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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雪午

业务研究

作为新时代的新闻工作者

更要弘扬工匠精神，坚定理想

信念，精益求精，推出有思想、

有温度、有品质的广播作品。

五、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新闻工

作者要“俯下身、沉下心，察实

情、说实话、动真情”。对于广

播新闻工作者来说，就是要把

根深深扎到人民群众中去增强

脚力，带着责任和真情去挖掘

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新闻富矿

来增强眼力，在反复琢磨认真

思考中增强脑力，精心雕琢笔

端的字词句段来增强笔力，最

终为听众提供更多沾泥、带露、

冒热气的广播新闻作品，只有

这样才能提升城市广播的传

播力。

（作者单位：金华广播电视

总台）

摘要：体育人物纪录片，作

为体育纪录片和人物纪录片的

结合体，是一种较为狭窄的定

义方式。但这一狭窄的定义方

式，却并没有让从事体育人物

纪录片创作的编导，眼光变得

狭隘，反而是用更为专注的方

式，去展现更为广阔的世界，表

达更为深远的思想。体育人物

作为这一类纪录片的内容结构

核心，人物的言谈举止、行为动

作、命运变换，都会被受众所关

注。一部优秀的体育人物纪录

片，不仅需要真实记录这些客

观可见的事物，更重要的是需

要用这些细节画面，去展现看

不见的内心活动，表达人物主

观意识，并为编导阐述核心思

想、展示人性光辉、宣传正确价

值观所服务。

关键词：内容结构 细节画

面 人性光辉

2018 年，笔者作为编导完

成了两部体育人物纪录短片。

《车轮上的青春》创作于年初，

《我在体校当教练》则完成于年

末。看似简单的首尾呼应，实

则潜藏着对新题材类型的尝

试，带着搁置的沉淀与积累，更

有总结后的二次表达。而这其

中的过程是时光赋予的历练、

作品堆砌的经验，结果是未来

创作时的游刃有余。

两部片子的聚焦点，都停留

在拥有 63年历史的宁波体育运

动学校。它被很多老宁波人称

之为“少体校”，其中更有不少

人在那里留下过美好的儿时记

忆。作为新中国最早建立的体

育运动学校之一，它为国家培

养和输送过许许多多体育人

才，更为宁波这座城市播种下

坚持拼搏、奋发向上的种子。

展现荣耀背后那些不为人

知的艰辛；记录点滴细节，表达

丰富而真挚的情感；重拾记忆，

唤醒内心深处的乡愁，是两部

纪录片共同的主旨。但不同的

镜头语言表达方式，给予受众

不同观感体验的同时，也赋予

用镜头记录点滴生活点滴生活点滴生活点滴生活点滴生活点滴生活点滴生活点滴生活点滴生活点滴生活点滴生活点滴生活点滴生活点滴生活点滴生活点滴生活点滴生活点滴生活点滴生活点滴生活点滴生活点滴生活点滴生活点滴生活点滴生活点滴生活点滴生活点滴生活点滴生活点滴生活点滴生活点滴生活
——体育人物纪录片拍摄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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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部片子不同的生命力。

