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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电视新闻的共通性浅析

———２３届中国新闻奖部分获奖作品解读

唐佳丽

摘　要：中国新闻奖作为我国新闻界的最高奖项，它的评选是对每一年度国内各类媒体发布的诸多体

裁和题材的新闻作品最优化的选择过程。在电视新闻的获奖作品中，重大的主题、较强的时效性、准确地

把握细节和镜头感无疑是诸多获奖作品所共同具备的优秀特质。文章旨在通过对部分 ２３届中国新闻奖获

奖电视作品的解读，对获奖作品的共通性做简要的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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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２５日，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的第二十三届中国新闻奖评选揭晓，共有 ２９９件作
品获奖。中国新闻奖作为综合性年度优秀新闻作品的最高奖项，他的评选标准以及评选结果，集中体

现了国家主流价值观、文化观，充分反映了广电新闻战线的精神风貌，也突出代表和反映了我国广电

新闻采写编的新观念、新选题、新角度、新技能，对获奖作品优秀特质的分析，不仅对今后新闻作品

的创作起到很好的带头示范作用，同时也是诸多新闻记者衡量新闻价值的指挥棒。

一、主题重大、立意深远是优秀电视新闻作品的重要特质

纵观历年中国新闻奖获奖作品，主题所蕴藏的价值取向毫不例外是影响作品评优的关键，作品的

竞争归根结底就是主题间的博弈，所以我们要说：主题主题还是主题。

所谓 “电视新闻的主题”，就是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对所涉及的事件、问题特有的观点和评价。电视

新闻的质量往往决定于记者对新闻素材所确立的主题的认识是否正确、深刻。［１］而所谓的重大主题，就

是指媒体通过对客观事实的报道来揭示事物的本质属性与发展规律，昭示社会前进的方向，反映时代

的精神，鼓舞人民、教育百姓等。在这方面，有的 “以小见大”，“滴水见阳光”；有的 “吃透两头”、

“星火引燎原”；有的针砭时弊，直指人心。纵观２３届中国新闻奖获奖电视作品，无不展露了事实背后
所蕴含的价值观念是作品脱颖而出的核心竞争力。《神舟九号返回舱成功着陆四子王旗草原　三名航天
员平安归来》反映了我国载人航天技术领域的又一重大突破；《记者目击：兰州桃树坪隧道五名被困工

人获救瞬间》凸显了在大型隧道塌方中一个负责任的政府以及对生命至上的尊重；《中原实验：“三化”

一盘棋解河南之 “难”》聚焦河南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探索出一条以新型城镇化为引领的 “三化”协

调发展之路；《东莞首创 “四方联网”３天业务２０分钟搞定》则是涉及到政府等有关部门的管理体制改
革，备受海内外关注。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了 “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讲好中国故

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总要求。尽管重大主题报道或者成就报道存在一定的机缘性，但是媒体并不

是毫无作为的。比如此次获得三等奖的电视消息 《峡江水利枢纽： “抬田破解国内水利建设头号难

题”》，一开始，记者仅仅是将这当作一次常规的水利枢纽进入冲刺阶段来采访，但是在采访工程施工

时发现，尽管工程主体庞大，但当地耕地面积却没有明显减少，施工单位用什么手段保住了农民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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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种的土地？记者敏锐地抓住了这一新闻点，准确地判断出事实所蕴含的较高的新闻价值和借鉴推广

的价值，及时更改采访角度，进行调查采访，最终完成了这篇报道。

因此，作为电视新闻工作者，就应该在走、转、改活动长期开展的环境下， “因势而谋、应势而

动、顺势而为”，既要多学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又要多深入实际、深入基层，做到 “上天入地，吃

