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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短视频制作中的节奏影响因素 
姚迪 

（陕西理工大学  陕西西安  723001） 

摘要：短视频的节奏在短视频的制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把握好短视频的节奏，是制作短视频的基础，也是制作优质短视频的

必然要求。本文以归纳分析的方式首对短视频的节奏进行简单分类，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影响短视频节奏视听要素，让人们更好地把

握短视频的节奏，从而提升短视频的制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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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视频平台因其短、平、快的传播特点越来越成为社会信息传

播的重要载体与平台。要想在海量信息内容的网络短视频中脱颖而

出，短视频的内容质量优劣程度是其毋庸置疑的关键。而在短视频

制作中，对于视频节奏的处理与控制则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整个

短视频作品的质量。 

一、短视频制作中的节奏类型 
节奏是影视作品的贯穿主线, 能够充分体现影视作品的中心主

题与创作风格, 使作品播放效果与观众的内心产生情感共鸣。[1]以反

复、重叠等各种形式构成一种有序的整体，是艺术作品的一种重要

表现手段，节奏不仅仅局限于声音层面，在画面、情感等形式中也

有重要的体现。短视频制作中对于节奏的控制与设计，能引导受众

观看时的心理变化，使的受众能 大化的沉浸在短视频内容中，有

比较流畅的观看体验，起到更好的传播效果。 

根据不同的视听感受，短视频的节奏可划分为内部节奏与外部

节奏。按照信息的直接作用感官，可分为视觉节奏与听觉节奏。 

1.内部节奏与外部节奏 

内部节奏是指短视频中由情节矛盾而引发的人物内心情绪起伏

所产生的节奏。外部节奏是指摄影机的运动、镜头之间的组接、音

乐的节拍以及解说的语速等等产生的节奏韵律，是一种物理节奏。

两者只有共同作用，合理搭配，才能使短视频耐人寻味。 

（1）内部节奏 

内部节奏是指演员或者短视频主人公在剧情推动的表演中心

理、情绪的起伏变化，往往会外化为情绪表情、肢体行为呈现出来，

通过真实生动的表演，来展现和刻画具体的情节。在短视频中，经

常可以看到一二十秒电视剧或者电影中的片段，演员以专业的演技，

体现剧情故事内容，表现出人物的情绪、神态、性格等等。 

（2）外部节奏 

外部节奏主要体现在短视频制作的前后期制作过程中，是镜头

组接、运动镜头的运动方式、音乐节拍、解说词语速等在剪辑技巧

的作用下形成的有机的、系统的单个韵律节奏，是一种物理节奏。

相较于传统影视作品，短视频的制作门槛比较低，但精良优质的短

视频，还需要一定的专业方法和技巧。拍摄时如果运用运动镜头，

把握好运动的角度、速度以及运动方式等会大大影响短视频的节奏