一、内容结构，决定技术手

段

《车轮上的青春》讲述的是

宁波体校自行车队备战省运会

的故事。作为一名摄像出身的

编导，在前期踩点时，笔者最先

关注的是如何拍出好看的画

面，却忽略了整体的叙事结构。

首先，四种不同类型的摄影器

材，三种不同种类的灯光，大量

辅助拍摄设备的使用，使得每

一个单独画面都很立体和美

观。然而，在后期剪辑过程中，

由于文案采用的是单一叙事结

构，内容缺乏起承转合，使得很

多画面在组合后，并未达到一

加一大于二的效果，甚至因为

缺乏统筹考虑，造成画面调性

不统一等问题。虽然通过后期

校色进行了弥补，但却严重影

响了制作进度和效率，而且效

果也并不理想。

其次，《车轮上的青春》尝试

使用了一些电影化的包装和特

效手段，但同样因为缺乏扎实

的内容支撑，使得画面不仅没

有做到为内容服务，还形成了

两张皮的现象。受众在接受了

短暂的视觉刺激后，却并没有

产生对后续内容的兴趣，以及

情感上的共鸣。

因此，夯实内容、重视结构，

就成了《我在体校当教练》创作

过程中的重点和基础。《我在体

校当教练》讲述的是三位宁波

籍教练员的故事。他们虽然执

教于不同的项目，有着不同的

人生阅历和性格特点，但却有

着共同的坚守和梦想。从事基

层教练三十余年，培养过众多

运动员和体育人才，临近退休

却依旧保有一颗初心，为自己

热爱的事业继续奉献，为教练

员这一身份不断正名，为培育

更优秀的下一代不懈努力。

一座城市，给予城里市民一

种气质；一个民族，赋予族人一

种精神。寻找核心主题，充实

内容细节，一次次前期交流和

案头写作耗时整整两周时间，

而拍摄和制作完成《我在体校

当教练》，却仅仅用了 10 天时

间。内容结构的充实和完整，

带给编导一种自信和底气，带

给摄像明确而清晰的指令，带

给后期制作更流畅的画面逻

辑，从而全方位地提高了纪录

片的制作效率和成片质量。

思维意识决定内容构架，内

容构架以物质载体反映思维意

识。同样，技术手段应用与内

容结构也存在这样的辩证关

系。用最舒服的方式去表达，

而不是一味地炫技，是技术手

段为内容服务的宗旨。《我在体

校当教练》的拍摄也正是遵循

了这一原则，回归到体育人物

纪录片拍摄的本源，仅采用单

机加脚架的简单配置，辅以LED
灯补光，不仅提高了拍摄效率，

也减少了对被拍摄对象的打

扰，实现了内容的自然发展和

真实记录。

二、突出拍摄主体，强调细

节画面

展现人物性格特点，体现人

物内心活动，诠释人物背后蕴

含的哲理和价值，是一部人物

纪录片需要去完成的基本要

点。人物从事的体育项目和有

关活动，则是体育人物纪录片

有别于其他类型人物纪录片的

独有属性。

体育项目最大的魅力在于

它的动态发展和结果的不可预

知性。但是纪录片的拍摄和制

作，却受限于时间周期、经费预

算、人员设备档期等诸多因素，

不可能长时间地等待那些精彩

但未知的事件内容去拍摄。因

此，合理预设结果，有针对性地

拍摄相关画面素材，是提高拍

摄效率并兼顾内容可看性的重

要手段。

在《车轮上的青春》拍摄中，

由于方案是散点式拍摄，因此

在选择被拍摄对象时，人物设

定过于复杂，导致拍摄过程中，

什么都想要，但每一样都没有

抓住重点，缺乏主攻方向，成片

剪辑完成后，故事情节就显得

平淡无奇，人物表现也就缺乏

张力，受众看到的只是一本包

装精美的流水账。

而《我在体校当教练》的拍

摄，采用的是人物名片式介绍。

通过踩点，确立三位主要人物，

经过交谈和观察，梳理人物性

格特点，最后明确有针对性的

拍摄细节。在拍摄中，重点体

现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注重人物语言，强调同

期声的收录和应用

人的语言表达方式，往往能

够展示出一个人的性格特点，

以及特定环境下人物的内心活

动。尤其是同期声，往往是人

物在面对事件和情节时的有感

而发。在拍摄《我在体校当教

练》的第一个人物——女排教练

陈雅春时，为了体现陈雅春在

执教过程中，全情投入的忘我

境界，就大量抓取了陈雅春大

声作指令、给队员强调动作规

范的同期声，同时辅以脸部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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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等画面，从而生动形象地展

