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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今新闻时代已经进入融媒体时代，电视新闻主题报道如何进行创新探索才能在融媒改革浪潮中依然保

持生命力，是当代媒体人必须思考的时代课题。从近几年的电视新闻主题报道情况来看，电视新闻主题

报道依然存在内容与形式太过陈旧且互动传播不足的情况。本文力图通过分析当前电视新闻主题报道存

在的困境，进而从内容表达、形式创新、传播融合三个方面深入探究，对当下电视新闻主题报道进行创

新策略研究，在媒介融合环境下进一步增强电视新闻主题报道的丰富性与传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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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day’s news era has entered the era of media convergence, how does the TV news theme report-
ing keep alive in the current reform wave of media convergence is the contemporary topic for the 
people in the media now. Based on the situation of TV news theme reporting these years, the report-
ing’s contents and forms are still quite obsolete, and it lacks enough interactive transmission. This 
text plans to analyze the current predicament in the TV news theme reporting, and make deep and 
innovative research on three sides, which are content expression, forms innovation and broadc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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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vergence, to strengthen the richness and communication power of TV news theme reporting in 
the environment of current media conver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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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据调查，截止到 2022 年底，我国网民规模已超过 10 亿人。在此情况下，传统新闻媒体出现分流情

况。在这样的时代浪潮下，媒体人更应主动拥抱新媒体，在电视新闻主题报道中把握时代特征、引导舆

论导向，从内容、形式、传播等方面加强创新实践，不断增强电视新闻的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 

2. 电视新闻主题报道的内涵 

2.1. 内容 

电视新闻主题报道主要指新闻媒介围绕党和政府重要决策、重大活动等中心工作进行的新闻事实的

传播活动，是新闻媒体弘扬主旋律、引导社会舆论的有效载体。主题报道一直以来都是主流媒体的主要

报道形式，也是新闻媒体借此宣传党的政策、反映百姓心声、回应社会关切的一项重要内容和手段，是

体现媒体党性原则和核心竞争力的主要抓手。 

2.2. 特点 

电视新闻主题报道的一大特点就是主题性强。电视新闻主题报道通常围绕一个特定的主题，从旁观

者视觉进行阐述，一般只描述事实，不带有任何个人情感色彩，例如时政新闻、经济报道等大多数联播

类新闻通常采用电视新闻主题报道的形式。 

3. 电视新闻主题报道的发展现状 

3.1. 内容专业性强 

电视新闻主题报道围绕国家重点工作展开，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内容涵盖广且多涉

及专业领域，一些细化的内容和专业的报道，一方面给观众以更多信息量，但另一方面也会让观众在众

多枯燥内容面前产生视觉疲劳。 

3.2. 与观众互动性提升 

近年来，传统媒体加大向新媒体融合力度，新媒体平台的信息多元化给电视新闻主题报道的长足发

展提供了有利空间，让电视新闻主题报道的创新后劲儿更足，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交互融合，促进了电

视新闻主题报道在内容选择上和与观众交流上互动性更高。电视新闻工作人员应当及时对观众的意见和

建议进行收集和分析，恰当地对电视新闻主题报道内容和形式进行相应的创新和调整，以此更好地满足

社会群众获取信息的要求[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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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电视新闻主题报道存在的问题 

电视新闻主题报道围绕重大主题进行宣传，力度大、投入多，有鲜明的政治性、思想性、时代性、

重大性等特点，但客观上也暴露出诸多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4.1. 内容枯燥，缺少接地气的表达 

对于新闻报道来说，不管是围绕社会热点，还是新近发生事件，都要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出发点和

落脚点，体现人民群众的思想真实性和情感关注点，要饱含着浓浓的“烟火气”和“生命力”。但是，

电视新闻主题报道由于题材广泛、政治属性等原因，其中常常涉及一些专业名词，会让许多受众觉得晦

涩难理解，从而拉开了新闻与受众的距离。 

4.2. 形式匮乏，报道缺少形式美 

对于电视新闻主题报道来说，新闻报道传播效力的提升与报道的可视化程度存在紧密的联系，社会

大众在获取新闻信息并对新闻信息进行传播的过程，实际上也是重要的审美过程，因此只有在电视新闻

主题报道中全面彰显审美价值、凸显可视化程度，才能增强社会大众传播新闻信息的自觉性[2]。 
融媒体时代给传统媒体行业带来巨大冲击，传统电视媒体纷纷走上转型之路，张开双臂拥抱新媒体。

但是，很多电视媒体只是简单地将电视新闻主题报道内容删减后在新媒体平台进行投放，并没有达到深

层次融合，从本质上来看表达形式依旧是传统的电视语言，缺乏富有时代性的审美特征和形式，难以引

发受众关注和二次传播的兴趣。 

5. 电视新闻主题报道创新策略探析 

5.1. 内容为王，增强报道“丰盈感” 

