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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镜头新闻性浅析 

作者： 王燕通  

┊阅读：543次┊ 

电视画面是构成电视最基本的语言元素，也是电视的根本。电视画面由电视镜头来表述，从普遍意义上讲电视镜头的成

败也就决定了电视节目的成败。不同的节目其电视镜头的表达方法会有所不同。正像用文字去写作，会分成不同的文

体，同样，摄影的镜头语言也有叙事、抒情、说理和寄意之分。  

举个例子说，以前的《中国报道》是对新闻事件进行深入报道的栏目，是一个新闻性栏目。该栏目是由点题新闻和演播

室访谈两部分组成。点题新闻的电视画面有8分钟左右，无论是长是短，这段画面都力求向观众提供新闻事件全貌，有时

加些背景材料用以说明，以新闻性为原则反映新闻事件瞬间的运动和变化。统计表明绝大多数观众都有窥视心理，总想

尽可能多地知道新闻事件。常看新闻类节目的观众是属于喜闻天下事的人，他们要从电视里了解新闻事件，想从电视画

面中知道更多、更细的情节。这部分观众往往不苛求画面的艺术性，只注重新闻性。在《中国报道》栏目的众多观众来

信里都只讲新闻事件本身，对节目内容提出各种各样的想法和问题，在来信中几乎不涉及画面的拍摄质量、节目编辑手

法等方面的问题。这就说明看这类电视节目的观众只对新闻事件感兴趣，他们沉浸在对新闻事件的了解之中。基于这样

的情况在新闻类电视节目的镜头拍摄过程中应突出镜头的写实性，也就是摄影语言的叙事性，在电视画面内充分体现新

闻特征。总结出来就是“直”、“白”、“露”的拍摄方法。  

直：就是电视镜头直接揭示新闻事件主脉、直入主题，让观众尽快知道这条新闻是关于哪个方面的，力争把直接的新闻

现场展示给观众，让他感觉到是置身在新闻事件发生的现场之中。例如拍一个会议，首先把写有会议名称的横幅拍下来

放在片头，相信识字的观众马上就知道这是个什么内容的会。某些电视台对新闻的报道不是在事件结束了再编辑新闻画

面、配上解说向观众播出，而是直播新闻事件的发生过程，把摄像机镜头对着将要发生新闻事件的方向不停机地向观众

播出，根本看不出电视节目是由一个一个镜头组接成的，也不存在对电视画面进行艺术性地加工，只要曝光能满足要

求，色彩正常还原就行。这里体现的是对新闻事件毫不刻意修饰的真实展现。2003年3月伊拉克战争的报道中，中央电视

台国际频道新闻类节目的收视率比开战前提高了28倍，就因为它的新闻是直播。  

白：就是电视画面语言简洁明了，如同文学里的白描手法，类似大白话。按电视媒体的定位，新闻节目的解说词要口语

化，那么电视新闻的镜头也该基于这个出发点去拍摄。这类画面不该有故意的“艺术创作”。例如在实际拍摄中人为地

加一些修饰性前景，选取怪异的拍摄角度，故意摇晃着拍，有意识地造成画面偏色等，这些手法都不适宜新闻性电视节

目。观众看新闻无心领会画面的艺术性，他不是在看影展，而是想从电视里看发生的事。我们要做的是尽量全面地向观

众展示事件，如果搞成浓郁的艺术性节目势必破坏这类观众的欣赏心理，悖离观众的欣赏习惯，有费力不讨好的感觉。

大家都有这样的体会，在看战争或自然灾害类的节目时会有很多晃动厉害的镜头，但观众对此并不反感。他们会调节自

己的收视情绪去适应画面，他们是在捕捉事件发生的每个细节。此时摄影记者越是用朴素的拍摄手法获取画面越是能更

紧密地抓住观众。观众在了解事件中思考、判断事件的影响，这就是新闻的魅力。用平铺直叙、简单的拍摄手法获取画

面才是尊重这类观众的欣赏习惯。  

露：就是把与一个新闻事件内容有联系的任何可拍得到的镜头都拍摄下来。只要能表现这一事件的就是有价值的，所以

要尽可能多地把事件细节在镜头里展现出来，用有内容的镜头描绘一个饱满的新闻事件。新闻事件如同一棵大树，它有

主干、有枝杈、有树叶，粗粗细细相互交错。一个人有兴趣去看一棵未见过的树，他的视线会沿着树干看到顶端，他游

离的目光是探索和求知。也许树枝上还挂着不知名的果子，人们透过树叶的遮挡看清这果子的外貌，要了解更多的东

西。从实际效果看，对于一个新闻事件的有关细节在报道时“露”得越多越吸引观众。要把一个事件说明、说透就该从

立体感、多侧面下手，顺应观众的窥视心理，满足他们的参与欲。中美军机相撞事件、中国加入世贸组织、“9·11”事

件等大事发生，人们围着电视新闻不放松，时时盯着电视屏幕，关注事情的发展，充分显示新闻事件的内容“露”得越

多越获观众喜爱。  

(作者单位：中央电视台海外专题部 邮编：100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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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式影像与参与式传播 

作者：韩鸿┊ 1900-01-01 

1999年，世界银行调查每天生活水准不

足1美元的6万名贫民，影响他们发展的

最大障碍是什么。回答不是食品、住房

或医疗卫生，而是自我发声的渠道。[1] 

如何在媒介生态的建设中，给弱势群体

尤其是农村弱势群体一种声音，…… 

· 媒介管理之可持续发展战略观 

作者：罗晓娜┊ 2006-05-29 

  一、 媒介与管理  媒介管理，顾

名思义即是指存在于媒介领域内的管理

问题。媒介是一种复杂的实体，其性

质、类型及功能的定位都是随着不同的

社会历史条件的改变而改变，与之对应

的一切管理与营运也是应势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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