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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媒体时代新闻报道内嵌短视频的

实践审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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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融媒体时代，新闻报道内嵌短视频的情况日益普遍。从信息编码角度看，新闻报道中嵌入短

视频可以扩展新闻报道内容，增强新闻报道的真实性、现场感、可信度，提升新闻报道的关注度与影

响力；从信息解码角度看，其有助于受众全面、立体、透彻地了解新闻事件原委，便利受众社交化、

直观化、共情化地读取新闻信息。新闻报道运用内嵌短视频应当把握相关操作要领并遵循相应的要求，

方能为新闻报道增色，同时要规避不必要的法律及伦理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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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 Pondering on Embedding Short Videos in News Reports in 
Media Convergence Era 

ZHANG Ting

（School of Tourism and Media, Chongqing Jiaoto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74, China）

Abstract：In the media convergence era, embedding short videos in news report has become a tre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formation coding, short videos embedded in news reports can expand the content of news 
reports, enhance the authenticity, sense of scene and credibility of news reports, and enhance attention and 
influence of news repor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formation decoding, it is helpful for the audience to have a 
comprehensive, three-dimensional and thorough understanding of the news events, and facilitates the audience to 
read news information in a social, intuitive and empathic way. Using embedded short videos in news reports in 
media convergence era should grasp the relevant operation essentials and follow the corresponding requirements, 
so as to enhance the quality of news report and avoid unnecessary legal and ethical ris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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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视频，是一种时长通常在 5 分钟以内的视

