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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已经从疲于应付拍摄任务转到开始注重拍摄技巧、

注重画面的构图和光线的配合。正是这种转变，让笔者

朝着更深的技能、技术、技巧领域发展。也正因为这样，

中央电视台、浙江卫视的很多老师前来诸暨采访时基本

上都不带摄像记者，指定笔者配合他们拍摄并完成报

道。正是这样一次次的锻炼和提升，让笔者更加有信心

将自己的摄像专业做专，将每个报道的画面拍好，让电

视新闻报道的优势显现出来。

二、填补不足，让业务更强

作为一名科班出身的摄像记者，笔者深刻地意识到

自己的薄弱环节，那就是自身并没有系统学习过新闻理

论和业务，更在文稿撰写上缺乏锻炼。这就需要自身在

完善摄像专业技能的同时，来弥补这一短板。

在媒体融合大背景下，笔者一直在强化自己的新闻

理论和业务学习，以全面提高综合素质。为此，笔者开

始关注新闻业务理论前沿，认真从中央、省级等媒体的

优秀新闻中学习对视角的把握，不断提高自己的新闻采

访和写稿技巧。同时，《新闻学概论》《新闻采访学》《新

闻写作》等专业书籍成了笔者工作之余充电的“食粮”，

在不断学习中，笔者对新闻理论和新闻写作的基本概念

都了然于心。

同时，笔者也虚心地向身边的同事求教，并在配合

文字记者拍摄的同时加强现场学习。在采编实践中，笔

者慢慢开始适应独立采访、独立写稿的新常态，也开始

理解新闻要从鲜活的事例切入，要从正在发生的事件导

入，以小见大，管中窥豹，这才是新闻的常规模式。同

时，笔者在独自采访过程中也开始探寻关键细节，寻求

故事的发展脉络，采制更多的鲜活报道。这几年来，笔

者每年自己独立采、拍、写、编的稿件已经超过百条，尤

其是去年一年就有30多条，其中独立采写的大唐招聘

会、台湾学子研学游等单条消息报道在本台的审片打分

中都被定为甲级稿。正是通过这样的采编实践，笔者慢

慢补足自己的短板，朝着业务能力更强的目标靠近。

三、紧跟风口，让融合更“深”

