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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欣 朱永祥 许泳佳

变革媒体叙事模式变革媒体叙事模式
打造新型主流媒体打造新型主流媒体

——2019年度浙江省广播电视新媒体获奖作品评析

当下，网络和媒介技术裂变式发展，带来

了媒体格局的深刻调整和舆论生态的重大变化，

新兴媒体的迅速迭代，对传统媒体造成巨大冲

击。习近平总书记于2019年1月25日全媒体时

代和媒体融合发展第十二次集体学习讲话中提

出“我们要建设四全媒体，打造新型主流媒

体”。

近年来，浙江省各地新闻单位认真贯彻中

央精神，积极投身于媒体融合发展，不断探索

融合发展路径，强化媒体工作人员新媒体技能，

发展新媒体业务，使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在取

长补短、相互融合的态势下发展，新闻舆论工

作气象一新。

从2018 年起，浙江省广播电视学会设立新

媒体奖项已至第三届。2020年浙江省广播电视

新媒体奖开设四个奖项：短视 （音） 频新闻、

新媒体直播、新媒体创意互动、新媒体主持，

共收到作品 150 余件，最终评出一等奖 7 件，

二等奖 21 件，三等奖 24 件。总体而言，本次

参赛作品选题角度多样、内容呈现丰富、用户

定位明确，同时也存在一系列问题，如作品技

术光芒掩盖新闻内容、大量画面叙事模糊事实

交代、互动形式单一以及新媒体直播和主持作

品传统路径依赖等，对此本文将一一作出评析

和回应。

一、新媒体作品的“新”

信息技术发展日新月异，5G 时代的到来，

将满足传媒业的更多想象，视频化、临场化、

互动化已成主流趋势。适应移动端生存、重在

“准”“新”“微”“快”的新媒体产品已成必争

之地。总的来说，媒体作品的“新”主要体现

在以下几个层面:

（一）“新”在专业品质的坚守担当

品质的坚守，并不意味着传统广播电视模

式的生搬硬套。本次参赛作品，尤其是非新闻

类短视频中，部分作品追求精美画面与宏大叙

事，大量优美但内容空泛的画面虽赏心悦目，

但未能清晰展示自身主题。从一定程度上来说，

华丽的包装并非新媒体产品的唯一要素，即便

是为顺应互联网碎片化思维而生，内容为王依

旧是不变的核心宗旨，用户仍然期待看到传统

主流媒体的专业品质与责任担当，这种品质与

担当体现在如内容解读、信息采集核实等方面。

传统主流媒体有着强大的采编力量、权威的信

息渠道、规范的制作流程。从内容的选题到采

集制作再到发布，有着天然的优势，传统主流

媒体应通过融合发展，将这种专业优势最大限

度地发挥出来，延伸拓展到新媒体领域。

（二）“新”在呈现形式的多媒体化

新媒体产品呈现形式的多媒体化主要体现

在两个方面：内容呈现的融媒体化、不同分发

渠道的差异化制作。新媒体产品“新”在融合，

要综合运用图文、图标、动漫、音视频等多种

形式，实现内容产品的可视化、动态化、多维

度发展，满足多终端传播和多重体验的需求。

综合运用意味着传统主流媒体应“有加有减”，

以新闻类短视频为例，目前最为流行的形式为

“大字幕＋一手新闻画面”，媒体将传统广播电

视新闻内容中的解说词、画外音删去，交由用

户主动观看文字与画面，增加了用户解读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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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画面的权利，再配上契合的音乐渲染气氛，

