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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璐婷

主流媒体奥运报道呈现的转变主流媒体奥运报道呈现的转变
对市级广电融媒体发展的启示对市级广电融媒体发展的启示

摘要：今年是奥运年，从东京奥运会到残

奥会，各国运动健儿呈现了一场竞技体育的

“饕餮盛宴”。同时，来自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

的媒体也以各自不同的内容呈现，生动再现了

奥运赛场上的精彩瞬间以及奥运健儿的饱满形

象。本文以国内主流媒体奥运报道在内容呈现

上的转变为研究方向，以东京奥运会为研究样

本，分别从人物报道、舆论引导和媒介手段运

用三方面探讨主流媒体奥运报道在内容呈现上

的转变，以及对市级广电融媒体发展所带来的

的启示。

关键词：奥运报道 内容呈现 融媒发展

1932 年 7 月 31 日，在美国洛杉矶举办的第

十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刘长春代表中国参加

了男子 100 米短跑预赛，成了“中国奥林匹克

第一人”。在奥运赛程的报道中，《申报》 也把

最大的关注给了形单影只的中国队——刘长春

和他的教练。这可谓是开创了我国奥运报道的

先河。

一、主流媒体奥运赛事报道内容呈现的

转变

从 1932 年到 2021 年，中国体育事业蓬勃

发展，中国健儿在奥运赛场上摘金夺银，谱写

了一次又一次的辉煌历史。同样，中国主流媒

体在奥运报道中也不断历经变迁、推陈出新，

尤其是近两届奥运会的新闻报道，在内容呈现

上有了明显的创新。笔者将以本届东京奥运会

国内主流媒体的奥运报道为例试做分析。

（一）女性运动员媒介形象呈现多元化报道

一直以来，女运动员因为性别引起媒体特

殊关注的案例不在少数。身为运动员的同时，

她们还有多重身份，母亲、女儿和妻子。这些

身份在很大程度上，反而削弱了其作为运动员

的职业认同感，受众感知到的也是一种被构建

的女性形象。就女性的“视角再现”而言，媒

体对体育节目的再现所采取的是与对其他领域

的再现完全相同的模式，即主导地位的男性化

凝视的模式①。

为了改变这一局面，有很长一段时间，主

流媒体在奥运人物报道的角度上，刻意回避性

别问题，刻意回避女性的外貌形象，刻意构建

女性运动员作为女性的内在价值。殊不知，从

人物报道角度来看，这种刻意的此消彼长，反

而在某种程度上显出了报道的片面与不客观。

但在本届奥运报道中，这种回避和片面化的报

道在逐渐减少。

本届东京奥运会，中国健儿斩获38金32银

18 铜，其中女性运动员斩获 22 金 16 银 9 铜

（男女混合未计入其中）。主流媒体有关这些女

性运动员的报道中，除了展现她们作为运动员

具有的职业素养和专业技能之外，也呈现出了

更为多元化的女性运动员媒介形象。

东京奥运会首金获得者、00 后射击冠军杨

倩，让全国人民记住这位女性运动员的，不仅

仅是其在赛场上的精彩呈现，还有她手上的珍

珠美甲、头上的卡通发卡。一个沉着冷静的奥

运冠军形象和一个爱美的21岁在校女大学生形

象完美叠加。

东京奥运会期间，人民日报在其官微上发

表了一篇题为 《全是理想型！这届奥运会，狠

狠修正了我们的审美》 的推文，细数了本届奥

运会上呈现出的各种风格的美。其中就有女子

举重冠军李雯雯，她所展现出的是力量背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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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差萌”。

