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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评论类短视频的传播策略研究

马　慧

西安科技大学高新学院　陕西西安　710109

摘　要：“新闻评论是新闻宣传的旗帜和灵魂”，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短视频时代，公共话语权进一步向受众转移，

短视频成为媒体新闻信息分发的主要渠道，新闻评论类短视频凭借着多元化、共享化和互动性等优势在话题设置、深化新

闻报道、舆论引导等方面也发挥着愈加重要的作用。本研究采用案例分析法，对短视频新闻评论类博主账号内容、传播形式、

传播效果等进行统计分析，发现新闻评论与短视频的结合可以充分发挥两者的优势，能够实现意见性信息的快速、广泛传播，

而新闻评论员个人的评论水平是直接影响传播效果最重要的因素，除此，评论员口头表达的水平、视频制作的质量等都会

对新闻评论的传播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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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杨娟在其《网络与新媒体评论》著作中认为：“网

络与新媒体评论主要指所有通过网络和新媒体传播的、具有

原创性和新闻性的意见性信息。这种意见性信息可能是理性

分析和议论，也可能是一种主观情绪表达。”据统计，目前

运营短视频新闻评论类账号的博主，有媒体单位，自由媒体

人，也有草根博主，评论主体构成较为多元。尤其是自由媒

体人和草根博主，自身新闻评论水平有限，或刻意追求流量，

对许多热点新闻事件的评论停留于感性层面，运用夸张的肢

体动作，带有情感色彩的面部表情，使用“杀”、“死”等

这样的字眼，引导公众情绪，情绪宣泄多于客观理性分析，

污染了网络舆论空间，严重削弱了主流舆论力量。可以看到，

做好网上舆论工作任务艰巨。不仅要认识短视频新闻评论的

传播特征、规律，更要努力创新改进网上宣传，把握好网上

舆论引导的时、度、效，使得网络空间清朗起来。

1. 短视频新闻评论的传播特点

1.1. 短视频新闻评论评论主体多元

因短视频注册、评论门槛低，所以评论的主体较为庞杂，

评论水平良莠不齐。据统计，截至 2024 年 6 月 23 号，抖音

短视频中共有 50 个长期从事新闻评论的账号，依据注册账

号的类型，笔者将其分为媒体官方抖音账号、媒体人抖音账

号和草根评论员账号。其中媒体官方抖音账号有 9 个，媒体

人抖音账号有 35 个，草根评论员抖音账号有 6 个。抖音账

号“新闻联播（主播说联播）”、“新闻姐”、司马南、丘

震海、宋忠平、小强快评、主持人草小月、评论员刘雪松等

官方账号或媒体人账号的粉丝量或超千万级、百万级，“新

闻姐”、司马南等人的账号获赞量更是超亿，展现出了巨大

的舆论影响力。

从上述数据可见，目前媒体人（在职或自由媒体人）

账号数量最多，职业大概分为编辑、记者、评论员、主持人

四类，账号内容有新闻、新闻评论、社会话题评论等等，且

有意见领袖出现，如丘震海、宋忠平、新闻姐等人。媒体官

方抖音账号数量则非常少。除了中央广播电视台，广东、湖

北、湖南、江苏地方广播电视台，大部分主流媒体和地方主

流媒体还未开通或设置短视频新闻评论账号或栏目。整体来

看，主流媒体、地方媒体在抖音短视频上的声量还非常小，

舆论影响力远远不足。以“四万公里暴走哥”为代表的草根

评论员，粉丝量也在一百万左右，传播影响力也较大，评论

的话题涉及婚姻、两性、家长里短、热点新闻等，常以第一

人称进行评论，充满了情绪性“我”的观念。

1.2. 短视频新闻评论强交互、强互动

受众在观看新闻评论类短视频时，可以进行点赞、评论、

收藏、转发。点击转发界面可以推荐给朋友，可以建群分享，

可以分享到朋友圈、微信朋友、qq 空间、qq 好友、今日头

条等，还可以邀请朋友同步看视频。抖音短视频交互功能设

计贴合受众习惯，且不断进行改进提升，拓宽了用户覆盖面，

激发了用户使用软件的兴趣，也大大增强了用户粘性。如抖

音账号“新闻姐”在 2024 年 6 月 11 日发布的内容：“预报

图热到发黑 河北为何成为 40℃酷热集中区？”这一期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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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点赞量是 25.1 万，评论量是 9.4 万，收藏量是 2.2 万，转

