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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媒体叙事方式作为当代信息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受到叙事者与受众发布和接收信

息的价值取向的影响越来越深。随着新媒体叙事的繁荣发展，新媒体叙事方式获得更新成长空间的同时，

叙事活动中的现实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本文将对当前新媒体叙事方式所处困境进行研究分析，以探索

新媒体叙事方式的优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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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contemporary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new media narrative mode 
is increasingly influenced by the value orientations of narrators and audiences in releasing and re-
ceiving information during the process of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With the prosperity and de-
velopment of new media narratives, while new media narrative mode has gained space for re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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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 and growth, practical issues in narrative activities have gradually emerged. This article will con-
duct research and analysis on the plight of current new media narrative mode to explore optimiza-
tion strategy for new media narrative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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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由于新媒体迅速发展，用户人群由媒介领域的专业人士扩展到大众群体，新媒体叙事方式的交融在

大众建立公共信念过程中的影响就愈发凸显出来。由于传播者缺乏深刻思考，传播内容过分关注娱乐需

求，对社会发展建设意义的重视不够，现代网络背景下发展的新媒体叙事方式已不再作为沟通信息与受

众的灵活程式，而成为表达放送者意志的机械工具，叙事方式的经济作用超越了文艺性和审美性，浓厚

的营销意味充斥了叙事场，叙事的虚构性被重组，信息传播的叙事意义面临巨大冲击。因此，调整叙事

策略、不断深化内涵、摆脱泛娱乐化，朝着触动人类情感本能、沉淀创造价值的方向前进，使新媒体叙

事指向人类精神引导层面、促进叙事变革，迫在眉睫。鉴于此，本文希望借助新媒体平台的主流传播模

式和内容创作者与接受者的联系状况，通过对新兴媒体现行叙事状态的重点分析，挖掘制约新媒体叙事

方式发展的因素，探讨研究新媒体叙事方式的优化策略。 

2. 新媒体叙事及主流媒体平台叙事方式的现状分析 

新媒体指使用互联网等技术手段，向用户提供信息和服务的传播形态。2022 年，中国互联网络信息

中心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22 年 6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10.51 亿，手

机网民规模达 10.47 亿，网络视频(含短视频)用户规模达 9.95 亿[1]。也就是说，互联网已成为现代社会

信息传播与接收的主要途径，且作为互联网主流传播形态的新媒体的新兴形式——网络视频的用户规模

占总体网民规模的比率已超过 95%，这意味着新媒体叙事面临着巨大挑战[2]。在新媒体从业者群体日益

壮大的背景下，新媒体叙事的更新发展不仅获得了信息传播者的重点关注，更拓宽了普通用户的视野，

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信息输出的队伍。作为现代社会用户网络信息放送与接受活动中关键一环的新媒体

叙事方式，在创作和接收层面发挥的作用也日益凸显。基于当前新媒体叙事模式构成要素的复杂程度和

自填式问卷数据的反馈信息，笔者尝试从当前主流媒体平台的信息传播模式、内容放送者的叙事技巧两

个维度对微博、抖音等热门平台的叙事模式现状进行分析。 

2.1. 新媒体叙事模式单一化 

在便携电子设备普及的今天，公众更多通过手机媒体获取信息，当前主流手机媒体平台主要分为社

交平台、问答平台、自媒体平台和视频平台四大类[3]。随着新媒体平台发展日益成熟，网络社区的开放

性和互动性日益明显，信息传播模式逐步在信息网络中稳定下来的同时，暴露出大数据算法推荐机制包

围下看似个性化、多元化的新媒体叙事模式的单一化。以微博视频号为例，一次完整的叙事活动主要包

括放送者的内容制作与发布和接收者的信息反馈，内容创作者只需要在这种“授受”活动完成后，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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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众反馈对叙事模式进行调整，最后确定信息传播的基本模式，而后按照信息接收者所喜闻乐见的叙事

模式放送信息即可。如此，新媒体叙事模式就日益固化：内容创作者每天对收集到的信息进行整理放送，

却始终使用相同的叙事模式，比如以博人眼球为要的“标题党”、贴标签带节奏的热度叙事；信息接收

者每天在既定的叙事圈套中反复获取单一的内容传达，单一的线性叙事思维贯穿放送活动。在今天，单

一的叙事模式几乎成为大多数放送者的创作导向，信息发布的即时性正在不断挤压信息传播的意义。 

2.2. 信息传播模式机械化、技巧化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电子设备的普及，新兴媒体的个性化、多样化信息传播超越大众化信息传播面

