实习还是有收获的。

《中国食品质量报》是国务院下属的机关党报，监督和管理
全国食品质量安全，规范国家食品企业行业，保障消费者的
安全，按照国家颁布的《食品安全法》规范健全食品行业。



在记者站实习的日子里也算轻松，每日在电脑里看看文件，
发发稿子，打打稿子，基本的工作流程和一办公室文员是差
不多的，因为全国性的报纸的信息量和信息源都是无限宏大
和宽广的，其登报的文章的重大性和其内容是关乎国计民生
的大事，其新闻定向准确、细致，同时也有点窄，于是在记
者站的日子里发的新闻稿质量可嘉，数量不多。

实习习的第五天，我就被安排和记者站里的刘记者一起去外
出采访，主要是出差参加一啤酒企业在天长市的奠基仪式，
临走前，翟站长对我叮嘱说“小慈啊，这是你第一次出差，
一定要学会多观察，细心点，做新闻的一定要有的就是敏锐，
的新闻敏感，还有基本的设备要学会使用，照相机，摄像机
之类的没事的时候就多琢磨琢磨，刘记者带着你，俗话
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要学会学习，出差回来，
就由你主笔写这篇新闻稿，练练笔……”一番话说的我心里
暖暖的，手里痒痒的，同时也自信满满地。

事实与自己的想象还是有点差别和出入的。我以为所有的新
闻素材都要自己挖掘，原来“出差”只是去吃个饭，参加仪
式，然后主办方把资料给我们，我们再回去根据所给的资料写
“新闻稿”，太格式化了，没有挑战性，不由得让我这个
对“采访”颇有好奇的“小牛”心里凉了一大截。

回来的半天，根据主办方提供的资料写了一篇类似于宣传稿
的新闻稿。翟站长稍作修改后发到了北京编辑部。没想到。
两天之后真的在《中国食品质量报》上看到了自己写的稿件，
那种兴奋时无以言表的，心里像吃了蜜似的甜甜地恨不得全
世界的人都知道。

虽然我写的稿件类似于宣传稿，也有一种浓浓的“新闻腔”，
可是牛刀小试带来的喜悦还是无法阻挡的。我知道，记者向
来是“无冕之王，”针砭时弊，为国为民，“铁肩担道义，
妙手著文章”，我的这篇“小豆腐块”道那样的境界还有很
长很长的距离呢。也许，甚至在好多人眼里是不屑一顾、不



值得一提的，但是，我知道，我跨出了艰难的第一步，后面
的困难在所难免，但是也无所畏惧了。

在记者站，我只实习了短短的25天。在这短短的25天里，我
学到了一生都受用的知识，当然这些知识从书本上也是学不
来的。翟站长对我很不错，教会了我很多受用的知识和社会
经验，刘记者对我很关心和照顾，谢谢翟站长和刘记者！

两个月的实习，期待过，失落过，委屈过，奋斗过，笑过也
哭过。这两个月真的让我学会了很多很多……在学到东西的
同时，也发现自己的不足，知识储备远远不够一个优秀的新
闻工作者。眼高手低的毛病也一直存在，并一直努力克服中
深深体会到踏入社会的辛酸和我无奈，理解和领悟新闻工作
者的辛苦和不易。实习结束了，但是我觉得我们要走的路还
长着呢。实习结束了，学习还一直在进行中。

想感谢的人很多，指导老师黄老师的一番话：出门在外，几
件事叮嘱一下。一是要有礼貌，二是要有耐心，坐得住冷板
凳，三是要勤快，能跑能写还犹如在耳边。包括在台风期间
发的注意安全的短信，都让人觉得心里暖暖的，谢谢黄老师！
也谢谢实习单位的各位领导，在心里由衷的说一句：谢谢！