频形式，是一种基于互联网的内容传播媒介。因

其具有时长短、信息直观、制作成本低廉、方便

观看及适合社交传播等特点，适应了当下人们移

动化、碎片化、社交化获取信息与娱乐的新趋向，

受到广大网民、手机用户的普遍青睐。时下，短

视频已经深入到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从新

闻资讯发布、城市形象宣传、高新成果展示到特

色商品营销、艺人才艺表演、公益活动推广，

再到学习培训、知识普及，乃至个人生活片段

分享、群团组织活动纪录等各个领域，都有短

视频活跃于其间。可以说，短视频已经成为广

大网民、手机用户每天都能接触到的媒介，人

们对于短视频的热衷，已成为当代社会一种十

分突出的文化现象。

在短视频的诸多运用中，新闻报道里面内嵌短

视频现象（其间的短视频时长以 2 分钟左右者居

多）尤为值得关注。近年来，一些热点事件如“江

苏丰县铁链女事件”、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等等，

经由“图文 + 短视频”形式的新闻报道后，引发

了极大的社会反响。新闻报道使用内嵌短视频虽

然能够有效提升传播效应，但需要把握相应的操

作要领，才能取得理想的报道成效；同时，还应

当依照规范行事，才能规避不必要的风险。

目前，针对新闻报道中运用短视频的研究，已

经有一些成果。有研究者认为“小快灵”的短视

频新闻能够有效满足受众对新闻信息的需求，成

为传统媒体转型新发展的重要切入点 [1]；有研究

者分析了短视频短小精悍、收看灵活、便于转发

的特点，肯定其能满足人们快速浏览与获取有效

信息的需求，但同时又认为其存在破坏新闻内容

的完整性、有些内容不够权威专业以及缺乏严格

把关等问题 [2]；还有研究者着重分析了借助短视

频优化新闻采编内容、增加新闻效益、拉近受众

的作用 [3]。短视频的运用，其影响必然是双向的——

既影响接收者，也会对新闻生产者提出相应的要

求。据此，有研究者认为，短视频新闻生产者与

用户协作构建的微观语境在事实逻辑之外强化了

呈现逻辑的作用，对用户的收受体验与事实认知

均产生影响，并最终促进了新闻传受双方关系的

重构 [4]。同时，也有研究者提出，短视频在新闻

报道中的运用，有利也有弊，应当根据不同的新

闻类型对其进行科学合理的运用，以推动新闻行

业的健康发展 [5]。

综上，已有研究既探讨了新闻报道中运用短

视频的趋势、积极效应，也分析了其间存在的问

题及改进的措施，不过，这些研究多半偏于零碎，

不够系统。本文紧密结合近年来新闻业界的相关

实践形态，通过系统研究新闻报道内嵌短视频的

实践状况、传播效应以及应当满足的相关要求，

分析和梳理新闻报道运用内嵌短视频的实践操作

要领与需要规避的问题，以期为新闻工作者更有

成效地改进新闻报道、创新新闻表达提供某种镜

鉴与启示。 

一、融媒体时代新闻报道中内嵌短视频

成为了一种潮流

进入融媒体时代，新闻报道文本形态日益表现

出多种表达手段相互协同、嵌套和多种媒介形式

混搭、并用的趋势，在新闻报道中嵌入短视频的

做法已日益普遍。本质上看，这是融媒体时代新

闻人在不同媒介形式之间进行取长补短，进而推

动新闻报道介质形态及表达手段多元化、复合化、

融合化的一种必然结果。

（一）融媒体时代技术赋能推动短视频传播风

行一时

在我国，短视频的用户数量一直处于不断攀升

状态。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 50 次《中国互

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22 年 6 
月，我国网络视频（含短视频）用户规模达 9.95 亿，

占网民整体的 94.6%。其中短视频用户规模为 9.62
亿，占网民整体的 91.5%[6]。由此可见，使用短视

频在当下中国网民中已经极为普遍。相对于抽象

的文字、静态的图片，观看短视频要轻松、省心、

愉悦得多。“工作和生活节奏不断加快的当下，

人们不愿意花长时间阅读一篇深度的长篇图文，

而短视频短小精炼，开门见山，更容易吸引人们

的注意力。”[7] 透过那些接地气、信息直观、易

读取的短视频了解事实真相，既接近人们平日耳

闻目睹新闻事件的常规状态，又顺应了现代人渴

望缓解学习、工作、生活压力与轻便化、碎片化

获取信息以及边看信息边社交的需要。可以说，“短

视频热”本质上反映了当前社会人们信息接收偏

好的某种变化。当然，这背后离不开技术赋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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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力推动。曾几何时，视频制作一度属于技术门

槛较高、开销较大的专业领域，非专业人士一般

很难介入其间，但是，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制

作视频俨然已经成为普罗大众都能掌握的一项寻

常技能。尤其是短视频的制作，人们借助简易的

数码设备，只需要简单的几步，就可以完成一段

短视频从拍摄到剪辑到发布的整个流程，且成本

低廉，耗时少；即便是新手，简要学习一下也能

很快掌握这种技艺。由于技术门槛降低，拍摄便捷，

随拍随用，成本几乎可以忽略，因而不论是专业

人士，还是普通民众，都可以参与到短视频的摄

制和传播中来。这也使得短视频制作与传播的社

会参与度非常高，并由此带来了短视频内容生产

主体的多元化——新闻媒体、专业机构、普通手

机用户，都可以成为短视频的生产者、制作者和

发布者。这为短视频传播的风行，提供了传播资

源上的便利。

（二）融媒体时代新闻报道内嵌短视频已然成

为“标配”

