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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超

论电视新闻调研类论电视新闻调研类
时政报道中视听语言的优化

在电视新闻报道中，时政报道相对来说是

各类规范化要求最多的一类报道。这些规范化

要求本身确实很有必要，但是作为事物两面性

的另一方面，相应的条条框框多了之后，在拍

摄和剪辑中，摄像与记者有时难免会产生惯性

思维，一味按照惯例，以往怎么拍就一直那么

拍；过去怎么剪就一直那么剪。长久此往，会

给人留下时政报道画面似乎多年不变的观感。

近来，央视在时政报道尤其是其中的调研

类报道方面，在视听语言的运用上有了不少创

新优化的举措，相应的报道也给观众带来了一

些耳目一新的感觉。总而言之是，报道的可看

性进一步增强了。这主要体现在：报道更具现

场感了；拍摄主体与人物、环境的关系交代得

更加清楚了；镜头语言更加丰富了。

作为一名在省级电视台从事时政类报道的

记者，笔者认为央视报道中呈现出的新特点值

得我们学习、研究，并在今后的工作中加以适

当的借鉴和探索优化。

一、画面：交代清楚拍摄主体与其他人物、

环境的关系，避免呆板、割裂

在以往的调研类时政报道中，镜头语言的

运用比较明显的特点就是各个画面之间丁是丁、

卯是卯，各司其职，各自交代出某个关键信息。

但与此同时，也存在着各个画面分开来单个看

时会略显呆板，合起来连贯看略显割裂的情况。

比如拍摄主体与他人交谈的场景，以往的处理

方式常常是：先是一个拍摄主体讲话的特写镜

头，这个特写镜头很干净，镜头里只有拍摄主

体，景别上往往取到胸部以上；接着是一个对

方聆听的镜头。而现在出现的较为优化的方式

则是：在拍摄主体讲话的特写镜头中，以聆听

者的部分背影作为前景，换言之，一个纯粹的

特写镜头被一个过肩特写镜头取代了。这一小

小的变化看似不太起眼，但在镜头的信息量、

交互性、现场感上，都有了很大的提升。

类似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总的方向就是：

在突出拍摄主体的同时，优化镜头语言的运用，

交代清楚拍摄主体与其他人物，以及和环境之

间的关系，让报道更具现场感，更富信息量。

二、声音：视主题需要作相应处理

在调研类时政报道中，由于涉及到一些保

密要求，在声音的处理上，以往常常将报道的

背景音调得很低、几乎难以分辨，有时甚至会

将背景音轨整个拿掉，使得报道成为一条纯粹

的默片。作为电视媒体，最大的优势在于声画，

这样只见画、不闻声，也就是只能听到新闻稿

的播报声，几乎听不到画面背景声的处理方式，

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纵观央视近来的报道在

声音处理上的做法，我们可以得到的启示是：

不再对背景音做一刀切的处理，即全部去掉或

者全部调低，而是有的放矢、分情况区别对待。

在严守保密要求的基础上，对于一些可以出现

在报道中的背景音，比如室外环境中的风声雨

声、工厂车间里机器的运转声、市场里的喧闹

声、公园里的鸟鸣声等等，我们不仅应该让它

们在报道中出现，同时结合报道的主题，在适

当的地方还可以对这些声音作进一步的强化处

理。这样一来，报道的现场感大大加强了，报

道内容中相应的主题进一步凸显了，作为电视

媒体的声画优势也真正得到了体现。

三、镜头语言：以丰富性与多样性为报道

加分

镜头语言的丰富性与多样性首先指的是不

同景别的镜头 （大景、中景、近景、特写等）、

固定镜头与运动镜头、不同形式的运动镜头

（推拉摇移等） 之间的合理运用。这涉及到拍摄

和剪辑两个方面，一方面，在拍摄中要有意识

地多样化；在剪辑中在合理的前提下要有意识

地丰富运用。镜头语言丰富多样了，报道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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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逸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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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量会进一步提升，画面表现力也会更加强劲，

整个整体的可看性会大大增强。

另一方面，我们不时地会在一些电影中看

到类似新闻报道式的镜头语言，而在综艺节目

中看到类似纪录片式的镜头语言如今更是司空

见惯。笔者认为，在调研类时政报道中，我们

也可以对电影和纪录片等不同类型的镜头语言

进行借鉴使用，当然前提是在合理有度的基础

上。前文提到过的过肩镜头就源于电影中常用

的手法。除此之外，如果符合报道主题，有利

于强化报道表现力，诸如变焦镜头、微动镜头

之类的手法，在报道中也可以适当运用，不过

要精用，不能滥用。

电视作为声画媒介最大的优势在于直观、

生动、富有感染力。在对调研类时政报道中的

视听语言进行优化处理，总的方向就是进一步

强化这些优势，使报道更具现场感、更富信息

量、更具感染力，从而进一步提升报道的传播

效果。

（作者单位：浙江卫视新闻中心时政部）

摘要：《相亲才会赢》 是一档创办了 11 年

的老牌相亲节目，其开播之初的 2009 年正值全

国相亲类节目风生水起之时，如今经过洗牌与

迭代，不少节目销声匿迹，而 《相亲才会赢》

却持续集聚着较高人气，自2016年1月1日至今

四年多来，其尼尔森杭州市网平均收视率持续

保持在 2 个点以上，实属不易。究其原因，除

了相亲是刚需以及多年来节目组始终坚持的真

实和公益外，笔者认为近两年来节目组在选题

上不断找突破和求新意的努力，是老树常新的

重要因素。

关键词：相亲类节目 《相亲才会赢》

选题创新

《相亲才会赢》是浙江广播电视集团电视民

生休闲频道的一档自制节目，开播已 11 年有

余。这档节目本质上是一档谈话类真人秀节目，

模式比较固定，即 1 位主角搭配 3 位配角，节

目开始的 1/4 篇幅为介绍主角的生活、工作、

性格，剩余篇幅便是主角分别与 3 位配角通过

聊天相互了解彼此。因此该节目是一档非常依

赖“人”的节目，即人物角色的出彩程度基本

上决定了节目的精彩程度。

从最早的“相亲热线”到如今的微信公众

号报名，节目的选题主要来源于单身男女的主

动报名，且节目排播量比较密集 （一周四期，

每期35分钟），假设选角不重复，每周将消耗4

位主角和 16 位配角，每月将消耗 16 位主角和

64 位配角，即 80 位优质人物，虽然节目的报

名量充足，挑选余地大，但是时间长了，节目

在人物的丰富性和话题的新鲜感上还是会显现

出疲态。

近几年，节目组在开发选题方面摸索到了

一些新方向。

一、结合新闻热点，拔高选题立意

相亲节目一般被认为是情感类、生活服务

类节目，主要作用是供观众休闲娱乐，从收视

需求上来讲不是“正餐”，而是茶余饭后的“甜

点”，在吸引观众注意力上没有“硬抓手”。因

此，《相亲才会赢》栏目组有意识地关注一些政

策热点，紧扣时代脉搏，从大面找到小点，由

小人物入手，通过帮找对象的形式，折射出人

物的生活、故事以及在时代背景下的现状和变

化。从这个意义上讲，相亲节目成了一个大熔

炉，什么样的人物和故事都可以往里装，这不

仅拓展了选题面，还提升了节目的立意和格局。

例如 2018 年初，国家提出乡村振兴战略，

很多在外打工的青年选择回家乡发展。之后随

着拼多多崛起、OPPO和VIVO手机逆袭、电影

《前任 3》 热映等几个新闻热点的火爆，“小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