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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传统媒体在新媒体环境下的网络新闻直播
李齐萍

（云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媒体中心，云南 昆明 650000）

0 引言
2022年 6—9月，云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全省 16个

州市，启动了“喜迎二十大行走彩云南”暨《金色热线》

融媒体问政行动，以展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云南各地发

生的喜人变化、取得的发展成就，同时关注全省正在推

进的作风革命和效能建设进展。在此期间，我有幸参加

了第三周 6月 27 日—7 月 1 日的普洱宣传周直播行
动。结合一年前的这次直播经历，以及后来几次直播活

动，我对网络新闻直播有了一个更加全面的认识。

1 网络新闻直播的主要模式
1.1 传统媒体+网络直播

传统媒体与网络直播平台之间的合作交流，是当

前传统媒体在网络新闻直播上采取的主要方式之一。

二者之间形成了较好的优势互补态势，在相互促进中

共同发展。直播功能如图 1所示。

电视新闻直播是指利用微波及卫星信号传输系

统，将设置在现场的多个拍摄角度不同的拍摄机位摄

录到的画面、音响、综合背景资料，通过现场记者与演

播室主持人的采访、串联与评述，现场切换、剪辑，实时

播出争取在第一时间传达给观众，是一种新闻报道形

式。而网络新闻直播则是一种时效性、互动性强的网络

信息传播方式：媒体通过互联网平台向受众传递碎片

化简单的视频、图文，受众借助留言向媒体表达自己的

想法和对社会、新闻事件的观察，以此建立起良好的沟

通交流机制。

就拿本次直播来说，云南广播电视台通过“七彩云

平台”客户端、央视网等进行视频、图文的在线直播。云

南广播电视台利用自身专业化的报道团队和资源、传

统新闻媒介的话语权和权威性，对新闻事件进行更加

全面和深入的发掘和报道，有效保证了新闻报道的质

量要求。而“七彩云平台”客户端、央视网的优势则在于

其具有更加先进的技术和推广平台。二者之间进行优

势互补，有效提升了直播的质量和影响力。为广大受众

提供更加具有高价值的新闻节目，提升新闻节目的影

响力[1]。
1.2 直播+互动

与传统新闻直播相比，网络直播更具互动性，受众

在观看新闻内容的同时，还可发表评论、弹幕等，表达

自身意见，主播和受众实时互动，使受众如同亲临现场

一般，产生浓厚的参与感，改变传统新闻的单向直播形

式，不再封闭和被动。

目前，部分网络新闻直播主要通过微博、微信、公

众号、抖音、手机客户端等社交平台进行，将新闻直播

与社交平台进行结合。这种直播+互动的方式，可以有效
发挥社交媒体的优势，加强新闻直播节目与受众间的

交流互动，提升受众对新闻节目的黏度，同时丰富了社

交平台的内容，提高了平台流量，真正意义上实现了网

络新闻直播与社交媒体的双赢。直播+互动方式如图 2
所示。本次直播，除视频直播外，还在下方评论区与网

友就节目内容及时进行互动，并不间断进行抽奖，带动

了网友的活跃度和参与度。随着网友的转发，点击量不

摘 要：近年来,随着科技的进步,移动互联网 4G、5G、VR等技术在飞速发展中得到普及,大数据、
VR（虚拟现实）等技术也逐渐成熟,微博、微信、微视频等新媒体平台也在不断成熟、壮大。 作为一项以信
息服务为主体的产业,我国的传媒产业在全球化、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更是走在了时代前列。 为扩大自
身的影响力,各种“直播”手段被广泛应用于新闻信息传播当中。现以云南广播电视台一次大型融媒体直
播活动为例,浅谈传统媒体在新媒体环境下的网络新闻直播,以供相关工作人员研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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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直播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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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更新，最终超过了 70万[2]。

2 网络新闻直播的内容打磨
其实，从本质上来看，“内容为王”永不过时，我们

在网络新闻直播报道的过程中，要重视对新闻内容的

打磨，选题要有特色亮点，内容制作要精良，同时要保

证网络直播的质量，为用户提供高质量的新闻信息。因

此，直播在内容的选择上一定要“抓住主线”，通过“动

静结合”“虚实相交”的表现形式来进行串联。下文以普

洱宣传周第三场直播“山之味”中的第一个直播点———

云南太阳河国家森林公园为例，进行相关说明。

2.1 抓住主线
长期以来，云南省委、省政府高位推动生物多样性

保护的各项工作，先后发布了丽江宣言、腾冲纲领、西

双版纳约定，率先制定《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条例》，

开创地方立法先河，率先试点建设国家公园，在全国较

早发布省级《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2—
2030年）》。经过多年努力，全省自然保护地体系日趋完
善，生态系统质量稳中向好。一大批珍稀、濒危、极小种

