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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社会公众对警察群体的情感将影响公众对警察群体

的认同和信任程度，警务传播是构筑警民间情感连接这

座桥梁的重要软实力。短视频媒介的出现，就如同抛转

引玉，虽然自身在泛娱乐化、价值观引导等方面具有不

足，但是以其自身具备的素材丰富、题材广泛、形式灵

活、表现真实的特点，为警察机构自身形象塑造、公信

力提升，以及建立良好警民公共关系提供了不可替代的

助力。研究警务短视频的传播效果，更像是通过一面镜

子，去探究新时代新形势下，警民公共关系新视角新手

段的全方位、全过程。

在警察公共关系的众多组成部分中，警察形象和警

察公信力是重要支撑，直接影响警务活动工作效果。新

时代和新形势下，传统的警务传播媒介受到挑战，当前，

短视频正以其独有的优势，以公众喜爱和接受的方式传

播警务信息、塑造警察形象，拓展了警民之间的交流空

间，逐渐建立情感认同和支持，成为警务传播的重要组

成部分。

本文的研究对象“阿特警官”是湖北省孝感市公安

局阿特工作室出品的警务纪实类短视频 UP 主，它以民警

们的日常工作为题材，融合纪录片真实的拍摄手法和类

似真人秀的表现形式，沉浸式呈现了基层警察共工作的

真实情况。根据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提出的

“互动仪式链（IRs）”模型，互动仪式（IR）是由四种要

素构成；一是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同时聚集在同一场

所或空间；二是互动内容对局外人设定界限或门槛；三

是在场群体将注意力共同集中在某一焦点上；四是在场

群体体验或分享共同的情绪或情感 [57]。本文中，笔者将

“阿特警官”短视频的互动仪式过程划分为“警务传播

主体——观众互动”和“观众——观众互动”两个阶段，

互动仪式链视角下短视频参与警务传播的研究
——以“阿特警官”系列短视频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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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阶段都具有不同特点的四要素满足互动仪式开启需