透两头”。与此同时，要根据形势发展变化谋划选题和题材，对于那些趋势性、苗头性的问题，增强敏

锐性、判断力，适应舆论形势和多媒体、传统媒体、自媒体发展变化的要求，提高对形势的驾驭能力，

有所作为，有效作为［２］。

二、较强的时效性是优秀电视新闻作品取胜的重要坐标

新闻的特点在于它强烈的时效性，时效性就是新闻的 “生命”。所谓时效，就是时间和作用。在传

播学得概念当中，“时”的意思就是 “及时性”，它强调的是对新近发生事实的报道；而 “效”的内涵

则是作用在报道事实和事件发生的时间差上所取得的新闻价值的高低，高时效的新闻是赢得收视率的

关键，一条及时的新闻，价值连城；一条过了时的新闻，就成了旧闻。

在２３届中国新闻奖获奖电视作品中，对作品时效概念的强调更是可见一斑。获得一等奖的连续报
道 《“最美司机”吴斌》，刊播在２０１２年的６月１日晚１８点。２９日吴斌驾驶大巴在无锡返回杭州的途
中，被对向车道飞来的铁块击中腹部，经抢救无效，于６月１日凌晨去世。杭州文广集团的记者在第一
时间拿到了吴斌驾驶大巴的监控视频，并将这一视频作为连续报道的第一篇作品，重塑了事件的核心

事实，在第一时间还原了事件发生的整个过程，成为了首家报道事发全过程的媒体；《东莞首创 “四方

联网”３天业务２０分钟搞定》，刊播的也是 “今天”的新闻，将最新的事件发生状态原原本本地呈现在

观众面前，从而拉近了事件与观众的心理距离。

时效性可以说是评判一条新闻价值高低的基石。尤其作为诉诸画面语言的电视新闻，现场的镜头

可谓是稍纵即逝，一旦没有及时地把握到，就很难再去捕捉新的信息，因此，错失先机对记者来说可

谓是头等大事，尤其是在媒介生态环境急剧变革的今天，新媒体频频争夺传统媒体的 “一杯羹”，自媒

体更是营造出一种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是发言人的状态，新闻的 “首发”、“独家”似乎已经成为

了众多媒体相互争夺的敲门砖。

在这种背景之下，作为电视记者应该时刻保持 “新闻提速”的意识，加强自身建设，打造高效传

播，集采写编评于一身，具备多媒体应用能力，不断提高自己的战斗力，同时，要时刻做到前后方保

持联系，及时沟通交流，从而节约时间，缩短整体采编节目流程；作为组织机构来说，要建立畅通的

渠道，持续强化传播手段。这就要求电视台建立一个制度完备、协调有力的后方支援系统，拥有科学

的采编机制、２４小时高效的发稿制度等；［３］与此同时，增加现场直播的数量也是提高电视新闻时效性最
大的优势，在遇到某些可提前预知的重大节日、重大活动时，媒体应该集结全台之力，认真组织筹备

策划，最大化的使用直播造势，形成大声势、大效果。对于某些不可预知的突发性事件，只要是和百

姓息息相关的，也尽可能地使用直播来提高新闻的时效性以及画面的可看性，这类直播可适当地简化

流程，缩短直播时间，将直播穿插进行。

三、镜头化表达、细节化诠释是优秀电视新闻作品的呈现方式

电视新闻中的细节化与镜头化在某些方面是相辅相成的，凸显新闻的细节化需要有较好的镜头语

言作为辅助支撑。在新闻写作中有五个简化法则，就是 “新闻人物化、人物故事化、故事情节化、情

节细节化、细节可视化”。［４］新闻事件发生的现场是构成新闻的最核心的要素，电视新闻有别于其他媒

体的优势是他具有得天独厚的再现物质现实的能力，能够用形象的现场画面，表现新闻事件或人物的

真实状态，使观众在接受过程中，见其形、闻其声，产生亲临其境的感觉，从而缩短同现实的距离。

但是，宽泛的视野、空泛的电视描述是无法很好地刻画出新闻事件的现场，只有集中在某一局部或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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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点，做具体、细致的描述，才会在观众当中有一定的留存度。［５］

