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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子文

融媒直播中
主播型记者的思考与实践

摘要：随着“快速、便捷、用

户精准”等特点被手机广泛运

用，手机视频直播如今已成了

融媒报道的常态。在一场场直

播报道中，主持人、记者与摄像

之间的身份融合与快速切换正

在成为一种趋势。当越来越多

的“记者主播”加入到网络直播

大军中时，“记者主播”在直播

时应该具备怎样的素质？又该

规避直播中的什么风险？解决

直播中的哪些问题？同时，可

以通过什么样的方法真正做到

“主播型记者”？这些是本文所

要重点探讨的问题。

关键词：主播型记者 手机

视 频 直 播 基 调 定 位 网 络

把控

截至2019年6月，我国手机

网民规模达 8.47 亿，较 2018 年

底增长 2984 万，我国网民使用

手机上网的比例达 99.1%，较

2018 年底提升 0.5 个百分点。

随着手机的普及，“快速、便捷、

精准”的手机视频推送已深入

人心，似乎呈现出这样的一种

现象：手机终端随人走、直播视

频绕人转。近年来，各类手机

短视频和网络直播平台的崛起

与成熟，一方面，让普通百姓也

能拿起手机成为“拍客”，甚至

“主播”；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

传媒人借助专业摄影机将拍摄

的内容推流到手机直播平台，

进行文艺节目等相关活动的直

播。而在突发新闻方面，更多

的记者选择直接拿起手机进行

现场报道和新闻直播，已成了

融媒体报道的常态。从原来的

“观众们”守着电视单向收看直

播，到现在的“用户们”打开手

机互动“参与”直播。这意味着

记者需要在主持人、记者和摄

像之间做到三人合一与快速切

换：既要有记者的严谨与细致，

又要具备主持人的播讲能力，

同时在拍摄上还要求清晰、平

稳和顺畅。所以，这对记者的

各项素质提出了更新、更高的

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9年

1月 25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

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

坚持移动优先策略，让主流媒

体借移动传播，牢牢占据舆论

引导、思想引领、文化传承、服

务人民的传播制高点。”让主流

媒体占据传播至高点，意味着

新闻媒体需要深入群众、需要

打造新兴传播平台、更需要讲

好中国故事。对记者来说，这

不仅要有全球化视野的眼力、

客观全面深度的笔力、全媒体

云端思维的脑力，更要有实践

出真知的脚力。

笔者作为一名融媒体时代

下的全媒体记者，如何巧妙利

用技术和平台去让自己做到融

合转型，是一直以来思考的问

题。“融媒体时代的记者要树立

融合思维、创新意识，结合所在

媒体和自身实际，转变思想观

念，创新新闻报道的内容形式，

建立融合新闻语境下的跨媒体

思维模式，开拓新闻生产的疆

域。”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 70 周年之际，作为浙江民生

资讯广播《寻找浙江那片红》系

列报道的主力记者，深度结合

融媒体方式选取了省内具有代

表性的 40 余个红色乡村或景

点，打通视频直播和电台的线

上直播，让受众既能听到“浙”

里的故事，更能通过融媒体直

播，跟着我的脚步看到“浙”里

一路的风景，感受“浙”里一路

的人文。同时，通过二次剪辑

直播中保存的精彩内容，在新

媒体平台推送视频与图文相结

合的精彩推文，让好的内容在

移动端得到二次传播和沉淀，

全面展现出“浙”里乡村振兴的

剪影。这种融合传播的探索，

在互联网和移动端都产生了良

好的传播效应。因此，在以新

媒体为主的移动传播背景下，

如何快速、准确、公正、客观地

运用“新媒体叙事去讲好中国

故事”，是每一名全媒体记者的

责任和义务。

本文主要从手机视频直播

的角度，去探讨媒体融合时代

下的记者如何借助手机更好地

实现主播型记者的转变，并结

合自身经验从两个方面去阐述

主播型记者的特点及在视频直

播时所具备的要素。

一、主播型记者的“网感”

随着媒体融合脚步地不断

推进，对于主持人、记者和主播

的界定越来越模糊，取而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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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更多的复合型人才，所以

