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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媒体时代微纪录片创作特性与发展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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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进入融媒体时代，人们可以很轻松地接触各种各样的微纪录片。作为一种新兴的纪录片形式，微纪录片短小、

精炼，又富有生活气息、哲学意境，很容易引起观众共鸣。本文主要围绕“融媒体时代微纪录片的介绍”“融媒体时代微纪

录片的创作特性”“融媒体时代微纪录片的发展思路”这几个方面展开论述，重点结合融媒体时代背景，分析微纪录片的创

作特性与发展思路，希望给相关领域一些启发，促进微纪录片行业健康发展，为社会输出越来越多高质量的微纪录片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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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融媒体时代背景下，人们对纪录片的认知，发生了很

大变化，纪录片不再是小部分人群的专属，可以走进更多人

的日常生活。相比传统纪录片，融媒体时代的观众更愿意欣

赏微纪录片，在微纪录片中寻求快乐，寻求情感共鸣。这体

现了微纪录片在新时代的社会价值。目前，微纪录片的创作

特性，主要表现在：“创作内容平民化”“创作方式科技化”

“创作主题生活化”等。结合微纪录片的创作特性，相关工

作人员要调整创作思路，重新制定微纪录片的创作计划，突

出“拍摄方法”“拍摄过程”“互动功能”，彰显微纪录片

的魅力。

1 融媒体时代微纪录片的介绍

先有纪录片，然后才有微纪录片。微纪录片是在纪录片

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而来。进入融媒体时代，人们的生活节

奏明显加快，信息传播方式也发生一系列改变，这些因素都

推动着纪录片的发展。作为融媒体时代的观众，更希望在短

时间内快速接收丰富、生动的纪录片信息。基于观众需求，

纪录片开始朝“短而精”的方向进行改革，慢慢发展成为微

纪录片[1]。关于微纪录片的特点，可以从这两个方面去理解：

第一，微小。微纪录片的“微”，主要指的是“微小”，

强调纪录片要缩短、精简。这种缩短，不只是时间维度上的

缩短，还包括其它维度。比如说，在选题上，走平民化路线，

让纪录片被大多数观众认可，能够引起共鸣。再比如说，在

制作环节，尽量简化制作流程、制作技术，提高纪录片产出

效率，更好地满足市场需求。除此之外，在纪录片的主题上，

可以选择个性化、新潮化的主题，契合小部分人群的需求，

这也是一种“微”的表现。第二，真实。微纪录片的内核，

仍然是纪录片，需要彰显纪录片的“真实”特点，发挥纪录

片的本质价值，比如说，纪录艺术、纪录文化、纪录历史、

纪录人性的光辉[2]。

在融媒体时代，新兴的平台与技术推动着纪录片不断向

前发展，使微纪录片日趋成熟。尤其在新媒体技术的带动下，

微纪录片的制作、传播、储存，更加便捷、高效，观众不需

要花费太多成本，就可以轻轻松松地欣赏微纪录片[3]。微纪

录片开始走进越来越多人的日常生活。

2 融媒体时代微纪录片的创作特性

2.1创作内容上的特性

在创作内容上，融媒体时代的微纪录片既要贴近群众生

活，又要有一定故事性。具体来说，在《了不起的匠人》中，

创作者就是以生活中常见的“手工艺”为主要内容，展开整

部作品。对于观众来说，这样的创作内容非常生活化，可以

引发观众思考，让观众有很深的共鸣。而且，在《了不起的

匠人》中，主要涉及小人物的精彩故事。比如说，江有庭远

离尘世的喧嚣，选择一种安静的独处生活，但他的内心并不

孤独，他通过自己的努力，将已经消失八百多年的天目盏，

再一次呈现出来。江有庭只是一个普通的匠人，但他坚守初

心、精益求精[4]，让观众感受到小人物的不平凡。这种小人

物的励志故事，可以走进很多人的内心，增添微纪录片的观

赏性。

2.2创作方式上的特性

从创作方式来分析，微纪录片的特性主要表现在“小而

精的形式”“高品质的视听语言”。具体来说，如何理解小

而精的形式？在现有的微纪录片中，创作者并不注重冗长的

故事情节，而是非常直接地呈现影片内容、主题，给观众的

冲击力比较强。而且，相对于传统纪录片，微纪录片“篇幅

短小”“结构紧凑”，衔接更加流畅，可以牢牢抓住观众注

意力，不容易产生视觉疲劳。这些都是小而精的特点。除此

之外，在视听语言方面，微纪录片非常注重视听体验。比如

说，创作者会立足电影级别的要求和标准，通过电影质感的

画面、音乐，对微纪录片进行细致剪辑，突出微纪录片的节

奏感，提高微纪录片的观赏性[5]。随着融媒体技术日益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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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融媒体技术的推动下，创作者还可以加入一些先进的特