这里所说的集中在某一点做具体、细致的描述，要求记者学会摘取与新闻人物、新闻事件具有代表

性关系的、反映人物典型性的特点和细节；要选择生动有趣、视觉效果比较强的细节。获得此次中国

新闻奖中二等奖的电视消息 《危急时刻踢到歹徒，张槐乾好样的》，给观众留下最深刻印象的莫过于张

槐乾那飞起的两脚，可以说整个过程的镜头语言都十分具有冲击力，让观众有种身临现场的感觉，同

时，这段视频录像配合解说连续回放了３遍，不仅凸显了作品的核心事实，而且加深了作品所传递出的
现场感和给观众留下的视觉震撼。同样，作为二等奖的系列报道 《周玉阳的另类支教》，作品当中镜头

语言也极为丰富，且富于变化，从特写镜头到场景镜头，从视频画面到照片转换应有尽有，尤其是孩

子们围绕在周玉阳身边观看从贵阳传递过来的家乡视频时纷纷落泪，更是扣人心弦。种种画面将周玉

阳这样一个有血、有肉、有思想的志愿者形象生动地展现在观众面前，不但让观众感受到周玉阳追求

公平教育的 “夸父逐日”般的感人情怀，更让人深思当前中国老少边穷地区教育落后的现实问题。

在视觉时代、数字化普及的今天，传统的现实画面已经无法满足观众越来越高的视觉追求以及越

来越 “挑剔”的审美眼光。运用动画演绎、三维模拟等形式来重现新闻现场被越来越多的媒体人所借

鉴。在 《峡江水利枢纽：“抬田破解国内水利建设头号难题”》和 《东莞首创 “四方联网”３天业务２０
分钟搞定》两篇获奖作品中，对于背景资料的介绍都采用了动画模拟的手段，简明清晰，使观众一目

了然，使作品在传递信息的过程中造就了一种 “百闻不如一见”的态势。除了拍摄时对于镜头画面的

推敲，在后期的制作上，对于细节的把握同样值得媒体人关注。比如在 《“最美司机”吴斌》的第一篇

报道中，虽然引用的是视频录像，但是吴斌临危的８个动作，以及对向车道飞来的铁块都在后期处理上
用特殊符号———红圈标注出来，突出了吴斌临危救人的壮举，加深了观众的印象。

可以说，细节对于信息具有证实性的作用，这种证实性可以切切实实消除受众在接受信息过程中

的不确定性，同时也能提高新闻的可看性以及吸引度。然而，带有特色鲜明的镜头化语言虽然能够为

细节的凸显增色，但是却并不能完全涵盖电视新闻需要细节化这个内涵。黄匡宇教授对电视新闻的细

节有过这样的阐述：电视新闻的细节是指能够突出新闻的五个 Ｗ和一个 Ｈ的语言符号语言和非语言符
号语言，它不仅指有冲击力的图像，还包括富于感染力的现场语言、播音、音响、屏幕文字等要素。［６］

而这些非镜头语言的表达则有赖于采编播人员长期的经验积累。

原新华社社长穆青曾要求年轻记者学会写 “视觉新闻”，所谓视觉，就是让记者学会观察，学会抓

住细节，精彩的镜头、动人的场景、人物的声貌姿态，不放过任何昙花一现的可能。［７］一名优秀的电视

新闻记者，需要一双善于发现问题的眼睛，具有灵活分析问题的敏锐性，在电视新闻细节的把握与抓

取过程中，还需要深入第一现场，快速捕捉反映事件发展变化的标志性细节；而作为一名播音员，在

选稿、改稿和编辑新闻的时候，需要培养快速掂量作品分量、即时决定处理方案；结合新闻报道的整

体基调，把握播读的语速、语调等。

不论媒介生态环境如何变化，对于精品的打造永远是社会关心、媒体重视、记者努力的方向。而中

国新闻奖作为衡量新闻精品的指挥棒，对于其内在获奖因素的研判和分析，将为电视媒体人在引领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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