要，两阶段相辅相成共同打造线上警民互动情境。

一、警务传播主体——观众互动阶段要素

1. 屏幕前后沉浸式虚拟共在

视频媒介的线上互动中传受主体双方的“虚拟共

在”是仪式开展的前提，“阿特警官”对自身的账号内容

类型定位为警察 VLOG，即对警务工作，围绕出警或实

施抓捕等一线实战工作，将执法记录仪或手持摄像机的

现场记录与后期剪辑相结合，用 VIOG 的呈现方式展示

警务工作的“沉浸式”真实场景。“在“阿特警官”短视

频中，虽然是录制后上传并非真实直播，但视频这一载

体本身便提供了一种“面对面”在场氛围感。此外，视

频主体还通过视频中主体眼神、动作、语言等表达方式，

以及视觉听觉兼具的拍摄内容、拍摄方式等，与观看用

户交流，营造了用户“身在其中”的感受，解决了警务

宣传展示和说教带来的用户体验不够真实会导致不能积

极参加互动的问题。

2. 圈层界限打造“局外人”门槛

不同短视频用户间存在年龄、等级、地域不同自身

属性，不同层级的用户需求观看视频的目的、时长、方

式等不同，投身参与互动的频率和效果也有所差异，存

在用户圈层。“阿特警官”系列短视频的内容主要针对

警察兴趣圈层文化的传播，内容主要围绕湖北孝感本地

的警情，形成兴趣内容圈层和地域圈层，这些不同“圈

层”间交流少、陌生，存在信息茧房的隔阂，另外用户

中不乏警察同行的观众和粉丝，这类用户对视频内容的

理解度熟悉度相对较高，与警务传播主体的互动程度相

对较高，圈层文化间的嵌套无形中又带来了一定程度的

“门槛”。

3. 集中共同观众注意力

（1）素材选取贴近观众好奇心取向

“阿特警官”系列视频非常注意了解和配合网友粉丝

的心理。警务类话题一直是网友普遍感兴趣的话题内容，

且一般网友大多只从书籍和影视作品中对此有些了解，

真正有机会参与警察执法办案的事件接触和观察十分罕

见和稀少，“阿特警官”充分调动和满足了网友出于追求

刺激和好奇的心理。从而使得具备不同身份、来自不同

地域、拥有不同爱好的观众，因相似的注意力兴趣点聚

集在“阿特”系列视频营造的虚拟空间中，用户的需求

得到了满足。“阿特警官”系列短视频的主体双方，在 B

站的平台上是“以趣结缘”，围绕主人公“阿特”“警务

工作”“警察生活”“湖北孝感警情”等双方共同的关注

焦点，以重点案事件为主要主体素材，偶尔加入醉酒人

员处置、民事纠纷调解等 110 接报警工作日常记录，均

为视频本身带来可观的关注度和播放量。

（2）视觉文字提示帮助观快速投入

在“阿特警官”系列视频中，同样利用字幕等视觉

文字的方式参与互动过程，一方面交代案情内容、线索

来源，如字幕显示“粉丝天眼：某烧烤店二楼有吸毒人

员”、“今晚我们将对一处涉黄窝点进行毁灭性打击”，吸

引观众进一步的观看；为方便便观众在观看时的理解，

视频中阿特等主角的口头言语，官方制作时有时会搭配

同期声字幕。如某一集中，警察到达现场时，不见嫌疑

人踪影，此时字幕显示“宾馆后面连小区”，向观众交代

了现场的实际环境，当观众继续跟随阿特团队镜头的步

伐跟进搜索过程，此时字幕继续提示“后门下楼梯就进

入了小区”，“整栋楼已经封锁，嫌疑人只能躲天台”，解

释了嫌疑人可能离开的方向，引导观众推理。通过字幕

对现场环境、人物等重点部分会进行思路引导和补充介

绍，在帮助观众理解的同时，保持视频的整体氛围不被

破坏，对情节转折进行点拨和思路引导，也对于视频官

方想要强调的重点内容再次重复、再次聚焦，加深观众

印象。

（3）背景音乐增加氛围带入感

“阿特警官”视频也会配合内容剧情利用背景音乐

或其他声音渲染气氛，提升观众观看视频的良好体验，

进而提升彼此互动率。充分利用不同风格音乐的节奏和

情感属性，如开篇音乐会选择节奏感和动感极强的旋

律，并且注意背景音乐与视频内容剧情和节奏实时配

合，比如音乐节奏突然欢快活泼，突然柔和感人，如在

民警做搜查现场等特殊战术动作时，会使用 007、碟中

谍等电影的背景音乐，另外会借助现场特殊声音提示，

如“这个铃声一直没有停止”，铺垫案件剧情，设置悬

念，起到良好的的视频效果，让观众由于视频细节或情

节偶尔分散的注意力重新迅速凝聚，再次跟随视频主人

公的步伐前行。

4. 情感动员与集体回应

（1）与视频剧情相关的的言语笑点

“阿特警官”在视频中会经常主动与观众沟通，在

表达方式设置情绪燃爆点，唤起观众的瞬间情绪，当在

出警过程中遇见可能引起观众兴趣的现场物件、当事人

动作、环境气氛时，如评价吸食笑气的三个 02 年男孩是

“糖果超甜”，该词是抖音热梗，原为一年轻男孩组合名

称，引发弹幕中年轻人的刷屏。通过及时利用兴趣点或

搞笑点时刻互动，带动观众短时间内好奇、情绪起伏、

兴奋、过瘾等体验。再如某一集中阿特准备带队“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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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在进电梯之后，刻意戴上眼睛，并说为了“护眼”，