效，更好地丰富视听体验。

2.3 创作主题上的特性

近年来，在创作主题上，大部分微纪录片倾向于“正能

量”“年轻化”。比如说，在《高考女状元的皮影梦》中，

该影片的重点不在于皮影制作过程，而是主人公陈雪月的生

活环境、内心活动，塑造的是一个心怀梦想、乐观向上的年

轻人。观看陈雪月的种种经历，观众可以感受到这个人物身

上的正能量，在思想上受到启发与鼓舞。透过这部微纪录片，

既可以看到“正能量”价值观，也可以看到许多“年轻化”

元素，这是一部非常吸引年轻人的微纪录片。类似于这种主

题的微纪录片还有很多，主要聚集于年轻人的生活和梦想[6]。

比如说，在《了不起的匠人》中，创作者设定的目标观众，

主要是 80后、90 后的年轻人，取材主要围绕当代年轻人特

别关注的传统手工艺形式。在现实生活中，每一个年轻人的

梦想都不同，也许年轻人的梦想并不是传统手工艺行业，但

只要年轻人心怀梦想，就会被这个故事打动。这样的微纪录

片，可以起到很好的教育作用，呼吁当代年轻人反思生活、

反思梦想，做一个有志向的年轻人，不虚度宝贵的青春时光。

3 融媒体时代微纪录片的发展思路

3.1 借助融媒体技术 优化拍摄方法

不同的拍摄方法，可以呈现不同的艺术效果。这对于微

纪录片来说，至关重要。未来，关于微纪录片的健康发展，

要更加关注拍摄方法。具体来说，借助融媒体技术，真实而

完整地进行拍摄。以“人物采访”为例，一部优秀的微纪录

片，往往需要不同人物的陈述、参与。拍摄人物采访时，传

统的拍摄方法是“你说、我拍”，形式比较僵硬、单一。在

融媒体环境下，受访人物可以根据导演需求，真实记录自己

的日常生活，进行“自主式陈述”“自主式拍摄”[7]，捕捉

不易被公开拍摄的一些生活细节。这不仅可以减轻拍摄人员

的压力，还可以提高拍摄品质，保证拍摄的真实性、完整性。

3.2 利用融媒体平台 细化拍摄过程

微纪录片虽然看上去短小，但内容并非不精致。如何突

出细节，这对微纪录片的长远发展来说，非常重要。比如说，

在融媒体平台上，将拍摄过程细化为不同阶段，分阶段进行

“拍摄”“储存”“精修”，优化整个拍摄过程，提高整体

拍摄质量。再比如说，基于融媒体平台的“交互性”“开放

性”特点，可以进行微纪录片二次剪辑，将微纪录片分解成

一个个有特色的“彩蛋”，放大影片中的精彩情节，引发观

众讨论。这也是对影片的一种细化、分解
[8]
。随着人们的生

活节奏逐渐加快，部分观众可能没有充足的时间看完一整部

微纪录片，但可以通过“彩蛋”的形式，提前了解微纪录片

的大概内容，判断自己是否感兴趣，进行有选择性地观赏。

3.3结合融媒体特点 开发互动功能

传统纪录片带给观众的印象，一般比较严肃。而微纪录

片的发展，要逐渐改变这种刻板印象，让纪录片更加生活化，

可以贴近人们的日常生活，提高人们的幸福感。比如说，结

合融媒体特点，创作者可以突出“互动功能”。这种互动功

能，可以体现在不同环节。具体来说：（1）观看环节。在

观看微纪录片的过程中，可以利用融媒体平台，设置留言、

评论窗口，邀请观众自由发表建议，打开观赏视角，活跃观

赏氛围。（2）讨论环节。在微纪录片结束后，可以借助融

媒体平台，发起话题讨论。比如说，围绕“男女主角”“影

片主题”“经典台词”“观众反馈”等，建立讨论专区，继

续提高影片热度，扩大微纪录片影响力，将优秀的微纪录片

成功地推广出去，吸引越来越多人观赏。

结语

综上所述，立足融媒体时代，微纪录片的发展拥有更多

机遇。为了进一步提升微纪录片质量，可以从这些方面去加

强：（1）借助融媒体技术，优化拍摄方法；（2）利用融媒

体平台，细化拍摄过程；（3）结合融媒体特点，开发互动

功能。除此之外，作为微纪录片领域的工作人员，要深刻意

识到，微纪录片不能落入俗套，不能过度娱乐化，要保持纪

录片的特色，突出纪录片的深度，切勿盲目追求表面上的“新

技术”“高效率”，忽略微纪录片原本的价值，偏离微纪录

片的正确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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