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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考古纪录片的叙事策略与当代价值

周郁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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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历史考古纪录片为研究对象，从大学生观众视角出发，系统分析当前历史考古纪录片的发展现状和存在问题，

探讨其叙事策略的创新路径，深入挖掘其当代价值。研究发现，历史考古纪录片在内容表达、受众定位、创作手法、传播

效果等方面还存在一定不足。针对这些问题，提出运用多维叙事、情感共鸣、视听语言、科技创新等叙事策略，增强纪录

片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同时分析历史考古纪录片在传承文化记忆、涵养文化自信、推动文化传播等方面的当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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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年来，《国家宝藏》《考古中国》等历史考古纪录

片的热播，掀起了一股“考古热”“历史热”，引发了大学

生群体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作为连接历史与现实的重要

载体，历史考古纪录片以其独特的视角和表达方式，展现中

华文明的灿烂辉煌，讲述中国故事。随着媒体技术的快速发

展和受众需求的不断变化，历史考古纪录片的创作面临新的

机遇和挑战。在新时代背景下，探索历史考古纪录片的叙事

策略创新，挖掘其当代价值，对于提升纪录片的传播效果和

文化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大学生视角出发，深入分

析历史考古纪录片的创作现状，探讨其发展路径。

1 存在的不足

1.1 专业性与趣味性平衡欠佳

历史考古纪录片在专业知识呈现上过于学术化，考古

术语和专业名词使用频繁，缺乏通俗易懂的解释说明。考古

发掘过程展示偏重技术细节，忽视趣味性内容提炼。文物知

识讲解方式生硬，缺乏生动有趣的表现手法 [1]。历史事件还

原以考据为主，未能充分挖掘其中的人文故事。专家学者解

说台词晦涩难懂，与普通观众的认知水平存在距离。纪录片

整体节奏偏慢，缺乏吸引人的看点和亮点。考古现场拍摄以

工作实录为主，缺乏艺术加工和创意设计。历史背景介绍过

于宏大深奥，与观众日常生活体验脱节。

1.2 受众定位和互动不够精准

历史考古纪录片对目标受众群体定位模糊，未能准确

把握不同年龄层次观众的兴趣点和需求。观众参与度不高，

缺乏有效的互动环节设计。内容设置未充分考虑大学生群体

的认知特点和观看习惯。观众反馈渠道不畅通，难以及时获

取观众意见和建议。在社交媒体平台上与年轻观众互动不

足，话题引导力度不够。节目播出形式单一，无法满足观众

个性化收看需求。观众体验感不强，缺乏沉浸式参与环节。

观众黏性不足，难以形成稳定的忠实观众群体。节目宣传推

广缺乏针对性，未能有效触达目标受众。

1.3 创新表达手法相对滞后

历史考古纪录片在表现形式上缺乏突破，画面语言陈

旧单调。镜头运用以静态拍摄为主，缺乏动感和活力。解说

词写作套路化，难以激发观众兴趣。场景转换生硬，缺乏艺

术化处理和巧妙衔接。历史场景复原手法简单，震撼效果不

足。考古发现呈现方式单一，缺乏新颖视角。音乐配乐选用

陈旧，氛围营造不够到位。画面剪辑缺乏节奏感，情节推进

不够流畅。历史故事演绎平淡，戏剧冲突设置不够。考古过

程展示缺乏悬念，代入感不强。

1.4 传播渠道和方式较为单一

历史考古纪录片播出渠道局限于传统电视媒体，新媒

体平台覆盖不足。跨平台传播布局欠缺，未能形成多渠道联

动。短视频平台运营不够活跃，传播声量偏小。社交媒体矩

阵建设滞后，粉丝互动不充分。线下展映活动较少，观众参

与机会有限。校园传播力度不够，难以吸引学生群体关注。

自媒体运营效果不佳，内容二次传播不足。新媒体传播形式

单调，缺乏创新亮点。宣传推广方式保守，难以形成话题效

应。传播策略规划不够科学，整体效果欠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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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叙事策略创新