发量是 21 万。除此，抖音短视频会显示留言者的头像、地

理位置，并支持点击留言者的头像就可以进行关注、交友等

功能，这大大激发了用户互动的兴趣。如，抖音用户“星光

灿烂”评论说：“河北得朋友，这是真的吗？（暗中观察表

情符）”他的这条留言得到了 5222 个网友的感兴趣，众多

地理位置显示河北的网友也进行了积极的盖楼式回复。在评

论员杜忠平的一期解析“为何泰国高官都身穿‘军服’”的

短视频内容中，就有网友“童话里”留言：“杜老师，你这

期节目有点水”，还有网友留言质疑杜忠平评论：“拿自己

国家的文化和政治衡量别国的文化和政治，是一种不了解，

更是不尊重”，杜忠平和这位网友也进行了互动交流，吸取

意见。可见抖音短视频新闻评论强互动的特点也是辅助新闻

评论进行传播的重要因素之一。

1.3. 短视频新闻评论传播呈现阶段性

短视频新闻评论依靠转发点赞、系统推送等功能经常

能实现病毒式传播，在刚发布之时就能极速的引发阅读和评

论，等过了一段时间后（可能几小时或者几天），阅读、转

发、点赞等增长速度就会越来越缓慢，或完全被其他更新的

新闻评论所替代。如评论员刘雪松在 2024 年 5 月 17 日评论

“连云港鬼秤事件”，他在当日 13：36 分发布的评论内容，

6 个小时之后，当日下午的 19：36 分，点赞量达到 52.4 万，

评论量达到 12.8 万，收藏量 9275，转发 1.2 万次，3 天后，

截至 2024 年 5 月 20 日 21：36 分，该评论内容点赞量 58.9 万，

评论 13.3 万，收藏量 1.1 万，转发量 1.7 万次。这表明经过

最初几小时的聚焦和快速的扩散后，该评论被转发和评论的

速度明显放慢。

这种“病毒式传播”让有价值的意见性信息更快抵达

受众，但也使得附着在虚假新闻、网络谣言、无价值信息等

基础上的意见性信息满天飞，可能会造成群众极化、网络暴

力等污染网络空间的问题出现。如，刘雪松在评论中说：“这

哪像是管理方，分明像是利益团伙，难怪鬼秤被发现之后，

摊主狂飙，商贩围堵，简直就是一伙的，你以为你找到了可

以帮你维权的包公，没想到这厮居然就是个保护伞······”，

刘雪松在进行新闻评论时对还未调查清楚的新闻事件下判

断，并使用“利益团伙”、“一伙的”等词语不断刺激公众

情绪，站在消费者一方（弱势一方）进行道德审判，严重扰

乱了网络舆论空间。

2. 短视频新闻评论的传播策略

2.1. 利用“名人效应”，制作高质量短视频新闻评论

高质量的新闻评论依然是吸引受众观看的最重要的因

素，在分析的 50 个样本中，评论员通过鞭辟入里的分析，

给出一阵见血而又独到的观点，并对观点进行无懈可击的论

辩依然是吸引受众持续观看，激发受众进行点赞、转发、收

藏的重要因素。如评论员杜平、宋忠平、吕宁思、邱震海、

刘雪松、文化学者司马南等，他们在新闻评论领域深耕多年，

具备过硬的专业知识和评论能力。除此，他们还是新闻评论

领域的“名人”，名人效应 + 高质量短视频新闻评论，评

论传播的影响力度得到进一步扩大。除此，还有很多知名的

主持人、记者等，虽然评论的水平不高，但其利用自身的名

人效应，也能在短时间内吸引众多受众关注。

2.2. 精心打造短视频新闻评论小栏目

通过对抖音短视频中 50 个新闻评论账号进行分析后发

现，不管是媒体官方抖音账号、媒体人抖音账号，还是草根

评论员账号，都擅于打造自己的评论小栏目。如凤凰卫视评

论员杜平打造的评论小栏目《杜平看美国》、《平论》等，

宋忠平开设的小栏目《平评十分钟》、《最忠评论》、《评

论上墙》等，小记杨威开设的《威观点》等固定小栏目，其

栏目独具个人风格、特色。除此，也有临时开设的小栏目，

如小强说开设的《小强说奥运》、评论员李炜开设的《俄乌

局势深度分析》等，其针对一段时间内的重大新闻事件进行

热评。还有媒体官方账号开设的新闻评论栏目，栏目名称就

