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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移动短视频在近年来爆火网络，新闻短视频已经成为公众获

取新闻信息的重要途径，高效、及时、互动、碎片等等显著特征

满足了公众的新闻观看、社交传播、二次创作的需求，而移动智

能终端的迅速普及和抖音、微视频、快手等等平台的发展更加速

了新闻短视频的发展脚步，传统主流媒体因此而面临强烈冲击，

传统的新闻视频创作模式已经无法有效适应网络时代短视频传播

需求，新闻短视频的创作理念、表达手法、情感活动等等均发生

了巨大变化，特别是声音画面与情感要素的交融汇聚更加重要，

*  作者简介：姓名：朱建磊民族：汉  籍贯：山东潍坊诸城市 学历：本科职称：助理编辑（初级） 研究方向：宣传片、专题片、短视频导演、电视形象包装

音画共鸣情感交融
——用影像表达情感的新闻短视频创作分析

朱建磊 *

江西广播电视台公共·农业频道，江西南昌 330000

摘      要  ：  互联网时代新媒体技术呈现出网络化、数字化、移动化等显著特征，传统主流媒体的新闻拍摄与创作手法已经无法适

应受众需求，主流媒体在新形势下主动谋求转型发展，积极求新求变调整新闻短视频制作模式，期待依托全新的表达

方式与传播途径重新把握话语主导权，在维护自身公信力的同时全面提升新闻传播力。情感向度显著的互联网媒介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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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其表达方式与创作特点值得我们思考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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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研究尝试以央视新闻和人民日报的抖音号为例，剖析新闻短

视频用影像表达情感的创作模式，为其它同类型新闻短视频的创

作提供新的方向和新的思路。

二、用影像表达情感的新闻短视频创作思路解读

主流媒体在新媒体时代积极谋求转型升级，激烈的市场竞争

使得流量纷争愈演愈烈，媒介深度融合新形势下新闻视频制作与

传播的底层逻辑正在发生改变，特别是传播主体和受众主体的关

系呈现泛化趋势，所有人都拥有了触媒条件，视频的制作和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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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出去中心化特点，全媒体平台的深度介入彻底突破了新闻视

