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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语境下微纪录片的创新路径探究 
魏笑然 

（吉林动画学院  吉林长春  130013） 

摘要：以移动终端设备为依托的新媒体发展，不仅创新媒体传播的形式，还催生多种媒体传播的平台，使得微电影、迷你剧等
全新的媒体形式应运而生。同时在这种背景之下，使得纪录片呈现出短小、快速、简洁、细节等特征，这种新型的纪录片形式被称
之为微纪录片，微纪录片正是新媒体语境之下而形成的，微纪录片的制作形式是新媒体时代的产物。基于此，本文对新媒体语境下
微纪录片的创新路径进行研究，以期为微纪录片创作者提供更为新颖的创作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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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当下新媒体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占据着一个较为核心

的位置，人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多使用自媒体分享自己的生活，

这使得人们的思维随着新媒体的发展而持续改变。而也正因如

此，使得微纪录片这一记录形式产生，微纪录片更满足人们快

节奏的生活需求。并且微纪录片所展现的内容更具真实性，更

贴合人们的日常生活。微纪录片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为传统

纪录片注入全新的活力。但随着新媒体的深入发展，微纪录片

仍需要进行一定创新，以满足当下受众群体的需求。 

一、新媒体的概念及传播特点 
（一）新媒体的概念 

新媒体的概念是由戈尔德马克所提出来的，这一概念最早

是定义电子录像。随着新媒体的发展，新媒体的概念得到进一

步的拓展，当下人们对于新媒体的概念定义主要有以下几种：

首先，有的人认为新媒体是随着媒体发生，而逐渐产生的相对

概念。并且随着媒体的动态变化，这一概念也将会随时发生变

化。针对新媒体当前的发展现状，新媒体可以被定义为是在基

于现代技术的基础上，所出现媒体的一种全新的形态。其次，

有的人认为由于新媒体本身具备网络化及信息化的特点，并且

新媒体在当下已然成为能够实现信息交互的平台，所以其是现

代技术逐渐发展变革而产生的产物。再次，有的人认为新媒体

是全新的数字复合形式的媒体，其是依托数字技术，向受众群

体传播信息的媒体形态。而本文更为支持这一观点，一方面，

新媒体发展至今不仅仅是技术核心，更是理念及价值的变化。

另一方面，新媒体是随着时代发展，而逐渐产生的时代特定产

物，其在信息传播的效率及效果上，拥有着传统媒体无法企及

的高度。因而，对新媒体的概念及特点进行深度研究，对于媒

体领域来讲，具有较为深刻的意义。当下在我国较为常见的新

媒体，可以将其大致分为几个类别：①微博。微博是一种基于

移动终端设备，通过关注等形式进行信息分享的，具有社交性

质的平台。②电视。在当下电视已经呈现出与传统电视不同的

状态，当下的电视能够通过互联网，以宽带为载体，实现网络

