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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界聚焦

以“脚力”勤快深入、以“眼力”发现精微、以“脑力”深思熟

虑、以“笔力”表达呈现，生产更多更丰富的精神食粮，对新闻工

作者而言，是本分所在，也是职责所在。

如今，宣传思想战线正进入守正创新的重要阶段。主流媒

体编辑记者要提高政治站位，自觉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

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要不断增强“四力”，从牢固树立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高度理解“四力”，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工

作导向融入“四力”，在融合发展、创新发展中体现“四力”；用最

真实的镜头、细腻的笔触，描绘基层群众的生活，提升新闻报道

的感染力、引导力。

“四力”相融 放大主流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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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强“四力”吃透“两头” 弘扬主旋律提升引导力 李 越
05 在新闻实践中理解践行“四力” 田 嘉
07 媒体融合时代新闻记者如何锤炼眼力 李石珊
08 “四招”提升市级党报影响力 施恒青
10 县级融媒体从业者如何增强“四力”做好宣传工作 陶鸿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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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声明
一、来稿请以电子文件形式传邮箱，注明作者的

真实姓名、工作单位、联系方式。投稿时请注意认清

本刊标注的邮箱，相关事宜可致电编辑部咨询、核实。

二、文稿务必符合学术规范，请各位作者严格

按照国家标准《信息与文献 参考文献著录规则》

（GB/T 7714–2015）进行注释。若发现有抄袭或

参考文献著录不规范现象，一律不予发表。

三、来稿文责自负，如有侵权，作者自行承担责

任。切勿一稿多投，如需撤稿请及时发邮件说明。

播，但也使网络信息呈现出碎片化和泥沙俱下的特征，

这对新闻工作者辨别信息真伪来说也是一种考验，同时

使信息监管的难度不断加大。

2.新闻摄影传播范围进一步拓展

在新媒体环境下，人们使用网络就能够随时随地进

行信息传播及互动交流。利用互联网平台，每个用户都

可以分享图片信息和文字信息，推动了信息二次传播。

受众既是传播者，也是信息接收者，这样一来就拓展了

传播范围，进而提高了新闻摄影的影响力。

3.新闻图片价值被进一步放大

在新媒体时代，使用网络技术与数字技术，就能进

行在线传播与发布，提升了新闻报道的时效性，增强了

新闻的吸引力，使新闻图片的价值得到全面展现，这是

新媒体背景下新闻摄影的最大优势。

三、新媒体时代新闻摄影的发展策略

1.树立新理念，抓住新机遇

新媒体时代，要想全面提升新闻摄影质量，摄影记者

就必须树立全新的观念，从创新的视角来开展拍摄工作。

目前，新闻信息传播范围较为广泛，受众的主体地

位越来越高，摄影图片主要是为了满足受众需求，所以

摄影记者应充分考虑受众对图片信息的喜好。

摄影记者应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转变思想观念，

改进工作作风，拍摄图片的过程中要站在受众的立场考

虑，找准受众的关注点，用充满创意和内涵的新闻图片

引发受众共鸣，使报道更有深度。

摄影记者要努力挖掘新素材，拓展新角度。摄影记

者要奋战在一线，只有深入现场，才能发掘新闻真相，提

升其图片的社会关注度。摄影记者只有合理选取拍摄

角度，才能获得独特、新颖、让人眼前一亮的新闻图片。

2.强化新闻意识，提高新闻摄影的专业性

新媒体环境下，新闻摄影记者必须充分发挥自身优

势，获得可持续发展。摄影记者应该增强自身的新闻意

识。一旦遇到突发事件，摄影记者要争取第一个到达现

场，用慧眼捕捉关键的新闻信息，及时记录下来。在全

民皆“拍”的新媒体时代，人人都是记者，突发事件经常

在发生后几分钟内就被传到网上。这也就更加考验摄

影记者的专业能力和反应速度。只有善于发现新闻亮

点，才能使自己的作品获得更多受众青睐。

3.组织好业务培训，提升新闻摄影记者的综合素养

新时代，新闻摄影人员的工作压力较大，媒体单位

要组织好业务培训工作，提升其综合素养，把新闻摄影

记者培养成为一专多能的人才。

首先，提升新闻摄影记者的道德素养。在网络时

代，虚假的新闻图片并不鲜见，图片造假行为让很多媒

体机构的信誉及权威性备受质疑。摄影记者必须始终

坚持新闻真实性原则，把握好正确舆论导向，坚持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提高自身的社会责任感，传播先进文

化，坚决抵制低俗、虚假内容。

其次，提升新闻摄影记者的专业素养。在全民皆记

者的时代，摄影记者应该不断学习，提高自身的专业素

养，坚持自己的报道风格；善于观察与发现，积极创新拍

摄角度，拓展拍摄思路，开阔思维，借鉴新经验。要注重

提高新闻图片的思想性。思想性是作品的活的灵魂。

作品只有具有了思想性，才能更有深度，才能与大众的

“随手拍”区别开来。

最后，媒体机构要做好业务培训工作，使新闻摄影记

者朝着复合型人才发展。在新媒体迅猛发展的今天，传

统新闻摄影记者仅依靠单一的工作技能已经跟不上时代

发展的步伐，传媒企业应该尽快改革和完善新闻传播管

理制度，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促使新闻摄影记者向复合

型人才转变，实现提升新闻摄影记者综合能力的目的。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新媒体时代环境下，信息传递及接收