频对电视媒介的依赖，新闻影像中的人文情感与话题温度逐渐得

到受众的广泛关注。互联网时代的视频制作和传播更加需要关注

人际关系的交往和处理，具有共通性的情感元素介入就变得更加

重要。美国传播学专家霍尔金斯指出，新闻视频的制作需要建立

“感觉规则”，借此实现制作者与接受者的情感联系。主流媒体在

争夺网络传播阵地话语权的过程中不仅要把握传统优势，更要实

现技术赋能，将情感有效融入视频媒介。由此可见，用影像表达

情感的新闻短视频创作思路是主流媒体传递声音、运营网络、寓

教于乐、净化心灵、倡导正向价值观的最佳选择。

三、用影像表达情感的新闻短视频创作手法分析

（一）丰富视觉符号，有效表达情感

围绕央视新闻的抖音号展开分析能够发现，视觉画面呈现中

综合运用了字幕、图片和视频等媒介元素，特别是“字幕 +视

频”的组合形式作为突出，超过八成的视频均应用了字幕，滚动

字幕解说配合极强冲击力的画面能够充分满足受众视觉需求，有

效利用字幕将关键信息直接呈现，保证信息表达更加全面准确，

有效补充了单一画面在视觉传播方面的不足，常用的视频形式涵

盖了图片改编、监控录像、现场实拍、动画特效等类型，特别是

现场实拍和监控录像的占比最高。央视新闻在新闻短视频的制作

方面更加重视流动图像画面与剪辑视频片段的视觉元素表达，同

时在视频下方或两侧配以字幕，大部分的短视频运用了线性蒙太

奇镜头组合手法，按照新闻事件的时间线逐步顺序推进，完成线

性叙事表达。特别是在温情故事和特点新闻的追踪时可以完成信

息快速传递，直观而清晰地阐述实践发展顺序，借助丰富视觉元

素激活情感共鸣并渲染情绪气氛，借助视频影像将用户引入“现

场”，有效凝聚情感力量以提升传播效能，凝聚更加广泛的社会

共识。央视新闻的新闻短视频非常关注视频情感表达的真实性，

因此视频影像以拍摄时的真实景象为基础素材，后期加工处理并

不会调整视频色调，保证影像维持拍摄状态，根据央视新闻抖音

短视频的抽样数据来看，正常色调的短视频占比超过七成。

主流媒体的新闻短视频具有重要社会舆论引领和政治宣传任

务，因此视频创作并不以炫技为主要目的，而是更加关注信息传

达的准确性和舆论传播的引领性。央视新闻等主流媒体在影像画

面处理中往往不会选择复杂的特效形式，通常采用的特效包括了

缩放、重复、镜像切换、花字特效和隐私模糊等，特别是慢放、

倍速、花字特效的应用最为频繁。慢放主要应用于温情故事的结

尾，倍速主要出现于监控录像短视频之中，花字特效则用于强调

短视频情感词或介绍报道主体身份，如点赞、致敬、祈福等充满

情感元素的词汇往往以黄色加粗字体出现在短视频之中，有效区

分了普通的白色字体。

央视新闻在景别选择中会根据视频类型与情感传达的差异灵

活调整远景、近景、特写，这能够大大提升视频表达的流畅度并

丰富情感内核。社会民生类新闻短视频往往选择平民视角刻画，

有效拉近了受众和视频的距离，这使得观众能够更好地融入影像

表达的情感语境，例如2023年12月发布《零下20℃的坚守，辛

苦了！注意保暖！》，视频中运用了大量特写镜头，突出了冰霜

和消防员四肢僵硬艰难前行，通过组合对比的手法展现出消防员

的辛苦。特写镜头和近景画面的组合能够将细节更加准确地描绘

出来，营造出充满视觉冲击力的影像，有效利用视频语言完成抒

情表达，激发观众的情感共鸣。景别变化展现出更加丰富的视觉

效果，用户的心理节奏被调动起来，情绪也在循序渐进中被唤

醒，情感的表达和传播因此更加强烈。而新闻短视频在宏大叙事

中则更多地选择远景画面突出视频内容，例如央视新闻在2024年

1月发布的《17秒，感受发射现场的震撼！天宫七号目标中国空间

站！出发！》就选择了远景延时拍摄，远景视角将天宫七号发射

的瞬间以全景式方式呈现，网友纷纷感叹中国航天的力量和中国

科技的进步，视频在抖音平台收获二十余万点赞。

（二）融汇声音符号，强化情感记忆

听觉元素是新闻短视频传播的重要构成，通过对人民日报的

抖音短视频抽样调查发现，仅有不足1%的短视频没有应用声音

元素，而同期声、旁白和背景音是人民日报抖音短视频中使用最

多的听觉符号，特别是“背景音乐 +同期声”的组合占比接近

四成，是使用最广泛的听觉表达方式。同期声能够准确而客观地

记录事发现场的声音，传递事发现场最真实的环境声音和人物声

音，同期声又可以细化为人物同期声、动作同期声和环境同期

声，新闻短视频中出现的主要同期声是现场环境声和现场人声。

同期声的有效应用使得视频画面的容量与内涵得到了同步拓展，

拉近了视频与用户之间的距离，提升了新闻带视频的真实感和现

场感，保证了视频中蕴含的情感得到充分体现。

人民日报的抖音新闻短视频中有近六成作品使用了同期声，

客观记录了特定情境中人物的真实状态，有效展现出人物的原生

情绪，再现了现场的声音，有效保证的声音与画面的统一，使得

情感表达变得更加真实。同期声并没有经历后期音效的加工、渲

染和美化，这使得同期声能够在最大程度上将事件的真实情况反

应出来，有效还原新闻事件的真实情况，保证了记录的客观和真

实，这也使得视频传递出的情感更加真实可信，视频整体的情感

场景和氛围得到强化。视频画面与同期声的相互加持极大地拓展

了用户的联想空间，突破了视频影像形成的空间拘束，营造出更

加丰富的意境，用户在声音与画面的引导下仿佛身临其境，逐渐

形成了同频共振的情感共鸣，加快了用户情感感知的自主性和主

动性，从根本上提高了新闻短视频的情感传播质量。例如人民日

报抖音号在在2024年1月24日发布了短视频《地震瞬间，他们

选择为患者继续完成手术。致敬医者仁心！》真实还原了新疆乌

什7.1地震时医护人员临危不乱坚持为患者完成开颅手术的现场，

视频保留了监控录像的原声，视频中的女护士喊了一声“地震

了！”，另一名男医生问“不会塌吧？”但接下来他们却说“我

正在抢救病人，地震了我也不能走”，同时伴随着手术室内病床

和器械在地震作用力下不断摇晃的嘎吱声和窸窣声。监控视频的

真实再现将现实场景的紧迫感和立体感有效强化，观众们仿佛身

处现场，用户以间接在场姿态感受到当时的情境，体会到医护人

员在地震面前同样充满了紧张和恐惧，但是医者仁心却使得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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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我地坚持为患者继续手术。同期声的合理运用能够大大提升情

