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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短视频新闻的视听语言表达要素
——以抖音平台短视频新闻为例

王凯蒂 

（成都锦城学院，四川 成都 611731）

摘要：在抖音、快手等平台不断兴起、发展的背景下，新闻媒体开掘出了“短视频新闻”的适应性路径。当前短视频新闻已拥有大

量的受众群体，这与它自身的视听语言表达功能有着重要关系。本文以抖音平台中的短视频新闻为例，剖析声音、画面、剪辑等视听语

言要素的特点，研判其中存在的问题，并就短视频新闻视听语言的创新与发展提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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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意义上，视听语言指的是影视创作中镜头运用、画面剪

辑、声画组合等具体的规律和技巧，是一种通过视觉和听觉元素

来传达信息和交流的语言形式。新媒体时代下，视听语言广泛应

用于影视、广告、设计等领域，通过图像和声音的组合来讲述故事、

传达情感、吸引受众、表现产品的特点和价值。

抖音是由字节跳动公司推出的一款短视频社交应用。用户

可以录制和分享短视频，并选择音乐、滤镜和特效来编辑视频内

容。第 51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22

年 12 月，我国短视频用户规模达 10.67 亿，在整体网民中占比

94.8%，用户人均单日使用时长超过 2.5 个小时。传播学家麦克卢

汉曾言：“媒介的重要效果来自于它的形式，而不是它的内容。”

在短视频迅猛发展的背景下，短视频新闻已成为新闻的重要表现

形式。根据对市面上短视频平台的考察，抖音已经成为了短视频

新闻的主要阵地之一。

一、抖音短视频新闻视听语言的特点

本文以抖音平台中极目新闻、封面新闻、央视新闻、红星新闻、

澎湃新闻五个新闻账号于 2023 年 5 月 1 日至 7 月 31 日发布的新

闻为研究对象，通过构造周抽样法，在 2023 年 5 月至 7 月的时间

段内建立一个构造周（如表 1），得到样本 869 个，以此作为研

究总样本。在此基础上，再通过对典型样本的分析，笔者认为作

为视听语言基本要素，抖音短视频新闻的声音、画面、剪辑呈现

出多样化特点。

表 1 构造周选取和抖音新闻账号抽样框

构造周星

期
选取日期

当日该新闻账号视频发布量

极目新闻 封面新闻 央视新闻 红星新闻 澎湃新闻 小计

周一 2023-7-3 40 24 0 33 19 116

周二 2023-7-11 39 35 4 53 29 160

周三 2023-5-31 39 22 10 48 24 143

周四 2023-6-8 33 30 3 41 27 134

周五 2023-7-21 38 13 2 38 19 110

周六 2023-6-17 32 23 3 28 20 106

周日 2023-5-28 37 15 4 33 11 100

小计 258 162 26 274 149 869

（一）背景音乐带来心理预期

以在短视频中的运用占比为基点，声音元素更多观照在背景

音乐。背景音乐在短视频新闻中发挥了感染受众情绪、调动受众

心理预期的作用，有助于降低新闻题材给受众带来的委顿和枯燥

感，提高受众的期待值。在观看过程中，受众会受到背景音乐的

感染，并通过音乐蕴含的情感表现来预判整个视频的风格和感情

基调，继而对视频画面、所述事件产生联想和推测，最终产生了

心理预期，并通过观看后续来检视自身判断，考察事实与心理预

期的吻合度。以抖音平台“极目新闻”账号为例，该账号在关于

新冠疫情的短视频新闻中，使用了节奏紧促、进行速度快、声音

力度较大的纯音乐，渲染了紧张的气氛，在短时间内为受众创造

出了有利于思考的严肃环境。在此基础上，受众被背景音乐营造

的紧张情绪感染，对视频后续的疫情信息产生期待和推测——疫

情的发展趋势是怎样的，会有怎样的对策等。

（二）视频画面注重直观感受

短视频新闻亟待用最少的时间释放出更多的信息，因此画面

需要做到开门见山，采用与视频内容具体关联最紧密最核心的画

面，力求第一时间调动受众的情绪和思考。以抖音平台“封面新闻”