革新了新闻的呈现形式。本次参赛作品中的

《“黑洞”救援·生死两小时》 便体现了这种

形式。

除此之外，新媒体产品应体现多渠道分发

的差异化。传统主流媒体在新媒体转型过程中，

应结合各分发平台的特点与差异，做到同一主

题多样化生产，以配适不同内容平台。如微博

更适合具有娱乐属性、粉丝属性的产品，微信

更适合强关系连接的产品。从本次参评作品中

发现，部分媒体将自身传统媒体平台播发的内

容照搬到新媒体平台上，可谓新媒体转型中的

大忌。

（三）“新”在目标用户的情感联结

用户对新媒体产品的需求是身体感官需求

与情感需求的融合，身体感官需求体现在呈现

形式的多媒体化，而情感需求则表现为对用户

主体性的强调，让用户参与到内容生产过程中，

加强互动性。在一些突发性事件报道中，由于

空间限制，媒体可能无法及时到达新闻现场，

这时具有地理优势的公众所提供的现场画面便

成了珍贵的一手素材。本次比赛中许多新闻作

品充分利用了民间资源，媒体将普通公众拍摄

的一手现场画面融入自身产品，这种独特的新

闻呈现风格相伴新媒体用户思维而生，以亲民

的视角呈现新闻内容，延伸了媒体的触觉，缩

小了与用户之间的距离，增强了与用户的情感

联系与黏性。

二、本次新媒体奖获奖作品的特点

本次新媒体奖获奖作品在选题、技术呈现、

制作水平、策划等方面都有创新突破。总体而

言，主要呈现以下三个特点。

（一） 省级媒体立足重大主题，地方媒体凸

出当地特色

2020 年浙江省广播电视新媒体奖征集了从

头部媒体到地方媒体等省内各大媒体平台的作

品。从获奖作品中可以看到，省级媒体与地方

媒体各有特色、各具风格。本次评审中，“良渚

古城申遗成功”“新中国成立70周年”“台风利

马奇”三大主题成为各类新媒体作品集中的报

道发力区。

以浙江卫视、新蓝网为代表的媒体对良渚

古城申遗成功进行了新媒体报道，在新闻性短

视 （音） 频一等奖获得者 《短视频丨良渚古城

申遗“这一刻”》 中，浙江卫视抓住题材的贴

近性和重大性，将阿塞拜疆·申遗大会现场宣

布良渚古城申遗成功的历史性时刻与申遗回顾

相结合，通过时间线的设置，重温了良渚遗址

从被发现到正式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成功的历程，

使作品既具备了关键的新闻眼，同时又扩充了

新闻的容量。可以说，良渚古城遗址作为浙江

杭州继西湖、运河后的又一重要人类文化遗产，

其申遗成功意味着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得到

了最有力的证实，具有重大意义。新蓝网制作

的 《<in 良渚>第一集：忙碌的良渚百工》 以博

物馆展陈设计师宋子良为叙述者，从良渚遗址

中的工艺品出发，通过对工艺品的分析，发现

良渚人民在制作这些工艺品时都需要耗费大量

的时间和人力，有些器具甚至需要一年的时间，

突出了作品主题——工匠精神，将历史文化类

题材与现实结合，强调了中华民族对“工匠精

神”的传承与发展。

在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的大背景下，杭州市

广播电视台制作了 《200 秒看遍杭州 70 年来的

“第一次”》 短视频作品，该作品叙述方式独

特，以主持人说唱表演的方式向观众传递内容，

这种将新闻事实寓于独特场景中的表现方式，

是传统主流媒体重大主题宣传的一个突破。该

作品以“第一次”为线索，共呈现了从20世纪

60 年代至今的一系列大事件，将龙翔大菜场、

望湖舞厅、西湖电影院等历史场景一一还原，

既贴合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这一宏大的宣传主

题，也以各个历史时期杭州的场景变迁为叙事

铺排点，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

2019 年夏天，台风利马奇登陆浙江，各媒

体创新报道形式，其中最受关注的要属本次新

媒体直播奖一等奖作品《融媒体大直播|直击台

风“利奇马”》（台州市广播电视台）。该作品

梳理了从 8 月 5 日至 8 月 20 日的台风情况 （包

括抗台情况、灾后修复情况）。作品以时间线的

方式展开，融合各路信源，并打破原来广播电

视单一媒介的表达方式，采用图文、视频等形

式，滚动发布各个时间点的台风来临及救灾情

况，全面报道了广大党员干部无畏无惧，“向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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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行”的感人事迹等。视频中记者奔赴台风前