新闻专业实践报告篇四

1、发新闻不能着急，按规律来，编辑让找的赶紧找。速度固
然重要，但是质量更重要。

2、看新闻要快更要仔细，网络编辑的本事就是迅速找到新闻
点。这是个理论上容易，做起来难的事，就得多练。

3、下功夫多看新闻，好新闻、好标题(好新闻点)要积累，参
与大的新闻报道事件记心得(这是以后的事)。

4、对手就是老师，每天抽空看看对手的新闻，标题抓的新闻



点，明白自己的不足。

5、尊重标准，不要耍小聪明，牢记千里之堤溃于蚁穴。

6、不要懈怠，天道酬勤；一份耕耘，一分收获。

前景无限美好。

1、没有正确的，只有合适的。

2、功夫在于平时，功力在于积累。

3、不懂得政治，就不懂得新闻。

4、新闻背后就是各种势力博弈，各种势力博弈背后就是利益
争夺；有时涉及的势力天大，有时是鸡毛蒜皮。

不要迷信课本，更不要迷信老师。学校里讲的多半是没用的。
，但是学校的教育能教会我们一种思维方式和继续学习的能
力。

对于学新闻来说，师傅带徒弟的教学模式，效果最好。

师傅：行业老手

徒弟：钟爱这一行

新闻专业实践报告篇五

我的家乡是宁夏的一个不大也并不繁华的中等城市--中卫。
家乡的电视台的节目播出覆盖面仅仅是家乡城镇地区。但我
并不因此而降低对自己的要求。我相信，很多东西都是在最
基层的地方才可以学习的到。而且我现在还这么年轻，没有
任何经验，甚至没有接触过任何专业课程，更应该从最基层



的地方去发现和学习最基础的传媒知识。

当我向办公室主任介绍自己的时候说，我们学校还没有分具
体专业，将来有意向要学广告学的时候，他笑一笑说：“我
当年也是学广告学的。”那个笑很意味深长，我是后知后觉。
之后我被分配到了专题部，负责跟着学习并制作第一期的暑
期少儿节目。这一安排，真的令我有点不愿意接受。我想象
中的实习，最起码也是忙忙碌碌的坐着车赶赴某个会议会场，
奔赴某个事故现场之类的。可是我想起了办公室主任说的那
句话，其实不论学习什么专业，传媒行业是一个大圈子。不
一定学习什么，就一定会从业与那个相关的工作。但只要你
掌握更多的知识，不论怎么转，只要在这个圈子里，你就是
有用之人。

令我感到幸运的是，我参与了这次节目制作的策划，拍摄，
及后期制作的`全部过程，学习到了很多东西，在知识和心理
上都有所成长与收获。

刚开始策划节目的时候，指导老师要我对这一期的节目提出
我的看法和意见。我自认为，这个一点都难不倒我，于是我
开始尽情的发挥。但是后来有很多提议都被“枪毙”了。刚
开始，老师只说了一句：“太多了！”节目的制作开始进行
后，我心有不甘的又提出了我的意见。指导老师语重心长的
对我讲：“也许你的实习仅仅这一次，你想抓住机会一下把
所有的都表现出来。但是不要忘了，这仅仅是一次20分钟的
节目，以后还会有很多的节目。一次的节目，只能表达一次
足够表达的东西。我们要做到精、简。

以后还会有很多个20分钟用来表达。如果你现在有10个盒子，
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在第一个盒子，使第一个盒子超重了，其
他的却空着或填不满。那超重的第一个盒子谁愿意来接受？
其他空的盒子谁会去理睬？”一席话让我茅塞顿开。也许，
这就是我们年轻人的不足之处吧。我们总想尽可能的去展现
自己的才能，而忘记了如何理智的去看待事情。我想，不仅



仅是才华，更重要的如何沉着冷静的，用长远且理智的目光
去对待和处理一件事情，让它更好。这些也许需要很长的时
间与经验才可以慢慢去体会和学习到的。现在我提前知道了，
我很庆幸。

接下来就开始拍摄了。记得那天气温很高，我们一大早一起
简单吃了早点后便出发了。因为是要拍摄一个电视散文，所
以我们去了很多地方，去拍设计好的场景。一遍一遍的重拍，
以求最好的效果。中午饭都没有吃就直接又去了下一个节目
预约好的饭馆，拍摄活动记录。等全部忙完以后，已经晚上7
点了，接近12小时基本上没有怎么休息一下，等回到家已经
累得不行了。不过回想起来，还是摄影老师，他似乎比我们
其他人要更累一些，不仅一天跑来跑去，还要扛着那么重的
机器，进行拍摄工作。这让我想起刚入学时，辅导员和老师
对我们说的，在新闻这方面男生会比较占优势。现在才真切
的感受到，我一天跟拍都已经很累了，如果再扛着机器去拍
摄，那可真有点困难。不过，教我的指导老师也是女的，她
现在是主任职务，这给了我很大鼓励。我想即便男生有优势，
也不能为自己找借口和理由，只要自己想做好这件事情，就
一定要尽百分之二百的努力。

后来就进入后期剪辑制作的工作了，刚开始跟着老师，看了
一个宣传短片的剪辑过程，大致认识学习了一下。第二天因
为老师没有太多的工作，有较多时间来给我做手把手的指导。
半天下来，我基本上掌握了“edius”视频剪辑软件的操作方法，
可以独立进行最基本的操作了。之后我便开始了自己的工作，
将之前拍来的东西，采集下来后进行剪辑，制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