效果。当然，在后期剪辑制作的过程中，也要把握好镜头组接、镜

头画面与音乐匹配的节奏，在连贯性的基础上控制好节奏与内容的

适配。 

2.视觉节奏与听觉节奏 

视觉节奏是指视频在播放的过程中，画面变化对人的视觉所产

生的律动效果总和。听觉节奏是指视频播放过程中，视频原声与背

景音乐的搭配对受众听觉所产生的节奏效果。只有将二者合理搭配，

才能展现出完美的视觉盛宴。 

（1）视觉节奏 

视觉节奏是动态影像中 基本和 重要的部分，其流畅程度在

一定意义上可以决定动态影像的成败。不管短视频呈现的是何种内

容与剧情画面，首先要做到短视频画面流畅自然，就需运用影视画

面编辑技巧进行处理。其次，平铺直叙的短视频画面节奏虽然流畅

自然，但过于平淡也不会受到受众欢迎，制作者要根据剧情情节发

展或内容信息，画面主体内心变化等，进行画面的编辑处理，让短

视频产生跌宕起伏、张弛有度的节奏。视觉节奏的外在表现效果主

要呈现有平稳、跳跃、流畅、重复、停顿、轻快、缓慢等等。 

（2）听觉节奏 

听觉节奏是指视频原声或音乐的节拍、韵律、强弱等多种变化

形成的有机统一的律动效果对人耳所产生的节奏效果。声音配合视

觉影像，可以对人产生综合性的影响，只有声音与画面的节奏一致，

才能促进视频内容信息的准确有效传达。除此之外，不同的节奏使

人产生不同的情绪，跳跃的节奏给人以欢乐、幸福的感觉；缓慢的

节奏给人以舒适、平和的感受。因此，针对于不同的画面需要，要

把控好相适配的声音节奏。 

二、影响短视频节奏的要素 
短视频的节奏在制作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会直接影响到

短视频的传播效果，那么有哪些要素会影响短视频节奏？ 

1.画面布局元素对短视频拍摄的影响 

短视频的画面布局是指通过主观的策划，安排短视频画面的主

体、客体和陪体以及背景的相互关系 、大小、位置等。 

（1）主体的位置与方向 

前后两个镜头进行组接时，画面中的主体位置需保持相对一致。

相同景别的固定镜头进行组接时，前后两个镜头中的主体需保证在

其画面相对的相同位置和相同方向，才不致让画面产生跳跃感。在

运动镜头组接时，主体的移动或者变换要有一定连贯性和顺序性，

这样才能符合人的思维逻辑。如第一个镜头中主体在视频的左边，

而下一个镜头主体出现在画面右边，如果没有展现整个主体的运动

变化，那么就会产生跳跃性的歧义。除了位置外，主体方位朝向变

化的视觉方向也要保持前后方向一致。 

（2）主体大小 

画面中被拍摄主体的大小以及主陪体之间的大小比例关系对短

视频的节奏也产生着一定影响。一般来说，情节连续性较强的视频

中，主体的大小不能随意变换，即便是镜头间的变换，也需通过空

镜头、过渡景别或是特效等方式来处理。当然，在创意类的短视频

中，会利用特效以及音乐营造创意的同时会改变前后镜头主体在画

面的大小。 

因此，主体的大小变化，取决于短视频的类型，若是纪实或是

生活的展现，那么主体大小改变时要有一定的转场效果，这样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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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人的节奏变换思维以及视觉感受。 