向个人，并催生出自媒体博主这一新兴职业，实现了媒体和受众的双向传播。但是在大数据算法推荐机

制的包围下，个性化内容的推送更多围绕信息接收者的现实需要，忽视了信息传播的发展性意义。比如

网络媒体就在传播信息时表现出鲜明的定制性和交互性[3]。以头条号为例，信息发布者一般通过收集时

下热点进行包装来获取阅读量。首先找好定位，如文学类、娱乐类等；然后确定时间，围绕近期公众关

心的事件进行梳理；最后做好排版发布。整个叙事活动充满了叙事者围绕市场需要对叙事经济价值和艺

术价值的衡量，信息接收者看似被“个性化”信息包围，却始终在接受同样的意义表达，“差异化”的

时效叙事使整个信息场充斥着相似的信息内核，叙事缺乏内涵，叙事方式沦为机械工具。 
随着传统媒体对信息的转载在互联网时代的冲击下逐渐失去竞争力，新媒体的日益壮大使信息速递

成为现实。新媒体的日益发展成熟，不仅为人类提供了广阔的信息来源，也成为了用户信息输出的网络

载体，用户发展为收受合一的信息传接者，具体传播形态如以满足社交需求为主的社交类媒体，该类新

媒体平台在叙事结构上表现出显著的互动化和个性化[3]。比如问答平台知乎，知乎平台的叙事者通过收

集整理时事，根据算法创作放送，而用户按照需求进行关键词搜索后即可得出最新结果，甚至有专人在

线解答疑难问题，笔者曾尝试现时发布问题，在短短几十秒内就收到答复。问卷调查对象的使用需求和

关注点也印证了用户搜索信息的即时性和指向性，反映出信息传播的交互性和个性推送技巧特点[4]。 

2.3. 新媒体叙事模式功利化 

新媒体语境下，互联网信息传播越来越表现出“短、平、快”的碎片化特点，公众思维不免受到影

响，新媒体叙事的功利性倾向越来越显著[3]。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为读者展现的“闹

剧”证明了事件的真正内容会在不同对象利益的冲突产生的具体形式之下发生不可预见的转变[4]。新媒

体叙事活动中以盈利为创作目的的放送者表现出了对传统媒体叙事特点的继承，当下信息传播以经济需

要为指向，借由具体的叙事形式来表现大众所希望见到的普遍意义，从而牟利。席卷市场的聚合类媒体

使信息共享与信息交互成功接洽，信息放送者通过互联网向用户提供信息和服务，甚至催生出了“内容

创作者经济”。然而碎片化时代的信息传播，往往需要在几分钟甚至几十秒内完成叙事活动的现状，对

信息的可用性提出了巨大挑战，叙事方式的身份发生了转变。以抖音短视频为例，短视频创作者的艺术

表达已经实现“千人千面”：根据不同用户的个人化需求推送各种各样的视频信息。比如以浮夸运镜技

巧吸引受众的技术流视频、以引导受众思考为痛点的框架式解说类视频、以抑扬为基调的套路化美妆视

频以及娱乐八卦视频和搞笑视频等等。聚合类媒体以见缝插针式的碎片化信息传输推动了新媒体叙事者

经济的发展，内容创作者基于个人利益目的对信息接受需求进行统计的行为，使信息传播环境成为信息

交易所，叙事缺乏实质性意义，叙事方式在叙事活动的现代化中蜕变为大数据算法的利益工具，信息传

播成为信息放送者的获利途径。 

3. 新媒体叙事方式的困境分析 

加西亚·马尔克斯说：“在同人类的弱点和缺陷做斗争时，难免会出现一些困难时刻”[4]。在新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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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叙事活动中，作为沟通和联系信息与接受者的信息放送者承担着有效叙事的重要责任，信息发布者的