记者型主持人、出镜记者、主持

人型记者等相关词汇应运而

生。1980 年 7 月 12 日，中央电

视台《观察与思考》栏目（《焦点

访谈》的前身）记者庞啸在报道

时尝试在电视屏幕上标注“主持

人”字样开始，记者型主持人开

始流行，越来越多的记者在各大

栏目中从事节目主持的工作，而

记者型主持人和主持人型记者

最大的区别在于职业的定位不

同，“前者是记者出身但从事主

持人职业，后者是具备主持人的

素养但主业是记者。”虽然职业

和岗位分工不同，但是所具备的

素养和要求却大抵相同。

笔者结合当下的网络主播

和网络把控感（后文简称“网

感”）的特色，同时融合主持人

型记者和出镜记者的高标准，

提出了“主播型记者”的概念。

中国播音界泰斗张颂老师曾谈

到，“信息社会实现网络化之

后，必然面临网络控制的问

题。”特别是对于集采编播于一

体的全媒体记者来说，“网感”

必须要有力掌控。主播型记者

首先职业是记者，其次有主持

人的素养和对镜头的把控，最

后需要有网络主播的亲切感和

“网感”。

二、主播型记者需要具备的

能力

主播型记者相比于传统网

络主播需要拥有更多的专业知

识，更加严谨、客观和准确的表

达，更高的新闻敏感度和更强

的媒体责任感。同时，主播型

记者相比于传统出镜记者需要

有更多的“网感”，即报道的全

面性和交流的互动性。但是，

如何发挥“网感”特色把记者的

专业性更好地体现出来？笔者

结合多年新媒体报道的经验认

为，主播型记者需要具备以下

几方面的能力：

（一）应对直播胸有成竹

提前收集资料、整理信息是

一切报道的基础。好比播音主

持艺术当中的“广义备稿”，收

集资料、整理信息就是在为即

将进行的视频直播做准备。要

详细了解和掌握与直播相关的

各种信息，如活动背景、规模、

特点、意义、亮点、难点，甚至包

括现场的地形和天气等。比

如，直播一场浙江丽水地区畲

族同胞举行的采茶山歌活动

前，就要针对活动特点搜集材

料，此时不妨想象自己是一位

普通观众，会问什么问题？这

里种植的是什么品种的茶叶？

畲族同胞唱的歌曲大意是什

么？如果有游客想来，自驾线

路怎么安排？

“调查行为和调查结论通过

镜头让观众直观地去感知和相

信。”镜头前的调查、沟通和事

前预演能够体现过程性和交流

性，还能提前规避直播中的风

险，更是顺利直播的必要前提。

好的视频直播虽然是“一镜到

底”，但绝不是“脚踩西瓜皮，滑

到哪里算哪里”。在有条件的

情况下，要尽可能提前熟悉活

动的流程，对接采访嘉宾，做好

采访前的沟通，保证直播开始

以后的流畅与可控。但也要注

意，面对不同类型的采访嘉宾，

要有不同的沟通方式。如果采

访对象是活动的主办方，那不

妨请他介绍一下活动的背景和

策划活动的故事；如果采访对

象是观看活动的群众，那不妨

请他说说参与的体会；如果采

访对象是活动中的直接参与

者，也可以问问他具体的工作

和有趣的细节。这一切的准备

都是为了更好地让观众眼见为

实和身临其境。

（二）有效把控直播内容

把控之一：定基调。这里的

“基调”，我把它定义为：与活动

现场氛围相匹配的基本风格和

主要情感。这里要分两种情况

来说：一种情况是新闻类和文

艺类的直播。新闻类直播讲求

真实、准确、及时、简明；文艺类

直播则给了主播型记者更多的

发挥空间。另一种情况：有无网

友或者粉丝互动。如果是没有

网友实时弹幕互动的发布会型

的直播，基调应该是严肃、准确，

有权威性；如果直播类型是有网

友实时互动的旅游、体验型直

播，基调应该是活泼、风趣、轻

松，有亲和力。

把控之二：定人设。主播型

记者首先职业是记者，其次有

主持人的素养和对镜头的把

控，最后需要有网络主播的亲

切感和“网感”。除此之外，主

播型记者还应该确定在直播现

场的“人设”，即角色定位及包

装。这里我们不妨以知名主持

人撒贝宁为例，在中央广播电

视总台主持法制类节目的时

候，他的“人设”是准确、严肃，

给观众一种值得信赖的感觉；

而在录制某地方台的综艺节目

时，他的“人设”也可以是风趣

搞笑的“芳心纵火犯”。不同场

域之下的不同“人设定位”，让

他在多种节目类型中游刃有

余。主播型记者的定位和状态

不同，传达给受众和粉丝的效

果也不同。比如，我曾在浙江

舟山某海岛直播采访两位曾参

与过解放舟山战役的老首长，

直播中在对方讲述故事的时

候，我只是静静聆听，认真记

录，直播画面和声音始终是以

采访对象为主，如无必要，我绝

不随意提问打断对方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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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我在这次的直播报道中