线，凸显了媒体人的专业精神与职业坚守，该

作品阅读量达 900 多万。由温州市广播电视台

推出的 《我们如期开学了！“利奇马”台风灾

区 开学第一课》则是一个颇具新媒体特征的轻

直播，该直播聚焦于受灾严重的两所学校，将

观看场景设置于温州中小学校的开学第一课中，

并通过反差对比，将受众带进受灾学校20天的

蝶变中，从而使直播本身也成为特殊的开学第

一课。

（二） 新闻作品兼具人文关怀，非新闻性作

品制作精良

本次获奖的新闻类作品在追求新闻性、专

业性的基础上，不忘新闻应有的温度；非新闻

性作品以巧妙的选题、完备的策划、精良的制

作取胜。

由台州市广播电视台制作的新闻性短视

（音） 频一等奖作品《“黑洞”救援·生死两小

时》 向我们提供了突发事件面前传统主流媒体

如何开展新媒体报道的一个视角。该作品展示

了高速公路隧道内皮革货车起火产生有毒浓烟，

救援人员从死神手中救人的惊心动魄又感人至

深的场景。作品全程采用执法记录仪拍摄下的

画面，对救援全程和关键细节进行了零距离地

还原。作品没有一句解说词，通过不断出现的

字幕交代事实进展，尤其是音乐和现场同期声

的运用相得益彰，展现出逆火而行、不畏艰险

的当代英雄群像，代入感很强，让观众如临其

境，震撼之余深受感动。

大型城市航拍纪录片 《跨越》 以“桥”为

主要拍摄对象，从一座座宏伟的大桥，到生活

中的小桥，再到每个人心中的桥，突出“跨越”

这一主题。视频最后罗列出了温州从1984年至

今建成的大桥，作品画面精美，赏心悦目。再

如云和融媒体中心推出的 《梯田风物》 运用延

时摄影、高速摄影、航拍等手法，记录了云和

梯田的四季变化，展现了云和梯田的秀丽风光、

丰美物产、淳朴习俗，让人仿佛身临其境，置

身云和梯田一般。

（三） 数字技术助力互动产品，新媒体主持

打造主播 IP
用户主体性的上升，迫使媒体转变新闻生

产理念，转向“以用户为中心”的用户思维，

以H5、新闻游戏为代表的新闻互动产品是用户

思维最直观的表现，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媒

体互动产品将实现更进一步的突破。《一键穿越

5000 年 当个勤劳良渚人》 中，用户可穿越到

5000年前的良渚文明时期，以良渚人的身份在

部落中自由行动。互动产品设计了 6 个任务关

卡，每个关卡都是和良渚文明有关的文物，用

户须通过绘画、长按、拖动、答题等形式完成

任务。在做任务时，还会弹跳出有关良渚文明

的历史文化信息。再如 《光影博物馆——建国

路 70 号小程序》 这一作品，建国路 70 号是一

条商业街，用户可选择 20 世纪 50 年代至 21 世

纪20年代共七间小铺，每个年代都有与之相对

应的特色，如 50 年代的布料店、60 年代的副

食品点、00 年代的手机店和 10 年代的无人超

市等，在选择时可了解该年代发生的重大历史

事件。进入店铺后，用户可自主选择装饰物品，

最终以点赞数进行排名，呈现在小程序主页，

满足了用户的“创业梦”。

在互联网传播语境下，媒介是人的关系的

延伸，而新媒体主持作品恰恰是和用户建立关

系的最高效的路径之一。2019 年 7 月央视推出

《主播说联播》栏目，成为官方《新闻联播》的

副产品，此类以传统主流媒体主持人为主要陈

述对象、以“接地气”的话题作为新闻内容、

以对话的方式与用户进行交流的新媒体产品，

加强了与用户的情感连接，是传统主流媒体转

型中 IP 化、粉丝化趋势的重要体现。本次新媒

体主持奖的获奖作品都带有鲜明的个人特色，

一等奖获奖作品《杭州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

生活频道主播为你独家再现良渚先民们的生活》

中，主持人以“考古人员”的人设，以“导游

式解说”的方式，带观众走进良渚先民的生活，

主持人本身便成为作品看点之一。此外 《主播

说|首次升格“国字号”的中国——中东欧国家

博览会“亮”在哪？》《一起翱翔 飞跃宁波老外

滩》等作品也试图体现这一点。

三、本次参赛作品的不足与建议

（一） 过度炫技忽视新闻的本质依旧是内容

产品

在制作新媒体产品时，传统媒体工作者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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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陷入的误区之一是以技术为导向，一味强调

