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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 新闻采访写作试题 课程代码：00654一、单项选择题(本

大题共25小题，每小题1分，共25分)在每小题列出的四个备

选项中只有一个是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其代码填写在题后

的括号内。错选、多选或未选均无分。 1.直属总编辑或总编

办公室领导，负责重大新闻和重大典型新闻采写的记者是(

)A.机动记者B.特派记者C.地方记者D.特约记者2.下列属于新

闻线索特点的是( )A.信息完整B.比较复杂C.有稳定性D.有待证

实3.记者采访的第一步是( )A.设计提问的问题B.接近采访对

象C.联系采访人D.拟好采访提纲4.访问中最重要的是( )A.少讲

多听B.见机行事C.善于提问D.启发诱导5.目击式新闻多来自于

记者的( )A.事前观察B.同步观察C.事后观察D.现场观察6.下列

与新闻专业术语“采访”含义相近的是( )A.采风B.考绩C.游

记D.探访7.被认为是我国最早从事新闻工作的报业人员是( )A.

梁发B.黄远生C.邵飘萍D.王韬8.收集和储存记者自己采访地区

或报道分工范围内的信息属于( )A.情况积累B.信息源积累C.思

想积累D.知识性资料积累9.两位记者在两年中沿着中国大陆

周边采访一圈，这种采访方式属于( )A.易地采访B.巡回采访C.

交叉采访D.实地采访10.采访艺术中“上下结合”包含的意思

是( )A.个别和一般B.局部和整体C.领导和群众D.个体和整

体11.有关百家讲坛主讲人阎崇年被掴一掌的报道，其新闻选

择的标准是( )A.新鲜性B.接近性C.重要性D.显著性12.北京奥

运会期间，中国记者向外国友人提的“您对北京印象如何”



问题，其提问方式属于( )A.闭合式提问B.激发式提问C.开放式

提问D.诱导式提问13.采访的结合艺术有多种，“解剖麻雀”

的方法属于( )A.上下结合B.点面结合C.纵横结合D.正反结

合14.一般来说，新闻主题来源于( )A.实际工作B.具体生活C.

主观感受D.客观事实15.新闻选材要“以一当十”的意思是(

)A.新闻材料要少而精，以少胜多B.新闻材料越多越好C.新闻

例子越多越好D.新闻材料越少越好16.“落笔入题，说明写作

缘由”是下面哪一种新闻写作的开头方法?( )A.开篇点题法B.

形象导入法C.先声夺人法D.清音有余法17.采用鸟瞰式的眼光

，从全局的角度报道形势、事件，以表达记者所见所闻和感

受为主的通讯称为( )A.速写B.访问记C.巡礼D.侧记18.报纸刊

登的采访手记、采访杂感、采访笔记、采访日记、采访随感

和采访见闻等，属于( )A.采访札记B.采访杂记C.记者随想D.记

者调查19.著名记者黄远生在《申报》等报纸上发表的“北京

通信”结束了( )A.消息写作仿照古文的历史B.通讯写作仿照

古文的历史C.新闻写作仿照《左传》的历史D.通讯写作仿照

《史记》的历史20.关于新闻写作“笔内”功夫与“笔外”功

夫理解正确的是( )A.新闻写作的“笔内”功夫也体现在“笔

外”功夫上B.新闻写作既需要“笔内”功夫也需要“笔外”

功夫C.新闻写作“笔外”功夫比“笔内”功夫更重要D.新闻

写作“笔内”功夫比“笔外”功夫更重要21.培养新闻写作的

“文体意识”是要( )A.对某类新闻体裁要有特殊的感觉B.对

消息的结构比较了解C.了解各类新闻体裁的特点，采用恰当

的写作形式D.对新闻写作要有特殊的意识22.在《中国工人》

“发刊词”中提出“多载些生动的文字，切忌死板、老套，

令人看不懂，没味道，不起劲”，强调文风问题的作者是(



)A.周恩来B.梁启超C.毛泽东D.刘少奇23.主要探索实际工作中

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包括经验教训、成败得失以及某项

具体措施的可行性的新闻体裁是( )A.调查报告B.情况反映C.调

查汇报D.工作研究24.某社电文发往外地采用哪一种电头?( )A.

某社某地某月某日电头B.某社某地某月某日电讯C.某社某地

某月某日讯D.某社某地某月某日电25.短讯、快讯、简明新闻

是一种消息体裁，它们都可称为( )A.硬新闻B.简讯C.软新闻D.

纯新闻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

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