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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融媒体时代浅析融媒体时代
摄像记者的跨界转型摄像记者的跨界转型

摘要：近年来，各融媒体中心逐步形成

“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多元发布”

的运行模式。这就意味着摄像记者拍摄的画面

不再只提供给电视报道使用，而要被制作成不

同的融媒体产品进行多端发布。在跨界过程中，

摄像记者难免会遇到各种困惑，也亟需补齐短

板以适应时代要求。笔者结合余杭区广播电视

台的探索以及自身的采编实践，谈谈媒体融合

背景下对于摄像记者转型的思考。

关键词：融媒体时代 摄像记者 跨界

转型

依托“中央厨房”建设，余杭区广播电视

台坚持广播、电视、报纸和新媒体同频共振，

探索多平台融合传播。一次采集多种生成，能

否做好不同媒介间的准确切换，这对新时代的

摄像记者提出了更高要求。在日常新闻采编工

作过程中，笔者发现电视摄像转型为融媒体摄

像存在几大短板亟需补齐。

一、存在的短板

（一） 习惯“会议体”拍摄，画面缺乏视觉

张力和信息量

众所周知，“碎片化”是新媒体传播的突出

特征。制作短视频要求摄像记者不再拘泥于四

平八稳的“会议体”拍摄方式，而要给观众更

好的视觉体验，让他们在纷繁芜杂的网络信息

中停下目光。然而目前，绝大部分电视新闻画

面还不足以满足短视频制作需求。尤其是精品

短视频，符合标准者更是寥寥。另一方面，在

为报纸供图的过程中，笔者发现电视摄像往往

习惯拍摄“组图”，很少能拍出信息量大的单张

照片。例如 《余杭晨报》 2020 年 12 月 23 日刊

登的 《“帽子奶奶”编织“温暖”10 年送出

600多顶爱心帽》，由于没有一张照片能单独表

意，编辑最终只好选用多张图片组合的呈现方

式。多种发布平台的切换，对传统电视摄像而

言还需要一段适应期。

（二） 延续“摆拍”模式，不会抓拍鲜活

现场

在新闻现场，不少摄像记者不能及时捕捉

鲜活生动的瞬间，常常忽略现场声的实时记录。

去年9月有一条余杭新兵入伍欢送仪式的新闻。

当时，电视摄像记者完全按照既定流程进行拍

摄，画面没有高潮和动情点。而新媒体记者却

用手机抓拍到了非常动人的一幕：一位新兵在

临行前突然抱起了前来送行的女友。这一视频

取名为《再见了 我的姑娘》被发布到新媒体平

台后，获得了众多点赞和转发。还有的摄像记

者习惯于“摆拍”模式，全程语言指挥拍摄对

象，让镜头显得有些“失真”，真情实感荡然无

存。显然，电视摄像记者的这些“老套路”并

不能满足新媒体对于“爆点”的需求。

（三） 过度依赖文字记者，不具备编导思

维、剪辑意识

在新闻拍摄过程中，一名优秀的摄像记者

需要融入编导思维，通过画面语言让报道“活”

起来，同时将剪辑意识贯穿始终。这一要求在

融媒体时代变得尤为重要。去年“七夕”节，

杭海城际铁路项目部为 7 对工友夫妻举办了一

场简单又浪漫的“工地七夕节”活动。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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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们单膝下跪为爱人送上鲜花，并进行深情

告白。拍摄过程中，摄像带着编导思维，抓拍

到了很多生动的细节与语言，为后期编辑电视

新闻稿以及新媒体短视频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支

撑。然而，更普遍的现状则是一些摄像记者过

度依赖于文字记者或编导的指挥，拍摄停留在

纯记录阶段，没有在鲜活表现上下功夫。缺乏

剪辑思路的拍摄，常常缺失关键画面，过多的

素材还增加了后期制作的工作量。这些问题均

导致后期难以二次创作出精良的融媒体产品。

综上所述，作为新闻素材的“第一采集

人”，摄像记者必须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素质、

提高切换“频道”的能力，才能跟上媒体融合

的节拍。

二、补齐短板的路径

（一）明确地位角色，积极谋求转型

在一部手机让全民皆为“摄影师”的当

下，摄像记者的角色定位值得我们思考。与普

通民众不同，摄像记者不仅仅是画面的记录

者，更应是作品的创作者。摄像记者一方面应

发扬传统媒体人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发挥专

业优势；另一方面也要主动适应新形势，勇于

跨界，提升创新力。

近年来，余杭区广播电视台打造了一批高

质 量 融 媒 体 创 意 产 品 ：《援 汉 护 士 徐 梦 薇

VLOG》《起舞吧！未来乡村》 等十多件作品

获“百万+”点击量，短视频 《良渚 24 小时》

获浙江新闻奖一等奖，《好兵舒萍》 获浙江

省丹桂奖优秀奖，《70 秒，余杭会发生什么》

《暖心的“寻蛙行动”》 等十多件新媒体作

品在省市评优中获奖。这些精品力作的诞生

也是摄像记者找准角色定位，积极转型的

成果。

（二）加强融媒培训，培养综合能力

摄像记者实现融媒转型，除了重塑角色定

位外，阶段性的培训提升必不可少。一方面学

习高清摄影、手机直播、无人机航拍等多种拍

摄技能，用过硬的技术武装自己。另一方面掌

握更多融媒体发展规律与采编综合知识，添加

“融”本领。以余杭区广播电视台为例，通过

开设融媒专题培训班、“导师”帮带等形式，

一支学习型、创新型摄像记者队伍逐渐形成。

目前，已有多名摄像获浙江省新闻单位无人机

航拍大赛金奖等荣誉，不少作品获得省市新闻

大奖。

（三）参与融媒行动，以实战促成长

近年来，省市媒体先后开展了 《一起翱

翔》《小康村 24 小时》《“金牛奖”十五周年

采风》《公益行动“@新浙江人，留在这里过

年吧”》 等众多颇有声势和影响力的融媒行

动，基层县级融媒体中心也积极参与其中，不

少摄像记者在实战中得到了成长。2020 年,浙

江广电集团推出大型新闻行动 《小康村 24 小

时》走进余杭青山村。余杭区广播电视台派出

骨干摄像团队参与拍摄，先后完成了“小屏”

端的慢直播、1分钟短视频、“大屏”端的3分

钟直播、片尾拉滚以及《浙江新闻联播》主题

报道，全方位、多维度进行了大练兵。除了依

托上级媒体开展“实战演练”外，基层融媒体

中心应结合本地特色开展形式多样的融媒体行

动，通过大小屏互动，让摄像记者尽快进入新

角色。

2016 年 2 月 19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

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内容永远是根

本，融合发展必须坚持内容为王，以内容优势

赢得发展优势。”融媒体的发展拓宽了摄像内

容、范围和形式。利用互联网思维武装头脑，

不断学习新技术、新理论，是摄像记者提升

融媒素养的重要途径。不过，无论媒体如何

发展，摄像记者坚守“工匠精神”仍然是永

恒的潮流。更快一些，更鲜活一些，更加贴

近受众需求，是摄像记者跨界转型不变的

“法宝”。

（作者单位：余杭区广播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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