是抖音账号的名字，如贵州广播电视台的《零度时评》、湖

北经视的《直播微视评》、广东广播电视台的《小强快评》、

毕节市广播电视台的《主播看天下》、辽宁卫视的《说天下》、

江阴市融媒体的《最江阴评论部》等等。媒体官方开设的新

闻评论栏目一般定位较为清晰，风格统一，新闻评论内容质

量较为稳定，品牌效应明显。

2.3. 注重短视频新闻评论整体形式设计

抖音短视频新闻评论账号都擅于使用各种元素进行包

装，经过分析发现，媒体人抖音账号和草根评论员账号头像

设置一般都是评论员的肖像照片，每一期短视频的封面都由

个人头像 + 新闻标题字幕 / 新闻评论标题字幕构成，而媒体

官方抖音账号头像则一般是栏目 logo，每一期短视频的封面

基本都由主持人头像 / 新闻事件背景图 + 新闻标题字幕 / 新

闻评论标题字幕构成。短视频播放之后，不管是哪一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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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短视频新闻评论账号，评论员都基本选择坐着，着装正式，

以近景形象示人。画面背景固定，配色统一。除了注重视觉

上的设计，还注重听觉上的设计。尤其是媒体人抖音账号和

草根评论员账号的短视频，几乎都会配乐，使得解说和配乐

相得益彰。在解说新闻事件发生的来龙去脉时，还会播放实

况音响，以增强新闻评论的新闻性。

2.4. 短视频新闻评论语言贴合受众口语用语习惯

为了拉近与受众之间的距离，也为了达到更好的传播

效果，短视频新闻评论员基本都采用了日常口语化的表达方

式。例如，在短视频新闻评论节目《主播说联播》中，央视

一改以往严肃的风格，在 2023 年 12 月至 2024 年 2 月的评

论内容中，使用了“整活”、“奥利给”、“火的不要不要的”

等年轻化口语进行新闻评论标题的制作和内容的表达，提高

了新闻评论的可接受性。以刘雪松为代表的评论员更是擅于

使用口语，营造与受众虚拟交流的“熟人”感觉。短视频的

主力军是注重个性和自我表达的年轻人，因此贴合受众用语

习惯可以营造出轻松愉快的交流氛围，达到良好的传播效

果。短视频新闻评论的口语化势必是今后新闻评论节目语言

发展的趋势，但是短视频新闻评论的口语化应当是评论员对

原生态的群众语言加以提炼后的语言，要表达的恰当好处，

恰如其分，杜绝为了迎合受众格调低下的低俗媚俗口语。

2.5. 短视频新闻评论态度直接、真诚、坦率

短视频新闻评论之所以吸引了众多网友参与，阅读量

动辄几十万、几百万次，评论转发动辄十几万次，是因为短

视频新闻评论员进行新闻评论时，直接面对受众，把自身放

置在和受众同等的位置上进行沟通交流，能够毫不掩饰，直

接了当说出自己心里所想，没有任何顾虑，展现出极具真诚

的态度。如评论员杜平，他在进行表达时不会掩饰自己气短

这一问题，他表达的语速很慢，还常常伴有咳嗽，但是正是

这种样子让受众能够感触到他的真实。直接、真诚、坦率让

短视频新闻评论发展迅速，也获得了持久发展的生命力。

总体来看，目前，短视频新闻评论的发展还处在初期

阶段，可开掘和释放的潜力还非常大。目前注册抖音短视频

新闻评论类的账号还较少，且高质量短视频新闻评论依然稀

缺，新闻评论员不仅要在新闻评论的形式上下功夫，更要在

内容上下功夫。未来，主流媒体和地方媒体应该担起责任，

抓住机遇，积极布局，“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才能

抢占舆论引导的主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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