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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技术在影视传播领域的应用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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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时代的发展，人工智能技术在各行各业的应用愈发广泛。人工智能技术在影视传播行业的应用，推动

了影视传播领域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影视传播与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度融合，拓宽了影视传播渠道，使影视作品的生产模式

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同时提高了影视作品在撰写、编辑和传播等各个环节的效率，影视行业朝着更加智能化的方向发

展。文章首先对人工智能进行概述，然后探究人工智能技术在影视传播领域的应用，并总结出人工智能技术在影视传播领

域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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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进步为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助力，人工智能

技术逐渐深入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影视行业作为技

术密集型产业，深受技术发展的影响，以人工智能技术为

基础的影视行业智能化转型，正引发影视传播领域深层次

的变革。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影视传播领域得到广泛应

用，通过智能生成影视内容，借助人工智能翻译技术，打

破原有影视作品语言壁垒，算法分析用户喜好进行个性化

推荐的方式，提升了影视作品传播效率，也推动了影视传

播领域的结构更新。

1　人工智能技术概述

人工智能，英文缩写为AI，被称为世界三大尖端技术之

一，最初是由计算机科学的奠基人图灵所提出。人工智能

技术是指通过计算机算法程序模拟人类思维过程的一种科

学方法，旨在实现对人类智能的模仿、延伸乃至超越。其

研究范围涵盖数据智能、认知计算和操作智能多个方向，

已成为当前科技前沿的重要组成部分[1]。人工智能的发展趋

势体现为从任务导向向系统集成演进，现阶段人工智能不

仅可以处理静态信息，更具备面向复杂语境进行动态推理

的能力，为媒体内容的生成、传播和管理提供了新范式。

在影视传播领域，人工智能不只改变了内容的呈现方式，

也重构了信息的传播路径。

2　人工智能技术在影视传播领域的应用

2.1智能生成影视内容，提升创作效率

人工智能介入影视内容生成环节，促使创作流程从依

赖人工编辑逐步转向算法参与。在文本生成、镜头规划、

配乐剪辑等具体环节中，人工智能模型具备高强度的信息

处理能力，能够在限定时间内快速完成复杂单元的初步组

合，这一转变不仅节省了大量的人工资源，也缩短了影视

作品从构想到执行的周期，使创意更快转化为可视化成

果。影视制作向数据指导转变，这一转变实现了人工智能

技术在影视作品内容生成上的有效应用。与此同时，标准

化模型的应用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行业创作流程的规范

化，提高了内容产品的批量生成效率。智能生成技术基于

深度学习的脚本生成、镜头自动拼接与多版本剪辑，可

同步输出面向院线、流媒体和短视频平台的差异化内容格

式，使作品在进入宣发阶段前就具备跨渠道传播的质量。

智能配乐与语音合成则进一步缩短后期制作到首发上映的

时间差，提升创作效率，创作效率的提升可以使影视内容

能够更迅速进入市场，有效提高影视作品的传播速度[2]。

2.2借助人工智能翻译技术，扩大受众范围

人工智能翻译技术的加入，让语言不再是观众接受内容

的障碍，而成为连接不同文化背景观众的桥梁。为了扩大

受众范围，影视制作团队先将剧本和对白输入训练过的大

型语言模型中，模型通过大量的语料积累，自动识别出其

中的情境、语气、文化表达以及口语化内容，从而在初步

翻译阶段就尽可能保留原意和语境，尤其是对于那些具有

地域特色或情绪色彩强烈的表达，系统会给出多个备选翻

译，供语言团队进一步筛选调整。整个过程中，字幕的生

成也已不再依赖人工逐句听写，智能翻译可以根据不同终

端的播放需求动态语速匹配参数，确保音画同步及观众的

阅读舒适度，保证观众在观看过程中不会错过重要信息，

提升观众体验。为了适应不同设备的播放需求，系统还能

根据终端设备的屏幕尺寸自动优化字幕排版，无论是在手

机、小型屏幕还是影院大屏上观看，都能保持清晰易读。

在全球传播日益广泛的现实背景下，人工智能翻译技术已

成为提升影视传播效率的关键手段，促使文化信息在不同

语言体系中实现更加便利的共享。

2.3算法分析用户喜好，实现个性化推荐

算法推荐在影视传播中承担匹配受众与推送内容的关键

作用，其核心在于对观众行为、审美倾向和场景偏好进行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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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分析与建模。平台通过对播放时长、停留频率、互动轨迹