传播学者伊莱休·卡茨认为，人们接触某一传

媒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他们的特定需求，这些需求

具有一定的社会和个人心理根源 [8]。进入移动互

联网时代之后，一部手机在手就可以随时随地“阅

尽天下事”的信息传受格局，在潜移默化中培养

了人们主要依靠手机及附着于其上的各类社交软

件、APP 获取信息进行娱乐及联系外界的偏好，

进而也为短视频这种轻量化的视听媒介依托手机、

社交平台迅速崛起，提供了有利契机。

面对短视频传播的巨大发展潜力，国内主流媒

体纷纷将布局短视频作为转型发展的一个重点方

向。利用短视频的信息传递优势，优化新闻报道

手段，创新新闻报道模式，也是时下主流媒体顺

应媒介融合发展形势，借助快速迭代的数字技术、

视频技术、移动传播技术，主动变革，优化新闻

报道形式，提升新闻报道品质，维护自身传播地

位的应然之举。在新闻报道中嵌入内容简单、时

长短、便于分享的短视频，既顺应了人们越来越

普遍地依托手机获取新闻信息的社会潮流，又迎

合了人们对短视频传播流行风尚的偏好。显而易

见，在手机的狭窄屏幕上嵌入短视频的新闻报道，

较之于纯文字报道，通常显得更亲民，更具吸引

力，更具有传播优势。“一个视频中的场景，人

物的动作表情传递出的信息，比文字更加立体和

多面。”[9] 近年来的诸多新闻报道实践也表明，“文

字（或图文）+ 短视频”型的新闻报道的传播效果

的确优于纯文字型和“文字 + 图片”型的新闻报道。

同时，由于技术进步的加持，当下媒体的记

者、编辑通常都是使用特定的编辑软件在某类模

块化的编辑界面中完成报道文稿的写作、配图以

及相关视频片断的加载。这种直观、简便、易于

操作的模块化编辑界面，方便了新闻人将自采自

制或由其他机构、手机用户、网民提供的短视频

加载、嵌入到新闻报道文本中，生成“图文 + 短

视频”的文本形态进行推送。这也使得它与传统

的长视频（如电视新闻）的制作和发布，拉开了

难易度与便捷度的差距，让人们更易于使用，也

乐于接受。相对于以往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

媒体单质态的、线性思维的新闻报道模式，这种

“文字（或图文）+ 短视频”的报道模式，是多介

质融合的，也是线性思维与非线性思维相混合的，

能够让大众通过移动终端快速浏览、轻松获得立

体化信息的一种文本模式。较之于传统的新闻报

道文本模式，这种文本模式可以拉近传播者与受

众之间的心理距离，大大增强对受众的吸引力。

鉴于短视频的独特优势，众多媒体的新闻报

道都在积极使用短视频。例如，人民日报依托“人

民视频”、新华社依托“新华视频”、新京报依

托“我们视频”、澎湃新闻依托 “澎湃视频”、

中国青年网依托“青峰侠”视频、封面新闻依托

“封面视频”、楚天都市报依托“极目视频”等，

根据实际情况推出了越来越多内含（嵌入）短视

频的新闻报道。其范围涉及严肃、硬朗的时政新

闻，敏感、招眼的突发事件新闻，以及市井味浓

郁的社会新闻。新闻报道内嵌短视频的文本形态，

具体又有文字内容为主、视频内容为辅与视频内

容为主、文字内容为次两种形态。在具体实践中，

以哪一种文本形态出现，与报道对象、报道内容

的性质和文字、短视频各自的优势与不足紧密关

联，也与当时已获取到的报道资源有关。

二、融媒体时代新闻报道内嵌短视频的

传播效应

融媒体时代，在新闻报道中有机嵌入负载着

相关新闻信息的短视频，是一种对传统新闻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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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表达及话语形态的突破，它能够将部分报道

内容以最直观的方式呈现给受众，增强新闻报道

的现场感和冲击力，提升报道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拉近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心理距离，让受众更有

