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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开设短视频版块，采用“竖屏”播出形式，

最大程度保留其“互联网气质”，并融入传统电

视新闻播报方式，通过“新闻口播+短视频+一

句话点评”的形式来呈现，实现大小屏互动，

矩阵传播，扩大影响。截至目前，共播出短视

频近600多条。

（二）预设话题，择优发布

针对短视频互动性强的特点，团队有针对

性地在留言区预设话题，并及时回复，提高互

动频率，增强用户黏性。关于诚信奶奶的第一

个短视频 《10 年还款 2077 万元！丽水 90 岁的

“诚信奶奶”陈金英今天终于还清所有债务！》

发布后，不少网友为奶奶点赞的同时，也纷纷

留言好奇奶奶是如何还清这笔债务的。对此，

团队紧跟用户关注热点，深入挖掘，又推出短

视频 《丽水 90 岁“诚信奶奶”10 年还款 2077

万的背后》，展现“诚信奶奶”破除万难还清债

务的诚信坚守。及时回应关切，形成良性互动，

符合新媒体的交互属性。

不同平台有不同的用户画像，找准不同平

台的内容爆点，需进行有针对性的分发传播。

运营团队在实践中发现，外地的新闻热点在视

频号、快手流量较差，于是及时调整策略，在

抖音及新浪微博平台发布外地新闻热点，视频

号和快手只发布丽水原创相关内容。如此一来，

既满足了不同平台受众的需求偏好，也提高了

各平台账号的涨粉速度。

四、结语

在媒体深度融合中，短视频已经成为主要

竞争版块。作为广电人，要强化立身立业的根

本，研究新媒体传播的内在规律和本质，整合

资源，补齐短板，在短视频主战场中不仅要守

牢一亩三分地，更要成为引领舆论导向的主

力军。

参考文献：

①《2020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中

国新闻网，2020年10月12日，https://www.chi-

nanews.com/cj/2020/10-12/9310837.shtml。

（作者单位：丽水市广播电视台）

摘要：近年来，慢直播作为一种新媒体时

代的直播新样态，已从“小众”走向“大众”。

本文试以金蝉视频 3000 万网友“云陪产”猫头

鹰为例，探讨如何以故事化表达的创新手法，

提升慢直播的二次传播实效；同时，对慢直播

发展进行思考与展望。

关键词：慢直播 创新手法 二次传播

2020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央视频”

上线“疫情24小时”专题，作为新媒体时代直

播新样态的慢直播更是成了“现象级”网络直

播样态。眼下，从央媒到地方媒体，越来越多

的机构加入到“慢直播”的探索与实践中。面

对慢直播呈现的遍地开花样态，地方媒体如何

突破重围，巧妙打造传播领域的“爆款”？

一、慢直播的概念界定与传播实践

什么是慢直播? 相对于我们早已熟知的现

场直播，随着新媒体的迅猛发展，移动平台的

飞速升级，对同一场景进行长时间呈现的慢直

播，就是随之衍生而来的一种新型方式。

慢直播这一形态，最早可追溯的案例是挪

威广播公司 （NRK） 开辟的“慢电视”样态。

2009 年纪录片 《卑尔根铁路：分分秒秒》，记

录一列火车从挪威首都奥斯陆到第二大城市卑

尔根 7 小时旅程的完整过程，收获意外收视

率。在国内，则可追溯到2013年，央视网与成

慢直播慢直播慢直播慢直播慢直播慢直播慢直播慢直播慢直播慢直播慢直播慢直播慢直播慢直播慢直播慢直播慢直播慢直播慢直播慢直播慢直播慢直播慢直播慢直播慢直播慢直播慢直播慢直播慢直播慢直播慢直播慢直播如何创新手法打造如何创新手法打造““爆款爆款”？”？
张 伟 虞 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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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开办“熊猫频道”，对大

