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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短视频

许日华

摘要：短视频平台纷纷涌现，争抢手机

“小屏”资源。“抖抖”一族以及各类娱乐、新

奇短视频的刷屏传播，深深刺激着传统媒体和

新闻从业者的神经。当前，各家媒体布局短视

频平台，重金招募“拍客”。如何在激烈的短视

频竞争中，发挥专业优势；如何在起步落后的

情况下，从实现“共舞”到最终“领舞”成为

了主流媒体面临的迫切问题。本文围绕传者与

受者、主题与形式、传播与反馈等短视频创作

中涉及的三组关系展开梳理和思考，探索新媒

体环境中新闻短视频的创作之道。

关键词：新闻短视频 传受关系 “共情”

效应

在2020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斗中，新

闻工作者深入一线，采写了不少感人至深的视

频新闻作品。除了记者之外，还有不少医生、

志愿者、患者等当事人通过手机，也拍摄了许

许多多震撼心灵的短视频，经过新闻媒体和短

视屏平台整合编辑推送之后，引发了海量传播。

这些视频作品为这场举国“战疫”留下了珍贵

的影像记录。

在疫情防控阻击战、总体战、人民战争中，

各种信息令人目不暇接，如何最大限度地还原

现场、传递真切信息，让新闻富有冲击力、感

染力？在这些方面，视频，尤其是短视频微视

频无疑最具优势。

虽然现场转瞬即逝、不可回溯，但在如今

智能手机普及的情况下，新闻现场一定不缺记

录者。如何对这些第一手现场资料进行发掘、

汇集、整理、传播和跟进，成为了当下媒体和

记者面临的重要课题。

近年来，在各种新闻报道，特别是突发事

件新闻报道中，我们看到了现场视频的威力。

这从各大短视频平台成立拍客组织，重金征集

新闻现场视频，就可窥见一斑。面对如此激烈

的竞争环境，抢占新闻短视频高点，主流新媒

体义不容辞，也刻不容缓。

一、重新认识传播者和接受者的关系

在新媒体环境中，要想做好新闻短视频创

作，就要重新认识传播者和接受者的关系。随

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和各类短视频平台的出现，

如今人人都可以随手一拍，并推送传播。新华

社 2020 年 3 月 26 日推出的纪录片 《英雄之城》

中，很多素材就是普通人用手机拍摄的。①这些

普通人有的是视频博主，有的是志愿者，有的

是患者。他们不仅置身新闻第一现场，有的甚

至就是新闻当事人。虽然从拍摄专业角度上看

有瑕疵，但独到的视角和鲜活的现场，赋予了

这些视频不一般的冲击力和感染力。

这样的例子，在这次战“疫”新闻报道中

随处可见。比如，让人印象深刻的“赵英明丈

夫最美情话”系列短视频。2020 年 1 月 28 日，

四川省第二批派往武汉的一支援助队伍出发，

画面中，透过一辆大巴车的窗户可以看到几个

医疗队员，一名男子用哽咽的声音呼喊：“赵英

明，听到没，平安回来，你平安回来，我包一

年的家务。”这段送行网友手机拍摄的短视频，

经过各家媒体加工制作和网络传播，“最美情

话”一下子成为了全民话题，并引发了后续一

系列的新闻报道。后来，这段视频还进入了人

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多个国

家级媒体的短视频传播。可以说这个20秒不到

的短视频，让赵英明成为了战“疫”的符号化

浅议新闻短视频创作中的浅议新闻短视频创作中的三组关系三组关系三组关系三组关系三组关系三组关系三组关系三组关系三组关系三组关系三组关系三组关系三组关系三组关系三组关系三组关系三组关系三组关系三组关系三组关系三组关系三组关系三组关系三组关系三组关系三组关系三组关系三组关系三组关系三组关系三组关系三组关系
——“赵英明丈夫最美情话”系列短视频创作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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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赵英明丈夫最美情话短视频”为无数媒体

