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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融合时代电视新闻采编工作的创新途径

瞿Ǔ露
昆明市融媒体中心Ǔ云南Ǔ昆明Ǔ650000

摘Ȟ要：本文聚焦媒体融合时代，深入剖析电视新闻采编工作。在传播渠道多元化、受众需求多变、真实性与时

效性平衡难及采编人员素质待提升等挑战下，提出创新途径。采编技巧上，学习新媒体报道方式、拓展素材收集渠

道、运用数据分析优化工作；新闻内容方面，深度挖掘价值、注重个性化与多样化、加强互动性与参与性；采编形

式上，打造融媒体新闻产品、运用VR和AR技术、创新节目编排。通过这些创新，助力电视新闻采编工作适应时代发
展，提升传播效果与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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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在科技飞速发展的当下，媒体融合已成为不

可阻挡的时代潮流。传统电视新闻采编工作正遭受前所

未有的冲击，新媒体的崛起改变了信息传播格局。网

络媒体凭借传播速度快、互动性强、内容形态多样等优

势，迅速抢占市场份额。与此同时，传统媒体转型困

难，在内容生产和传播渠道上都暴露出诸多问题。在此

背景下，电视新闻采编工作唯有创新，才能突破困境，

在激烈的媒体竞争中找到新的发展机遇，满足受众日益

增长的信息需求，继续发挥其在信息传播和舆论引导中

的重要作用。

1��广播电视媒体创新的必要性

1.1  传统媒体转型带来的挑战
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媒体原有的运营模式和传播

方式逐渐难以适应新的市场环境。从内容生产方面来

看，传统的广播电视媒体在选题策划、采编制作等环

节，往往遵循着较为固定的流程和模式，缺乏灵活性与

创新性。例如在新闻报道中，可能更侧重于官方渠道获

取信息，报道形式较为单一，多以口播、画面配合文字

解说为主。而在如今信息快速更迭的时代，受众对于新

闻的时效性、深度以及呈现形式都有了更高的要求。传

统媒体这种相对滞后的内容生产方式，导致其在与新兴

媒体的竞争中处于劣势，难以满足受众日益多样化的需

求。传统媒体依赖有限的电视频道与广播频率，传播范围

受限，传播范围和受众群体相对固定。而随着新媒体的发

展，受众获取信息的渠道日益多元化，人们可以通过手

机、电脑等多种终端随时随地获取信息。传统媒体若不

及时拓展传播渠道，进行数字化转型，就会面临受众流

失的困境。比如一些地方电视台，由于未能及时布局网

络传播平台，收视率持续下滑，广告收入也随之减少。

1.2  网络媒体带来的挑战

网络媒体的迅速发展，给广播电视媒体带来多方面

挑战。在传播速度上，网络媒体能在事件发生瞬间，通

过社交媒体、新闻客户端等平台发布信息，像突发自然

灾害时，用户能第一时间上传现场情况，而广播电视媒

体受采编、审核等流程制约，报道滞后。在互动性上，

网络媒体优势明显。受众可在网络平台对新闻内容点

赞、评论、分享，参与话题讨论，媒体也能据此及时调

整内容。比如热门社会新闻，用户的讨论热度能促使媒

体深入挖掘报道。广播电视媒体虽也有热线电话、短信

等互动方式，但及时性和广泛性都不及网络媒体。从内

容形态来看，网络媒体涵盖短视频、直播、图文资讯、

网络剧等多样形式，短视频和直播凭借生动、直观的特

点，深受年轻受众喜爱[1]。广播电视媒体则主要以传统节

目为主，内容形态较为单一，难以吸引年轻一代目光。

在广告市场方面，网络媒体凭借精准投放技术和庞大用

户群体，吸引了大量广告商。

2��媒体融合时代广播电视新闻媒体采编工作特点

2.1  新闻信息载体呈现多元化趋势
以往，广播电视新闻主要依赖广播杂志、电视等传

统载体进行传播，受限于传播渠道与形式，所承载的信

息较为有限。而在融媒体时代，科技的迅猛发展带来了

全新的传播格局。如今，电脑、手机等电子设备成为信

息传播的关键载体，信息传播途径极大丰富，传播范围

也得到前所未有的拓展，更实现了信息的实时传递。在

内容呈现形式上，融媒体时代的新闻不再局限于单一的

文字或声音，图像、视频等元素的融入，让新闻变得更

加生动立体。比如在重大体育赛事报道中，除了文字描

述比赛进程，还能通过高清视频直播，让观众仿佛身临

其境，感受现场的热烈氛围；再如社会民生新闻，搭配

上现场拍摄的图片和视频，能更直观地展现事件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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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新闻的感染力。这种多元化的呈现形式，不仅丰富

