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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界聚焦

体育新闻传播是新闻传播领域的一个重要分支，随着信息

技术的发展，体育产业与媒体传播紧密融合，在讲好中国体育故

事、提升国家软实力上大有文章可做。

媒体要创新运用直播等新媒体技术，打造精品体育栏目，更

好迎合网络用户群体对全球范围体育新闻传播报道的需求。融

媒背景下，用户的娱乐化需求有所增长，但体育新闻报道不应过

度娱乐化，必须加强对体育新闻娱乐化倾向的深入思考，积极弘

扬先进体育文化精神，追求赛事报道的现场感和权威性，以“更

快更高更强”的体坛信条为指引，深挖体育新闻文化内涵。

融媒背景下的体育新闻传播研究

摄绘观察

探 求 新 闻 理 论 创 新 媒 体 发 展

主办 辽宁报刊传媒集团（辽宁日报社）

辽宁省新闻工作者协会

03 浅谈网络体育新闻传播 李 臻

05 浅谈体育新闻报道中的人文关怀 钟 娜 丁 盛

06 体育新闻报道中的娱乐化倾向研究 姚依伯

08 新媒体环境下的体育新闻传播研究 杨 泽

是一些体积较大的摄像器材，只能把机器扛在肩上，以

便加快速度。这往往会造成画面不太稳，有时会虚，但

在构图上有较大的随意性。笔者担任本片的总摄像工

作，一开始也找了很多纪录片和专题片作为参考，希望

能够找到这类片子的特点，这种特点不是创作规律，而

是这种片子约定俗成的视觉经验。

在老红军余新元家里拍摄场景时是手持拍摄的，某

种程度上来说，手持摄像机的灵活性更适于表现真实

感，也可以在老人活动的时候灵活移动。

这组画面是单机拍摄，余新元老人已经90多岁了，

参加过“9·3阅兵”，当时场景是雷锋出租车队队长李庆

良去家里看望余老，这里突出表现人物之间的亲密感。

对老人敬礼的镜头处理得很慢，他走路的速度也很慢，

拍摄的镜头是静止的，机器没有移动。而在开场部分，

使用了一个长镜头，这样的处理可以表现出他们最真实

的一面。

在拍摄余老时，尝试创造一种包容一切的柔和感，

来弱化光线的方向性，捕捉余老情绪的变化和动作上最

轻微的颤抖，感受他的情绪，不管他在哪个场景里，都尽

量突出他这种最真实的样子。

二、通过镜头突出人物情感

就摄像方面来说，导演组并没有因为它是主旋律的

题材而做什么特殊的处理，还是根据片子里的12位与

雷锋有关系的人来确定拍摄方向和风格，同时因为把片

名定为《雷锋在鞍钢的423天》，这个时间概念反而给了

摄制人员更多的创作灵感。

在表达情感时，会选择近景或特写，让摄像机贴近

被摄人物，把他们的情绪直接表达给观众。易秀珍老人

如今快80岁了,她是与雷锋坐一列火车到鞍钢的湖南老

乡,也是雷锋工友，笔者并没有在情感线上再去做过多

的影像处理，而是把她在几个阶段里如何跟雷锋在一起

工作、学习及她的成长背景统一到一个情感中来服务主

线，在这里用了大量的特写镜头切入，直逼人物的内心

情感世界。

从视觉呈现上来说，摄制人员必须知道如何通过镜

头或灯光和角色产生情感上的联系。手持拍摄所带来

的轻微晃动感能让画面所传达出来的感情更加真实，更

拉近观众和片中人物的距离。

如90岁的鞍钢化工厂退休工人房洪瑾到社区捐

款，但社区书记恰巧不在，房洪瑾仍然坚持要把捐款送

到三楼工作人员手中，这时手持拍摄所带来的晃动感使

观众更加深刻地感受到房老的坚韧与执着，摄制人员此

刻的视角已经从观察者变成了体验者，期待房老能够完

成萦绕在他心中的愿望。

另外还可以通过光线赋予人物不同的情感氛围，在

室内采访时笔者用小光比明暗差距小的原理，让人物显

得更自然，反而大光比对比强烈，就更容易刻画人物内

心的复杂情绪。

三、用镜头结构带出主题

片子最困难、最费时的镜头不是片子的开头部分，

而是一组回忆的镜头，对于如何描绘不同的时刻以及如

何实现从一个场景叠化到下一个场景的转换，摄制人员

都有着非常具体的想法。

在纪录片中，为了表达特定构想和理念，会选择用

长镜头来拍摄，《雷锋在鞍钢的423天》中，北煤车间的

一幕采用长镜头，摄制组找到一张很久以前的老照片，

通过确认，是雷锋生前工作过的地方——鞍钢炼焦总厂

北煤车间。经过寻找、比对，终于找到当年拍摄照片的

地址，经过反复试验，最终完成一个时间大跨度的相似

体衔接镜头，虽然这组镜头不是太长，但还是拍摄了两

个多小时，因为这个镜头的落幅要与老照片无缝衔接，

这一组镜头的组接深刻表达了片子的主题，即使时间走

过了60年，也无法回避，使片子想传达的主题非常明显

地显示出来，确保在那一刻有回忆感，让画面更诗意、更

有触发点。

纪录片是按顺时序拍摄而成的。作为电视创作者，

总是不停地要对镜头进行剪切、连接和调整，总之,就是