呼应之前“洗洗眼睛”的口头禅，并暗示观众接下来内

容会有视觉冲击力，吸引用户观看，再如形容一娱乐场

所内“满屋充满‘欢宜香’的味道”，该此为电视剧《甄

嬛传》热词，刺激观众互动，同时也暗示已经到达涉黄

场所的特点，铺垫剧情展开，制造笑点和讨论点以此带

动情绪氛围。

（2）与视频场景相关的兴趣刺激点

借助现场环境和内容情节主动设置共同互动点、娱

乐点、关注点，也是阿特警官的观众情感引导方式，分

为以下三种：

第一种是现场检查过程中发现的物品，在阿特视频

中对经常出现的涉黄违法行为涉案物品相关词汇，在某

一集视频中，阿特警官向观众展示在嫌疑人房间内发现

并收缴的物品，并说“这些东西放到一起，大家应该能

联想到什么了吧”“剪防盗网，大锤小锤砸”，引发用户

思考和讨论；第二种是警用装备和警用技能，如为了配

合视频开头或结尾的铺垫以及动员氛围需要，会利用警

车、警灯等要素进行点缀，在视频过程种会出现一些常

用装备，如警用强光手电筒，“手铐”“警棍”警棍、执

法记录仪、电击枪等；在视频中警务传播主体会展示很

多警务专业技能，如阿特和磊哥对待有人持刀的警情，

镜头拍摄了大量以战术姿势、队形向前推进、在宾馆内

部熟练穿梭奔跑等场景，以及一些遇到障碍后的专业操

作等，体现民警工作的专业性，借助展示视频人物的职

业专业性吸引用户的观看兴趣。第三种是一些可能引起

观众喜爱或兴趣的物件，或者方便观众参考作为案件推

理线索，如“杯子的唇印”“音乐警报器”等。比如阿特

对现场某物或嫌疑人进行幽默评论，引得观众网友的热

议互动。

（3）与故事情节相关的悬念思考点

视频官方用户导向思维，通过设置悬念的方式铺垫

线上联动线索，满足用户好奇心理。通过增加点评的方

式，同样可以增加视频内容的趣味性，或借用网络热词

娱乐热埂，设置娱乐搞笑热点，引起观众充分注意。内

容视频中，鲜艳颜色、特殊字体的视觉文字如“注意铃

声”、“前方高能”“以下内容未满十八岁请在家长陪同下

观看”等可以起到设置悬念的功能，从而增加观看兴趣。

另外，通过暗示的线索的方式，同样也能引发观众的思

考，如某一集中字幕反复提示观众现场背景声音中“这

个铃声一直没停”，与后期警察发现店内从事违法行为担

心被发现安装了互相通信的报警器，这种做法有效增加

视频内容的悬疑性，勾起观众的推理侦探兴趣。

二、观众——观众互动阶段要素

1. 粉丝间同频共振“虚拟共在”

在 B 站平台上，用户在观看视频时能够查询到有多

少人共同进行线上观看，得知自己和多少个观众在观看

同一个视频，这种功能使得用户有类似电影院剧场观影

的体验，无形中在心理得到与他人“虚拟共在”的积极

暗示，为后续参加互动活动做好准备。阿特警官”系列短

视频围绕主人公“阿特”“警务工作”等双方共同的关注

焦点，使得拥有不同身份、来自不同地域的观众，因相同

的兴趣爱好聚集在“阿特”系列视频营造的虚拟空间中。

2. 粉丝内部“行话”“局外人”门槛

视频平台的去中心化特点降低了表达门槛，用户们

之间畅通无阻的交流为粉丝群体内“行话”产生和使用

提供条件，只有熟悉阿特文化，并且经常观看系列视频

的用户能够准确捕捉“行话”的含义，对意义正确解读

和回馈，如视频有独特的“抓粉特”“抓粉丝”特点，塑

造了众多同行视频中独特的粉丝文化圈层，对于初次观

看的视频用户无法融入其中，这种用户或粉丝间彼此身

份的识别认同同样作为互动前提存在，这些均为粉丝用

户群体互动设置了局外人进入的“门槛”。

3. 凝聚观众集体注意力

（1）符号共通的表现形式

粉丝用户间关心共同关注内容的形式大体分为两种，

即问询解答形式和交流讨论形式。在问询解答形式下，

如有观众以视频内容为中心，在弹幕中会围绕现实中自

己遇到的类似的情况发表感受，比如讲述自己平时遇见

过的醉酒人员酒后行为，其他观众也会在弹幕中纷纷发

表见解，并且围绕该男子的行为进行有趣的解释。在交

流讨论形式下，在系列视频中的某句话或者某个网友的

词，经常引发大家感慨，并进行跟拍刷屏，如某一集中

阿特问嫌疑人“东西塞哪里去了？”，此时嫌疑人的回

答“没有”按照表达习惯不符合上下文语境，弹幕刷屏

纷纷评论“回答错误”“正常人应该回答什么东西，不是

回答没有”“哈哈这个没有可还行，暴露了”“此地无银

三百两”“一句话自爆了”，引发网友讨论。

（2）共同关注的焦点内容

在视频中大量运用中景和近景镜头拍摄出警过程是

观众的关注焦点，每当镜头以第一视角跟随阿特身后跟

拍拍摄出警民警的背影，网友能够看清出警民警的队形、

着装、装备，体验跟随镜头“云出警”的沉浸感，同时

中景拍摄由于跟随身后拍摄，保持距离又清晰。观众仿

佛化身队员紧随其后参与其中，既能够体现警方专业素

质，展示主角一线出警的真实环境，同时模仿警匪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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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拍摄方式，增加视觉冲击力以及氛围营造感，观众得