主要依靠计算机网络技术，这给人们的生活及工作带来

了巨大改变，也给新闻摄影工作带来了影响。人们的阅

读习惯发生了重要改变，对具有极强视觉冲击力的图片

的关注度上升。在日益激烈的新闻竞争中，视觉新闻越

来越注重“吸睛”效果，注重图片的内涵和视觉张力。新

闻摄影报道角度及方式逐渐趋于多样化，新闻摄影的题

材范围越来越广，时效性增强。利用互联网技术开展新

闻摄影传播是大势所趋。新闻摄影记者只有提高自身

的综合素养，合理使用网络与计算机技术，保证新闻的

真实性与时效性，才能把握住机遇。■
（作者单位：长治日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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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绘观察

一、新媒体对新闻摄影行业产生的影响

1.新媒体影响着传统的新闻摄影的传播方式

传统的新闻摄影主要采用专门的摄影设备来操作，

拍摄完成之后以报纸和杂志期刊为载体来刊印与发

行。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全面到来，新闻摄影的传播模式

发生了巨大变化，各类先进智能设备的摄影功能较为强

大。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使用这些摄影设

备拍摄后借助互联网渠道传播新闻图片，这种新型的图

片传播模式大大提升了新闻图片的时效性。

2.新媒体使传统的新闻摄影教学发生了变化

新媒体环境使传统的新闻摄影教学发生了较大变

化。传统的新闻摄影教学工作主要借助专业的摄影设

备来进行，这些设备价格高昂、专业化强。在新媒体时

代，新闻摄影的门槛降低，很多业余的摄影爱好者都能

加入到这个行业中。新闻摄影教学更多地以数码设备

为出发点来指导学生。

3.新媒体给新闻摄影记者带来的挑战和机遇

首先，新的媒体传播环境给摄影记者提供了更大的

发展空间。在传统媒体环境中，摄影记者拍摄的图片通

常只用于自己所在的报纸、杂志。但进入新时代后，通

过应用互联网技术，摄影记者可将新闻图片上传至网络

平台，在短时间内实现广泛传播，其他媒体或网民都能

进行浏览、转发，从而打破了传统新闻媒体信息传播的

局限性，提升了新闻图片的传播价值。

其次，新兴媒介的快速发展给摄影记者带来了更多

机会，这也是一个更具挑战性的传播环境，它促使摄影

记者不断提升摄影水平。新媒体时代下的摄影记者必

须具有较强的业务能力，以满足受众的实际需求。新媒

体的出现降低了摄影记者的入行门槛，每个人都可以拍

摄自己认为有意义的图片或视频，上传到网络平台。摄

影记者的从业压力剧增。

最后，新媒体环境也加剧了新闻摄影记者的内部竞

争。一些传统媒体发展遇阻，为降低经营成本开始裁

员。新闻摄影记者只有具备高超的摄影技术，才能在竞

争激烈的环境中立足。

二、新媒体环境下新闻摄影呈现的新特点

在信息时代大背景下，人人都是摄影师，人人都能

够以第一手新闻影像传播者的身份来报道新闻。新闻

摄影作品的传播模式也呈现出多样化特点。尤其是随

着5G时代的来临，新闻摄影设备的功能更加强大，传播

方式更加灵活，传播途径更加多样。

1.信息来源多样、体量庞大

通常来说，在新媒体环境下的传播离不开社交平台。

其一，近年来，我国互联网技术和大数据技术取得

了很大进步，借助互联网搭建的新闻平台在发展壮大，

从而给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提供了极大便利，也为新闻

摄影记者提供了一个更为宽广的信息传播空间。摄影

记者可以借助网络社交平台随时交流工作内容和心得，

上传拍摄的图片。网络平台图片信息体量较大，传播过

程中难以进行全方位的监督和管理，一些不良图片信息

也容易混入其中。

其二，图片信息来源具有多样性。随着信息数字化

建设工作的不断推进，信息技术的普及加快，人们使用

数码相机、手机等各类设备把拍摄的图片发布到网络

上，有的具有新闻价值，有的仅具有观赏价值，没有新闻

性，这就给人们辨识、判断新闻图片增加了难度，有的时

候人们难免会把过时的图片当作新闻，造成乌龙事件。

如今，微博、微信等各种社交平台已经成为人们生

活当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尤其是随着移动智能手机应

用的普及，信息来源呈现出多样化特征，方便了新闻传

新媒体环境下新闻摄影的发展趋势及策略
□李 宁

【摘 要】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数字技术在新媒体环境下的使用越来越广泛，新媒体的崛

起给新闻摄影工作带来了机遇和挑战。新闻摄影工作人员只有跟上时代脚步，树立新理念，积极使用

先进的数字网络技术，不断创新新闻摄影的形式及内容，多角度、多途径开展摄影工作，才能提高新闻

图片的价值。

【关键词】新媒体环境 新闻摄影 发展趋势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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