2.1 多维视角交叉叙事

通过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文物修复师、文化学者等

多个专业角度解读历史文物，展现不同维度的认知视角。邀

请大学生参与考古发掘实践，记录年轻人探索历史的真实感

受。以考古现场工作者视角，展现发掘过程中的意外发现和

精彩瞬间。运用普通民众视角，讲述文物背后鲜为人知的民

间故事。结合文创设计师视角，展示文物价值的当代转化。

融入非遗传承人视角，阐释传统工艺的历史渊源。通过博物

馆讲解员视角，分享与观众互动的精彩故事。以文物保护志

愿者视角，记录文化遗产保护的感人故事。运用留学生视角，

展现外国青年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独特理解。通过新媒体博主

视角，展示年轻人传播传统文化的创新方式。以文艺工作者

视角，探索历史文化的艺术表达。融入当地居民视角，记录

文物古迹与现代生活的交融。

2.2 情感共鸣深度建构

选取与大学生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历史场景和故事情

节，增强观众代入感。通过展现考古工作者在田野考古中的

艰辛付出，激发观众的敬业精神。以文物修复师精益求精的

工匠精神，引发年轻观众的职业思考。讲述历史文物背后的

爱国情怀，激励青年学子树立家国情怀。展示考古发现过程

中的惊喜时刻，营造紧张刺激的氛围。通过文物寻根溯源，

唤醒观众的文化认同感。展现跨越千年的精神传承，引发观

众的文化自豪感。通过文物流失与回归的曲折历程，激发爱

国主义情感 [2]。以文物保护志愿者的无私奉献，传递青年担

当精神。展示考古发现对历史重建的重要价值，激发探索精

神。通过老一辈考古工作者的毕生奋斗，传递奋斗精神。以

文物背后的人物故事，展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2.3 视听语言艺术创新

在历史考古纪录片教学运用中，围绕视听语言艺术创新

开展教学设计，组织学生观摩航拍视角下的考古遗址全貌，

引导其理解遗址的空间分布特征和考古发掘布局；通过微距

镜头解析文物纹饰细节，培养学生观察力和鉴赏能力；利用

光影变换效果展示文物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形态变迁，帮助学

生建立历史发展的空间概念；通过跟拍镜头解析考古工作者

的工作规范，培养学生职业素养；利用走台式拍摄方式讲解

博物馆文物陈列原则，指导学生掌握展陈设计要点；运用声

音和音乐元素还原历史场景氛围，培养学生历史想象力；采

用特写镜头和蒙太奇手法解析历史事件发展脉络，提升学生

的历史叙事能力。

2.4 科技手段深度融合

在历史考古纪录片教学应用中，通过三维扫描技术对

文物进行全息建模，帮助大学生深入了解文物形制特征，破

解传统二维平面教学的局限性；利用虚拟现实技术构建数字

博物馆和考古遗址场景，让大学生沉浸式体验历史文化氛

围，提升课堂教学趣味性；借助增强现实技术开展文物互动

教学，支持学生多角度观察文物细节，激发探究历史的兴趣；

运用全息投影技术展现考古发掘现场，让学生身临其境感受

考古工作过程，培养专业兴趣；通过数字修复技术演示残损

文物的修复过程，帮助学生理解文物保护工作的专业性和重

要性；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分析文物纹饰特征，引导学生系统

掌握不同历史时期的艺术特点；利用数字建模技术复原古代

建筑布局，帮助学生直观理解古代建筑特征和营造技术；通

过动作捕捉技术还原历史场景中的人物活动，增强历史教学

的真实感和代入感；运用环境音效技术营造历史场景氛围，

提升教学内容的吸引力；借助数字漫游技术带领学生线上探

访考古遗址，突破时空限制，丰富课堂教学形式，让历史教

学更加生动有趣。

2.5 人物形象生动塑造

深入挖掘考古工作者的个人成长经历，展现追寻梦想

的奋斗历程。通过讲述文物修复师的工作故事，展现工匠精

神的传承。以考古学专家的学术研究历程，激发年轻人的求

知欲望。展现年轻考古工作者的实习成长，引发大学生的职

业共鸣。通过非遗传承人的传承故事，展现文化传承的重要

性。以文创设计师的创新实践，展示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

通过文物志愿者的公益故事，传递社会责任感。展现考古领

域女性工作者的独特风采，突破刻板印象。以民间文物收藏

者的故事，展现文化保护的民间力量。通过文物跨国追索者

