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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short video playback volume of gourmet foods 
by studying the data of short video playback volume of gourmet foods on Sina Weibo. It is believed 
that short food videos with stories, empty lenses, aesthetic pictures and creative video content can 
attract the attention of viewers. These factors are analyzed through data comparison, typical cases 
and audio-visual language research methods. The importance of improving video quality in the 
era of short video is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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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研究新浪微博美食类的短视频播放量的数据，总结出影响美食类的短视频播放量的因素。认为

有故事性、运用了空镜头的、画面具有美感的、视频内容有创意的美食类短视频能吸引观者的注意力，

并通过数据对比、典型案例分析、视听语言的研究方法分析了这些因素，提出了在短视频盛行的时代，

提高自身视频质量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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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手机、平板电脑等具有摄像功能的移动智能设备的普及，短视频作为一种

新的热门媒体呈现在大家的面前。“民以食为天”，美食承载着多年以来中国人们丰富的感情。美食类

短视频是短视频中的最热门内容之一，互联网上有了各种各样的美食短视频自媒体，不同的自媒体间的

播放量有很大的差距，本文根据最热门的新浪微博的美食类短视频自媒体的数据，见图 1。 
 

 
Figure 1. Weibo short video data table 
图 1. 微博短视频数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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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到热门美食类短视频在内容上与其他短视频有很多更吸引人的点，比如内容上更有故事性、运

用了空镜头、镜头画面更具有美感、视频的内容更具有创意性等影响因素。 

2. 短视频内容具有故事性 

传统的美食类题材视频一般都只是在讲诉做这道菜的步骤，就像在课堂上课一样，缺乏趣味性。短

视频品牌“办公室小野”用在办公室中制作美食这样的故事吸引了一大票观众，在一众美食类短视频中

吸引了大量人们眼球。同题材的“日食记”也是讲述了一段简单朴素的小故事来烘托做饭的氛围。短视

频时代，记录与再现的重点在于将日常世界各种生活场景作片段式重放，从而表达一定的意义，让受众

获得教益、收货趣味、感受到心灵的震撼[1]，见图 2。 
 

 
Figure 2. Diagram between the amount of short video play and the content of story 
图 2. 美食短视频播放量与内容故事性关系图 
 

根据收集的数据，制作了有关于播放量和故事性是否有联系的图表，可以看出播放量上 100 万的视

频，有 5 个具有故事性，占其 42%的比重。播放量 100 万以下的视频，只有两个具有故事性，占其 11%
的比重，而且有故事性的两者“王子喻_Prince”和“吃饭啦_光小强”的播放量非常接近 100 万。播放量

最高甚至达到 1500 万以上的“李子柒”、“日食记”和“办公室小野”的视频内容都具有故事性。举个

典型的例子，评价很高的美食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这部美食纪录片收到众多追捧热评的主要原因

就在于：这部美食纪录片将平民化视角作为纪录片创作的一种理念和方法[2]。平民化视角就是要求实事

求是地记录、还原记录刻画对象的真实存在的本原形态，包括人的本真状态、环境的本来面貌以及人与

人之间、人与环境之间的真实关系[2]。《舌尖上的中国》运用情节化的叙事方法，以饮食作为媒介，讲

述普通百姓的家庭故事，自然流露真实的情感，使整部纪录片呈现出与众不同的魅力[2]。最传统的民间

食物，劳动人面最质朴的笑容、满足的神情，使整部纪录片弥漫着浓浓的人情味、鸭脯店的阿植掌握着

独特的熏鸭古法，五位酱料熬糖、腌渍、木炭熏烤、甘蔗渣烟熏，电视纪录片运用浅景深镜头与微距镜

头展现鸭脯的独特制作工艺，从微观角度用绝美的画面展现新鲜剔透的鸭脯美食。[2]垂涎欲滴的鸭脯美

食承载着阿植对未来生活的美好祝愿[2]。网上评论《舌尖上的中国》的收视力量在于真诚的记录态度，

它用平实的手法展示了平民百姓生活的真实画面，让观众获得了真情实感[2]。按照这个道理，不仅是长

纪录片，也能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故事添加到美食类短视频中，不仅改变了单纯的只是在做菜的内容，

