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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新闻摄像在于为电视

新闻服务，用摄像机记录采访，

同时进行空画面的采集。而融媒

体时代的到来，视频媒体传播不

光光依靠于电视。互联网时代，

网络、手机都是传播的媒介，全

媒体矩阵让新闻有了更多元的传

播途径。基于此，新闻摄像需要

有更多的思考，更好地为新媒体

的传播服务。

一、传统摄像工作思路

记者摄像出外采访，多数时

候新闻摄像都需要按照记者的思

路来拍摄画面。因为新闻稿件是

由记者撰写，新闻成片也由记者

剪辑，摄像考虑最多的问题就是

画面的捕捉，要能够保证节目采

访的内容不遗漏，画面不缺少。

这也是大部分摄像对自己的要求。

在传统地面频道，一般的日常新闻，摄像

很少有机会参与新闻的后期制作。这也让很多

摄像养成了不去考虑新闻成品的思维惰性，认

为采访结束了自然就跟自己没什么大关系了。

这样的工作思路势必会被时代所淘汰，融媒体

时代需要摄像的思路必须要有新的转变。

二、网络直播下的新突破

抗台报道是浙江省每年都会有的新闻类型。

台风登陆的具体时间和影响力具有较多的不确

定性。台风登陆前后，沿海地区的情况需要新

闻工作者实时关注。2019 年，台风“利奇马”

的登陆，浙江新闻频道进行了长达30小时的融

媒大直播。这是笔者第一次切实感受到融媒时代

手机可以成为重要的新闻载体。但当时，我们的

新媒体公众号还没有开始大力推广，这次报道依

旧是以电视播出为主。笔者主要还是借助摄像机

与4G设备进行实时连线与画面回传，首要任务

还是为电视窗口提供新闻。因为有多路记者前

往沿海一线，所以各路记者的任务也不算多，

大家也没有主动创作新媒体短视频的意识。

2020 年 8 月，第四号台风“黑格比”来

袭，让笔者对融媒体时代的新闻传播有了更深

的认识。相比 2019 年的“利奇马”，此次台风

并没有很大的影响力，因此新闻

频道也没有专门设立长时段的新

闻窗口。在台风登陆前一天的下

午，我们来到了温州市区。天气

并没有太大的变化，没有下雨，

风也不算大，我们只是进行了六

点档大直播的连线。因为台风预

计在凌晨三点左右登陆乐清，因

此我们又连夜赶到了乐清。午夜

十二点的时候，风雨已经有些大

了，限于电视端已经没有直播的

新闻节目，我们需要依靠网络端，

在互联网公众号上进行直播。网

络直播与电视连线有很大的不

同。电视连线时间有限，一般只

有三五分钟的时间，都是提前准

备，详细规划出镜内容。但是网

络直播时间较长，往往要进行几

十分钟的连线，加上情况更加多

变，需要考验记者的临场发挥，同时也更体现

记者与摄像之间的配合。

网络直播过程中，与传统电视连线最大的

不同是，记者可以实时看到观众的留言，增加

与观众的互动，了解观众的需求。因为只有一

路记者，我们需要转移多个地点，展现更全面

多样的现场：封道的高速路口，建筑工人集中

居住的体育场，紧急抢修的道路等等。网络直

播的画面要求，也许没有电视直播的要求那么

高，但是更能展现真实的感觉，观众更能身临

其境，感同身受。这一夜，我们进行了两个多

小时的直播，我们的新媒体公众号也增加了十

多万的粉丝。

融媒体时代，新闻传播的最大特点是不再

局限于单一、固定的播出平台和播出时间，而

是随时都可开启一场网上直播，让观众第一时

间直“抵”第一现场，及时了解新闻的进展。

三、短视频与新闻节目融合传播

除了网络直播，我们也可以用手机拍摄画

面，制作一些短视频，在新媒体公众号上传播，

赶在第一时间发布最新情况。在融媒体时代，

电视新闻工作者不能局限于单一的大屏。受众

开始青睐于在手机上获取新闻，小屏的发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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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像探析

严逸伦

电视新闻专题片拍摄的电视新闻专题片拍摄的
细节把握与技巧运用刍议细节把握与技巧运用刍议

是大势所趋。在日常新闻采制过程中，在保证

电视新闻正常拍摄的前提下，利用手机拍摄一

些短视频，同样具有广泛的传播力。2020 年 9

月，笔者开始了短视频制作的尝试，将地方台

的画面素材进行剪辑，添加统一格式的字幕，

配上符合新闻基调的 BGM。一条 10 秒钟的短

视频，想要做好做精，所花的时间精力却不少。

学会了短视频的制作，才能算离融媒体更近了

一步。也是在这个时候，许多摄像开始学会在

日常采访的同时，用手机拍摄画面，制作短视

频，在电视新闻播出之前，就能发布一条有意

义且观众喜爱的短视频。在投诉新闻播出之后，

又将素材重新编辑，制作成短视频，在网络上

进行二次传播，再次扩大电视新闻本身的影

响力。

目前，教科影视频道小强热线公众号的粉

丝量已经突破了五百万，越来越多的观众可以

通过短视频来了解新闻。跟以往的新闻节目不

同的是，短视频的时长不会那么冗长，短短几

十秒就能展现核心的内容。直观又具感染力的

画面更是短视频的灵魂。好的短视频往往能在

众多短视频中脱颖而出，快速吸引观众的眼球。

以往 《小强热线》 的求助新闻在播出后，筹集

的善款最多在二十万左右。但 《7 岁男孩患白

血病》 的新闻在抖音上转载后，获赞超过 3.5

万，一夜之间筹集的善款达到了 80 万元之多。

这其中，画面的展现是至关重要的。细节的捕

捉能够促使观众产生共鸣，小男孩纯洁的眼神

引来了无数观众的同情。

摄像不是一个简单的画面记录者，摄像也

需要与时俱进，对新闻节目有自己独到的思考。

短视频的创作就是融媒体时代摄像所应具备的

能力之一。

（作者单位：浙江电视台教科影视频道）

电视新闻专题片的叙事技巧不但体现在其

对整体性、节奏性和故事性的全面把握，而且

对拍摄画面的呈现效果也有精细化的要求。要

想确保电视新闻专题片拍摄效果与质量，对拍

摄细节的近乎苛求是必不可少的，同时还要运

用好拍摄技巧。

一、电视新闻专题片在融合传播背景下应

注意的问题

网络新技术的快速运用与普及，为海量新

闻专题性视频信息的传播提供了一切可能的条

件。电视新闻专题片的形式越来越多元化，数

目在不断增多。特别是新媒体的发展与进步，

为各类新闻专题片创新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一方面人们观看视频的渠道增加；另一方面人

们的认知与审美水平也在不断提升，传统专题

片样态、节奏、形式已经不能满足现代人的收

视需求与审美情趣。传统的叙事模式和多种冗

长镜头拍摄手法已经让观众不能接受，难以呈

现和时代与社会生活相一致的张力与活力，一

句话丧失了对于人们视线的吸引力。

在新时代发展背景下，专题片发展出现了

新的挑战。要想在新时代中生存与发展，专题

片在选材和制作等各个方面均需要进行大胆创

新与改革。当然在创新求变扬弃糟粕的过程中，

需要避免丢失电视新闻专题片的根本性质与主

要特色，依然要守护电视新闻专题片的真实性、

时鲜性和艺术性；同时应当将融合传播作为契

机，以多维创新开拓电视新闻专题片的可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