意愿接受报道内容，其传播效应自然远远超过传

统的新闻报道。

（一）融媒体时代新闻报道内嵌短视频的编码

效应

融媒体时代新闻报道内嵌短视频，可以在信息

传播的编码端产生如下效应：

1. 扩展新闻报道内容

任何新闻事件、新闻现场，其向外界辐射出

来的信息，都是立体的而非单一的、多节点的而

非有固定中心的、相对芜杂的而不是线性有序的。

传统新闻报道，通常是新闻工作者立足于某一视

角、取某一特定立场，通过线性序列的文字或者

声画符号对新闻事件进行文本编码与话语建构，

再通过报纸版面或广电节目时段进行公开传播的

单质态的信息产品。受观察视角、认知水平、新

闻敏感度、采访功底、写稿水平、编辑能力、技

术手段以及版面、时长等因素的制约，记者、编

辑通常不可能将事件的全部信息都纳入到报道中

来，其必然会摒除诸多自认为不那么重要的信息、

舍弃一些自认为没必要（或不该）呈现的元素，

以便在有限的工作时间、承载篇幅、播出时长中

将新闻及时报道出去。这样，新闻事件本身的丰

富性、复杂性、多面性一定程度上就被简约化了。

将短视频嵌入新闻报道中，可将文字叙述及配图

中所没有呈现或无法有效呈现的信息，以鲜活的

影像方式呈现出来。“新闻短视频的竞争力体现

在核心现场价值和信息增量价值。”[10] 可以说，

短视频能够丰富和补充许多新闻事件细节，突出

现场元素，带给人们直观而立体的信息，进而有

助于人们更好地弄清和把握新闻事件的整个过程。

2021 年 7 月 23 日，《环球时报》“我们逃出二十

分钟后，京广北路隧道全淹了”一文，报道郑州

暴雨中京广隧道因雨水大量涌入形成严重内涝的

危急时刻一名男子组织隧道中被阻车辆上的司机

弃车撤离之事，就采用了“文字叙述 + 事发现场

短视频”的报道方式，方便网民直观地了解事件

经过，其也迅速获得了 10 万 + 的阅读量和数千个

点赞。

2. 增强新闻报道的真实性、现场感、可信度

短视频具有能够客观记录、真实还原被呈现

对象原真状态的特点，相对于文字、图片，短视

频更容易引起受众兴趣，引发其评介、点赞、转

发等行为；同时，短视频的现场声、背景音乐等

元素也利于引起受众的共情，强化受众的“在场”

感受。将记录新闻现场的短视频嵌入新闻报道文

本中，可以大大增强新闻报道的真实性、现场感、

可信度。“在新闻报道领域，‘有图有真相’的

时代已经过去，比起图片，视频更让人信服。”[11]

在新闻报道内嵌短视频的传播效果，是传统的图

文型报道难以企及的，它既能免去传统长视频新

闻长时限线性传播带给受众的压迫感，又能让受

众真实感受活生生的新闻现场，从而获得比较愉

悦的接受体验。那些内嵌在文字段落中的短视频，

人们完全可以基于自身意愿自主选择何时点开看、

怎么看，因而会有更高的接受意愿。特别是在一

些突发事件面前，由于各种信息杂陈，民众往往

无法有效辨别消息的真伪，而简洁的短视频不仅

可以直观地反映事件真相，还能使新闻报道更加

客观、确切，从而帮助民众快速明晰事件原委，

防止谣言滋生。 
3. 提升新闻报道的关注度和影响力

相对于图文报道、长视频报道（电视新闻），

嵌入短视频的新闻报道，在吸引受众方面有其独

到优势。“短视频时长大多在 15 秒到 3 分钟之间，

但是其提供的信息量比相同时间单位的文字和图

片要丰富得多，符合当前受众的碎片化阅读习惯，

受到观众的青睐。”[12] 这有益于提升新闻报道的

关注度和影响力，使其更容易实现破圈传播、跨

界传播。

与文字内容带来的理性思考相对应，短视频更

能激活受众的感性体验，其封面、标题、画面剪

辑、背景音响、现场声等情境元素，有助于为网

民创造特定的信息接收氛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

网民的观看意愿、点击率。新闻报道内嵌短视频，

能够借助媒介叠加、组合传播的优势，传播更多

的信息内容，特别是能够提供更多的细节和令人

印象深刻的元素来吸引眼球。同时，短视频能够

通过使用现场画面，配以与内容契合的背景声，

满足受众的视听感官偏好，并借助附带的评论、

转发、分享等功能，在受众之间进行发散性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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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2 月，《北京日报》微信公众号的推文“因