互动。③手机。当下手机已经由单一的通话功能，向着信息传

递及接收功能的转化。当下手机呈现出数字化的特征，并且手

机依然能够成为网络媒体的延伸，在 5G 时代到来的新时期之

内，手机已经充分展现出整合性、传播性的统一。 

（二）新媒体的传播特点 

新媒体具有以下三种传播特点：第一，碎片化。新媒体在

进行信息传播的过程当中，每个受众群体都既是信息的传播者，

又是信息的接收者。信息会通过网络平台，以碎片状的形式发

布出来。并且在这种情况之下，所传播出来的内容会被碎片化。

第二，实效化。新媒体背景下的信息传播，已经能够脱离开时

间及空间的限制，并且在这种背景之下，信息的传播者能够实

现与受众者的零距离接触，具备一定的实效性。第三，群际化。

新媒体背景下，信息的传播渠道及速度会更快、更多，这使得

新媒体传播呈现出群际化的新特点。 

二、微纪录片的特征 
微纪录片与传统纪录片相比，特征更为突出。这主要是源

于微纪录片需要依托新媒体的适应性，调整整体架构，这使得

微纪录片呈现出短小、快速、简洁、细节、真实、互动的特征。 

（一）短小，快速 

当下对于微纪录片的时长，应该处于多久的区间之内，业

界还未形成统一的标准。从国际赛事上看，有的微纪录片时长

能够达到半小时以上，而有的微纪录片时长却不足 5 分钟，甚

至还有部分一两分钟之内的微纪录片。同时由于的微纪录片的

时长较短，因而其相比传统纪录片，在制作层面上所消耗的工

作时长也相对较短，完成速度更快。除此之外，微纪录片的审

核时长相对于传统纪录片更短，并且所能够上传的平台更为广

泛。制作者既能够将微纪录片上传到当下热门的抖音平台中，

也可以上传到 B 站平台中。 

（二）简洁，细节 

通常业内人士所讲，传统纪录片是时间的艺术，在制作为

纪录片的过程当中，需要消耗更长的时间，并且需要持续切换

并跟拍所拍摄的对象，需要积累更为丰富的素材。而微纪录片

时长较短，在制作的过程当中，不需要花费传统纪录片那么多

的时间，但同时也具备传统纪录片所具备的叙事特征。在微纪

录片当中，所讲述的事情会更为简洁，目的会更为明确。在为

纪录片所展现的时间之内，会呈现出较为单一的主题。因而，

微纪录片会更加适合在新媒体平台之中传播，微纪录片会更符

合当代年轻人的信息接收习惯。 

微纪录片虽然在叙事方面更为简洁，但在记录对象上仍具

备更大的选择空间。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既可以选择小人物，

也可以选择事件。并且在制作的过程当中，会充分展现出所讲

述事情的全貌，为运用不同的细节去勾画出整体的叙事框架。

在制作的过程当中，会从细节入手，由小见大地叙述整个事件

的过程及全貌，讲述所想要表达的核心。 

（三）真实，互动 

微纪录片由于本身时长较短，主题较为单一，会更适合讲

述当下的热点事件。这一点相对于传统纪录片来讲，对于制作

的要求更低，群众的参与度会更高。会更加具备真实性，会更

容易反映出现实的情况。 

在新媒体背景下，为微纪录片发展带来更为广阔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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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纪录片能够基于新媒体平台，与受众群体进行互动，会彻底