到了沉浸式出警的感受，在拍摄作案工具等物品时进行

特写镜头，观众更加充满兴趣和喜爱。

系列视频搭配剧情的音乐内容，也是观众注意力凝

聚的焦点。如开篇音乐节奏感和动感极强、音乐节奏从

安静突然又欢快活泼；如观众熟知的电影经典音乐等。

如在民警到达现场之前会使用《名侦探柯南》动画等背

景音乐，由此带来紧张激动振奋的情绪效果，有观众用

“这个 BGM 好评”“BGM 燃起来了”“BGM 这该死的压迫

感爱了爱了”来表达对背景音乐的感受，此外每次到视

频中行动阶段都会播放同一首背景音乐，在类似视频情

节或场景阶段再次发生时，如每次音乐想起，弹幕区都

会有网友评论“战歌起”“来了来了”“一放这个我就不

困了”。长期多次播放的背景音乐，成为群体成员的非语

言符号资本，持续凝聚观众的注意力。

4. 情感唤起与群体共振

观众在短视频中会通过发布弹幕、点赞、评论、转

发（分享）和关注这五大基本方式参与互动。观看和点

赞一般会产生短暂地情感能量，而评论、转发及关注会

产生相对较长地情感能量 [66]。

（1）共同的情绪感受表达

情绪作为人们最直接的沟通桥梁，将沟通双方的注

意力集中在相互和共通意义的符号之间。“阿特警官”

系列短视频中，双方因对焦点内容的共同兴趣而凝聚在

场，通过在视频提供的沉浸场景中感受虚拟氛围，受众

之间的情感连接被逐渐唤起并形成集体兴奋，受众表达

情感的欲望得到激发，通过发表实时弹幕评论视频内

容，既包含对人物喜爱的表达，也包含对视频内容的吐

槽，受众之间也在分享彼此的情感体验过程中交流共通。

在视频中观众经常会围绕视频某段或某个节点表达喜爱

或兴奋激动，如在看到警方的战术动作和表现时，会及

时表达自己的激动和喜爱，如“警方突袭中，压迫感极

强”“为什么我好兴奋”“代入感极强，感觉已经被抓

了”。在用户体验沉浸式“出警”的刺激感和感受视觉冲

击力时，也不吝啬表达肯定赞许的语言，如“好喜欢这

个站在背后的视角”“都快哭了画风突然变了”。

（2）共同的情感能量凝聚

“阿特警官”以亲民的姿态、入情入心的语言宣传塑

造主人公形象，减少官方语言的使用，更多从平民化叙

事、人性化观察的视角出发，弹幕中也可以看到用户对

于视频的期待和以来，如“终于更新了”表示催更和等

待更新的心态，“来了来了”表示迫不及待观看的心态，

“8000+、7000+、9000+”为网友发现正在同时观看自己

喜欢视频的用户数量持续上涨，“别藏了各位”等网友

的感慨恰恰说明了阿特视频的热度，也代表了“阿特警

官”系列视频已经初步形成的用户粘性，稳定的用户关

注群体逐渐形成。

在“阿特警官”警务短视频的互动仪式中，参与双

方围绕共同关注焦点和沟通内容形成更多共鸣，社会公

众的期待和需求得到尊重和满足让警民沟通拥有更多情

感属性，依托情感的长期良性互动形成“情感共同体”，

并延伸到线下社会公众的接纳和认同度得到提高，从而

激发公众参与社会协同治理的积极性。在新形势下的警

民沟通互动和舆论引导中，警察机构需要掌握短视频等

新媒体的传播技巧，了解熟悉如何平衡构建亲民形象与

公正严肃形象的关系，用互动探讨交流缩短与民众之间

的距离感，提升受众的接受度，获得更多群众喜爱和认

同，这种喜爱和认同为进一步的沟通交流打下基础，有

利于良好警民公共关系形成，以及推动警方社会秩序维

护效果和公共治理体系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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