了新闻内容，还增强了观众的参与感和互动感，观众可

以通过评论、点赞、分享等方式，与新闻内容进行深度

互动，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2.2  新闻信息数量呈现海量化趋势
新媒体传播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人们随时随地

都能获取新闻资讯，还能围绕新闻内容展开讨论，形成

活跃的交流互动氛围。新闻传播的及时性和广泛性被提

升到新高度，这使得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之间的差距逐渐

拉大。在这样的形势下，广播电视媒体唯有改革创新，

才能紧跟时代步伐，满足现代社会发展需求。对广播电

视新闻采编工作人员而言，这意味着要不断提升工作质

量，增强新闻采编工作的时效性。身处信息爆炸的时

代，采编人员每天都会接触到海量信息，如何从这些纷

繁复杂的信息中筛选出有价值的新闻线索，成为一项关

键技能。采编人员需快速响应新闻事件，通过深度挖掘

与及时报道，满足受众对时效性的需求。例如在突发公

共事件中，新媒体平台可能瞬间涌现大量相关信息，广

播电视新闻采编人员需要迅速核实信息真实性，在第一

时间进行准确报道，并持续跟进事件进展，为受众提供

全面、深入的新闻内容。

3��媒体融合时代电视新闻采编工作面临挑战

3.1  传播渠道多元化带来的竞争压力
过去，电视新闻凭借独特的传播渠道占据媒体市场

的重要位置。但在媒体融合时代，网络平台、社交媒

体、移动客户端等新兴传播渠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传

播速度极快，信息传播几乎不受时空限制，内容更新实

时进行。这与电视新闻相对固定的播出时段和制作周期

形成鲜明对比。比如，社交媒体平台上，用户能第一时

间分享和传播新闻资讯，简单的图文、短视频就能迅速

引发广泛关注和讨论。许多热点事件在网络上迅速发

酵，热度远超电视新闻的报道。新兴传播渠道还凭借算

法推荐等技术，精准推送符合用户兴趣的内容，增强用

户粘性。电视新闻在传播渠道的竞争中，面临着巨大的

流量分流压力，市场份额不断被蚕食。

3.2  受众需求变化难以把握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受众的需

求也在不断变化。在媒体融合时代，受众不再满足于被

动接受新闻信息，而是更加注重个性化、多样化的新

闻内容和互动体验。他们希望能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需

求，自主选择新闻内容，并且能够与新闻媒体进行互动

交流。比如，年轻一代的受众更倾向于通过短视频、直

播等形式获取新闻，他们对新闻的趣味性、时尚性和互

动性要求较高[2]。而电视新闻在内容和形式上相对传统，

难以满足受众日益多样化的需求。

3.3  新闻真实性与时效性的平衡难度加大
在新媒体环境下，信息传播速度极快，新闻的时效

性成为竞争的关键因素之一。为了追求时效性，一些媒

体在新闻采编过程中可能会忽视新闻的真实性，导致虚

假新闻、谣言等泛滥。而电视新闻作为具有权威性和公

信力的媒体，必须确保新闻的真实性和准确性。然而，

在媒体融合时代，新闻来源广泛，信息真假难辨，电视

新闻采编人员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核实新闻信

息，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新闻的时效性。如何在保证

新闻真实性的前提下，提高新闻的时效性，实现两者的

平衡，是电视新闻采编工作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4��媒体融合时代电视新闻采编工作的创新途径

