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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让电视新闻主题报道如何让电视新闻主题报道
更具可看性更具可看性

采编经纬

主题报道算得上是新闻里

的命题作文，历来是各级主流

媒体报道的重中之重。这类报

道不仅肩负着传递党和政府声

音的职责，也比一般的新闻更

具有导向性和影响力，在电视

新闻节目中占据的时段也更为

重要。但也正是因为主题重

大、导向性强，主题报道往往

会陷入既定的“套路”，唱赞

歌、重说教的成分会比较多，

可看性却略差一些，因而会影

响到传播的效果。在笔者看

来，电视新闻主题报道要想增

加可看性，需要避免一些容易

出现的问题。

（一）主题先行

传统的主题报道套路往往

是这样的：首先在既定的大主

题中选择一个方向，然后据此

方向找寻相应的例子，通过案

例、数据、采访的堆叠，反复佐

证和强调先前拟定好的主题，

最终形成一篇完整的报道。很

多记者操作起这套方法轻车熟

路，然而正是因为提前预设好

主题，前期策划干预的意图太

明显，记者在报道时很容易带

着观点去找例子，变形拔高、

夸大其词，以官方的视角去组

织报道，难免会形成高高在上

的说教感觉。

（二）声画两张皮

正是因为主题宏大，所以

不少记者在此类报道的写作

中，往往追求所谓的“宏大叙

事”。而这样的描述，对电视

新闻来说，很难进行可视化呈

现，所以最终的报道，往往是

解说词和画面各管各的，解说

词里说的是“成绩显著”、“日

新月异”，画面是航拍器飞来

飞去，空镜头摇来摇去，全无

可看性。

进步，也是电视媒体人需要把

握的创新契机。

三、结语

在新媒体时代，为了让电

视新闻摆脱传统模式的束缚，

不断地进行自我完善和提升，

就必须不断地提高电视新闻的

编辑技巧，不断地进行创新实

践，既提升电视新闻的质量，

也使电视新闻在日益激烈的竞

争环境中吸引更多的受众。

注释：

①王晓红 ,林宇孛《新媒体

时代电视新闻创新“三化”》，

《新闻战线》2015年第 11期。

②杨东伶 ,张静，《论全媒

体时代电视民生新闻报道创新

——以《今日资讯》、《资讯前

沿》栏目为例》，《产业与科技

论坛》,2012 年第 18 期第 214-
215页。

（作者单位：浙江电视台经

济生活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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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千篇一律

由于主题报道通常是对已

经完成的成绩进行报道，是现

在完成时，因此通常缺少新闻

由头，没有切入点，往往会造

成千人一面、千篇一律的现

象，主题概念化、人物模式化，

也会使观众产生审美疲劳。

那么，在主题报道的采制

过程中，如何避免上述现象，

让新闻更具可看性呢？笔者认

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多下

工夫：

一、重策划，但不局限于

策划

主题报道难免会自带主

题，因此，要在报道的结构上

多下工夫，通过巧妙的结构布

局，打破既定的“套路”。以央

视《新闻联播》2012 年 8 月 15
日的报道《中原实验：“三化”

一盘棋 解“河南之难”》为

例，这篇报道是河南的“新型

城镇化”的成就报道，也是一

篇题材比较常见的主题报道。

按照传统套路，报道应该先找

一个企业，讲讲城镇化之后的

发新展，再找几户百姓，谈谈

城镇化之后的新生活，然后就

通过数据作证，形成报道。这

篇报道则完全不同，报道开篇

从三个看似完全没有联系的新

闻现象入手，分别摆出三条线

——“武钢新项目落地”、“瑞

祥农牧新猪舍改建”、“66 岁老

大爷晚年的新生活”，然后话

风一转：这看似八竿子打不着

的三个人，在武钢市委书记高

永华看来，可都在一盘棋上，

时间倒退到三年前，这盘棋上

的每一个棋子都差点把高永华

“将死”。接着分别讲述三年

前，三个代表人物所遇到的窘

境，以及武钢市如何通过新型

城镇化建设“一招棋”，实现一

子落下，满盘皆活。这种从

“三线”到“一线”，“一线”再到

“三线”的结构，完全打破了传

统主题报道的结构构思，报道

环环相扣，时刻吊着观众的胃

口，非常具有可看性。

二、抓现场，寻找鲜活的

声音和画面

主题报道往往会面临没有

新闻由头的窘境，而一条新闻

的开头往往又对这条报道能否

引起观众的兴趣至关重要。因

此，可以尝试在开头用一段

“海采”，通过对不同群体的简

短采访的叠加，抛出问题、营

造氛围。如果没有合适的“海

采”，也可以尝试在开头加入

一段鲜活的现场场景“先声夺

人”。如浙江卫视《浙江新闻

联播》今年 2 月 23 日播出的

《新春招工蹲点日记》，一开场

便是几组人力资源市场里应聘

者和招工方“交锋”的现场，不

到十秒的快切场景里没有解说

词，却马上把招工方的“求贤

若渴”和应聘者的“等待观望”

展现得淋漓尽致，也让观众产

生了强烈的代入感，吸引着观

众继续往下看。

三、讲故事，带着问题导

向去讲

问题导向不是带着“有色

眼镜”看待一切，而是说做主

题报道要勤观察、勤思考，善

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并且

带着问题去采访调查。以浙江

卫视《浙江新闻联播》2018 年 7
月 15 日的报道《诸暨：请来的

“洋专家”又走了 “退出机

制”动真格》为例，报道的主题

是诸暨市的人才引进工作，然

而记者并没有拘泥于普通的成

就报道，而是敏锐地发现了一

个问题：当地围绕中乌生命科

学研究院引进的 20 多名乌克

兰专家，一年后却因为项目没

法落地，陆续回国了。围绕专

家为何会回国，“洋专家”的落

地过程中存在哪些问题，当地

又在人才引进方面进行着什么

样的探索，记者抽丝剥茧层层

展开调查。在具体的讲述过程

中，记者没有进行宏大叙事，

而是从微观视角入手，根据诸

暨珍珠产业较为发达的特点，

抓住了“淡水珍珠的水体改

良”这项技术无法与当地对接

落地的具体个案，以小见大，

以点带面，拓展新闻报道的内

涵与外延。这篇报道既反映了

当地在“抢人才”方面所做的

积极努力，又避免了“高高在

上”的说教感觉。

越是主题重大，越要“放下

架子”。电视主题报道作为主

流媒体的“重型武器”，为推动

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经济

社会全面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

舆论支持，但不能忘了贴近生

活、平民视角和大众表达，只有

把主题报道做鲜活了，可看性强

了，报道才能入脑又入心，这也

是主题报道的意义之所在。

（作者单位：浙江卫视新闻

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