在处理时间概念，《雷锋在鞍钢的423天》这部纪录片，

也就是一个关于时间的纪录片，时间对于纪录片创作来

讲，是很重要的因素。

同时，在这部片子中，摄像师更多采用了年轻人的

视角及叙事方式，用当下观众可以接受的叙述方法来重

新结构画面，再加上亲历者的访谈，努力让观众理解那

个时代年轻人的选择。

《雷锋在鞍钢的423天》制作周期之短、任务之重在

笔者此前的创作过程中几乎从未有过，对于每一位参与

其中的人来说，都是一次尝试、学习的机会,而对于310

工作室这样一个新的创作团体来说，也是一次锻炼队伍

协作能力的机会。每个人都将自己的力量发挥到了极

致，拧在一起，形成一股巨大的能量。这不仅使团队圆

满地完成了这部纪录片的创作，为鞍山广播电视台争得

了荣誉，也使得每个人都体会到了团队的力量所带来的

温暖和感动。■
（作者单位：鞍山广播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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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绘观察

2019年3月6日晚，由鞍山广播电视台310工作室创

作的纪录片《雷锋在鞍钢的423天》第一集在鞍山广播电

视台新闻综合频道播出。这部时长为三集、每集15分钟

的纪录片从策划到播出只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很少有

人知道，在这一个月中，片子的整体结构和时长历经了数

次修改与变动。它的诞生，凝结了工作室的辛勤汗水。

为观众留下了一段关于雷锋的洒满阳光的记忆。

一、人物和结构相辅相成

拍摄纪录片不能大张旗鼓,摄制组不可能非常庞

大，器材也不可能非常多。避开喧闹的环境，在艰苦的

环境中完成制作，有时候为了抢拍就不能使用三脚架或

如何用镜头语言表现叙事技巧
——以纪录片《雷锋在鞍钢的423天》为例

□马洪涛

【摘 要】电视镜头语言是一种独特的视像语言,它的呈现方式与文本语言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作为一种视

听综合艺术,它有自己独特的技巧。纪录片本身固有的表现手段只是作为一种叙事的载体、形式, 它的叙事策

略来源于对视觉艺术的探索,而新技术的提供、叙事方法的不断突破则是电视从业者对纪录片叙事模式不断调

整的动力。纪录片作为对现实精彩生活的一种表现方式,从镜头语言和叙事技巧进行融合是许多电视工作者

的追求,笔者以纪录片《雷锋在鞍钢的423天》中的片段为例,把镜头语言与片子所表现的叙事内容进行合理融

合, 用镜头语言呈现故事,从而提高摄像师在掌机拍摄纪录片时的叙事能力。

【关键词】人物和结构 镜头 人物情感 主题

进行合成。真实传递信息是新闻工作者的职责，不可为

了流量而对图片进行过度修改，应该把最真实、最自然

的场景记录下来。

四、及时捕捉新闻瞬间影像

新闻摄影的精髓在于以一个瞬间来反映整个事件，

这就要求摄影记者比文字记者具有更强的新闻敏感

性。生活中许多美丽的瞬间一闪即逝，这些美丽的瞬间

是人们非常向往的，怎么将这些美丽的瞬间留住值得探

讨，这就需要新闻记者利用新媒体时代的一些高科技工

具去捕捉瞬间，这对新闻摄影记者的综合能力提出了较

高的要求。

新闻摄影记者应该学会多种摄影技巧进行新闻作

品的创作，通过多种工具的组合和多种摄影技巧的使用

拍摄美丽的瞬间展示给广大受众。

只有善于培养自己敏锐的观察力和预测能力，才能

让图片出奇制胜，赢得认可。摄影记者可以在一些特定

地点设置相机，因为新闻一闪即逝，这样的拍摄工作可

能进行很久都没有结果，这是对摄影记者心理素质的一

种考验。

五、结语

无论是平面媒体还是电视、网络媒体，一张极富震

撼力的新闻照片往往才是吸引大众眼球的重点，可谓

“一图胜千言”。对于新闻记者来说，摄影能力便成为一

项必要的技能。

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对我国新闻媒体摄影行业的发

展提出了更高要求，摄影记者面临的挑战是来自各方面

的，摄影记者应该在挑战与机遇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

力，学习各种新型的摄影技术，利用互联网技术，对摄影

题材进行一定程度的创新，争取最大程度上为受众创作

出更好的作品。■
（作者单位：曲靖日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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