现了陈雅春张扬奔放的性格特

点，更充分体现出陈雅春对排

球事业的热爱。

（二）运用不同景别，抓拍人

物动作

人的行为动作，也是人物性

格特征和心理变化的重要体

现。在体育人物纪录片拍摄过

程中，如何抓住转瞬即逝的人

物细节动作，是提升整部纪录

片品质和可看性的必要手段。

在拍摄《我在体校当教练》的第

二个人物——体操教练曹晓春

时，为了体现曹晓春对小运动

员如外婆般无微不至的关爱，

笔者从不同角度、多个景别，抓

取了曹晓春照顾小运动员午

睡，为他们穿衣服、背书包、倒

开水、打绷带等细节画面，用镜

头语言营造出了一种温馨感人

的场景，也从一个直观的角度，

呈现出曹晓春作为一名资深教

练，在育人方式上的与众不同。

（三）场景交代，重视外部环

境的渲染和塑造

同一事件的发生，当处在不

同空间和环境的时候，事件背

后所蕴藏的意义和价值也就不

同。在体育人物纪录片拍摄过

程中，交代清楚事件发生的时

间、地点以及周边环境，可以很

好地起到渲染情绪、烘托气氛

的作用。在拍摄《我在体校当

教练》的第三个人物——射击教

练陈子定时，就有一个非常鲜

活的例子。在外行人眼里，射

击运动讲究的是瞄准，而陈子

定在训练时，对运动员提出的

要求却是规范动作，结合内在

感觉。为了强化运动员的内在

感觉，陈子定制定了关灯训练

法，即在夜晚关闭射击场的照

明灯光，让运动员在黑暗中，凭

借经验意识去射击目标。为了

更好地展现这一场景，我们不

仅拍摄了大量的周边建筑、静

物、人群，用以烘托环境，更引

入了微光拍摄等技术手段，在

渲染气氛的同时，真实地还原

了现场感。

三、人性化表达，让人物变

真实易亲近

无论是《车轮上的青春》还

是《我在体校当教练》，在拍摄

准备阶段，都立下过一个共同

的宗旨：展示真实的人物，书写

人性的光辉。很多人物纪录

片，在拍摄制作时，往往会陷入

为了塑造典型人物，附加很多

人为夸张手法，或是生硬的摆

拍情节。这样的做法，不仅违

背了纪录片真实记录的初衷，

更会让受众有不真实感，甚至

产生厌烦的情绪。

因此《车轮上的青春》和《我

在体校当教练》在拍摄人物的

选择上，都挑选了不为人知的

小人物；在事件上，选择的很多

是既在情理之中又在意料之外

的典型事例；在语言描述上，尽

可能地选择平实、接地气的语

言风格，让受众以平和又具有

带入感的方式，融入到影片中

去。不用喊口号，便能在点滴

之中体会世间百态，感悟人生

哲理。

在《车轮上的青春》中，描绘

了一个小队员田娟在训练结束

后给妈妈打电话的场景。一个

年仅 16 岁的花季少女，因为家

境困难，选择了竞技体育这条

道路来改变命运。在电话中，

她没有撒娇，没有哭诉，更没有

抱怨人生的不公平，反而像一

个小大人一样，用自己所取得

的成绩，宽慰妈妈的心灵，提醒

在外辛苦打工的妈妈保重身

体。对体育人物纪录片来说，

这可以算是一处闲笔，但恰恰

就是有了这样一个人性化的表

达，使得人物形象变得更加丰

满和立体。这样一个生活化的

形象，也更能得到受众的认可

与接收。

在《我在体校当教练》中，描

写体操教练曹晓春，同样运用

了人性化表达的手法。在得意

门生“点点”结束训练后，曹晓

春开始为她梳头、擦汗，在耐心

的交谈中，指正她的动作失误，

肯定她在训练中的努力付出，

并鼓励“点点”在未来的人生路

上，永远保留体操队吃苦耐劳

的基因。在剪辑过程中，这一

场景也被顺理成章地放置在了

段落结尾，为烘托人物形象、调

动观者情绪，起到了画龙点睛

的作用。

四、结语

总结两部体育人物纪录片

的拍摄，可谓收获颇丰。一方

面，在拍摄中积累经验不断成

长，是一名合格的纪录片编导

必须经历的过程。从稚嫩到成

熟，需要用发现的眼光不断观

察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并用

心记录。另一方面，接触城市

中那些原本默默无闻的小人

物，从他们的点点生活中，发现

人世间那些时常被我们忽略的

美好，用镜头的方式加以记录，

向更广阔的空间传递，是每一

位纪录片从业者最大的荣耀。

（作者单位：宁波广播电视

集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