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ROADCAST
B
R
O
A
D
C
A
S
T

T
E
L
E
V
IS
IO

N

视听纵横2023·1

▲…
…

…

………

融合传播之我见

工轮奸 震惊！》点击量更是达到1144.2万。

义乌市融媒体中心适应新媒体发展趋势，通

过内部机构调整建立适合短视频创作的机制，推

行全员短视频创作，强化考核与选题策划，极大

激发了新闻采编人员创作短视频的积极性，形成

了快速、高效、准确的短视频创作格局，短视频

宣传矩阵规模和影响力迅速提升。从粉丝量数据

变化看，2022年4-9月底，义乌TV视频号粉丝

量从5万增加到14.5万；爱义乌视频号粉丝量从

1.5万增加到5.6万；爱义乌抖音号粉丝量从27.2

万增加到54.8万，短视频阅读量、点赞量等传播

数据增长显著，短视频成为电视新闻转向融合发

展的突破口，尤其大批量流量短视频，传播效果

显著，有力提升了义乌市融媒体中心的传播力、

影响力和公信力。

（作者单位：义乌市广播电视台）

摘要：媒体深度融合阶段，传播主体、内

容生产、媒介技术、新闻受众发生着深刻变化。

主题报道在宏大主题的叙事框架下，选题严肃，

叙事严谨，往往与当前受众的视听习惯不相符

合，其传播力和影响力面临较大挑战。作为主

流传播主体，电视媒体承担着讲好党的故事、

引领舆论导向的媒体使命。如何在当前媒体深

度融合阶段做好主题报道，让党的声音深入人

心，成为电视媒体需要思考的命题。短视频的

碎片化、移动化传播特点，使其成为受众获取

信息的重要渠道来源。也因此，短视频主题报

道成为电视媒体的发力点之一。本文以宁波广

电集团2021-2022年推出的短视频主题报道为文

本，从叙事框架和传播方式两个维度分析短视

频主题报道的传播策略，尝试性归纳主题报道

的短视频生产逻辑，并就电视媒体的主题报道

创新路径探索展开深入思考。

关键词：电视媒体 主题报道 短视频

传播策略

2021年-2022年，在“建党百年”“党史教

育学习”“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等重大主题方

面，宁波广电集团推出《我要找到你》《我们的

美好生活》等一系列短视频主题报道，背靠重大

主题，挖掘典型题材，创新内容形式，旨在讲好

党的故事，利用抖音、微信视频号媒体矩阵，更

加高效地抵达受众，更加有效地感染受众，从而

拓宽受众面，提高主题报道的影响力。本文以

“党史教育学习”主题的《我要找到你》短视频

和“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主题的《我们的美好

生活》系列短视频主题报道等为文本，从叙事框

架和传播方式两个维度，以题材挖掘和展示手段

为线索，探讨电视媒体如何创新短视频主题

报道。

一、用情感与深度解构宏大主题

主题报道是宣传党和政府重要政策决策，传

播政治信息的重要新闻报道。传统媒体的主题报

道往往是宏大叙事框架，包含“树立党和政府形

象”等价值和意义，不容易被受众接受和理解。

媒体融合环境下，构建短视频主题报道的叙事框

架，化宏大主题为短小呈现，为主题报道提供创

新生产路径。

短视频从时长看是由早期1分钟以内的视频

到现在5-10分钟的视频，从内容看，内容简单

电视媒体在主题报道中的电视媒体在主题报道中的
短视频传播策略探析短视频传播策略探析
姚 昊 林丽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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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侧重与受众的互动。短视频符合快节奏的