引来了流量和关注，不可否认，短视频化表达

功不可没。随着各类短视频平台的出现，我们

见证了一个又一个“流量达人”，他们通过

“15 秒”成名：一方面是平台成就了个人的

“出圈”，另一方面，正是这一个个“出圈”的

短视频，支撑着平台的吸引力和关注度，让平

台脱颖而出。

如今，视频生产者、传播者和接受者的界

限越来越模糊。技术的发展让视频制作的门槛

降低，短视频平台的普及让信息发布变得更加

容易，越来越多的普通人成为了内容生产者。

我们可以看到各类商业平台上的短视频大都由

普通用户创作。让现场当事人成为视频采集人，

不仅是商业短视频平台的路径选择，各级媒体

也都在朝这方面努力。近年来，国家级、省级

等媒体都在打造视频协作区域联盟，招募“拍

客”“创作者”，就是类似的资源整合尝试。互

联网技术重新定义了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关系。

“互联网传播已经完全颠覆了大众传播的线性模

式，成为典型的动态、开放、非线性传播的混

沌系统。”②这对新闻短视频的生产不无启发和

借鉴。

基于这样一种“传-受”关系，新闻类短

视频生产首先要对内容生产保持开放的机制，

保证选题开放，直面社会热点和关切点，广泛

吸纳各平台的线索、素材，组建社会创作者队

伍；其次，对内容要进行专业把关，通过严格

的审核求证，确保新闻真实；再次，传播渠道

要开放，必须严格执行移动优先原则，确保新

媒体首发，同时不能仅仅局限于自身的新媒体

平台，要通过跨平台整合传播，提升传播力，

扩大影响力。

二、妥善处理表达主题与表现形式的关系

在全国各地医护人员出征湖北战“疫”中，

相送内容的视频可以说有千千万万，“赵英明丈

夫最美情话”短视屏却经过数轮刷屏，保持热

度不减。凯旋之后，他们夫妻又开了视频直播

日常生活，并将网友打赏的钱拿去献爱心，又

引发了一波刷屏。

通过对这组系列短视频进行分析可以发现，

它们较好实现了“共情”效应。实现“共情”、

增强“共鸣”，必须要让受众有“浸入式”体验

和“替代性”满足。当下属于信息爆炸的年代，

而人的注意力资源非常有限。如何吸引受众注

意力、延长留驻时间？在传播中，必须要营造

“类现场”“类情境”，要让受众身临其境、心临

其境，这样才能更好地体现新闻价值、实现传

播效果。

“赵英明丈夫最美情话短视频”首先传达的

是一个丈夫对一个出征妻子的担心与爱，在全

民战“疫”中，一下子就击中了受众的内心，

深入一线抗“疫”，平安是每一个人的愿望。其

次，短视频中的声画表达非常生活化，做家务

是日常生活中都要面对的问题，“谁烧饭、谁洗

碗”已经成为年轻夫妻间重要的“梗”。男同胞

主动做家务，切中了大家关注的“兴趣点”。

可见，生活化表现是拉近主题与受众距离

的捷径。最能打动人的，还是人性和人情味，

最自然的才是最真切的。“赵英明丈夫最美情

话”系列短视频正是妥善处理好表达主题与表

现形式的佳作。这组系列视频把战“疫”一线

人员的奉献和付出、医护人员家属的关切和普

通人家柴米油盐的寻常事进行了有机组织，融

大主题于小日子中，小切口展现家国大情怀，

引发了普遍的“共鸣”，实现了传播最大化，达

到了效果最优化。

三、注重传播与反馈的辩证统一

传播是双向的，新媒体环境、新媒体技术，

让传受双方的互动变得简单快捷。在“赵英明

丈夫最美情话”系列短视频中，传受互动得到

了充分展现。正是在媒体、自媒体和受众一起

合力助推下，“最美情话”成为了传播热点。首

个“最美情话”短视频一经推出，就引来了大

规模转发。从留言中我们可以看到，除了众多

的关心，还有不少是关于“做家务”的讨论。

随着四川媒体的跟进报道，湖北的媒体迅速在

援鄂医疗队员中，找到了赵英明采访，这个跨

越地域、跨越网上网下的新闻热点再次升级。

之后，守在家中的蒋昊峻也顺应网友呼声，通

过网络平台开通了账号，每天上传自己做家务、

带小孩的视频。这一系列有烟火气的视频经过

媒体加工包装之后又引发了热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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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英明战“疫”四十多天，这个话题一直