感表达强度，有效激发受众的情感共鸣。

背景音乐在情感渲染方面也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助力，它主要

用于环境气氛的营造，因此也被称为“墙纸音乐”或“环境音

乐”。新闻短视频合理运用背景音乐能够有效遮掩噪音并且能够营

造匹配视频内容与主题的情感气氛。抖音坚持“视频 +音乐”设

计理念，这也使得音画共鸣在抖音新闻短视频创作中应用更加广

泛，背景音乐充分发挥了引导互动、表达情感等作用。英国学者

汤普森指出，音乐能够有效改善人类记忆，音乐元素的应用对于

记忆强化具有积极作用。因此新闻短视频合理运用背景音乐能够

发挥更好的听觉符号作用，强化情感串游效能。人民日报抖音号

在视频创作中积极迎合用户喜好和抖音平台特性，将很多热门旋

律和流行音乐用作背景音乐。抽样统计数据显示，人民日报抖音

号的新闻短视频作品中超过八成采用了背景音乐，而背景音乐也

会根据作品内容合理选择，例如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温情故事往

往配以欢快轻柔、舒缓轻松的背景音乐；军人警察的新闻报道中

经常采用激昂奋进的背景音乐；仪仗队阅兵等新闻视频中会采用

节奏紧凑铿锵的背景音乐等等。

四、用影像表达情感的新闻短视频创作完善建议

（一）把握情感主线，创新视频内容

主流媒体在舆论引导和宣传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承担着传

播党和政府声音、反映群众呼声的重要使命，因此主流媒体在新

闻短视频创作过程中要始终坚持弘扬社会正能量、走向时代主旋

律的基本原则，切实通过新闻短视频为美好时代建设作出积极贡

献。因此主流媒体在运用影像表达情感的新闻短视频创作时要始

终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以积极而正面的姿态引导受众，充分利

用新媒体平台弘扬新闻正能量，将真实而客观的声音传递给广大

用户，充分发挥传统主流媒介在新时期的传播力和引导力，使得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够在更广阔范围内产生影响，但这也对新

闻短视频创作的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央视视频、人民日报等主

流媒体在创作新闻短视频时要坚持“内容为王”，准确把握新闻

短视频的情感主线，融入更多具有正能量的高情感内容。短视频

的报道主题需要得到继续丰富，内容同样需要得到充实，在影像

表达方式需要生动和具体，使得镜头语言的表达更加亲切，迎合

公众的喜好，贴近他们的生活，选择充满趣味的报道方式。

（二）优化情感传播，升级视频形态

随着短视频的迅猛发展和激烈竞争，该领域已经步入精细运

营的新阶段，用户的需求呈现多元发展态势，各类新闻短视频各显

神通，用不同的方式吸引用户群体。主流媒体要获得更多关注和青

睐就要积极运用视频创作的新手段和新技术，将多种媒介有效融合

以优化情感传播路径。通过对央视新闻和人民日报短视频的抽样分

析能够发现，新闻短视频创作以“视频 +字幕”方式呈现的占比超

过了八成，而实拍类新闻短视频占比超过六成，在现有视频创作基

础上可以增加更多的音频、图片、三维动画、AR技术运用，使得

用户的情感体验变得更加丰富和新鲜。在重大活动和突发事件报道

中，新闻媒体可以采取全程实时直播方式予以报道，使得用户能够

身临其境的感受浓厚的情感氛围，同时利用弹幕与用户实时互动，

讨论观点并引导舆论，更好地发挥新闻影像的作用。

（三）重视用户体验，完善音画要素

新闻短视频的音画要素完善和细节刻画能够有效提升用户的

观看体验，切实提高用户黏性。新闻短视频的创作不仅仅要关注

新闻相关要素的准确和美观，更要重视多种视听元素的灵活运

用，使得新闻短视频的影像表达更加全面，例如视频创作中可以

适时插入动画、表情包、现场图片、视觉等等等等，这将使得画

面内容变得更加丰富，保证影像充满情感并带动受众情绪。声音

要素的应用不仅仅要关注当下的热门音乐，更应该保证背景音乐

与叙事内容、视频图像高度契合，选择最合适新闻视频的作品，

采取多样化的音画表达方式，同时将情感有效蕴藏其中，为新闻

短视频增加更多的色彩和温度，有效提高新闻短视频的感染力和

表现力，长效吸引用户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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