账号发布的新闻“高校女生被舍友霸凌”为例，在视频中充斥着

事发时的语言争吵和肢体冲突，加之顶部醒目的红色字幕，直接

刺激了受众的视觉和听觉，从而调动受众情绪。该期短视频新闻

没有前期铺垫，没有后续点评，只是将现场画面带给受众，突出

受众的直观体验。 

标题是影响短视频新闻传播力的重要因素。通过对已有样本

的考察，笔者认为相较于传统电视新闻，短视频新闻的标题在画

面呈现上更具直观性：以双行或三行题为主，标题位置置中或置

顶，而非传统地置于画面底部；标题贯穿视频画面，始终处于受

众视觉热区内，不会因内容变化而消失；以红、白、黑、黄颜色

的字体为主，并添加字体阴影和字体背景，使标题醒目，有效避

免了与新闻事件内容的背景色融合。通过以上一系列的视觉设置，

有助于受众直观抓取新闻核心内容。充当新闻总结作用的标题一

直显示，与下方或底部充当事件过程的视频画面相互映衬，使受

众注意力在标题和播放内容能够来回切换。综上所述，画面中的

内容直观和标题直观，都旨在实现受众的感受直观，符合信息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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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化时代人们的阅读习惯。

（三）后期剪辑淡化娱乐效果

在抖音平台中，电影混剪、风景分享、变装视频等热门娱乐

内容需要对素材进行裁剪、拼接、画面调节、添加特效等后期剪

辑工序，在较短的时间里浓缩多段素材，最终以精彩纷呈的视听

效果满足受众的娱乐需求。但囿于新闻性质，对短视频新闻进行

娱乐化的后期剪辑，可能导致受众注意力集中在呈现方式带来的

视听娱乐而忽视了新闻内容本身的价值，造成本末倒置的困境。

短视频新闻在剪辑环节对视频素材进行适当的加工有助于优化受

众的阅读体验，但不需要刻意堆砌视听娱乐效果。基于简短的特点，

抖音平台上的各类新闻账号发布的内容大致控制在 10 秒至 60 秒

之间，剪辑所需要的素材少，减少了视频娱乐化所需的剪辑空间。

从画面剪辑节点来看，“央视新闻”账号发布的关于桂林洪涝灾

害的新闻仅有四段视频素材，且在呈现过程中，除了素材拼接，

并无明显的后期添加效果，但有利于受众揭开视听娱乐的帷幕，

直面新闻信息本身。

二、抖音短视频新闻视听语言表达中存在的问题

（一）背景音乐失格误导受众

在传统媒体的新闻生产中，背景音乐已经被广泛运用。随着

短视频新闻的出现，这一视听语言要素的作用得到强化。背景音

乐在成为新闻叙事催化剂的同时，将新闻情绪化。不同受众在不

同旋律、不同基调的音乐中，会根据自身认知判断出眼前的新闻

资讯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在抖音平台“红星新闻”账

号发布的一起关于交通事故的短视频新闻中，背景音乐却使用了

一首激昂的歌曲，并且根据事故画面进行音乐踩点的处理，营造

了一种诙谐的娱乐效果。该新闻的背景音乐将严肃的事故新闻娱

乐化，可能使受众潜移默化地作出“不是坏消息”的判断。在该

新闻的评论区中，网友们没有体现出对事故造成的损失、车主人

身安全的关心，反而用拟人修辞手法、滑稽表情包进行评论、造梗，

对此次事故进行调侃。该现象的产生与视频背景音乐所渲染的感

情基调有着紧密联系。受众在接收到背景音乐后，受到了“幽默、

诙谐”的心理暗示，并对接下来发生的“笑点”产生期待。这其

实就是背景音乐的不当使用误导了受众。

（二）画面呈现方式同质化

抖音短视频新闻账号在新闻收集选择上有自身的侧重点，每

日发布的新闻除重大事件外，报道内容多样化。但在画面呈现方

式上，短视频新闻存在同质化严重的问题。一是画面中视频拍摄

角度和镜头运用相似，很多短视频新闻采用类似的拍摄角度和镜

头运用，如常见的主持人站在摄像机前讲述新闻、镜头切换时使