为这个神仙节目，河南春晚突然火出圈”，报道

河南卫视春晚舞蹈节目《唐宫夜宴》突然登上热

搜榜“火出圈”的情况时，里面就嵌入了一段《唐

宫夜宴》节目片断。这样做，令受众对该起事件

不仅知其然，而且能够知其所以然，从而获得了

较高的关注度和社会影响力。正是借助所嵌入的

实况短视频，该报道快速实现了破圈传播、跨界

传播。

（二）融媒体时代新闻报道内嵌短视频的解码

效应

新闻报道中嵌入短视频而生成的“图文 + 短

视频”的文本形态，在受众一端通常可以带来以

下解码效应：

1. 有助于受众全面、立体、透彻地了解新闻事

件原委

传统媒体时代，新闻报道大多都是以文字、文

字+图片，或者时长15~30分钟的广播电视节目（长

视频、长音频）的形式呈现。彼时，人们的工作

及生活节奏相对舒缓，能接触到的信息数量有限，

常常可以花较长时间、较多精力进行长篇文字阅

读，或持续性地守在电视机收音机旁观看收听一

档档节目。相反，移动互联网时代，快节奏的工

作和生活，使用手机接收信息习惯的养成以及每

天潮水般涌来的海量信息，使得人们能够固定在

某处长时间阅读文字报道或观看长视频以获取新

闻信息的机率大大降低了。人们或是在办公场景

下，或是在路途中，或是在居家环境中，利用手

机轻便化、碎片化地获取新闻信息，日渐成为常态。

这种状态，为“图文 + 嵌入短视频”新闻文本形

态的生成提供了土壤。新闻报道内嵌短视频之后，

使得其在叙事方式和内容呈现上就带上了许多新

特点。文字表意抽象、确切、概括性强，视频表

意直观、形象、立体，二者可以有效互补。在新

闻报道中嵌入 2~3 分钟左右时长的短视频，构成

“文字 + 短视频”或“文字 + 图片 + 短视频”的

文本形态，其中的文字部分便于人们较为系统地

知晓事件脉络，而短视频则有助于人们见证新闻

事件的鲜活细节，进而有助于人们更加完整地了

解事件的原委、弄清各项新闻要素、更加透彻地

理解报道内容。同时，与以往报纸、广播、电视

等传统媒体单质态的、线性思维的文本模式不同，

这种“+ 短视频”的文本形态，是多介质融合的，

也是线性思维与非线性思维混合的，是一种能够

让人们通过手机等移动终端进行快速浏览、轻松

读取、获得具象感的新闻报道范式。其中的短视频，

能够让受众与新闻现场建立起直接联系，以其“有

声又有色”的质感信息，迅速将受众带入相应场景，

获得对新闻事实的深层次感知。显然，这种新闻

报道范式，对于受众而言，其信息获取的满足感

更高。 
2. 方便受众社交化、直观化、共情化地读取新

闻信息

新闻报道内嵌的短视频，每条时长一般 2~3 分
钟左右，这种长度适合人们利用碎片化时间通过手

机等移动终端接收和观看，而且这类短视频一般

可以全屏播放，可以暂停，也支持回看，并且可

以收藏、分享，非常“照顾”现代人拿着手机碎

片化地进行信息接收的生活状态。“除了便于在

各种移动终端进行信息接收之外，短视频新闻也

满足了受众倾向于利用碎片时间接收信息的需求，

受众在手机端可以随时跨地域接收，也可以反复

观看，实时评论，及时转发。”[1]108 新闻报道内嵌

的短视频，或采取“现场图像 + 现场音响 + 解说

型字幕”的呈现方式，有助于还原最真实的现场；

或采用“现场图像 + 配乐渲染 + 相应字幕”的呈

现方式，有利于调动网民的关切。它不仅方便人

们了解新闻事实，而且可以有效拓展人们对新闻

事件的关注视点和信息读取维度，引发共情效应。

2020 年 5 月 24 日，《湖南日报》推出报道《深深

怀念！今天，我们一起送别袁隆平》，文字与图

片部分，呈现了社会各界人士有序前往吊唁厅献

花、送别袁隆平院士的情况；文末的一段短视频

则集纳了袁隆平生平的若干精彩片断，让网友可

以在短短 2 分钟左右的时间里对其一生的主要贡

献了然于心，并进行留言、点评、转发，引发共情。

三、融媒体时代新闻报道内嵌短视频的

相关要求

美国学者保罗·莱文森在《软利器：信息革命

的自然历史与未来》中提出，技术只决定事物可

能发生，而人的选择以及人对于媒介理性的、有

意的决定和计划，对于结果的促成，具有不容忽

视的作用 [13]。所以，不论信息技术如何发展，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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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媒介如何迭代演化，生产和传播高质量的新闻