还增添了视频内容的趣味性，让观众不仅仅只是享受美食的乐趣，还品味到视频中的角色的生活，让其

产生和自己生活相关的共鸣。在中秋节附近“日食记”所拍摄的制作啤酒鸭的视频，就讲述了一位在外

辛苦工作的父亲，做着扮演路边送礼物的玩偶的工作，在他快下班的时候收到了一盒月饼，他回家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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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着他的女儿一起享用这啤酒鸭和月饼，画面温馨，温暖人的心和胃。让观者不仅学到了制作啤酒鸭的

技巧还让他们意识到中秋节快到了，该回家看看了。故事性美食类短视频最为典型的还是“李子柒”，

被誉为“2007 网红”的她，视频平均播放量达 3000 万以上，视频内容讲述玲珑娇小的她在山里和她的

奶奶一起过着田园生活，自己编织竹篮摘梨子，去山里挖灵芝，去菜园里采香料，再将他们做成美食。

它不仅给观众带来了美味的宴席，还带来美好的农村田园生活的幻想。 

3. 短视频中空镜头的运用 

根据设计符号学的研究方法，将数据视频的镜头种类数量和播放量作系谱轴毗邻轴研究，见图 3。 
 

 
Figure 3. Study table of adjacent axis and genealogy axis 
图 3. 系谱轴毗邻轴研究表 

 
可以看出镜头种类的数量并不会影响播放量，但是用 7 种以上镜头的视频，播放量都会在 100 万以

上。镜头是一个视频的基本单位，它的种类主要取决于画面的景别，有远景、全景、中景、近景、特写；

拍摄角度上有平视角度拍摄、俯视角度拍摄和仰视角度拍摄；镜头的运动上有推、拉、摇、移、升降、

跟；还有专门拍摄主体以外的风景和静物画面的空镜头。而在美食类短视频中，平拍和仰拍的特写镜头

是用的最多的，还有的会加一些中景的镜头来展示做菜的动作和一些移镜头来展示食材和做好的美食。

但是有一种镜头比较特殊，那就是空镜头，在几个播放量高的视频中就能看到它，见图 4。 
根据收集的数据，制作了有关于播放量和有无空镜头是否有联系的图表，可以看出在播放量上 100

万的视频中，有 5 个视频有用空镜头，占其 42%的比重。播放量 100 万以下的视频，只有两个用到了空

镜头，占其 11%的比重。并且播放量在 1500 万以上的“李子柒”、“日食记”的视频都有用空镜头。空

镜头它既是客观景物的真实写照，又是剧中人的主观感受，同时往往还是某种情绪、思想、意境的延伸

和升华[2]。在美食类短视频中，空镜头的作用主要是交代做饭和吃饭的场景，还有就是交换场地和等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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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时的过渡。在“日食记”的“麻辣香锅”视频中，做好了美味的麻辣香锅，要和朋友一起享用，在

做好美食和去桌子上与朋友一起享用之间插入了窗外景物的空镜头，从屋内的世界去了屋外，再回到屋

内的另一个场景。运用空镜头实现镜头间的过渡转场是一种常用的艺术手法，通过空镜头使观众对前一

段落的思考、回味逐渐停下来，获得一个缓冲之后，调整情绪，接着再翻开新的段落[3]。在“李子柒”

的视频中，当剧中人要去山里挖食材时，就会给一个当地场景的空镜头，再来下一个镜头是在那个场景

挖食材的镜头，起了交代背景环境的作用。在剧中人煮食物或泡食物的镜头后，会插入当地风景或花花

草草等静物的空镜头，用来过渡等候的时间，下一个镜头就是已经做好了的食物。和其他直接过渡的视

频相比，加了空镜头，能增加视频的艺术感染力，还能丰富视频内容，不再是只是关于食材的特写画面。

通过交代场景，空镜头还能增加观者的食欲。“日食记”中的场景空镜头渲染出一种闲适的午后，人提

不起干劲，用美味的食物就能起到刺激精神的作用，什么都不想干但是想吃东西，这正是当代年轻人想

要追求的生活。一个视频中空镜头的数量也不能太多，是提高视频艺术欣赏性的点缀作用。一般用在视

频开头，和食物做完后的结尾，还有等候食物的时间，一般用 2~4 个就足够，切忌雷同，要用的合理，

用的巧妙。 
 

 
Figure 4. Diagram between the amount of short video play and the exist of empty shots 
图 4. 美食短视频播放量与有无空镜头关系图 