的故事，彰显文化自信。以考古工地年轻实习生的故事，展

现青春激情。

2.6 故事情节巧妙设计

在历史考古纪录片教学运用中，通过设置悬念式教学

情节，让大学生跟随考古发掘过程揭开历史谜团，培养探究

精神；将文物断代研究设计为推理探案式教学案例，引导学

生运用专业知识开展历史探究，提升学习兴趣；把文物修复

过程设计为系列解密环节，让学生参与修复方案推演，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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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思维；运用文物回归故事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培养学生

家国情怀；将考古现场突发状况设计为教学研讨主题，引导

学生分析解决方案，锻炼专业能力；通过考古团队协作故事

展开团队建设教育，培养学生协作意识；把文物背后的历史

故事融入专业课程教学，加深学生对历史文化的理解；利用

考古发现颠覆传统史学认知的案例，培养学生创新思维；将

文物保护难题设置为课堂研讨主题，提升学生解决问题的能

力；通过跨学科研究案例拓展学生知识视野，培养综合思维

能力；把文物数字化保护融入信息技术教学，提升学生科技

应用能力；通过文创开发案例启发学生创意思维，培养创新

能力。

3 当代价值阐释

3.1 传承历史文化记忆

历史考古纪录片深度挖掘文物背后的历史文化内涵，生

动再现历史场景，让文化记忆鲜活起来。通过文物考古发现

过程展示，让观众见证历史的重现时刻，感受历史的厚重感。

纪录片将文物与历史故事相结合，让青年一代更好地了解历

史，传承优秀传统文化。通过精美的文物展示和深入的文化

解读，帮助观众建立起与历史的情感连接。纪录片记录下考

古工作者保护文化遗产的过程，展现文化传承的重要性。文

物修复工艺的展示，让传统技艺得到传播和延续。纪录片还

原历史生活场景，让观众更直观地理解历史文化，建立起历

史记忆。

3.2 涵养文化自信

历史考古纪录片展现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激发青年

一代的民族自豪感。通过展示精美文物和考古重大发现，彰

显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纪录片记录下中国考古学界的重要

成果，展现中国考古学的国际影响力 [3]。文物修复技艺的展

示，体现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通过历史文化的深入解读，

增强青年一代对中华文明的认同感。纪录片展现文物背后的

文化故事，让观众感受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考古发现为历

史研究提供实证，增强民族文化自信。通过文物寻根溯源，

展现中华文明的历史渊源，坚定文化自觉。

3.3 推动文化传播交流

历史考古纪录片以影像形式记录和传播中华文明，扩大

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通过考古发现的展示，让世界了解

中国历史文化的真实面貌。纪录片记录下中外考古学者的合

作交流，促进国际文化对话。文物保护技术的展示，推动国

际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交流合作。纪录片通过多语言版本制

作，扩大海外传播范围。考古发现的展示，为研究人类文明

发展提供重要资料。通过文物故事的讲述，增进国际社会对

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纪录片展现中国文化遗产保护成就，

提升国际话语权。

结束语：

历史考古纪录片是连接过去与现在的重要桥梁，承载

着传承文明、涵养文化自信的重要使命。面对新时代的发展

要求，历史考古纪录片需要在坚守纪实本质的基础上，不断

创新叙事策略，提升传播效果。通过多维叙事、情感共鸣、

科技创新等手段，使历史文物“活”起来，让考古发现“动”

起来，让文化遗产“火”起来。历史考古纪录片在传承历史

文化、涵养文化自信、推动文化传播等方面的价值必将得到

更充分彰显，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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