叙事策略和价值取向在很大程度上引导着受众的思考走向和社会舆论的发展。尽管新媒体叙事的出现使

信息接收者的地位发生变化，但信息接受主体仍然存在被动性的表现，大多数受众始终处于等待地位接

收信息。因此，信息传播中放送者的主导性会更加突出，同时这也使信息传递的单向主观视角成为主流

叙事特性，更容易引起对立视角下的网络纷争，且在受到利益裹挟的信息市场也很难真正得到解决，比

如网络暴力现象。基于上述分析和自填式问卷调查结果，笔者尝试从新媒体叙事两大人群入手，归纳探

讨导致新媒体叙事方式发展陷入困境的因素。 

3.1. 披着个性化信息躯壳的引导性叙事 

根据问卷调查数据，超过一半的调查对象认为叙事环节在新媒体叙事过程中具有相当的兴趣引导作

用。43.07%的人表示叙事视角的差异对信息接受体验的影响不容忽视，45.99%的人也表示有一定影响。

由此可见，新媒体叙事虽然以满足目标人群不同需求为主，但是叙事方式的差异化对用户体验仍存在审

美引导。由于受到流量裹挟且一种叙事方式适用于多个平台、多种信息传播，放送者的信息输出看似围

绕市场需求，实际是为了创造经济利益，传播内容以吸引流量为目的，信息启发性不强，可读性、实用

性较弱，单向度和主观性叙事成为主潮，信息传播误差现象数见不鲜。典型如“流言叙事”[5]，信息放

送者常常抓住用户的猎奇心理，通过夸张的营销手段引导公众舆论，从而获取流量，却忽略了诱发网络

乱象的风险。因此，尽管信息来源的扩张和受众存在不同审美倾向是使信息传播发生变异的重要因素，

但是全民化的内容放送主体伴随极强目的性的叙事素养差异使得整个新媒体平台市场都充斥着信息的流

散，被叙对象的本来面貌湮灭在所谓“审美”汪洋中，个性化信息推送本质上是内容创作者借大数据推

流机制营利的工具。 

3.2. 重复叙事现象泛滥，叙事模式同质化 

调查报告显示，95.63%的人认为新媒体叙事策略和呈现形式在叙事活动中具有重要作用，24.09%的

人表示叙事技巧影响着信息接收的准确性和有效性。由此可见，新媒体叙事方式在人们接收信息过程中

占据着重要地位，新媒体叙事不仅承载着更多期待，也面临着协调需求与创作导向的巨大挑战。自新兴

媒体蓬勃发展以来，其鲜明的交互性使信息共享和即时传播成为现实，却也扩大了叙事内容被其他人搬

运或进行再创作叙事的风险[3]。平台用户的个体化促进了“中间受众”的发展，叙事主体多元合作。放

送者身份授受合一、协同生产，导致信息真实性和准确性存疑、“复述”叙事频出，诱发抄袭问题[6]。
多元化叙事表现出相似的叙事内核，同质化信息重复出现，叙事套路化、格式化。叙事场充满了“旧瓶

装新酒”式的娱乐和经济指向，缺少特色叙事。 

3.3. 流行病学传播模式占据新媒体叙事的主导地位 

根据问卷数据，67.89%的人认为叙事方式会影响用户对叙事内容的体验，59.12%的人注重新颖的叙

事视角和表现形式，71.53%的人更喜欢顺叙阐述，这也推动了新媒体叙事方式的固定化。新媒体时代，

网络对全人类的兼容性促进了个人化信息的分流与扩张，导致了叙事活动中流行技巧泛滥，引发了传播

性叙事，严谨的叙事结构和故事逻辑不再是内容创作的必备特征，追求热点搅乱了整个创作市场的主流

趋向。内容创作者从利益角度出发，信息传播以引流为主要目的，信息放送的分区设限不明，扩大了网

络信息对低年龄段用户人群的不良影响，所谓“青少年模式”成为摆设。此外，网络平台对信息传播的

审核缺乏实质性作用，市场管控停留在文字禁令层面，并未真正落到实处。低效甚至无效的信息分类甚

至引发了类型信息在传播过程中的周期性风靡，如同流感传播[5]，盛行一时却内涵不足，这种叙事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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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条的“圈层文化”呈现出显著的泛娱乐化特征[3]。新媒体语境下，信息传收的合体性用户陷入了经济

圈，大众审美集合化加速了叙事模式的固定化，流行病一般的信息传播席卷叙事场[7]。 

3.4. 信息接收者的“期待视野” 