颠覆传统纪录片的历史，使得纪录片由小众逐渐走向大众。 

三、新媒体语境下微纪录片的创新路径 
（一）突出细节 

在新媒体背景下，微纪录片在制作的过程当中，要注重突

出细节。一方面要基于受众群体的需求，提升微纪录片当中的

客观事实。另一方面为适应受众群体的观看习惯，在制作的过

程当中，要注重镜头叙事，加强细节的融入。例如：在《舌尖

上的中国》这一纪录片当中，就将细节发挥到极致，在纪录片

当中较少使用远景镜头，大多都采取近景镜头，给予带来更大

的视觉冲击。与此同时，在制作的过程当中，会更为突出现场

的声音，使得现场声音与现场画面融合，给予观众带来身临其

境之感。除此之外，在解说词上也注重描绘现场细节。再例如：

《超级工程》这一相片当中，为使得受众群体能够更好理解当

中的术语，将术语化解成为受众群体更容易理解的概念，给予

观众更带来更大的融入感。上述所说的这两个纪录片，虽然不

是微纪录片，但其中的优处，仍值得微纪录片学习。 

（二）注重叙事 

随着新媒体的发展，使得微纪录片的创作形式伴随而生。

微纪录片这一形式的出现，一方面充分展现出信息的碎片化特

征，另一方面充分展现出受众群体在该种情况之下的接受心理。

微纪录片从选材的角度来讲，题材会更加真实，会更联系人民

群众的日常生活，会更加注重刻画当代小人物的生活及工作状

态，这种记录形式能够引发人民群众的共鸣，能够起到更好地

传播成效。微纪录片从叙事技巧上来讲，由于微纪录片本身的

时长较短，对于叙事的技巧要求会更为严格。并且在制作的过

程当中，通常会采取单线的叙述形式，在基于保持叙事与实际

生活前联系的基础之上，适当加入细节，提升叙事的张力。微

纪录片从人物刻画上来讲，在制作的过程当中，人物会更加具

象化，会更为强调人物的特征，会更加细化人物的动作及语言。 

（三）突破技术 

第一，在新媒体背景下，微纪录片在制作的过程当中，要

突破传统的拍摄技术，使之呈现智能化的特征。当下随着新媒

体的发展为纪录片，在拍摄的过程当中设备会更加轻便，后期

制作的技术也更加完善。这主要是源于朱尔在发明摄像机之后，

打开摄像机的研发通道，使得麦布里等人研发出更具便捷性的

摄像机，该摄像机可以拍摄出连续的画面。而伴随着时代的发

展，当下微纪录片在拍摄的过程当中，可以突破传统摄像机的

拍摄技术，可以使用移动终端设备手机等进行拍摄。例如：《三

分钟》这一微纪录片就是利用手机所拍摄的，该纪录片所讲述

的是过年期间，列车员母亲及自己孩子的故事，该列车员只能

够在列车停后的几分钟之内，与孩子见上一面，在这几分钟之

内，孩子向母亲背诵近期所学习的乘法口诀，令无数观众感动

泪目。 

第二，在新媒体背景下，微纪录片在制作的过程当中，要

突破传统的剪辑技术。通常微纪录片在剪辑的过程当中，会使

用穿插、倒叙的手法，突出微纪录片所想要表达的情感。而当

下微纪录片在剪辑的过程当中，要采取更为丰富的剪辑手法，

使得微纪录片形成连贯性的整体，展现微纪录片的故事性，使

得微纪录片能够吸引更多的受众群体进行观看，使得微纪录片

呈现出戏剧化的特征。例如：可以对《二更》这一作品进行学

习，该作品是以故事为主线，通过更为灵活的场景切换技巧，

刻画出更为生动的故事情节。突破观众对于传统纪录片的刻板

印象，引发观众的反思。 

第三，在新媒体背景下，微纪录片在制作过程当中，要注

重突破特写镜头。特写镜头当中包含全景及中景镜头，能够通

过扩大素材取景，使得所拍摄的内容更加细腻。而在当下微信

片拍摄的过程当中，要突破传统特写镜头的展现形式，要使得

特写镜头更加贴近化，依托观众的视角展现微纪录片当中的故

事。例如：可以对《故宫 100》这一作品进行学习，该纪录片

在拍摄的过程当中，优先展示家庭餐桌，然后再慢慢将镜头移

到墙上所挂的照片，最后在推动故宫的特写场景当中。这种细

节化的刻画，突破受众群体对于故宫的传统印象，依托人们的

生活角度，使得受众群体重新认识故宫，使得受众群体对于故

宫产生共鸣。 

第四，在新媒体背景下，微纪录片在制作的过程当中，要

注重突破视听语言。视听语言是集视觉及听觉为一体，运用不

同的声音起伏，使得受众群体在观看的过程当中，与微纪录片

产生共鸣感。从本质上来讲，视听语言是微纪录片后期处理的

精华。当下在视听语言处理的过程当中，要适当融入音响效果，

例如：音乐特效、轻音乐等，突出微纪录片所想要的主题，使

得微纪录片能够呈现出更为深刻的内涵。 

四、结语 
新媒体背景下，为微纪录片提供更为多元的传播渠道，使

得微纪录片在表现形式上呈现出更为多样的特性，使得微纪录

片在叙事手法上发生转变。因而，在该背景下微纪录片的创作

者，要审视当下新媒体的特征，从自媒体的特征出发，着重考

虑当下受众群体的需求，创新微纪录片的制作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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