（3）景别 

不同景别都有其特殊的造像特点与效果。因此，景别对短视频

节奏的影响不仅体现在主体大小比例上，还体现在景别造型作用，

也与剧情内容等内在因素相关。 

特写往往是刻画主体局部特征的镜头，比较细致，而全景一般

用于展现主体全貌或者环境。若特写与全景进行组接，则画面效果

会产生较大的跳跃感。除此之外，景别对人物的情绪节奏变化也会

产生影响。中景一般交代人与人、人与环境或是事物间的关系，适

用于表现一段情绪的起因。近景一般通过展现主体的面部特征表现

人物的情绪，而特写能够通过外在的局部特征来揭示本质。 

2.运动镜头元素对剪辑节奏的影响 

运动镜头是指摄影机以及镜头、焦距在运动中变化拍摄的镜头，

叫运动镜头。剪辑是指通过对素材的选择、取舍与组接，完成制作

出一个流畅连贯、主题明确的视频作品。两者是短视频制作中前期

拍摄和后期制作 为重要的部分。其对短视频节奏的影响主要体现

在运动镜头的方向、速度、以及剪辑率。 

（1）方向 

两个相接的镜头，主体运动方向或镜头运动方向必须要一致或

连贯。如果相连的两个镜头方向相反，那么会给人造成视觉困扰，

使视频产生“跳跃”感。 

（2）运动速度 

前后两个运动镜头进行组接时速度一定要基本一致，如果速度

相差很大，那么镜头间的衔接就会非常突兀。 

动作片中的打斗场景一般多用“快”镜头来呈现冲突的激烈程

度，但是，如果多组“快”镜头持续衔接又会给人以眼花缭乱的感

受，因此，一般在多个快镜头组接时会穿插慢镜头或进行时间重映

射进行速度的过渡，以此来控制整体影像的节奏，形成流畅自然的

观感。 

（3）剪辑率 

一般单位时间内组接镜头的数量被称为剪辑率。单位时间内数

量越多的，其节奏越快；反之，节奏越慢。剪辑率不同，给人的视

觉感受也不同，单位时间内镜头数量多的，给人以紧张、急促的视

听感受。单位时间内镜头数量少的，给人以缓慢、舒畅的感受。 

3.影调的影响 

影调是指拍摄视频时，利用光影色彩变化，使短视频的画面更

有视觉韵律。其在短视频制作的过程中，对节奏产生影响的主要是

镜头画面的明暗程度和冷暖基调，这两个要素，可以直接作用于人

的视觉，从而引起人认知心理上对节奏的感受。 

（1）明暗程度 

明暗程度的调节主要依靠于后期剪辑结束后，对整个视频的亮

度、对比度、饱和度等参数进行调节，处理的好坏直接影响人们的

视觉感受。一般在一个短视频中，会用多个镜头来展现一个场景的

故事情节，那么相连续的几个镜头必须有着同等或相似的明暗度，

尤其是在同一环境场景中，否则就会在视觉心理上产生跳跃感，缺

乏连贯性，也不符合视听规律中的环境同一律。 

（2）色彩冷暖基调 

基于色彩的冷暖情感联想的考虑，短视频中前后组接的镜头色

调需保持一致。红、橙、黄为暖色基调，蓝、青、紫为冷色基调。

人们总会将暖色调与“温暖”“热烈”等词语联系，把冷色调与“凄

凉”“清静”等词语联系。因此，在进行镜头组接时，除非大的情感

转变的特殊效果需要，前后镜头的色彩冷暖基调必须保持一致，既

可以让受众在情绪中有持续性，又不致违背视觉规律，从心理情感

上产生大的跳跃感。 

4.声音的影响 

声音对短视频节奏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旋律、音乐、

音效、解说词。 

（1）旋律 

不同的旋律会营造不同的视听感受，其节奏感也不尽相同。舒

缓、慢速播放的画面就要对应慢节奏的旋律；反之，要对应快节奏

的旋律。只有将旋律与画面的节奏进行协调搭配，才会让受众有持

续观看的欲望。 

（2）音乐与解说词 

音乐对节奏的影响相比较旋律而言，更多在于歌词。在相同旋

律的基础上，歌词对节奏的影响，主要从歌词的内容情感，以及演

唱者演唱时吐字、呼吸换气时的气口。而演唱者吐字时的气口往往

都会放在音乐旋律的节拍点，以适配音乐的节奏。 

（3）音效 

短视频中音效的添加要加到适当的位置，要做到与画面同步。

只有这样视频给人的视听感受才能恰到好处，否则，视频节奏会被

打乱，影响视听感受。视频中的倒计时、艺术字、按门铃、拔刀以

及切东西都用了相关声音特效，声画同步，给人强烈的身临其境感。

相反，如果缺乏音效衬托，那么画面就显得单调，普通。如果音效

与画面没有对应，那么视频节奏就会混乱，不符合人的思维规律。 

把握好短视频的节奏，是制作短视频的基础，也是制作优质短

视频的必然要求。短视频已经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并影响

着人们的生活学习方式，讯息传播、休闲娱乐、增长知识，甚至利

用短视频来进行商业活动等等。从制作者角度看，制作好短视频不

仅要有好的内容、好的点子、好的创意，还要全方位的把握好短视

频的节奏，从而达到预期的视听觉效果。从受众角度，每个人都是

短视频的观众，想要观众满意，短视频的视听节奏必须符合人的思

维逻辑，哪种节奏营造哪种气氛，带来哪些影响。只有这样，观众

才能身临其境，如经其事，如见其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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