现代视听特征和用户随时随地掌握资讯的需求。

短视频报道能够为重大主题提供“接地气”的视

角，①在构建主题报道的框架时，应深入挖掘题

材的短视频基因，用小切口“撬动”大主题。笔

者试从题材切口、情感共鸣、深度挖掘三个层面

构建短视频主题报道的叙事框架。

（一）寻找小切口，解构宏大主题

做好主题报道，首先是善于捕捉与挖掘最能

表达时代主题的优质内容，寻找最能凸显主题的

人物故事。短视频的叙事方式与传统新闻不同，

越是大主题，越要寻找小切口，以小见大地反映

重大方针政策的社会意义。既要站得高，又要接

地气。宏大主题下的小人物故事是短视频框架中

最有力度的抓手。

“党史教育学习”是一个宏大主题，浙江新

闻奖新媒体一等奖作品《我要找到“你”》是一

篇短视频专题报道，讲述为烈士寻亲的故事。如

何嵌套于建党百年的主题报道中，成为破题的关

键。回溯新闻事实，从2017 年开始有200 多名

志愿者加入“我为烈士来寻亲”的公益活动，帮

助975位烈士寻找到亲人。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加

入，越来越多的烈士魂归故里，寻亲的过程本身

就是一次次生动的党史学习教育实践，而党史学

习教育是建党百年主题报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此

片是以烈士寻亲的小切口呈现建党百年、党史学

习的大主题。

系列短视频《我们的美好生活》以普通人自

述的形式，讲述这10年关于“他”的故事，通

过他们的生活变化反映各行各业的变迁，充分展

示新时代的美好生活。这也是“二十大胜利召

开”背景下的系列主题报道。比如第1集 《生》

讲的是二胎妈妈的励志故事，体现的是二胎政策

下家庭的选择，记录二胎家庭从“选择生”，到

“生”，再到二胎家庭结构下的日常生活，以个体

的缩影看到国家政策带来的改变。真情与真实的

表达，引发广大受众的情感共鸣。第6集 《闯》

也是个体视角出发，讲疫情形势下“阿拉地海”

创始人破局的创业故事，体现的是时代背景下创

业人的坚守与转型，体现创业人强烈的个人特色

与其在时代洪流中的前行和决心。

（二）寻找情感联接，达到情感共鸣

唯有真情，才能动人。这是媒体传播共同的

价值遵循。从传播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亲情、爱

情、友情，这些人类最基本的情感是最容易引起

共鸣的。移动互联网生态中，受众面对海量信

息，情感阈值被持续拉高，挖掘新闻事件中的情

感内核成为短视频叙事框架中的重中之重，在主

题报道中，应该引爆最能打动人心的情感共鸣

点，采用情感化叙事，最能“击中”受众。

传统党史教育学习中，常常是学习英雄的为

国捐躯的壮举，但历史的厚重感使我们感觉英雄

离我们很遥远。《我要找到“你”》的故事中则

蕴含十分质朴丰富的情感基因，将一味灌输于书

本上、课堂上学习烈士们的英雄事迹，变成为烈

士寻亲后，其家属浓厚的亲情流露，质朴的情感

跨越时空，引发强烈的共鸣。这既是亲情的力

量，也是真情的感召。

《我们的美好生活》系列短视频更是以情感

为纽带，讲述一位位努力奋斗的小人物，一个个

朴实感人的小故事，巧妙而自然地反映大时代。

10集10个人物，时而温情脉脉，时而感人肺腑，

从他们身上能看到宁波这座城市的时代底色。其

中第10集《家》以亲情为共鸣点，以家人的日

常点滴作为记录主体，讲述自媒体人娜娜的一

家，在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下，用镜头记录乡村

风尚的故事。短视频中包含感人的家人互动的细

节，“争吵”“和解”“理解”等情感元素与受众

共鸣。

（三）深度挖掘，关注共情后的思考

一般的主题报道容易“踏雪无痕”，优秀的

主题报道却要追求“雁过留声”，让人在看完报

道后，或震撼心灵，或久久回味，或深受启迪。

关键是要深入挖掘，在“深度”上发力，把主题

报道做深做透。

作为传统媒体，首先，新闻资源丰富，在日

常采访中可以积累丰富的短视频内容。其次，新

闻生产专业化程度高，从采编团队到采编流程，

有着内容生产的扎实基本功，在短视频主题报道

的深度方面，专业媒体应该有更高的要求。让

“短”视频也可以有“深”思考，尽量避免短暂

的情绪狂欢，内容生产的专业实力应体现在挖掘

短视频的深度上。

系列短视频 《我们的美好生活》 第 1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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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表面讲的是二胎妈妈的励志故事，其实体