技术的融合，而忽略了内容的价值。以本次新

闻性短视 （音） 频奖参赛作品为例，既然是新

闻类作品，选题的新闻价值应不言而喻，虽不

乏如 《“黑洞”救援·生死两小时》 这样的优

秀作品，但多数参赛视频均为专题策划类视频，

有些更像是地区、人物的宣传片，摆拍痕迹严

重，主观导向性强、缺少新闻的在场感与真实

性。在传统媒体转型过程中，新闻报道仍然是

立身之本。新闻性短视频，新闻是最高要义。

如何兼顾新闻价值与新媒体呈现，真正将新闻

新媒体化，是考量传统媒体转型的重要标准

之一。

（二）创意互动产品互动模式单一

媒体互动产品应向互动式电影看齐，讲究

互动形式上的创新与高质量的画面。互动产品

与新闻报道不同，它们需要完整的策划与制作，

因此用户对互动产品的创意与画面要求程度较

高。从互动形式上来看，本次参评作品中互动

形式最为丰富的要数 《一键穿越 5000 年 当个

勤劳良渚人》，包含了绘画、长按、拖动、答题

等多种互动形式，但大多数作品仅停留于触屏

点击层面，互动性较弱，并未做到创意互动产

品的应有之意。从创意内容上看 《在吗，可以

帮我扔一下奶茶吗？》 以“垃圾分类”为主题，

采用了生活场景互动，受到广大用户好评，但

许多创意互动产品尤其是部分动画类产品画面

粗糙，人物动作呆板，缺乏生活感与亲切感，

不能够引起用户的关注。

（三）新媒体直播切莫进入“两极”误区

由于新媒体直播较之传统的电视直播更加

轻巧便捷，因此新媒体直播更多被媒体所采用。

从获奖作品看，如何适应移动环境下的新媒体

直播，使其更具在场感、伴随性和互动性，正

是《融媒体大直播|直击台风“利奇马”》等新

闻作品努力破解和追求的目标。可惜类似新闻

性强、传播价值开掘度高的新媒体直播少之又

少。在这次参评作品中，一个不容乐观的“两

极”误区需要引起人们的注意，一种是对新媒

体直播还停留在传统电视直播的理念上，过度

追求仪式感的场面和点位，而对核心事实的锁

定聚焦和开掘接续相对薄弱，对新媒体直播中

的互动优势也缺乏设计和呈现；还有一种，认

为新媒体直播就是流程实录，于是一些难有直

播优势的题材也被“自然主义”地拿来直播，

比如那些关注度低、互动性差，且缺乏 IP 支撑

的各类策划性和仪式性内容直播。

（四）新媒体主持的人设需要强化

区别于传统的电视主持人，新媒体主持人

需要在和用户的强关系上更胜一筹，而这种强

关系来自于主持人的强人设标签，以及和用户

的传播互动和连接能力。纵观这次参评新媒体

奖的四大类作品，主持人作品是最为薄弱，也

是理念最为滞后的一类。就严格意义上的新媒

体主持作品而言，几乎乏善可陈，而这恰恰是

最有可能和用户建立强关系的一类新媒体作品。

需要强调的是，新媒体主持人不仅仅只是传播

“这一期”内容的主持人这一个标签，也不仅仅

是拿着自拍杆，或者善于卖萌娱乐的符号存在。

更重要的是，主持人需要根据自己的专业能力

和个性表达、社交特点建立强人设，并且持续

输出相关内容，建立起用户的强认知，并形成

以新媒体主持人为中心的圈子和社群。这是传

统电视主持人转型的难点，也是核心。

在着力构建四全媒体的背景下，这次获奖

的新媒体作品体现了主流媒体在全媒体传播能

力建设中的最新成果。但必须认识到，很多新

媒体作品和主流媒体的地位使命、用户的需求

习惯相比还存在不小差距，尤其是对互联网节

点化分布式传播的底层逻辑还认识不清。因此，

如何在社交语境下，通过和用户新的关系的建

立，最大化发挥新媒体传播的正向效果，是新

的语境下内容传播面临的新挑战，也是主流媒

体需要努力思考和实践的新课题。

（作者分别为浙江传媒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

教授、浙江传媒学院播音主持艺术学院教授、

浙江传媒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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