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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像探析

摘要：媒体融合不断向纵深发展的背景下，

不少新闻媒体开始探索全媒体报道模式。时政

新闻作为报道国家政治生活中新近或正在发生

的重要事实的主要渠道之一，如何在兼顾内容

的同时，创新其呈现形式成为一个重要议题。

本文将从时政摄像如何在融合传播中转型入手，

结合近期大小屏报道，对时政摄像的定位和发

展趋势提出建议和思考。

关键字：时政新闻 摄像 多元化 融合

传播

时政新闻区别于民生新闻的拍摄，需要遵循

一定的拍摄规范，并对摄像在成片剪辑方面有更

多要求。随着媒体融合的深入推进，在兼顾大屏

报道的同时，时政新闻要想做出有流量、有热度

的小屏报道，就需适应不同的媒体平台和受众需

求，转变已有的固化拍摄模式，以更通俗、更贴

近的拍摄手法，通过矩阵传播精准投放到目标

群体。

一、时政摄像转型困境

（一）时效性及人员缺乏

时政新闻往往有着固定的跑线记者，人员

较为固定，在拍摄一条大屏报道时，每个摄像

记者都有其固定任务，若此时要求其兼顾小屏

拍摄，易出现因小失大的情况。此外，时政新闻

拍摄时间多为半天以上，大小屏报道均由一人完

成实属不易。若是碰到下午的新闻拍摄，小屏需

较晚才能发出，时效性大大降低，点击量也略显

不足。笔者认为，有条件下应分工明确，“人尽

其才，物尽其用”。例如2023年的全国两会代表

赴京，浙江卫视时政部全员出动，在前后方紧

密结合下，于早上 8 点 11 分发出新媒体报道，

做到全网首发，仅中国蓝新闻客户端点击量超

8万。

图 1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与

河南省驻马店市委书记鲍常勇会

见，（左为施一公，右为鲍常勇）

图2

（二）内容敏感易出错

由于新闻报道的需求和限制，时政新闻画面

相较其他类型新闻略显单一。第一，时政拍摄有

着其固定套路，如拍摄会议，由远景到主席台领

导特写，再到台下观众大景；再如调研拍摄，地

点空镜接领导镜头，再接具体物样，然后空镜收

尾等等。第二，时政新闻拍摄往往争分夺秒，若

要求纪录片式拍摄，对每个镜头细心推敲，或产

生心有余而力不足现象。第三，时政新闻更多的

是展现新闻事件的庄重和正式感，一些相较炫酷

镜头在此使用也并不合适。第四，时政新闻是报

道国家重大政治活动和重大事项的渠道之一，若

因个人创新或镜头运用不规范致其产生负面舆论

亦是重大播出事故。如2023年4月18日的一张

照片 （图1），本是一张寻常的会见新闻大景图，

却因拍摄者未注意到双方坐姿有别，致该照片在

互联网上快速传播，并引发负面舆论（图2）。

（三）场景单一不易制作新媒体

时政新闻拍摄场景主要分为以下三类：会

议、会见、调研。其中，会议会见拍摄场景通常

具有较高的相似性，主要以台上领导讲话和台下

人员倾听为主。若制作为新媒体视频，画面相对

单一，易形成“小屏版新闻联播”。为了避免这

种情况，笔者通常会选择一些画面更为丰富的场

景进行制作，例如颁奖、揭牌和签约等。如中国

浅谈浅谈融合传播中时政摄像的融合传播中时政摄像的转型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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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新闻客户端“政在看”栏目下的全省公安机关