在融媒大势快速发展的环境下，大众对电视新闻主题报道的“关注点”虽然发生了不同程度的转变，

但是对于新闻节目内容的“关注度”却并没有下降。充盈而有力量的新闻内容，始终是提升电视新闻核

心竞争力的关键一环。 

5.1.1. 选题本地化 
全媒体时代，电视新闻主题报道的题材选择更加多元化，采编人员寻找选题不再拘泥于传统的信息

获取方式和重要时间节点报道，更具开放性特征。微博热搜、抖音热门、B 站……越来越多的平台，层

出不穷的渠道，政治、经济、文化、民生等各类信息很有可能就蕴藏其中，成为信息来源的重要一环。

面对海量信息，媒体从业者更应以思想性、导向性、时代性等标准筛选海量信息，在聚焦热点事件的同

时，注重报道的本地化。2022 年北京冬奥会期间，各大媒体、平台被海量的冬奥类报道覆盖，重大主题

报道层出不穷。作为河北省级传统媒体代表，《河北新闻联播》同样推出了精彩纷呈的报道内容，不同

于央媒报道的宏大叙事，河北新闻联播推出了极具地方特色的冬奥主题报道。其中一组策划聚焦冬奥运

动场上的河北元素，例如各类冰雪装备、蔚县剪纸等文化元素等等，让受众在冬奥这一国家宏大叙事中，

也能找到与个体关注息息相关的新闻内容，极具参与感和贴近性。 

5.1.2. 表达故事化 
所谓电视新闻报道的“表达故事化”，就是要将讲故事的理念整合、嵌入到新闻采访过程中，将事

件的主要内容以故事的形式呈现出来。如果电视新闻主题报道在策划之初，就能够利用“故事化”叙事

方式对新闻报道进行创新，不但可以增强报道内容的趣味性和参与感，还能够使宣传报道的内容更易接

受和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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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里的故事不是虚构、编造的故事，而是通过场景设置、人物对话和细节描述来展示事件的

来龙去脉和主旨要义，在陈述新闻事实的同时，增加了报道的趣味性。故事化的表达要求采编人员要摒

弃“上帝视角”，而是以“身临其境”的带入感走进事件，深入新闻事实。在这其中，可以创造性地运

用故事化的叙事理论，通过悬念设置、情节张力、矛盾冲突等叙事技巧，叙事结构的精妙编排，叙事视

角的丰富多样，叙事时空的自由跨越，让更具创造力的故事讲述在新闻报道中得到一定程度释放，进而

让新闻报道从“吸睛”到“动情”，将晦涩难懂的内容更生动形象地传递给观众。 
清华大学李希光教授是国内积极倡导新闻写作故事化的学者之一，他认为“新闻是故事，任何一条

好新闻，它必然是一个好听的故事”。融媒体时代如期而至，传统媒体记者更应具备讲故事、讲好故事

这一基本技能，让平淡的事实有趣味性，让有趣味性的内容更容易被接受，最终呈现出极具影响力的传

播内容。 

5.1.3. 内容接地气 
要做好电视新闻主题报道，应当本着大主题、小切口、有情怀的原则，为基层民众制作“生活化”

新闻报道，即新闻主题应贴合民众生活[3]。 
今年以来，河北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出台了一系列“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举措，

推动消费市场持续恢复向好。为展示省委省政府相关工作落实情况，河北新闻联播栏目推出系列报道《春

潮涌动再扬帆》，多角度、多层次展示当地在促销费方面取得的可喜成果。针对省级层面决策部署落实

这样一个宏大选题，其中一集主题报道采用的是，记者在充满烟火气的消费场景中体验式出镜这样的小

切口来展现。通过几名游客和店主的随机采访，多层次呈现出河北省在促进消费市场恢复中所做出的努

力和取得的生动成效，可以说整篇报道以“接地气”的表达和“烟火气”浓厚的画面，勾勒出了当下“红

红火火”的河北消费场景，紧紧贴合百姓生活。 

5.2. 融合创新，增强报道“形式美” 

新媒体逐渐成了受众接收信息的主要渠道，而以电视为代表的传统媒体，在影响力与话语权方面逐

渐式微[4]。加之技术的迅猛发展，推动了媒介技术手段的不断丰富。新的媒介技术手段更新迭代、日新

月异，无疑给传统媒体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新闻报道从传统媒介到新媒介的跨越，也必将迸发

出融合创新的火花。新闻报道传播凭借更优越的技术手段体现出更大的价值，新闻内容也将朝着更加精

细化的方向发展，带给观众更丰富的感受和体验，实现新闻报道的多元化发展。 

5.2.1. 多形态展现 
近年来，随着 5G、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出现，两微一端、短视频、Vlog 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在公众视野。在这样的大背景下，Vlog 逐渐被应用到新闻主题报道中，以可视化的形态，带给观众独特

