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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媒体的发展，在进行广播电视制作剪辑

时，如果制作者想实现对这一技术的创新，那么其应该

将更多符合观众要求的内容、素材、形式融合剪辑中去，

借此拉近广播电视节目与观众间的距离，实现有目的、

有针对性的技术创新。

比如，在创新剪辑技术时，制作人员可以将当下网

络中流行的视频、音频、表情包等融入剪辑中，借此增强

剪辑的趣味性、时代感，体现剪辑技术创新的作用。

2.对剪辑节奏的创新

在优化剪辑形式及剪辑内容的基础上，笔者建议制

作人员应尽量保持一致的剪辑节奏，在强调剪辑艺术性

的同时优化观众的视觉感受，确保经过剪辑后的视频将

广播电视内容清晰展现在观众面前，凸显剪辑技术创新

的意义。

3.对剪辑镜头处理予以创新

制作人员要按照分镜头脚本进行剪辑，为观众更清

晰地呈现节目内容。

比如，在录制广播电视节目时，绝大部分录制团队都

会在现场架设多个机位，不同机位录制的角度、内容侧重

点也存在一定差异，在后续节目剪辑过程中，建议制作人

员着眼于这一差异，集合节目想要呈现的主旨，根据镜头

中内容的重要性合理组接镜头，以提高剪辑效果。

制作人员也可以将固定镜头和运动镜头结合在一

起，丰富观众的视觉体验，实现对广播电视剪辑技术的

创新。

剪辑人员一定要选择合适的角度，以突出新闻重

点；要选取最佳的景别，电视画面一般可以分为近景、远

景、全景和特写这几种形式，剪辑和摄影人员要根据不

同的新闻内容选择不同的形式，如对重点物体就要进行

特写。

无论怎么样剪辑，都要符合观众的视觉习惯，达到

新闻画面清晰、连贯及流畅等要求。这就要求相关人员

具有较高的技术能力，综合运用各种剪辑技巧，对众多

独立的镜头进行取舍，突出新闻的内涵，提高新闻画面

的真实性和说服力。

三、对广播电视制作中摄影技术的创新思考

1.优化镜头

对镜头的把控是影响摄影技术发挥的关键，所以，

在创新摄影技术时，笔者建议制作人员首先要优化镜

头，以为观众带来更好的视觉体验。

比如，制作人员可尝试将一些新的技术、手法运用

到摄影中，保障摄影清晰度的同时强化摄影作品的张

力，进而实现对这一技术的有效创新。

2.优化构图方式

构图也是摄影技术创新中比较关键的点，基于此，

笔者认为制作人员可以尝试不同的明暗、景深对比，突

破传统的摄影构图，进而实现创新这一技术的目的。比

如，技术人员应明确摄影作品中的主、次关系，从而将三

角构图、九宫构图技巧运用到摄影中来，让新技巧与新

思维碰撞在一起，实现优化广播电视制作的目的。需要

注意的是，在这一环节，制作人员可以更多地利用手动

曝光，彰显高超的摄影技术。

3.增强趣味性

除以上两种创新摄影技术的举措，笔者建议，制作

人员也可以尝试让拍摄变得更有趣，创作出更符合公众

需求、大众审美标准的摄影作品，为后续节目剪辑创造

有利条件。

4.从多视角进行深入思考

摄影人员要积极拥抱新技术、接受新理论，但关键

还是在于要坚持自己的优势，专注做好优质的内容。在

运用技术手段时，摄影人员可以触类旁通学到更多的东

西。对事件从多视角进行更深入的思考，提升自己的专

业能力和思考能力。跳开摄影思维的局限，让自己思想

的场域更广阔，才是这个职业真正的价值所在。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广播电视行业融合发展的背景下，创

新剪辑与摄影技术俨然成为当下广播电视制作人员必

须解决的问题，只有实现了对这两项技术的创新，广播

电视节目才能在激烈的媒体竞争中脱颖而出。广播电

视制作人员要积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媒体融

合要充分应用信息革命成果重要指示，着眼推动媒体融

合发展、做大做强主流舆论，锐意进取、勇于创新，努力

提高本领，牢牢掌握媒体发展变革和新闻舆论工作的战

略主动。■
（作者单位：本溪广播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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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媒技术

剪辑和摄影技术是媒体行业工作中必不可少的两

项技术。在媒体行业蓬勃发展的大背景下，优质的剪

辑、摄影技术能呈现更好的广播电视节目效果。所以，

如何推动这两项技术的改革、创新是困扰很多广播电视

制作者的问题。

一、剪辑与摄影技术对广播电视最终呈现效果

的影响

第一，剪辑和摄影技术的水平会影响素材搜集成

效。比如，当节目制作人具备较优异的剪辑能力、摄影

技术时，他们搜集节目素材的能力也会相对更强，从而

大大充实了可供剪辑、处理的原始资料，为节目的呈现

提供了更丰富的视频材料。

第二，剪辑和摄影技术的水平会影响节目最终呈现

的效果。剪辑和摄影作为直接影响广播电视节目制作

质量的因素，如果工作人员具备比较强的摄影技术，那

么后续成片需要进行后期处理的工作量就会相对减少，

为视频剪辑提供更多的时间、空间，也为更优质广播电

视节目的呈现创造了条件。

二、对广播电视制作中剪辑技术的创新思考

1.对剪辑形式及内容的创新

广播电视制作中剪辑与摄影技术创新思考
□刘继阳

【摘 要】文章从剪辑与摄影技术对广播电视最终呈现效果的影响着手进行阐述，分别分析广播

电视制作中剪辑、摄影这两项技术的创新方向，希望能为相关人员提供参考。

【关键词】广播电视 剪辑 摄影 技术创新

最后，广电媒体的相关领导要起到带头作用，发挥

示范引领作用，带动技术人员充分发扬工匠精神。如果

技术人员疏忽大意，制作不够严谨缜密，会导致播出内

容出现问题，给广电媒体带来一定损失。相关领导应加

强对技术人员的思想教育，技术人员思想觉悟得到了较

大的提升后会在做具体工作时更加认真负责。

3.建立完善的内部管理体系

首先，广电媒体要加强对工作人员的廉政考核，确

保所有工作人员不做违法违规的事。其次，广电媒体在

日常要大力宣扬工匠精神，提升广电工程技术人员的精

英意识，在日常工作中能够始终发挥精益求精、爱岗敬

业、甘于奉献的工匠精神，切实做好工作的每一个环

节。最后，广电媒体还要定期进行专业技能考核，对每

位工程技术人员的技能进行考核，对未能达标的工作人

员要予以调岗，从而确保每一位技术人员都能达到专业

水准，切实打造出一支高素质的技术队伍。这样才能使

内部管理体系不断完善。

四、结语

在新媒体时代，需要结合网络技术将更为先进的广

电技术应用到广电工程中，提升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

不断满足受众多元化、高标准的观看需求。为此，广电

媒体要从技术革新、人员素养、内部机制三方面入手来

提升广电工程技术水平。■
（作者单位：鞍山市新闻传媒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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