72.35%的问卷调查对象表示新媒体叙事方式影响他们对叙事内容的记忆，往往更符合信息接收者期

待视野的叙事更能在他们脑海中留下更久更深刻的印象，但是“期待视野”的存在是以放送者的叙事手

法为依托的，新媒体叙事的胜利是信息传收两端共同作用的结果。随着文盲减少，电子设备智能化程度

越来越高，一批旧时代的新媒体用户涌入市场，受众取向的兼容会促进信息的正能量导向与热门讨论倾

向的交叠，为内容创作者提供收益空间，虚构性叙事几乎成为了虚假叙事。针对人的同情心、猎奇心和

预警心理的真假难辨的煽情叙事、咆哮叙事和先知叙事涌入市场，而“令人唏嘘”的虚假信息一旦广为

人知，没有足够传播力和影响力的修正故事是难以扭转看客观念的，“期待视野”的存在会使信息纠正

后仍然保持着原有的叙事影响。 
综上所述，信息发布者及其引流叙事的第一影响力导致无意义叙事遍布社会，新媒体叙事活动依赖

信息流行趋势等附属元素导致新媒体叙事乱象频发，叙事模式缺乏异质性，信息传播内涵不明，信息传

播的社会意义被忽略。 

4. 新媒体叙事方式的优化策略分析 

罗兰·巴特说：“叙事超越国度、超越历史、超越文化，犹如生命那样存在着”[7]。由此可见，叙

事无处不在，而叙事手法作为沟通叙事者与接受叙事对象的桥梁，在人类信息接收与信息传播方面的作

用更加不可忽视。新媒体语境下，新媒体叙事存在的问题主要来源于艺术传达的差异与利益驱动，叙事

模式的固化现象、内容创作者的利益倾向和受众群的立场差异都是影响新媒体叙事活动的因素。笔者通

过发布问卷，结合相关文献，尝试归纳新媒体叙事方式的调整策略。 

4.1. 明确叙事意义，尝试全知叙事 

法国著名叙事学家布雷蒙提出了“叙事序列”的概念来作为叙事的基本单位。复合序列中的两面式

指出：“观察角度的转换可以将事件的复杂性充分地揭示岀来”[8]。由此可见，在新媒体叙事活动中，

叙事方式的多向度转换在揭示信息复杂性上的重要作用。问卷结果也显示，50.36%和 49.64%的调查对象

分别表现出对不同观察角度的喜爱，这说明信息接收者对叙事视角的选择存在差异，更证明了叙事方式

的多元化更能够使网络信息的全貌得到更广阔的展示空间。例如因为染发庆祝考研而被网暴自杀的女孩

一事就体现了叙事角度变换产生的蝴蝶效应，由于放送者在不了解事件全貌的情况下大肆传播流言，大

多数用户也在视角差异的限制下对事件进行了主观的评论，沦为内容传播者的经济效益来源。作为信息

传播的第一责任人，新媒体从业者应当关注信息的复杂性和完整性，认真审视信息传播形式、考量信息

对社会舆论的影响，在放送信息时尽力还原事件原貌。 

4.2. 找准定位，走出创新叙事之路 

55.47%的问卷调查对象表示新媒体叙事表现形式单一重复，认为信息表现形式套路满满，叙事方式

缺乏异质性。《讲话》指出，“文艺创作存在着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问题，存在着机械化生产、快餐

式消费的问题，但是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文艺工作者要志存高远，随着时代生活创新，

以自己的艺术个性进行创新”[9]。基于此，笔者认为新媒体工作者需要在时代洪流中找到自己的定位，

对现有的叙事方式进行革新，尝试形成自己的专属叙事模式，正如弗洛斯特法则“在筑墙之前应该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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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什么圈出去，把什么圈进来”[5]。内容创作者可以尝试将指示性意象的选择、叙事方向、主要受众群