的视听觉体验。 
Vlog 作为报道的新形式，以第一视角为主的记录方式激发了受众参与其中的热情，Vlog 在重大会议

事件报道中起到了大屏链接小屏、增加参与感的重要作用。近几年两会期间，Vlog 成为了“两会”新闻

报道中的主力军。2022 年两会中，央视主播说联播栏目推出了《海霞委员的两会 Vlog》板块，央视主持

人海霞以“政协委员 + 记者”的身份，通过 Vlog 形式向受众展现了驻地内包括她自己在内的政协委员

们的工作准备情况和生活日常。比如第一期《带你去驻地看看》，海霞委员以 Vlog 视角展现了一位委员

从抵达驻地到向大会报道以及办理入住的全过程，既对联播报道的内容做了充分补充，也满足了广大受

众对时政新闻背后的故事进行深入探究的心理，成为主题报道之后延伸出的极具传播力、影响力的融媒

体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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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 Vlog，短视频也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新闻报道表达形式，传统媒体转型纷纷瞄准这一新赛道：

一方面，加入快手、抖音等短视频平台，开拓新的传播渠道和表达形式；另一方面，加大自身短视频平

台建设，逐渐形成具有影响力的专业短视频新闻平台，为传统新闻主题报道搭建起新的内容架构形式。

例如河北广播电视台系列报道《春潮涌动再扬帆》，除了五集大屏主题报道外，还同步在其客户端冀时

上推出每集配套的短视频，以一些亮点的新闻内容，对主题报道内容进行补充和二次传播，在增加用户

粘性、扩大影响力、增强传播力上起到重要作用。 

5.2.2. 多平台联动 
联动报道指通过不同平台渠道的“组合拳”，最大限度地加深受众对主题报道接收的整体度，通过

不同平台的聚合式传播，使各渠道之间更深层次融合，扩大了传播的覆盖面，实现全媒体报道延伸，达

到内容高度聚合传播的效果。 
目前，各传统媒体已搭建起多平台的传播平台矩阵。例如，央视的“两微一端一网”，即微博、微

信、客户端、央视网，多平台发力，聚合发展势能。在重大主题报道中，央视通过手机客户端，借力网

站及多个频道的微信微博，全力打造重大主题报道的传播矩阵，多终端连接用户，实现短视频的跨屏传

播流动和立体化传播。而微博微信作为即时传播的信息载体，用户基数巨大，传播速度超快，无疑是重

大主题宣传报道的有力平台。例如，央视频微信公众号就积极利用平台优势为大屏内容主体造势，实现

短视频的互动性和社交性传播。另外，央视通过持续生产“微博话题”内容，引导受众对重大主题报道

进行评论、点赞、互动，增加受众的参与感，实现了重大主题报道的全媒体式传播，确保宣传报道的落

点延伸到每一位微博用户。以多个新媒体平台的联动，成功实现矩阵式传播，形成以新媒体的活跃度带

动主题宣传报道热度的良好态势。 

5.2.3. 多形式互动 
在互联网飞速发展的背景下，从年轻受众到老年网友，越来越多的受众倾向于在新媒体平台上发表

自己的观点，这给融媒体时代电视新闻主题报道的长足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交互传播条件。融媒体时代，

电视新闻主题报道的互动性也相应得到了有效提升。 
当前，传统的电视新闻栏目倾向于通过微信、微博、客户端、官网等多样化的社交媒体平台对大屏

节目内容进行二次传播，一方面，平台通过转发可以实现信息资源的共享，加速了新闻信息通过社交媒

体平台的流通效率；另一方面，利用平台社交性、参与性以及平民化的传播特质，可有效引导用户对节

目内容进行评论、点赞，体现受众对于新闻报道的态度和倾向，使受众拥有更多的话语权，也增加了其

与电视新闻内容的双向互动。 
借助微博、微信等社交平台，变传统单一线性传播为双向互动，不仅弥补了电视端传播存在的不足，

还增强了节目与受众之间的互动。类似这样多形式、多层次的交互传播，可以反哺电视新闻工作人员掌

握更多新闻反馈线索，最终形成所谓的“社交性分发”的有效传播互动形式，进而策划出更优质的电视

新闻主题报道。 

6. 结语 

总的来说，融媒体时代，电视新闻主题报道想要创造新意，需要在内容、形式和融合创新等几个方

面有所突破。平台的搭建、技术的应用，都是推动电视新闻主题报道转型升级的重要一环。而最为关键

的，还是需要新闻从业人员真正做到“以人为本”，转变思维，在融媒这一新的话语体系中，构建电视

新闻主题报道新的内容表达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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