用快速剪辑等，这使得不同的新闻视频在画面呈现上缺乏差异性。

二是很多短视频新闻画面的构图、色调都采用了相似的风格，在

编辑上使用相似的特效、字幕样式和过渡效果，导致视频之间的

视觉感受相似，缺乏个性化和创新性。三是由于短视频新闻的制

作周期短，往往需要快速发布，因此在画面呈现上往往采用复合

标题 + 画面的模板化呈现。这种呈现方式适应了短视频平台的内

容发布要求，为受众带来直接的观看体验，却未能体现短视频新

闻媒体的个性特点。如果没有吸引受众的自身特点和风格，新生

的短视频新闻账号迈入短视频新闻市场后，难以同拥有一定用户

基数的“老牌”短视频新闻媒体相竞争，面临去同质化的创新难题。

（三）剪辑面临创作困境

移动短视频新闻是嫁接在短视频技术之上的新闻载体。在适

应短视频“短平快”特点的过程中，短视频新闻的剪辑环节存在

着不足。一是信息传达不够清晰和完整。由于时间限制和剪辑顺

序的限制，短视频新闻往往无法完整地呈现故事的起承转合，可

能导致故事叙述不连贯和观众难以理解。二是新闻报道的深度和

广度受到影响。经过剪辑，大部分新闻信息以文案、视频的形式

堆压在十几秒时间里，受众能仓促了解表面的新闻概要，而获取

完整的新闻信息和深层的新闻细节则有一定的难度。多数短视频

新闻平台通过片段式剪辑手段制作的内容并未将浅显的、碎片化

的“信息输出”转化为有深度的、有影响力的“思想输出”。

三、短视频新闻视听语言发展建议

（一）规范音乐使用，遵循新闻价值

新闻的题材多样，如时政新闻、灾难新闻、社会新闻、娱乐新

闻、军事新闻等等。而背景音乐具有触动和引导受众的作用，所以

在选择素材时要特别注意背景音乐与题材、视频画面是否适配，避

免内容的新闻性让渡于娱乐性和戏剧性。根据新闻事实进行选择，

与题材相呼应，以达到正向的传播效果。在价值导向上，背景音乐

应该起到辅助作用，不应该过于突出或干扰新闻的主题和内容。音

乐的音量和节奏应该与新闻的讲述相协调，为新闻叙事的展开服务。

（二）优化画面布置，增强阅读体验

很多抖音短视频新闻账号所发布视频的标题和诠释性文字在

画面呈现中与新闻内容存在相互挤占、遮挡的现象。面对扑面而

来的多重信息，受众需要点击暂停或回放来进行阅读，影响了视

频播放的流畅度和受众的阅读体验。在澎湃新闻发布的一个关于

网约车纠纷的新闻中，底部的字幕与抖音平台信息简介区域重合，

难以辨识。而该新闻账号发布的另一则民生新闻中，画面顶部使

用三行标题，底部为抖音平台固定的信息发布区域，中间视频部

分与上下区域间隔了一厘米左右，采用背景模糊处理，使画面清

晰地分成了三块，没有出现各元素相互挤占遮挡的问题。因此在

对画面中的元素进行布置时，需注意标题、叙事字幕、视频的画

面占比，每一个元素尽量独立在一个区域，避免画面压迫和重叠。              

（三）创新剪辑思路，展现新闻深度

在新闻叙事中，通过合理的剪辑顺序和节奏控制，可将新闻

内容以故事的形式呈现，增加新闻事件记忆点，增强受众的情感

共鸣。新闻短视频的节奏会受画面的切换，镜头的延续，景别的

变化，组接的转换速率等多种因素影响。不同类型的新闻有着完

全不同的节奏。因此在节奏把握上，要根据新闻题材的性质对素

材进行不同程度的重构，使视频更具节奏感和逻辑性。综上，创

新剪辑思路需要不断尝试和探索，结合新闻内容和观众需求，以

提供更具吸引力和深度的短视频新闻。

四、结语

短视频迅猛发展使短视频新闻有着较好的市场和发展潜力，

受到新闻行业持续关注。而视听语言是短视频新闻与受众之间的

桥梁，通过对短视频新闻视听语言表达进行分析研究，有助于短

视频新闻工作者在新媒体时代下更好开展工作，为新闻行业转型

升级提供方向，为受众提 供更好的新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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