以及社交话题的解析，构建精准的用户动态画像，再利用

模型分析预测用户的喜好，实现一对一精准推送作品给观

众。推荐算法在内容推送层面实现了传播路径的重构，改变

了传统传播的“推送—接受”线性结构，在算法主导下向特

定用户群体定向推送，从而提升影视作品的传播效率。这种

精准匹配机制提升了用户在信息接收过程中的参与度，同时

也提高了影视平台的内容利用率。个性化推荐不仅延长观众

与平台的交互时间，还通过流量挖掘推动中小体量作品获得

曝光机会[3]。与此同时，算法在实时反馈循环中不断校正相

似度权重，提高内容推送的精准度，形成覆盖多屏终端传播

网络。算法机制在提升传播效率的同时，也要引发对信息过

滤、内容单一化的反思，需要在模型设计阶段引入多样性指

标，以保证受众体验的满意度。

3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背景下影视传播领域的发展趋势

3.1构建自动化内容生成系统

自动化内容生成系统在影视传播中的建设，需以深度学

习模型为基础，创建数据化内容，生成自动化内容系统。系

统通过分析剧本结构、镜头语言与情绪走向等影视要素，训

练出可适配不同题材的生成算法，实现从文字脚本到图像素

材的高效转换。模型融入创作流程，进行镜头排布、对白构

建、配乐搭配等环节的程序化处理，让影视作品内容的生产

过程更加稳定。在自动化生产系统的推动下，影视内容被整

合既符合平台要求，又贴近观众需求，同时具备广泛传播潜

力的综合性产品。平台根据内容标签与传播需求快速调整影

视作品的输出内容，压缩传统创作所需的策划、开发与修改

周期，同时系统运行过程中的反馈机制反向推动模型升级，

使生成内容持续贴近观众的主流审美。结构化输出机制的建

立不仅拓展内容表达方式，还重新定义内容评判标准，重构

了影视传播系统的资源配置。

3.2完善语言智能翻译技术

语言智能翻译技术在影视传播中发挥着连接影视作品

内容与全球受众的桥梁作用，其完善路径需围绕语言结构

建模与语义识别精度的同步提升展开。语音识别与自然语

言处理模型的高度协同，使语言转化过程由浅层替换过渡

到深层理解。人工智能通过深度语义建模与上下文分析，

使语言之间的转换不再局限于字面层面的对应，通过分析

大量影视作品的语言特色，掌握叙事语境中的惯用表达，

确保在语言习惯、文化背景与语言应用策略多方面精确还

原。随着语言技术从静态处理向动态交互演进，系统逐渐

具备根据不同国家地区语言风格自动调整表达策略的能

力。多语言内容的并行生成也促使影视传播平台在全球

市场中实现影视作品的版本同步，提高信息传播的时间效

率，扩大了其空间覆盖度。

3.3建立观众反馈机制

观众反馈机制的建立是影视传播体系实现精准投放的核

心环节。系统通过搜集观众浏览行为、点击频次、停留时

长与互动热词，构建出完整的用户画像，实现受众喜好与

内容结构之间的有效匹配，进行影视作品内容评估并精准

推送给观众，在这一机制下反馈行为不再是以人的主观臆

断为主，而是被量化为平台用于评估内容热度与适配度的

关键指标[4]。反馈信息在算法模型中不断优化，成为调节分

发策略、优化内容结构与预测传播热度的重要依据。传播

平台依托反馈模型，调整内容呈现顺序、推荐频率与互动

节点，从而提升传播效率。反馈系统的智能化水平，直接

决定了内容分发是否具备高适配性。数字化反馈机制让内

容制作在最初的构思阶段就开始考虑观众的喜好，把预期

反馈融入到创作当中，为影视作品的后续传播推广打下基

础。与此同时，观众的行为数据在反馈机制中具有长期累

积效应，推动模型在不断更新中提升其推荐精准度。高效

反馈体系的构建最终推动传播系统从静态供给走向动态响

应，为影视内容的生命周期管理提供精准支持。

4　结束语

在新时代背景下，将人工智能技术与影视传播实践相融

合，是影视传播领域不可逆转的发展方向，引领着影视传

播领域的创新变革，从根本上推动了影视传播系统的结构

性演变。因此，影视行业工作人员应紧紧抓住这一机遇，

优化人工智能技术在影视传播领域的应用，专注于影视作

品本身，提高影视内容质量，使人工智能技术更有效地服

务于影视传播领域，不断拓宽影视传播的边界，推动影视

行业的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罗慧娟,朱学航,苏畅.生成式人工智能驱动下川菜

文化基于影视剧的传播与创新研究[J].成都行政学院学

报,2025,(02):93-103+120.

[2]冯梦然,余兰亭.人工智能背景下网络新闻与传播专

业影视后期剪辑课程教学改革研究[J].电子元器件与信息技

术,2025,9(01):55-57+61.

[3]倪明亮.横店影视媒介融合、技术迭代、产业化研究

[J].合作经济与科技,2023,(14):24-26.

[4]徐雄庆.人工智能背景下影视产业的发展研究[J].新

闻研究导刊,2021,12(18):218-220.

作者简介：

张佳蕊（1998.03-），女，汉族，福建龙岩，硕士，助

教，研究方向：影视传播，营销策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