4.1  创新采编技巧
在媒体融合时代，电视新闻采编工作需积极创新，

从采编技巧层面可从以下三方面着手：（1）学习新媒体
的报道方式：电视新闻采编人员应借鉴新媒体快速、简

洁、生动的报道特点。采用短视频形式，能在短时间内

呈现新闻核心内容，方便受众快速掌握要点；运用直播

手段，可让受众实时观看新闻事件发展，增强现场感与

互动性。此外，采编人员还应学习新媒体语言风格，在

民生新闻报道中，使用接地气的语言和网络流行语，使

新闻更贴近百姓生活，提升受众关注度。（2）拓展新闻
素材的收集渠道：传统电视新闻素材收集多依赖记者采

访，渠道单一。如今，采编人员可借助互联网和新媒体

平台，通过社交媒体平台、新闻客户端、网络论坛等拓

展收集渠道。在社交媒体关注热点话题、用户评论，挖

掘照片、视频、文字等有价值的素材。同时，建立与受

众的互动机制，鼓励受众提供线索和素材，提高其参与

度。（3）运用数据分析优化采编工作：大数据技术为采
编工作提供便利。采编人员可运用数据分析受众行为、

兴趣、需求，通过分析社交媒体上的浏览历史、点赞评

论数据，了解受众对不同新闻类型的兴趣，以此确定选

题和重点[3]。数据分析还能助力优化新闻传播效果，依据

受众行为习惯和偏好，选择合适的传播渠道与时间，提

高新闻曝光率和影响力。

4.2  创新新闻内容
（1）深度挖掘新闻价值：当前信息爆炸，新闻同质

化严重。电视新闻采编人员应深入剖析新闻事件，挖掘

其深层价值。在报道重大政策时，不仅要阐述政策内容

与实施情况，更要分析其对社会、经济、民生等多方面

的影响。如报道新的税收政策，除介绍政策条文，还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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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对企业经营成本、居民收入以及宏观经济走势的作

用，让受众全面理解政策内涵，提升电视新闻的质量与

深度，吸引更多关注。（2）注重新闻内容的个性化与多
样化：不同受众需求各异，采编人员需兼顾多元兴趣。

在选题上，除时政、社会热点，还应关注文化、体育、

科技、娱乐等领域。针对年轻受众，制作融入时尚潮

流、科技元素的新闻；为老年受众打造贴近生活、通俗

易懂的内容。通过开设新闻评论、深度报道、专题节目

等不同栏目，满足受众多样化需求，拓宽新闻覆盖面。

（3）加强新闻的互动性与参与性：互动参与是媒体融合
时代新闻的关键。采编人员可借助社交媒体平台、新闻

客户端设置互动话题，如在社会热点新闻报道中设置投

票环节，了解受众看法；开放评论区，引导受众讨论。

还能开展“市民记者”活动，邀请受众提供线索、参与

拍摄采访，让新闻更贴近百姓生活，反映民众心声，增

强新闻传播的影响力与感染力。

4.3  创新采编形式
在媒体融合时代，电视新闻采编形式的创新刻不

容缓，可从以下三方面发力：（1）打造融媒体新闻产
品：电视新闻需打破传统单一形式，整合文字、图片、

视频、音频，构建全方位新闻报道。报道重大活动时，

运用电视直播、网络直播、短视频、图文报道等多元形

式，实现多角度呈现。观众既能通过电视直击现场，也

能在网络平台浏览精彩瞬间、幕后花絮，借助短视频把

握亮点，依靠图文报道获取详细信息。这种融媒体新闻

产品，能提升传播效果，满足不同受众需求。（2）运
用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技术：VR和AR
技术为采编工作带来新契机。通过VR技术，受众能身临
其境地感受新闻现场氛围，如在体育赛事报道中，仿佛

置身赛场，体验紧张刺激；回顾重大历史事件时，也能

穿越时空了解过程，例如，央视在2022年冬奥会报道中

运用VR技术，用户点击量提升50%，观众留存时长增加
35%。AR技术则增添互动性与趣味性，在新闻中添加AR
元素，受众可通过手机屏幕与内容互动，增强新闻吸引

力。（3）创新新闻节目编排：新闻节目编排至关重要，
融合时代更需创新，提升吸引力与收视率。依据不同时

段受众特点安排内容，早晨时段提供轻松快捷的新闻资

讯，契合上班族途中获取信息的需求；晚上黄金时段，

推出深度报道、专题节目，满足观众闲暇时对新闻深度

广度的追求[4]。同时采用多样化编排形式，如新闻杂志

式、板块式编排，打破单调枯燥，提升新闻的可视性与

观赏性。

结束语

综上所述，媒体融合时代为电视新闻采编工作带来

挑战的同时，也提供了创新发展的机遇。通过在采编技

巧、新闻内容、采编形式等多方面创新，电视新闻采

编工作能够适应时代的发展需求，提升自身竞争力。未

来，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受众需求的持续变化，电视

新闻采编工作需持续探索创新，紧跟媒体融合发展趋

势，不断优化采编流程、提升内容质量、丰富传播形

式，以更好地服务社会大众，在新时代的媒体环境中实

现可持续发展，持续发挥其重要的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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