资讯始终是新闻媒体藉以立身的根本，而怎样生

产和传播，则成了媒体人必须予以高度关注并妥

善应对的至关重要的问题。现如今，新闻报道内

嵌短视频，以提升报道成效，已经成为众多传播

主体的自觉选择，但该如何用好短视频，使之成

为优化新闻话语形态、提升新闻报道品质、增进

新闻报道效果的重要手段，则还需要依循相应的

原则与要求。

（一）融媒体时代新闻报道内嵌短视频的实践

操作要领

如前所述，在新闻报道中内嵌短视频在传播

效果方面通常会优于纯文字型报道及图文型报道，

要达到这样效果，其在实践操作方面必须符合相

应的原则。

1. 符合宜“融”原则

新闻报道中不论是使用文字、图片还是视频，

其最终目的是为了让受众有效获知、关注所报道

的内容（新闻事件），因此，短视频的运用，要

与文字、图片等表达介质有机融合，能够为报道

提质、增色。这是新闻报道内嵌短视频的价值重

心所系。

摄制短视频对于当下多数媒体人而言，一般不

存在技术难度，其难处在于短视频的运用能否与

文字报道有机相融、彼此照应，共同助力新闻报

道的品质提升。有的新闻报道内嵌短视频，只是

作为一种内容的“点缀”或者简单迎合当下的风

尚与受众（手机用户）的接受偏好，没能与文字

陈述部分形成有机协同、提升报道的信息含量及

社会价值，这显然是不足取的。比较好的做法是：

在新闻报道的采编环节，用融合新闻思维统筹报

道思路，充分考量不同媒介的优势与特点，将文

字报道、配图与嵌入的短视频有机融合，组配多

元化的表达元素，建构富有视听张力的文本形态，

力求为新闻报道提质、增色。所嵌入的短视频，

不仅要能抓眼球，更应当具备意义承载价值，甚

至还应当具备一定的创设议题、唤起受众思考乃

至行动的作用。

2. 符合宜“播”原则

对于新闻报道内嵌短视频，媒体人应当与写作

文字稿一样抱严肃的态度。“作为碎片化阅读的

传播形式，短视频新闻的时长通常在几分钟以内、

多为以秒计时，这就要求视频内容要把新闻报道

中最重要、最有冲击力和最精华的部分加以整合，

视频一开始就要进入主题，而不能顾左右而言其

他。”[14] 短视频的摄制，要在尊重基本事实的前

提下，精心构思、取材，讲究叙事、剪辑；可以

适当进行情境渲染（增添背景音乐等），注意突

出内容的新鲜感和稀缺性，以增强对受众的吸引

力。当然，不能断章取义、移花接木。视频中的字幕，

一般应简练、醒目（运用比较大的字体）。这样，

才能够确保所运用的短视频符合客观、真实、悦目、

宜播要求；同时，对于那些非自制短视频的使用（在

报道某些特定事件时只能使用其他专业机构制作

或网民提供的短视频），也应当根据所在媒体的

报道角度、报道立场、关注重点的不同，进行合

理剪裁、加工和润色，以避免与其他媒体使用的

短视频存在过多雷同而给受众带来不适。如此，

短视频才能在较高的价值维度上提升新闻报道的

实际效果。

3. 符合宜“景”原则

当前利用碎片化时间通过手机浏览新闻资讯、

搜寻所需要的信息，已经成为普罗大众所习惯的

一种生活方式。不过，人们获取新闻信息的场景

是多样态的，或是在办公室里，或是出门在外，

或是闲暇居家，等等。在不同场景下，人们对于

获取和接收信息通常会持有不同的要求，因此，

考虑到人们在浏览信息时所处的场景可能各有不

同，新闻报道中嵌入短视频通常需要采用短小精

炼的叙事结构。时长不能过长，播放速度要适中，

画面流畅，现场音干净、清晰，背景音乐和顺，

字幕简洁且字体大小适宜；同时，除带转发、分

享乃至评论等社交功能外，还应有音量调节、画

面缩放、暂停、计时、倍速播放等功能设置。只

有这样，才能够最大程度适应人们在不同场景下

的信息接收要求，满足他们的特定需要，使得他

们更愿意接受。

（二）融媒体时代新闻报道内嵌短视频的问题

规避

在新闻报道中内嵌短视频，除了要符合相应的

实践操作要求外，还应注意规避以下问题：

1. 避免内容失真

内容的真实性与否，是新闻报道必须严守的一

道红线，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原则在短视频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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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同样适用。因此，编辑、记者在新闻报道中嵌

