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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研究

摘要：近年来，短视频呈现爆发式增长。

在短视频和新闻内容无限融合的过程中，新闻

内容的短视频化呈现成了让受众汲取新闻并积

淀评论最行之有效的途径。新闻评论类短视频

由此应运而生，并充斥在抖音、快手等各大平

台。如何将新闻短视频做得有用、有趣、有深

度，如何提高受众的观看量，保证时效性等，

笔者拟从洞察、表达与互动三方面予以分析，

立足于短视频的发展现状，进一步探究新闻评

论类短视频的未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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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制作新闻评论类短视频须有洞察力

受众看到什么样的新闻评论会想点赞、转发

呢？作为平台搭建方，又会给予什么样的短视频

流量扶持？一个很简单的评判标准是让人产生共

鸣、有启发的内容。运营新闻评论类短视频时，

要对这则新闻事件，对社会和人性有足够敏锐的

洞察力。

（一）洞察力的培养需要求真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不管以怎样的形式来呈

现新闻报道，基于新闻事件本身，真实的传播是

前提。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遵从新媒体传播规

律，提高新闻资讯类短视频的制作质量，深耕内

容管理，直击第一现场，结合专业的编辑团队，

从内容的深度、广度等方面入手，尽量生产原创

新闻，并且注重新闻传播和表达的创新，跳开同

质化竞争。①

2021年1月9日，某短视频平台爆出：“90

后”袁隆平入驻抖音了。一个以袁隆平身份认

证，名为“袁隆平中华拓荒人”的抖音号迅速引

发粉丝追捧，数小时粉丝量就突破了千万。与此

同时，快手也出现同名账号，粉丝超600多万。

新闻一出，瞬间登上各短视频平台的榜首，各平

台的新闻评论员纷纷发声。有的评：“确实没想

到，说明袁老深受抖音用户尊敬和喜爱”；有的

评：“老人也来圈钱、圈流量了”。就在当天下

午，事情有了反转。新华视点发布最新消息称：

“袁老忙于实验，你却去蹭热点，拿人们对袁老的

崇敬、对科学精神的崇尚去吸粉、引流，合适吗？

袁老时间何其宝贵，让他分心分神更不合适！”

在新媒体快速发展和传播的情况下，不少短

视频平台传播确实能够吸引公众的信息或快速整

合新闻资讯，但这种快速的传播，往往出现很多

泡沫。它会被真相误伤，被事实反转。当新闻的

全貌被逐渐揭开，这些快速发酵的短视频新闻评

论内容，也会被真相反噬。

（二）洞察力的培养需产生共鸣

受众喜欢白岩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说的

话容易让人产生共鸣。做大众传播，需要寻找最

大公约数。具体到新闻事件时，首先是要把“基

本功”做足，全面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前因后

果，然后浏览更多的评论，了解大家对这个事件

普遍持什么观点；要掌握不同人呈现出来的不同

反应，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等；更要充分了解

其背后的动机、利益诉求和认知角度。这是做好

新闻评论工作的前提和基础。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作为新闻评论类短视频

的呈现方，一方面要保持“好奇心”，另一方面

要通过专业的新闻素养，对整个新闻事件进行全

面扫描。例如，新闻要素中 5 个“W”全不全，

其中不全的部分会出现什么反转？会有什么刻意

隐瞒？新闻前后是不是可以逻辑自洽，有存在矛

盾的地方吗？大家不同观点的背后，呈现的利益

和动机又是什么？客观说，当下很多所谓的网络

热点，是经不起琢磨和推敲的。而这一连串问号

的背后，存在的反常或缺失恰恰是评论更好的切

入点。

新闻评论类短视频的发展方向新闻评论类短视频的发展方向：：
洞察洞察、、表达与互动表达与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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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高新闻评论类短视频质量 表达要能

触及核心

如果说洞察是新闻评论类短视频成功的基

础，表达则是成功的前提。如何让受众有兴趣地

听下去，表达才是新闻评论类短视频成功的关

键。好的表达，既需要掌握好“距离感”，也要

有足够的“亲近感”，更要有“分寸感”。

（一）掌握好“距离感”

说到“距离感”，新闻评论类短视频的制作

与传统的不同，评论员要摒弃说教的形式，真正

做到“放下身段”，要有互动性和趣味性。语言

上贴近受众，表达上口语化，讲道理的同时，也

要兼顾讲故事。“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才能取

得好的传播效果。

新闻评论类短视频在表达方式上，除了绘声

绘色、娓娓道来以外，也可以充分利用大数据支

撑，利用“画中画”的视频资料加以佐证。例

如，浙江电台城市之声 （FM107）“新闻姐”的

新闻评论类短视频中，无数次使用“画中画”的

模式，充分利用视频资料为评论所用。一期

《HM 官网声明不再与新疆服装厂合作》 的评论

中，为了在3分钟不到的短视频中更全面地呈现

新闻内容，利用画中画的资料进行辅助完成。采

用可视化的手段，合理地表达事件的核心和人物

关系，受众在获取新闻时，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

接触到新闻事件的核心内容，更能够满足当前受

众习惯接受碎片化信息的这一状态。②

（二）有足够的“亲近感”

观看电视节目通常是隔着一定距离的，手机

则是举在眼前即可，这个物理上的距离差很明

显。如何让受众与手机里的短视频起化学反应，

就需要一定的“亲近感”。手机端呈现的短视频

更像日常社交中的说话距离。通过手机的竖屏，

可以更好地凸显主持人和短视频要表达的内容。

新闻评论类短视频的制作，不仅应该和手机屏幕

的尺寸相吻合，更应该有适配的传播策略。例

如，设置画面的长高比例，制作地点不再拘泥于

演播厅等，可以选户外走播、沙发坐播，通过强

化主持人的评论能力增强画面的动态和趣味性。

（三）保持一定的“分寸感”

1.内容的分寸 要“避免误伤”

有些看似玩笑，或者犀利，或者毒舌的表

述，会误伤到一些人。短视频在策划的前期，就

需要提前有组织地推演。比如，评论被攻击的一

类人时，他们会不会感觉被冒犯了？在开始评论

前，需要尽量保证对受众的反馈有一定的预见

性，同时确保自己的表达是出于善意的。

2.“演”的分寸 要恰到好处

好的表达一定有“演”的成分。评论者为了

塑造人物形象也好，制造反差也好，强调重点也

罢，不管是相声、评书、还是脱口秀、方言，适

当的“演”成了当下新闻评论类短视频呈现时不

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是“演”的部分要把握好分

寸，“恰到好处”。

三、扩大新闻评论类短视频的影响力 须学

会强互动

新媒体运营中，要用数据指导生产，让用户

变成内容的一部分。这一点在新闻评论类短视频

上，体现得更加明显。

设计制作新闻评论类短视频的过程中，除了

内容本身需要给用户共鸣和启发，带动受众互动

以外，还需要预设“1+N”个互动点，成为短视

频的爆点。而强互动可以有几种固定的模式，例

如向用户请教、让用户判断，甚至故意设置破绽

等，激发受众互动的欲望。其实，互动也是一个

流量池和生态圈，除了让新闻评论类短视频自身

火爆外，也可以通过互动引流，二次曝光短视频

内容等。

四、结语

融媒体时代下，新闻评论类短视频可谓是机

遇和挑战并存，在尊重新闻真实性的前提下，以

内容为王，保持对新闻事件、对社会和人性有足

够敏锐的洞察力；兼修表达，掌握好“距离感”，

保持“亲近感”，更要有“分寸感”；学会强互

动。只有这样才能够在激烈的短视频行业竞争中

取得发展和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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