保持着热度。2020年3月17日，在四川援鄂医

疗队员回家的时候，不少网友发帖，提醒赵英

明老公做家务，其中一条说：有一个说了包家

务活的，说话算数哦，开不得玩笑。25 分钟就

被赞同了484次。③“赵英明丈夫最美情话”一

直牵动着大家的眼球和内心。在央视新闻、新

华社等微信公众号推送的“赵英明”系列推文

中，可以看到每一条推送被精选的评论都有几

十上百条。这些评论中的大多数小编都有回复，

每条评论通常都有数百到数千点赞。转发、点

赞、评论中，网友们释放了那些隐藏在键盘背

后、隐藏在手机之外、隐藏在内心深处对战

“疫”一线的牵挂。这背后蕴含的是大家对一线

战“疫”者的爱与敬。

赵英明夫妻成了这次战“疫”中特别的新

闻记忆。这背后有诸多原因，但传受双方的持

续互动，媒体对网络热点的筛选跟进，不断采

访提供增量信息，并通过新媒体平台推送反馈，

是该新闻持续走热走深的一个重要因素。

新闻媒体深化传受互动、注重传播反馈必

须“借船出海”，借助各种平台，扩大受众覆盖

面，提升传播影响力。2019年8月24日，央视

《新闻联播》 正式入驻抖音、快手短视频平台，

这档时政新闻栏目入驻短视频平台，不仅是传

统媒体的转型尝试，更是媒体语态的转变。仅

一天时间，抖音号的粉丝数将近1500万，直接

冲上当天的热点榜第一名。④时政新闻的话语转

变，跨平台转换，就是新媒体环境中，注重传

受互动的一个很好例证。这也说明只有注重传

播与反馈的辩证统一才能增强短视频的感染力、

发挥影响力，短视频才能具备“长效应”。新闻

类短视频只有真正拥抱新平台，赢得新受众，

才能开创传播的新局面。

四、结语

短视频已经制造了一个个流量奇迹。可以

预见，随着5G时代的到来，短视频将会迎来新

一轮的发展浪潮。主流媒体和新闻工作者该如

何应对？从传播效果来看，“爆款”“10 万+”

确实应该作为新闻作品的衡量标准。但在“流

量”标准的指引下，一定要摆脱“眼球”焦虑，

坚决避免新闻策划变成策划新闻。必须始终把

新闻真实性放在首位，始终把社会效果放在首

位。在追逐热点、追求“爆款”时，新闻短视

频创作一定要警惕错位，防止失焦。

对短视频的“热”传播要有“冷”思考，

不能盲目迷信算法技术，更不能低估网络受众

的理性，绝不被所谓的“流量”绑架。互联网

算法、精准导流，“所谓猜你喜欢，其实是教你

喜欢，要你喜欢”⑤互联网算法制造的“信息茧

房”，已经引发了学界和业界的批判。⑥正如央

视网负责人钱蔚所说，“越是众声喧哗，越是信

息过剩，网民对更高品质的精神文化追求越是

强烈。”

面对激烈的短视频竞争格局，新闻媒体和

从业者“不能为取悦受众而‘失向’，因盲目介

入而‘失准’，为吸引眼球而‘失真’，为过分

渲染而‘失范’，为刻意迎合而‘失态’。”⑦只

有深入一线，不断增强脚力、眼力、脑力和笔

力，才能抓到“活鱼”，创作出沾泥土、带露

水、含真情的短视频新闻作品。唯有脚踏实地、

守正创新，维护新闻真实性原则，坚守新闻价

值，才能抢占短视频传播风口，提升主流媒体

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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