长期以来，网络媒体对女性外在美的定义

聚焦在了“白幼美”上，似乎没有“冷白

皮”，没有“直角肩”，没有“A4腰”，就不能

称之为美。没有外在美，那就努力挖掘其内在

价值。而在本届奥运会上，主流媒体对于女性

运动员媒介形象多元化报道的呈现，在很大程

度上引导了受众正确认识女性运动员内在价值

和外在美之间的关系。女性运动员们展现出来

的爱美、率真、可爱和她们所体现出来的“奥

运精神”“体育精神”一样，都是一种由内而

外的力量和对美好事物、美好生活的向往。二

者同生共存，相辅相成，无须避重就轻，刻意

而为。

究其转变的原因，笔者简单概括为两点，

一是女性运动员年龄结构的转变，90 后、00

后成为主力军，其个性更为鲜明。二是网络社

交媒体的发展，给了女性运动员更多展现自我

的空间，女性运动员的媒介形象随之转变。

（二）“人文奥运”舆论引导开始深入人心

在以往，提起“奥运会”，从媒体到受众，

最为关注的就是两个字“金牌”。追究根由,

“金牌至上”隐含的是中国积贫积弱百年来国

民弱国心态的反映。通过奥运会多得金牌来振

奋民族精神,显示国家强盛, 致使其承载着更

多体育之外的内涵、价值与意义②。

2004 年雅典奥运会上，田径运动员刘翔

拿下男子 110 米栏的冠军，一战成名被誉为

“民族之光”。但4年后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

刘翔在男子 110 米栏预赛中右脚跟腱伤复发，

中途退赛。那一刻，指责谩骂席卷而来。又过

了4年，伦敦奥运会，历史惊人的相似，刘翔

因伤痛，再一次退赛。但这一次，占据主流的

声音不再是苛责，不再是训斥，更多的是包容

和鼓励。12 年时间，三届奥运会，同一位参

赛选手，其背后隐含的是奥运金牌观的矛盾和

变化，折射出来的是受众逐渐由非理性向理性

过渡，对金牌的价值观也逐渐趋于理智和

淡化。

再看今年的东京奥运会，李佳伦 0 比 6 不

敌日本老将古川高晴，无缘男子射箭个人赛四

强。赛后，他在社交网络写道：“对不起祖国

人民。”对此，人民日报第一时间送上安慰

“尽力就好，拼过的你别说对不起，平安回

家，继续加油！”当天即获得 45 万多个点赞，

27000多个评论和4800次转发。

同样没拿到金牌的还有100米亚洲纪录保

持者苏炳添。但是，他的个人热度显然不低于

任何一位金牌获得者。因为目前为止，全世界

历史上百米跑道上跑进 10 秒的人不超过 135

个，来自 22 个国家。苏炳添是亚洲唯一、黄

种人唯一。虽然没有拿到奥运会金牌，但苏炳

添的影响力、重要性以及现有成绩的难度都远

超奥运金牌的意义。主流媒体在进行报道时关

注更多的是奖牌背后所体现出的超越自我的

精神。

在关注本土的同时，今年的奥运会，受众

通过央视新闻的屏幕还认识了一位来自阿富汗

的乒乓女孩扎扎。一边是战火纷飞的祖国，一

边是理解、友谊、团结、公平竞争的奥林匹克

精神。这位阿富汗女孩在用实际行动向世界昭

告“拼搏精神永在”！此类内容的呈现，迅速

激起了受众的同理心和共鸣。

从关注金牌到关注人，从注重结果到推崇

精神，从关注本土到放眼世界，不难看出，近

几年国内主流媒体在奥运报道的舆论引导上更

趋向于“人文奥运”。这种转变，其背景和基

础是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国力的不断增强。在此

背景下, 国家的金牌意识逐渐淡化,人们对于

奥运报道的需求也由单一的金牌信息、赛场信

息转变为渴求看到更多金牌以外的东西。随着

对奥运理念和价值观的认知逐渐加深，奥运报

道也逐渐回归理性和本质。

（三） 媒介融合、全网互动打造“全民奥

运景观”

受疫情影响，本届奥运会场内“几乎”没

有观众，然而，在国内，这场奥运会却空前热

闹。网络平台各有特色，主流媒体自然也不会

缺席。基于多年的融媒发展，主流媒体的传播

媒介更为丰富、更为融合。

以央视为例，东京奥运会期间，央视新闻

在社交平台开辟了直击东京专栏，打出的口号

我看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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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跟央视新闻一起看东京奥运，记录每个精