现的是二胎政策下每个家庭的选择。该短视频以

微纪录片的方式跟拍了一位高龄二胎产妇，一位

有生育危险的二胎产妇，和一位被大宝“嫌弃”

的二胎妈妈，以个体的缩影看到国家政策带来的

改变。真实的表达，引发广大受众强烈的情感共

鸣，自然就会引起思考。对题材深度挖掘后，呈

现的故事引发受众的强烈反响，在各种渠道收到

大量反馈，继续探讨对“生”的认知，对未来的

憧憬。这类既能引发共鸣，又能引人思考的题

材，既符合新媒体传播特点，又满足宣传党的政

策方针要求，可谓两全其美。

二、互联网思维赋能，短视频主题报道的传

播创新路径

短视频主题报道新闻内容和表现形式结合紧

密，题材切口、情感共鸣以及深度思考建构的是

短视频主题报道的叙事框架。传播手段要遵循当

前内容传播规律。移动互联网环境下，短视频主

题报道更要有传播方式的创新。

（一）“我”来讲述，自述或“vlog”语境

短视频以可视化的方式展示了与自身境遇相

似的“他者”的存在，在“看”与“被看”的互

动中，完成与他人的社会连接。②因此，采用

“我”的视角进行讲述，用第一人称娓娓道来的

方式讲述整个内容，能够拉近主人公和受众之间

的距离。“vlog”语境提供了这种叙事方式的可

能。“vlog”即视频博客，以第一人称的视角进

行讲述，“vlog+新闻”的语境是从微观角度出

发，以小见大、以点带面地进行叙事创新。③受

众面对小屏，只有手掌到眼睛20-30厘米的视觉

距离，这种近距离观赏也决定了更具亲密感的内

容符合视觉习惯，我们更希望手机里的人是在对

我说。这种“说”的对象感不仅仅是一个人称的

变化，也是要让受众树立起“听”的感觉。从

《我要找到“你”》到《我们的美好生活》整个

系列，采用的都是自述的形式。

（二）视觉吸引，黄金5秒原则

“黄金5秒原则”是指视频开场5秒的完播率

很大程度决定了受众会不会把整个视频看完。也

就是说，开场的精彩程度有很大的决定性。这也

打破了传统新闻叙事可以进行铺垫或者欲扬先抑

的做法，要求把最精彩的内容呈现在开头。因

此，要把整个视频最精彩的场面和同期声混剪在

片头，既向受众传达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又

通过“预告片”的形式让受众可以继续观看下

去。《我们的美好生活》系列短视频，10集短视

频，10 个精彩开头，将视听高点前置，让受众

注意力停留。

（三）诉诸情绪，两种及以上情绪表达

情感是短视频主题报道的叙事内核，情绪是

短视频传播的微观触手。情感表达让受众沉浸在

内容叙事中，情绪传达则让受众短时间内共鸣。

互联网生态中，情绪价值在受众视听过程中的比

重越来越大。一部优秀的作品里一般至少有两种

情绪表达，以制造情绪交织的张力。

《我们的美好生活》系列短视频，10个故事

的讲述，不是单一情绪的传达。第 4 集 《守》

将紧张的军事防御和温情的家庭细节穿插叙事，

讲述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硬核反潜，守护

水下国门的强军故事。第 9 集 《新》 将艰辛的

创新过程与研发成功的喜悦进行情绪交织，讲

述宁波永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联席董事长毛磊，

25 年坚持走自主创新道路，把科技创新的“关

键变量”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最大增量”的励志

故事。

三、结语

短视频的内容生产和传播实践是媒体深度融

合阶段主流媒体讲好中国故事、讲好党的故事的

有效路径。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主流媒体应积

极探索媒体深度融合的创新生产路径，构建更贴

合受众的叙事框架和报道模式，把党的二十大精

神、中国发展的巨大成就，以及各行各业的奋斗

故事，讲述好，传播好，让党的声音直抵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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