的“人设”是一位倾听者。但是

如果直播的是一场瓷器烧制过

程，或者是村民们烧制农家菜

的过程，那么镜头只能拍摄到

烧制瓷器和做菜的过程，至于

窑洞附近温度高不高？农家菜

闻起来和尝起来都是什么味道

……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需要

主播型记者应该在直播中带着

粉丝们一起去寻找的。此时，

主播型记者的“人设”可以是一

位“充满好奇的游客”或者“经

验丰富的导游”。

把控之三：一气呵成。为了

适应“快速、便捷、精准”的视频

投送特点，越来越多的主播型

记者以单枪匹马（一台手机自

拍）的方式进行融媒直播，这样

的出镜报道既能显出一气呵成

的效果，更有网络主播的亲切

感，即使遇到突发情况也能更

好地自我调节、灵活变通。

（三）善于抓取细节亮点

抓住细节才能体现亮点，找

准亮点才能抓住眼球。例如，

在每年全国“两会”的时候，白岩

松如果出现在“两会”报道的直

播现场，他一定会从信息量巨

大、内容丰富的政府工作报告

中，抓住细节、找准亮点、突出重

点，并用通俗易懂的话进行分析

和讲解。反之，直播就会如同写

文章的“流水账”，好比做菜如果

什么佐料都往锅里放，那味道

一定好不到哪里去。

抓到细节和亮点才能讲好

故事。一代传奇摄影人罗伯

特·卡帕曾说，如果你的照片不

够好，说明你靠得不够近。同

理，如果你的直播不够吸引人，

说明你靠得不够近，没有拍到

细节。去年，在浙江丽水畲族

山村一场采茶山歌的直播活动

中，我过多关心了畲族同胞们

正在采摘茶叶的品种，以及他

们唱歌的具体内容，因而忽略

了现场畲族同胞们的服饰，幸

亏在直播中有粉丝直接弹幕提

问，我才注意到这个细节，于是

马上采访相关的嘉宾，补上了

这部分内容。

（四）随时做好应急预案

没有绝对完美的直播，只

有准备充分的记者。但是准备

再充分也需要为自己“留退路”。

为了尽可能避免发生意外情

况，作为融媒直播的主导者，主

播型记者应在直播前做好应急

预案。突发事件不是洪水猛

兽，如果主播型记者处理得当，

不仅不会尴尬，反而会成为融

媒直播中的“亮点”和“加分

项”。

在技术方面，尤其是“单枪

匹马”做直播的时候，直播开始

前一定要检查设备的剩余电量

和直播行动线中的信号稳定程

度。我在河北冉庄地道战纪念

馆直播时，因为进入地道后突

然信号断线，当时不得不停止

直播，直到离开地道再重开直

播，并向粉丝们解释具体原因。

再者要关注活动现场的天气

是否影响直播设备正常运转

等问题，活动现场是什么天气？

这样的天气下直播设备能否正

常运转等也是需要考虑的问

题。我就曾遇到过突然遇到阵

雨导致原定的航拍画面无法获

取，于是不得不手持加长杆用

手机自拍的方式，和现场参与

直 播 的 群 众 一 起 喊 口 号 的

情况。

在内容方面，绝不可臆想直

播可能出现的场面，一切要以

实际情况为准，否则一场在自

己想象中热闹非凡的活动，等

到了现场可能才发现原来冷冷

清清。此时切不可找“托儿”来

尬演，此类尬演的直播必定翻

车。另外，在遇到采访对象过

于“能说会道”或者过于“不善

言辞”时，如何适时打断和提

醒，也是主播型记者应该予以

关注的内容。

三、结语

一场融媒直播究竟成功与

否，主播型记者的自身素质和

现场把控往往起到关键作用。

融媒体时代背景下的记者们，

无论是单枪匹马还是团队合

作，都需要真听、真看、真感受、

真交流。这不仅需要专业记者

和主持人的相关素养，还要具

备“网感”和随机应变的能力，

同时还需在直播中定基调、找

定位、抓细节、找亮点，在应急

预案的前提下多沟通，不打无准

备之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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