等多重要素与信息内容有效结合起来，定位信息的核心，再进行信息传播。比如网络原创博主，就是一

个成功以个人艺术特性进行独创叙事的案例。正是因为海量的多元化信息和浮躁不安的社会现状使叙事

的效用发生了实质调转，虚假信息大量涌入市场，抄袭现象频频发生，叙事活动才应该打破常规，跳出

线性的叙事结构，发展立体化生产[6]。因此，新媒体平台从业者应当静下心来认真创作对人类社会真正

有意义的信息，朝着复合叙事的方向发展，挖掘叙事的价值。 

4.3. 战胜流行病模式，进行深度叙事 

在个人意见栏，大多数问卷调查对象都表示新媒体叙事应该将革新方向指向叙事策略，认为叙事路

径和叙事结构的安排对新媒体叙事具有深刻的影响，叙事的成功不仅需要一个优秀的故事内核，更需要

贴切的叙事技巧。结合对现代叙事的分析，笔者认为，放送内容在创作阶段的技巧构造导致了公共信念

的对峙，承载着信息传播的价值标准的内容创作者要反抗荒诞的利益中心论，摆脱固步自封，明确艺术

性在叙事传播过程中的主导地位，在现实生活中追求情感表达。正如数学领域的六度分隔理论，用叙事

的眼光来看该理论，即叙事者以五次传播达到了叙事的目的，叙事的意义在于找到目标对象，叙事方式

则是沟通二者的桥梁。也就是说，内容创作者可以尝试在流行病一样的信息洪流中明确叙事意义，以富

有感染力和容易引起受众共鸣的叙事方式探索信息传播的深度，从而抓住信息接收者的注意力，在碎片

化时代实现情感的传播[10]。 

4.4. 探索经济利益与社会效益，发展通约性叙事 

安德鲁·佩蒂格里在《新闻的发明》中谈到口头媒介时，举例布道坛——“布道在形塑阐释方面能

发挥关键作用”[4]。可以说，正是叙事方式为放送者提供了一切引导舆论的可能，而放送者的叙事指向

个人需求则体现了信息接收者“期待视野”的诱导性。现代社会是一个好消息和坏消息都借助新媒体叙

事框架来解释的时代，内容创作者的信息放送不仅体现着人类需要，更传达着精神情感，人们在新媒体

社会追求灵魂共鸣，所以支持新媒体叙事发展和内容创作者群体的扩张。而信息放送者对个人的利益的

追求，使信息传播充满了浓厚的营销意味，叙事方式的经济性逐渐超越了文艺性和审美性，成为放送者

牟利的机械工具。鉴于此，笔者认为，新媒体叙事从业者应该明确社会主流价值观，在碎片化时代中找

到舆论站位，努力促进人类精神的良好塑造与公共信念的坚定，挖掘经济收益和社会效益的共赢策略，

深入叙事活动中内容创作的沉浸及对接收者的持久影响[11]。《叙事的虚构性》中有这样一句话：“叙事

有权解释而不扭曲事件的意义”[7]。信息放送者可以尝试打破娱乐审美的界限。叙事者可以立足事件内

容，以有效的叙事方式创新给受众带来有内涵的叙事，既能获得保障性的实质收益，又能兼顾叙事的公

共意义。此外，叙事主体应该明确好为社会创作精品的发展方向，唱响时代主旋律，经营社会效益中的

经济利益，从共赢视角出发，挖掘叙事意义。 
总之，内容放送者与信息接收者绑定为利益共同体是新媒体叙事发展的前瞻性趋势。内容创作市场

需要综合经济利益与社会效益的有效叙事。比如东方甄选直播间和刘畊宏直播的爆红，前者在电商直播

中展现了思想者的成功转型，在传输知识的同时，助农收益；后者在提高全民运动自觉中创造收益。他

们能够从众多内容创作者中脱颖而出绝不是偶然，而是守正创新的思维和用心叙事的结果，他们的思想

深度和价值取向值得所有新媒体从业者学习。 

5. 结语 

综上所述，在当今新媒体空前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新媒体叙事平台的扩张，使得人们接受信息的渠

道不再单一化，便携电子设备的普及更使网络信息传播更加便捷和低龄化，新媒体的发展打破了传统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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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文艺形态，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新媒体叙事形式的发展变化不仅代表着信息传播形态的进步，更

凸显了受众对叙事要求的提高。要知道“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也应该是社

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作品”[9]。新媒体叙事应该追求经济收益与社会效益的平衡，创新叙事策略，

将经济叙事与人民叙事有效融合起来，才能在新媒体时代赢得叙事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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