彩瞬间。”奥运期间，该专栏一共推出了 47 集

优质短视频，总播放量10.3亿。同时，奥运期

间，央视新闻推出 《相对论·口述奥运》 专

栏，连线对话了女子蹦床冠军朱雪莹、男子举

重冠军吕小军、“眼镜飞人”胡凯等奥运健儿，

还连线了前奥运冠军郭晶晶的丈夫霍启刚、82

岁的体育评论员宋世雄等等，从不同的视角带

着受众走进赛场，了解赛场背后的故事。大

屏、小屏齐发力，媒介融合的背后是主流媒体

强大的内容生产能力和统筹策划能力。

当然，所有的内容生产都不是闭门造车，

受众的需求是主导。本届奥运会因其特殊性，

观众对赛事现场的探知欲望尤为迫切。新华社

在其客户端发起了《奥运“问记者”》双语互

动系列报道。网友“下单”记者“接单”。报

道组和记者将自己比喻为“远程外卖骑手”，

通过一系列的现场视频，以沉浸式体验回答网

友的各种提问。

奥运赛事结束之后，央视新闻还推出了归

国奥运健儿们的“隔离日记”。通过公众号、

视频号的传播，大家可以看到运动员们在隔离

期间的生活日常。可以说，这一届奥运会绝对

称得上是场外观众参与度最高的一届，奥运健

儿的一举一动大家全部知晓，展现了一场“全

民奥运景观”。

同时，值得一提的是，“全民奥运景观”

掀起的全网互动，不仅是媒体和受众之间的互

动，还有热闹非凡的跨界互动。8月11日，央

视新闻公众号编发了一条题为《“袋鼠真的可

以下腰吗？”被管晨辰萌到了》 的推文。文中

介绍，8月10日，管晨辰在抖音平台向知名科

普博主“无穷小亮”老师提问：袋鼠真的可以

下腰吗？而小亮老师也给出了答案：袋鼠的尾

巴能支撑它下腰，而袋鼠摇的动作，只是挠

痒。视频发布一天后，小亮老师立刻涨粉

30万。

综上，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从人物报道

角度、舆论引导角度还是从媒介手段运用这三

方面来看，主流媒体在奥运报道的内容呈现上

都出现了明显的转变。究其根本，这些转变很

大程度上都得益于近几年主流媒体所致力探索

的媒体融合。2014 年被很多人认为是国内媒

体融合的元年,而当年的里约奥运会则是国内

媒体开启媒体融合元年，第一次经历的大型国

际体育盛会。从那一年起，“媒体融合”这四

个字开始与奥运报道紧密相连。在这样的背景

下，主流媒体的思维方式发生了转变，从业人

员的专业技能有了明显提升，融媒技术的革

新，也为受众带来了更多的交互感和体验感。

二、奥运报道内容呈现的转变对市级融媒

体发展所带来的启示

根 据 中 投 产 业 研 究 院 发 布 的 《2021—

2025 年中国融媒体行业投资分析及前景预测

报告》，广电行业目前已进入媒体融合发展的

纵深加速阶段，中央和各省市广电媒体基本建

设成型具备各自特点的融媒体中心③。但这其

中，市级融媒体因优秀题材不足、专业人才缺

乏、技术力量薄弱而备受夹击，发展较缓。

纵观本届奥运会，国内主流媒体在奥运报

道内容呈现上的转变，笔者认为，市级融媒体

的发展可以从中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一）打通大小屏梗阻

移动终端俗称小屏，电视终端俗称大屏。

从二者的特性来看，“小屏”的便携性、及时

性和互动性，不仅有效利用了受众的碎片化时

间，而且缩短了新闻传播的速度，扩大了新闻

传播的广度。“大屏”因其原有的基础和资源，

具有权威性、深入性和专业性的优势。当前，

移动媒体已经进入加速发展的新阶段。从本届

奥运会主流媒体奥运报道的传播媒介来看，移

动终端即“小屏”占据了主导地位。但从市级

融媒体平台移动端的建设和推广来看，规模

小、影响小是普遍现象。而且“大小屏”没有

实现真正的融合也是普遍问题。

首先，市级台在融媒体发展中，要充分利

用“大屏”的优势助力提升“小屏”的公信

力。其次，充分发挥“小屏”的互动性优势，

为“大屏”引流，加大与受众的互动，提升大

屏的收视率和关注度。“大屏”为主，“小屏”