熊猫的生活进行24小时直播，也收获了一大批

收视群体。在 2020 年初特殊的抗“疫”时期，

慢直播更是被广泛运用到各地媒体融合实践中。

例如，“央视频”上线“疫情 24 小时”专题，

全景直击武汉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建设，1 亿

网友纷纷当起“云监工”。此后，云端赏武大樱

花、千岛湖水下世界直播等风起云涌，慢直播

一跃成为“现象级”直播样态。

慢直播为何深受网友喜爱，又有何独特魅

力？“一种节目形态的产生与发展的原因在于它

满足了人们的某种需要，并且具有不可替代

性。”①业内研究一致认为，慢直播的最大特征

是“无剪辑、慢节奏、弱叙事”，与此同时，也

天然拥有更多互动性，更符合网友碎片式观看

的习惯。

疫情期间，网友给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当

“云监工”，还给各种工程车起了“大黄”“小

绿”“多尔衮”等有趣诙谐的外号，参与到事件

当中，也获得更多的鼓舞和力量。一定程度上

可以说，慢直播打开了一扇窗。从这个窗口，

网友可以随时进出、自由发挥、自由沟通交流，

带来一定的精神慰藉。慢直播由此具备了一种

陪伴式的社交功能。

二、慢直播“遍地开花” 如何寻找下一个

“爆款”？

议程设置 （agenda setting），是大众传播

的重要社会功能和效果之一。1922 年，美国新

闻工作者和社会评论家沃特·李普曼 （Walter

Lippmann） 在其经典著作 《舆论学》（Public

Opinion） 中提出了他的观点：“新闻媒介影响

‘我们头脑中的图像’”。议程设置理论认为，

大众传播可能无法决定人们怎么想，却可以影

响人们想什么。②与传统媒体相比，如今的全媒

体时代，具备“渠道容量丰富性”以及“多元

互动性”，正在对传统媒体的议程产生实质性的

变革。针对当下遍地开花的慢直播形态，如何

更巧妙地设置议程，寻找下一个网红“爆款”？

（一）找准角度 巧妙设置议程

2021 年 3 月，浙江地方媒体丽水电视台视

频号“金蝉视频”推出的“云陪产猫头鹰”慢

直播不失为找准角度，巧妙设置议程的较好案

例。在丽水松阳县裕溪乡村民袁林伟家有一间老

宅，30 年来不修不拆，专门为国家二级保护动

物——领角鸮 （猫头鹰） 开放。回顾梳理过往，

松阳老宅的猫头鹰故事其实已经延续多年，当地

媒体年年都做常规报道，年复一年，并无新意。

不过，今年当地媒体找到一个巧妙的角度，进

行了一场全新的慢直播探索，收效超出预料。

今年 3 月 15 日左右，一对猫头鹰回到这个

老房子，产下四枚鸟蛋准备孵小猫头鹰。从 3

月 26 日开始，视频号“金蝉视频”推出慢直

播，设置 2 个不同角度的镜头，实时记录猫头

鹰孵蛋全过程，邀请全国网友共同参与“云陪

产”。截止 4 月 6 日，记录 260 小时孵蛋过程，

在线围观网友超过600万人次。

值得一提的是，与以往单一形式的慢直播

不同，此次视频号“金蝉视频”在单线型慢直

播的基础之上，进行了多线型衍生品制作。面

对几百个小时略显“枯燥”“单一”的监控镜

头，制作团队脑洞大开，创新拟人手法，实时

推出了十几集“猫头鹰孵蛋连续剧”，包括“有

老鼠入侵猫头鹰巢”“猫头鹰爸爸带老鼠回家”

“猫头鹰爸爸雨天被淋湿回家求安慰”等等，吸

引网友参与为猫头鹰夫妇打气加油。截止4月6

日，相关小视频的全网点击量超过3000万。

（二） 抓住受众心理 故事化表达促进二次

传播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诞生了一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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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闻学流派——新新闻主义，它强调“利用