4. 画面中美食的美感 

我们中国人讲究食物，对美食的要求是“色香味”俱全，而且“色”排在首位[4]。美食类短视频的

画面主要能体现出美食“色”这关键的一面。画面中的美食的“色”，也就是美感，对吸引观者极为重

要，见图 5。 
 

 
Figure 5. Aesthetic contrast of food short video 
图 5. 美食类短视频美感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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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面的美感主要体现在画面的构图，画面的色彩、画面的精致度和周围的环境。表五是从画面美感

上比较播放量 1958 万的日食记的包子类视频和 41.6 万的陕西老乔吃货的包子，很明显的可以看出日食

记的包子在构图，色彩上更能体现出包子诱人的美味。拍好美食类视频和拍好美食类摄影道理是相似的，

在构图上，多用俯拍，常用 0˚、45˚、90˚的角度，能够体现出食物的丰盛。对于局部特别精致的菜式，

可以用微距靠近一点，将最美丽的地方局部放大突出特写来表现，会有非常诱人的效果[5]。而对于整体

很有特色的菜式，则可以配合布置周边环境来衬托它[5]。对于拍摄的周围环境的要求，首先，是要有一

个干净整洁的料理环境，让人不会有这个食物不卫生的想法。提高画面装饰性的装饰物品能起点缀画面

的作用，比如漂亮的桌布，好看的盘子等。用摄影的中央构图、黄金分割构图、对角线构图，最好能突

出主体。颜色上要注意光线的运用，要将食材拍的艳丽，让人更加有食欲。暖色调也能提高人的食欲，

还可以利用其他色彩搭配的知识比如对比色、互补色等。画面精致度上主要是对设备的要求，画面越清

晰，观感越好。陕西老乔吃货的包子是用手机拍摄的，和用相机拍摄的日食记相比画幅和清晰度就低了

好几个档次，对画面有追求的观者，一般都会选择画面效果更好的。提高精致度上，焦点的运用是非常

重要的，要将焦点对着主体食物上，是人眼最先看到的位置，能够很好地体现食物的细节，增加食物立

体感、真实感，吸引人的注意力，勾起食欲。除了这些之外，慢镜头也能增加画面的美感。慢动作可以

造成动作形象的失重感，从而使现实中的动作具有飘逸感，具有“超现实效果”[6]。将一个食物的制作

过程放慢，慢到能够看清细节的程度，让人们享受这飘渺虚幻的画面，增添美食的诱惑。 

5. 创意美食 

五花八门的美食类短视频，怎么看来看去都是一样的套路时，突然间有了与众不同的套路站了出来。

在办公室里用饮水机煮火锅、挂烫机蒸包子、电熨斗烫肥牛、瓷砖烤牛排……2017 年以来，凭借这些脑

洞打开的办公司创意美食，短视频品牌“办公室小野”在一众美食类短视频中杀出重围，迅速“占领”

人们的微信、微博[7]。小野拍摄视频的地点选择在办公室这种看似和做饭不沾边的地方，但是这个场景

正好和受众在地域上有接近性，符合大众的好奇心[8]。其次，小野的内容生产和其他美食博主的不同之

处在于他的制作方法十分奇特，她选取的制作材料都是不同寻常的物品，比如她用电视机箱摊煎饼，用

饮水机煮火锅，用可乐罐做爆米花[8]。这些厨具都是随手可得的办公室用具，看似是黑暗料理，但是做

出来的成品又十分有卖相，甚至让人垂涎欲滴[8]。这种全新的料理方式吸引了大量的观者，带来“哦？

原来还可以用这个做吃的啊！”的感受，引领人们走向了美食的新境界。同理有了“大罗的宿舍”通过

创意宿舍用品制作美食来吸引粉丝。创意美食视频不仅打破了传统的美食视频的模式，还能增强人们的

想象力，使美食类短视频拥有青春活力。 

6. 结语 

在人们的传统认识中，美食类视频仅仅是一些厨师制作美味佳肴或者传授做菜经验。为了打破受众

的固有思维模式，当今的美食类视频制作者选择新奇的拍摄手法，以获取更多受众的注意力[9]。当今短

视频相关的 app 越来越火，短视频将成为一种主流的媒体，竞争者会越来越多。为了顺应这个潮流，视

频制作者们必须提高自己视频的质量，优化视频的内容，学会创新，形成自己独一无二的风格，把握短

视频流行的热潮，在这数量庞大的媒体群体中跳出来。其次，还要顺应时代的发展，紧跟潮流，把握好

用户所需，从而具有更长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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