为辅的发展格局已经不足以满足当下的融媒发

展格局。而放弃“大屏”专攻“小屏”又会让

我看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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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级主流媒体失去竞争优势。因此，要充分发

挥媒介优势，才能打破“大屏”“小屏”梗阻。

（二）生产优质内容

不论媒体融合如何在策略、技术及手段上

创新，媒体唯一不能改变的就是内容生产，媒

体在任何时代都应该坚持优质内容为本④。

一直以来，市级融媒体在“小屏”内容的

供给上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大屏”。“大屏”原

创内容可以在“小屏”进行二次传播，但是

“小屏”的原创内容却很难在“大屏”上得到

再现。因此，在信息内容的呈现上，二者间既

要有所区别，又要形成互通。市级融媒体要充

分发挥内容生产能力和统筹策划能力，调动多

方资源，推出成系列、有策划、有分量的优质

内容，这才是传统媒体所具备的优势。

同时，紧抓机遇，利用先进媒介技术，

打造现象级内容“爆款”。例如，台州发生的

7.6 瓜头鲸搁浅事件，12 头瓜头鲸被困滩涂。

从数百人涌入泥潭救援瓜头鲸，到放归大海，

时间跨度长达 20 多天。期间，媒体全程跟

踪，内容衍生，大小屏齐发力，尤其是开通

平台直播之后，使得该事件引起了全国范围

的关注。

当然，在打造“爆款”的同时，媒体始终

要充分发挥舆论引导功能，切忌过度追求眼球

效应，为了“爆款”而“爆款”忽视内容

本位。

（三）强化融媒队伍

媒体融合是一种战略性融合和思维转换。

纵观本届奥运会不难看出，参与国内主流媒体

奥运报道的一线新闻采编人员具有非常高的业

务素养和融媒体意识，且能掌握最新的技术应

用，团队力量非常强大。因而，市级融媒体要

发展，就要强化融媒体队伍，这其中包括了人

才培养、理念迭代以及技术更新。

首先，市级融媒体记者要有正确的角色转

换意识。本届奥运会期间，新华社的记者称自

己为“远程外卖骑手”，受众下单，他们选择

有价值的问题进行报道。笔者认为，这才是角

色转换的正确做法，记者不再高高在上，但也

不是一味地迎合。更多的是通过专业的判断和

技能，缩短传播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距离感，与

传播客体即受众一同探索未知领域。

其次，市级融媒体要有自己的人才培养机

制。受从业人员的专业、眼界以及所处平台等

诸多因素的影响，市级平台的人才培养相对较

为困难。因而，市级融媒体的人才培养更适合

以金字塔型的培养方式为主，普惠式地培养一

批大众型融媒人才，继而花大力气，因材施

教，集中资源，着重培养尖子生。

再次，市级融媒体要有熟练掌握新技术的

能力。从本届奥运报道来看，新技术的应用对

于市级融媒体来说，这个技术更新，不仅仅是

新技术的开发，更多的是对现有技术的掌握和

应用。在现有技术的基础上进行玩法的创新，

让1+1的效果大于2。

三、结语

在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全面深度融合的时

代背景下，运用互联网思维创新运营、突破发

展，是新时代市级融媒体提升传播力、引导

力、影响力及公信力的重要路径。在这个过程

中，一些可借鉴可学习的成功案例就是很好的

研究样本。透过现象看本质，本届东京奥运会

国内主流媒体在奥运报道的内容呈现上所发生

的转变，为市级融媒体的发展带来了启发。只

要跳出固有思维、不断创新，市级融媒体就能

从中受益，阔步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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