举行护航平安亚运誓师大会、第三届“最美浙江

人·最美政协人” 名单出炉、“宋韵今辉一眼千

年”等。在拍摄传统大景之外，应多运用航拍、

特写等系列镜头，以跳出会场的方式为观众提供

更全面、多元的信息。至于调研，通常以走访、

考察为主，画面相对有限。若要将调研制作成新

媒体视频，一般需要选择具有代表性的画面，以

展示调研的重要内容和结果，如瞻仰红船、浙江

省政协“六送下乡”等。

政在看丨全省

公安机关举行

护航平安亚运

誓师大会

政在看|点赞！第三

届“最美浙江人·最

美政协人”名单出炉

来看看他们是谁

政 在 看 丨 宋 韵 今

辉 一眼千年！德

寿宫邀你来打卡

二、转型路径探讨

（一）自我重塑 打破局限

时政摄像作为时政报道的核心组成部分，其

拍摄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对于新闻的整体呈现至关

重要。

首先，需要其具备强大的心理素质和专业素

养以应对各类突发事件。而在融合传播的大环境

下，固步自封坚持老一套已无法紧跟时代步伐，

如何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重塑、突破自我寻求应

变已成为当务之急。一方面，我们应转变思维模

式，摆脱过去的范式束缚，不断学习和更新自己

的知识与技能，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时代需求。另

一方面，我们需要对已发布的报道进行总结和分

析，对传播效果和影响力较好的产品进行定期评

估和复盘，为未来的报道提供参考。

其次，在新闻报道策划之初，可以借鉴其他

省份或地区的优秀案例，预判可能出现的场景和

状况。如2023杭州亚运会，大小屏报道铺天盖

地。我们可以借鉴之前闭幕的成都大运会，其官

方号红星新闻在视频号和抖音上发布的多个视频

点赞量破万，以传播力先行把成都推向全国乃至

全世界，我们可以按照此类成功的传播策略，结

合杭州亚运会的实际情况，制定更具针对性的报

道策划方案。

（二）配套产品呈现 形式多样化

在传统的时政拍摄中，要形成有亮点、接地

气的新媒体报道具有一定难度。在融合传播的大

背景下，挖掘深度、拓宽广度，呈现更多的配套

产品已成为新的出路。例如，上海广播电视台的

快看上海，在调研结束后，会前往调研点进行出

镜呈现，形成相应的配套产品，增加报道的深度

和广度。浙江广播电视集团的中国蓝新闻会提炼

重点话语，形成时政原声，增强报道的针对性和

影响力。陕西电视台的陕视新闻，则会以随团日

志的形式，展现大屏之外的内容，拓宽报道的多

样性和受众关注度。通过多样化呈现形式，不断

探索和创新，运用矩阵传播等形式，提高报道的

综合质量和影响力。

（三）跨部门合作 内容到“内容+”

在传统媒体时代，内容的质量和报道的方式

是决定媒体传播力和影响力的关键因素。而在融

媒体时代，好的报道不仅仅局限于内容本身，更

应扩展到“内容+”的层面，即在保证原有内容

质量的基础上，多跨协同，通过丰富传播渠道、

传播形式，进一步提升内容的影响力和传播效

果。例如，微信公众号“浙江宣传”发布的推文

《“人民至上”不是“防疫至上”》，发文当日

微博话题阅读量达 5.2 亿，冲上微博热搜第一。

再如旅美熊猫丫丫被虐待视频曝光后，中国蓝新

闻作为主流媒体迅速站出来为其呼声，第一时间

关注事件的进展，并通过短视频、直播、评论等

形式向大众传递最新消息，引发不少网友上门递

送联名感谢信和鲜花。同时，中国蓝新闻持续关

注丫丫后续最新状况并开展《丫丫回家》专辑，

截至2023年7月9日，共发表118条短视频。

三、结语

时政新闻是主流媒体中最重要的一种报道类

型，与其他类型相比却略显单一。在融媒体时

代，作为拍摄者的摄像应该摆脱传统的固定套

路，勇于走出舒适圈开拓新技术，从多元化的传

播渠道和多样化的传播形式中创新出接地气、贴

民生的新闻报道，让受众愿意看、愿意赞、愿意

转，紧跟传播新时代，方能与时俱进不被淘汰。

（作者单位：浙江卫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