入短视频，要注意其内容是否真实，坚决不使用

带有不实内容的短视频。在当前复杂的互联网环

境下，任何人都可以制作、上传短视频；在新闻

报道中，新闻人难免会碰到一些由他人提供的来

源不明、无法确定其内容真实性但的确具有一定

新闻价值的短视频。对于这类短视频，应当妥当

对待——通常要在联系提供方确定内容的真实性

之后再予以使用，以免出现不实报道、引发不测

后果。

2. 力戒流量至上

新闻报道要时刻讲导向、讲担当。进入融媒

体时代，激烈的市场竞争使得新闻媒体在推出新

闻报道时越来越受制于关注度、点击率、阅读量、

转发量等商业数据。“在‘流量就是收益’的盈

利模式和导向思维下，视频的点击率与内容的反

主流、反传统和猎奇性程度成正比，在监管缺位

和自律缺失的背景下，‘三俗’内容反而成为变

现的最大利器。”[15] 由此，一些媒体在新闻报道

中为了追求“爆款”“轰动效应”“视觉冲击力”，

喜欢蹭热点，热衷炒作敏感话题，甚至不惜使用

带有媚俗、低俗成分的短视频。这种做法是不足

取的。无数事实表明，对于网络上传播的新闻信

息内容的品味和品格，民众自有是非判断能力。

不论是专业媒体，还是自媒体，倘若在新闻报道

中为了取悦大众、吸引眼球而无下限地媚俗、哗

众取宠，到头来反而会遭到厌弃。所以，任何时

候新闻媒体推出报道时都不能为追求一时的眼球

效应而甘愿为“流量至上”的商业法则所裹挟而

枉顾导向与担当。为了流量肆意妄为，不仅会损

害自身的形象和公信力，令公众越来越远离自己，

也必然会受到相关管理部门的追责。 
3. 防止侵权情况的发生 
根据制作主体的不同，新闻报道中的内嵌短视

频有三种情况：所在媒体自家摄制的、其他媒体

或机构制作的以及普通网民（手机用户）自拍的。

使用自家媒体摄制的短视频，一般不会牵扯到著

作权归属问题，但是，在使用其他媒体或机构制

作的短视频时，则应当要有版权意识，遵守相应

的著作权规约，履行相应的版权程序，避免侵权

使用。对于普通网民（手机用户）摄制的短视频，

则通常要遵循知情同意的原则，取得相应的许可。

另外，当前使用手机拍摄短视频已经成为众多普

通网民都会操作的技能，这大大丰富了短视频的

来源。尤其是在一些特定的新闻现场，普通网民

拍摄的短视频往往能够弥补媒体人士不能及时赶

到现场所造成的原始素材采拾不足的缺憾，可以

有效助力媒体更有质量地完成新闻报道，但是，

多数网民对于自己所拍短视频（涉及拍摄方式与

拍摄内容）是否可以在大众媒体上发布和传播，

往往不具备恰切的判断能力。因此，新闻媒体在

报道中嵌入此类短视频时，一定要履行好相应的

把关程序。除了在使用许可上应把握好关之外，

还特别要对该视频内容的传播是否存在可能侵犯

某些当事人的肖像权、隐私权、名誉权等合法权

益的情况进行细致审核；必要时，对相关视频要

做必要的技术处理（如打上马赛克等）。如此，

才能确保使用后不会产生侵权方面的法律风险及

伦理问题。                         
                  
2016 年 2 月 19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

舆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随着形势发展，党的

新闻舆论工作必须创新理念、内容、体裁、形式、

方法、手段、业态、体制、机制，增强针对性和

实效性。”[16] 从某种意义上讲，新闻报道中内嵌

短视频，既是一种新闻报道理念、报道形态的创新，

也是一种新闻报道方法、报道手段的创新。短视频，

这个依托数字技术、乘着媒介加速迭代的东风发

展起来新兴互联网媒介，正在成为当下普通个体

最为日常化的信息表达形式。新闻报道内嵌短视

频可谓是新闻媒体积极顺应这一潮流，守正创新，

主动变革，改进和优化新闻话语，创新新闻文本

形态，提升新闻报道品质，从而努力维护自身存

在价值、谋求新发展的必然选择。众多新闻媒体

在此方面已经开展的鲜活实践，必将为行业同仁

今后更加出色地做好新闻报道提供十分有益的镜

鉴与启迪。 
当然，新闻记者、编辑在新闻报道中运用内嵌

短视频需要遵循相应的要求，否则，就有可能误

入歧途，滋生相关法律、伦理问题。对此，业界

已有不少相关研究 [17-18]。因此，秉持正确的新闻

融合理念，善于将包括短视频在内的各种介质进

行有机融合、协同利用，共同助力新闻报道品质

提升，不断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高质量的新闻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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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服务，是当下各级各类新闻媒体守正创新、加

快融合发展的应有之道，也是新闻媒体不断改进

新闻报道、加强传播创新、更好履行自身使命职

责的时代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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