在媒体融合背景下，短视频和新媒体直播成了传播

体系中的新风口。包括报纸、广播、电视在内的传统媒

体都开始深耕短视频和新媒体直播业务，而这两项业务

又与电视摄像的业务领域高度重合。所以，对于摄像记

者来说，如何在短视频和新媒体直播业务中提升自我，

成了自我业务素养提升的全新课题，更是适应媒体融合

的一个必由路径。

如何做？笔者认为还是要从学习开始。在很长一

段时间，笔者在工作之余花了很多时间去观摩梨视频、

今日头条等媒体平台刊播的一些新闻类短视频，学习他

们的创意和剪辑技巧。与此同时，从非新闻类短视频中

也汲取了不少的“营养”。

在随后的采编实践中，笔者除了完成日常电视新闻

的采编业务外，将更多的时间放在了短视频的创作上。

在采访过程中，对于一些适合创作成新闻类短视频的素

材，笔者会第一时间处理素材，通过快剪制作出一个短

视频版本，在本台的新媒体平台上第一时间推发，而这

样的操作程序也慢慢变成了专业自觉，很好地体现了融

合的改革要求——“移动优先”。如在梅汛期，笔者拍摄

了本地水库泄洪的壮观画面，在拍摄结束后就率先制作

成短视频推发，一个小时内阅读量超过3万。与此同

时，笔者还积极参与创意类短视频的创作，先后主持完

成或协助完成了《爆笑记者节》《猛狮行动》《最好的礼

物》等优质短视频。

而在新媒体直播业务方面，笔者从2017年开始参

与各类直播节目。与日常的新闻拍摄和短视频创作相

比，直播节目对于合作能力的要求更高，因为现场突发

情况随时可能有，所以团队的配合至关重要。为此，在

笔者建议下，笔者所在的新闻部也专门成立了新媒体直

播团队，推出了一批新媒体直播“爆款”。让笔者记忆深

刻的就是抓捕老赖的系列直播，每次直播在线收看的人

数都超百万，而在现场不间断拍摄的一个多小时中，包

括笔者在内的几个摄像记者就一直举着机器，可以说每

个人都非常辛苦。而这样的辛苦也成了每次新媒体直

播的常态，到目前为止，新媒体直播团队推出的每一场

新媒体直播笔者都没有缺席，并且逐渐成长为摄像统筹

组长。

综上所述，对于一名摄像记者来说，在媒体融合的

新变革中，应该强化学习，在立足自身专业领域将摄像

技能进行强化提升的同时要注重补齐短板，尝试开展独

立采访和独立写稿，向全媒体记者转型。同时紧跟媒体

融合之后的产业新风口，在短视频创作和新媒体直播业

务上多下功夫，让自身的专业技能在更多的融媒体作品

中得到呈现。■
（作者单位：诸暨市融媒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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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绘观察

摄像记者是电视新闻采编体系的重要力量，主要负

责电视新闻画面拍摄和后期剪辑。笔者在大学期间学

习电视摄像专业，作为单位里为数不多的摄像科班生，

入职以来一直担任摄像记者。媒体融合改革后，笔者在

采编实践中对于如何更好地提升业务素养有了更多的

感受。

一、主攻摄像，让专业更专

即便是在融媒体时代，电视媒体依然是不可或缺的

一个媒介平台，电视新闻也同样占据着一席之地。因

此，对于摄像记者来说，在业务提升过程中的首要任务

就是要专攻摄像，让专业更专。

在日常的采编实践中，笔者抓住一切有利的机会学

习。无论是观摩国内外优秀新闻作品，还是配合上级台

完成拍摄任务，笔者都注意学习其构图技巧和画面语言

勾勒，并且将他们的经验与自己日常实践结合起来进行

思考，以提升自己的专业素养。

经过多年的岗位历练，笔者觉得自身现在的工作状

媒体融合背景下摄像记者业务素养提升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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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传统电视业务的采编实践中，摄像记者往往只承担拍摄和剪辑的任务。但是在媒体融合的大

背景下，传播格局的裂变需要包括摄像记者在内的一线采编人员向全媒体记者转型，不断提升自身的业务素

养。本文以笔者自身的采编实践经历为研究样本，从主攻摄像、补齐短板、紧跟风口等角度展开探析，试论媒体

融合背景下摄像记者业务素养的提升路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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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需求，不断强化自身的业务素养，力求熟练掌握

各种信息设备和图片编辑软件的操作技能。

2.抓住时代机遇，促进新闻图片的产业化发展

新媒体时代对于摄影记者来说，不仅带来了严峻的

生存挑战，更提供了众多的发展机遇。新媒体环境下，

摄影记者更应抓住转型的有利时机，对传统的工作方法

进行创新，以更好地提升工作能力。

具体来说，面对新媒体格局，摄影记者应该迎难而

上，抓住时代机遇，积极应对挑战，让自己走出困局，拓

展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进而在新媒体领域继续发光发

热、创造更多精彩。比如，目前很多新媒体平台都开设

了专门的图片栏目，点击量和转发量都非常高，是受众

喜爱的新闻形式，这就是具有代表性的新媒体时代机

遇。摄影记者应该从中受到启发，拍摄新闻图片之后根

据自己对新闻内涵的理解优化图片的呈现方式，如将单

一化的图片优化为图文结合、图片合集等形式，读者通

过图片就可以了解大致的新闻内容。细化来说，在面对

一些重大新闻事件时，新闻记者应从专业视角出发，将

新闻内容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对整个事件进行集中报道，

拍出更具视觉冲击力的摄影图片，并在此基础上，为每

一张图片进行深度解读，应以简单的文字揭示出深刻的

内涵，从而使受众通过对连续性图片的观看，就可以对

新闻的动态发展过程有一个清晰的了解和认知。在新

媒体环境下，摄影记者应确保新闻图片的产业化发展。

三、总结

综上所述，在新媒体时代，人人都是新闻素材的收

集者和传播者，新闻图片的拍摄只需要一部智能手机就

可以完成。因此，摄影记者若想获得长足发展，需要尽

快转型。应突破传统工作方式，谋求更广阔的生存空

间，并充分考虑新媒体对摄影工作的要求和新闻受众的

需求，不断强化自身的业务能力和信息素养，把握时代

机遇，构建新闻图片产业化体系，从而实现摄影记者在

新媒体时代的成功转型和稳定发展。■
（作者单位：曲靖日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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