采访技巧与感知来获取对某一事件内部的观点，

而不是依靠一般采集信息和提出老一套问题的

手法。此外，它还要求应该利用写小说的技巧，

把重点放在写作风格和描写方面。”③这也被称

为“文学新闻”或“新式非虚构报告文学”。而

在国内，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李希光教授

也曾明确提出：“新闻传授的是寻找，新闻学的

核心和根基是一门讲故事的艺术和学问。”④如

今，全媒体时代的记者，更应该常常自问：我

会讲故事吗？

乍一看，当下盛行的慢直播和新闻叙事似

乎并无关联。然而，当我们深耕慢直播的内容，

却能发现一定的共性。业内曾分析，慢电视内

容具有“极端弱化叙事”的特点。因此，在一

些情况下可被视作是非叙事性的“平和的背景

噪声”，就如“一台制造视频或者是白噪音的机

器”。⑤眼下，各大媒体进行的一场场慢直播，

往往是将镜头对准某一主角，没有具体情节，

更没有内容脚本。在兴起之初，慢直播这样单

一的“景别+环境声”，可以赚足“眼球”，但

随着慢直播的日渐发展成熟，单线型的静态呈

现显然已无法满足受众需求，其整体构想和具

体内容的重要性也愈发明显。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视频号“金蝉视频”

推出“云陪产猫头鹰”系列短视频，不失为新

媒体场景之下故事化叙事的典型探索。简单来

说，视频制作团队紧盯了网友的心理需求，在

慢直播基础之上，再以拟人化的表现手法，用

童话寓意浓厚的呈现形式，制作了“猫头鹰孵

蛋连续剧”，进行二次传播。举个例子，“4月4

日凌晨，在一个风雨交加的早晨，猫头鹰妈妈

一天没有进食，空着肚子孵蛋，饿得直叫唤，

就在这时，猫头鹰爸爸出现了，叼着一只大老

鼠回家，终于让猫头鹰妈妈饱餐一顿。当音乐

响起，猫头鹰爸爸出现在镜头里，带回了它的

战利品，不顾自己已成“落汤鹰”，没吃一口，

转头又步履蹒跚地出门继续寻找食物”。这样童

话故事般的新鲜呈现，让一个有担当的“鹰爸

爸”形象自然走进网友心里。

通过这一个个“云陪产”“云守望”短视

频，“猫头鹰夫妇”恩爱又艰辛的孵蛋故事，感

动了无数网友一起为它们“打气加油”，也使得

这一报道成为慢直播报道中的“爆款”产品。

三、“出圈”之后 慢直播如何走向未来？

从一个边缘小众产物进入直播中心地带，如

今，慢直播的“蓝海”已被不少人看好。不过，褪去

当初的新鲜感，今后，慢直播想要继续靠单一静态

呈现方式来“躺着赚眼球”就没那么容易了。“云赏

花”“云观鸟”“云监工”“云养娃”……类似单一场

景的慢直播几乎在全国各地开花。不可否认，这

类慢直播一定程度上存在信息量少、同质化明显、

场景单一等问题，受众往往容易产生审美疲劳。

中国传媒大学曾祥敏教授认为，慢直播是“有

产品设计、有用户考量、有连接场景的慢”。⑥显

然，慢直播的“慢”，必须有预先充分的策划和设

计。笔者分析认为，融媒体时代，慢直播的热度要

想不是昙花一现，“内容为王”仍是致胜法宝之一。

如何深耕内容领域，是把慢直播做强做大首当其

冲要琢磨的。仅就本文此前所述的“议程设置”而

言，在长时段的慢直播过程中，更需要根据不断变

化的实际情况，主动跟进议程的设置。具体而言，

在慢直播行进过程中，直播的具体时长、实时观看

人数、话题讨论热度及角度等各类因素都在不断

发生变化。对此，直播团队应充分发挥数字化时

代的优势，切实利用好大数据，做好各项精准分

析，抓住慢直播的关键节点，实时跟进相关话题设

置，甚至设置一些巧妙的“小插曲”，更大程度吸引

受众参与，增加受众活跃度，不间断打造“爆款”，

进一步扩大传播广度，提升传播力度。

此外，笔者认为，情感传播始终是慢直播致胜

的又一大法宝。慢直播在我国酝酿近十年，直到

2020年开始走向大众。梳理曾经出现的慢直播

“爆款”节目，大多都是紧抓了观众的情感需求，以

沉浸式的互动方式满足了受众对事件的参与感，

在游戏与互动中释放情绪。例如本文所述 3000





BROADCAST

B
R
O
A
D
C
A
S
T

T
E
L
E
V
IS
IO

N

视听纵横2021·3 …………
…

…

▲

万网友“云陪产”猫头鹰，制作团队也是紧紧抓住

了受众的情感需求，发挥充分想象，将人类情感与

猫头鹰一家勾连，形成强烈的情感共鸣。因此，如

何打破时空限制，营造受众虚拟“在场”，建立一种

特有的身份识别，让受众自然产生与慢直播对象

的共生情感，进行情感交流，是慢直播团队始终要

探讨的内容之一。

当下的融媒体时代，毋庸置疑，慢直播是对传统意

义上高度强调时效性的“快直播”的一种补充，慢

直播的“出圈”是互联网时代多元化直播的一种呈

现。作为一种新生力量，相信通过一系列新技术、

新渠道、新手段，慢直播的创新手法会越来越多。

从“出圈”，到未来，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慢直播

的不断变化，它将成为直播生态中重要的一环。

而随着各类直播形式、样态的不断创新，也将构建

一个更多样、更丰富的媒体多元传播生态。

参考文献：

①朱羽君《对电视的生命感悟：朱羽君自

选集》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年出版。

②郭庆光《传播学教程》（第二版），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出版。

③李良荣《西方新闻事业概论》，复旦大学

出版社，1997年出版。

④李希光 《新闻学核心》，南方日报出版

社，2002年出版。

⑤[加拿大]Dan Irving 《Eighteen hours of

salmon：On the narrativity of slow TV》，Fron-

tiers of Narrative Studies，2017年第3期。

⑥《从“云监工”到“看樱花”，慢直播为

啥火了？》，传媒茶话会微信公众号，2020年 3

月31日。

（作者单位：浙江卫视）

摘要：好稿创优是个永恒的话题,也是一项

系统工程。好稿创优既是对新闻单位宣传水平

高低、宣传成效显微的集中检验，也是对一位

新闻工作者年度专业水平提升、工作业绩考量

的一个很有说服力的指标。对于广播工作者来

说，创优出精品拿大奖，不只是为了完成工作

任务和职称评审，更重要的是秉持爱广播的初

心、传承广播的责任与信念，通过创优营造团

队的业务氛围，注入团队向上的强大动能。

关键词：城市电台 好稿创优 路径探究

城市广播电台如何做好好稿创优？放眼全

国城市电台，温州电台音乐之声当有资格被列

为值得剖析的一个创优案例。温州音乐之声共

有12位成员，2020年上送的好稿一共有26件，

人均2.167件，获得了9个省级以上的奖项。其

中 《写给中国的一封情书》 获“中国新闻奖”

三等奖，还有两个省级一等奖 （占温州市新闻

媒体获省级一等奖的八分之一）；一个省级二等

奖，四个省级三等奖，另有一个中国广播电影

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广播文艺节目三等奖。温

州音乐之声的好稿创优路径，用几个 Slogan

（口号） 可予以概括。

Slogan之一：人人都是主力

做广播节目是一门手艺活，温州音乐之声

的70后、80后、90后就是在节目创优过程中，

潜移默化地传承广播的音频节目创作这门手艺

的。如果不是每一个人都非常努力的话，是无

法有这么多创优作品呈现的。2020年上送的26

件作品，获奖率达到30.8%。

为了锻炼队伍，带动业务氛围，温州音乐

之声2014年策划推出了《温州当代文化名人名

家》栏目，不求“快节奏”与“浅思考”，而是

追求“慢”与“深”的节目特色，慢工出细活。

吕 瑜

好稿是怎样好稿是怎样炼成炼成炼成炼成炼成炼成炼成炼成炼成炼成炼成炼成炼成炼成炼成炼成炼成炼成炼成炼成炼成炼成炼成炼成炼成炼成炼成炼成炼成炼成炼成炼成的的？？
——城市电台好稿创优路径探究

创新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