群物种得到保护和恢复，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水平明

显提升。全省 90%的典型生态系统和 85%的重要物种
得到有效保护。

本场直播的地点位于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的云南

太阳河国家森林公园，它地处横断山脉的无量山南部，

海拔 1707m（大旧寨山），森林覆盖率 97.8%，植被主要
有热带季节性雨林、季风常绿阔叶林、暖性针叶林等类

型，有蕨类以上高等植物 215科 883属 2104种（亚种、
变种），有兽类 9目 28科 68属 102种、鸟类 17目 45科
属 222种、两栖爬行类 2目 23科 58属 91种、昆虫 10目
63科 397种。可以说，这是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的
一个成功案例[3]。

因此，本场直播我们选择了生活在太阳和国家森

林公园里的小浣熊、西黑冠长臂猿、小黑熊、桫椤和白

犀牛等动植物为直播对象，通过展示它们的生活环境、

种群数量变化、与人和谐相处等方面，让受众更直观地

了解党的十八大以来云南的生物多样性之美，更好地

反映云南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所取得的成效[4]。
2.2 直播场景与镜头“动静结合”
（1）“动”：在直播的时候，如果主播和嘉宾只是站

着简单聊天，整个节目就会没有看点。因此，“动”是直

播的灵魂。对于，这场直播的第一个点位，我们选择了

云南太阳河国家森林公园的犀牛坪景区：这里位于普

洱市思茅区东南 42km，融“山、林、水、人”四大主题为
一体，是一个集中展示普洱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与北热

带、南亚热带季风常绿阔叶林景观的综合性山岳型景

区。考虑到嘉宾老师很擅长和动物互动，并且可以通过

叫声和西黑冠长臂猿交流，因此，直播沿线分别安排了

小浣熊、西黑冠长臂猿、小黑熊和白犀牛等动物与他。

直播一开始，老师给小浣熊喂食的互动很快吸引住网

友的注意力。从后台可以看出，点击量从最初的几千人

迅速飙升。随后，他隔空喊话西黑冠长臂猿，并与之交

流对话，观看的网友越来越多。随着交流的深入，一只

在远处树上的西黑冠长臂猿拉着植物藤条荡过来与他

相见的场景更是引来的主播和网友的喝彩。在这个过

程中，当老师通过叫声让两只长臂猿过来的时候，其中

一个反打镜头准确地锁定在一只长臂猿身上，拍下了

它顺着藤蔓荡过来的整个过程，给人一种长臂猿是朝

自己奔过来的感觉。随后，西黑冠长臂猿吃水果、老师

为它清理毛发、一人一猿共用一个杯子喝水等场景更

是让人移不开眼。可以说，这一些“动”起来的场景和镜

头让屏幕外的受众感同身受，仿佛自己在现场叫来了

西黑冠长臂猿并和它交流互动，因此，直播点击量得到

快速增长。

而在白犀牛片区，老师教主播与白犀牛进行“心有

灵犀”互动，也是让直播“动”起来的经典场景：随着阿

福老师的指点，主播要把手放到白犀牛的耳后。可以

说，“动起来”是整场直播中最吸引人的地方。

（2）“静”：与主播和嘉宾的“动”相对应的，这里的
“静”是交待场景等的反打镜头的拍摄，它在丰富画面

层次上大有用途。本场直播中，当从小浣熊处来到西黑

冠长臂猿栖息地的时候，老师正在教主播和西黑冠长

臂猿打招呼，远远地，有两只长臂猿在树上回应、跳跃

的时候，反打镜头及时跟上，拍下了这一场景。这个时

候，主机位一直锁定在主持人和阿福老师身上，给人

一种岁月静好之感。当老师给长臂猿喂水的时候，反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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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头又将长臂猿喝水的全过程完整地展示出来，让屏

幕前的网友感觉自己在给对面的西黑冠长臂猿喂水。

就是这样的两个镜头，在无声无息中就抓住了网友的

心，让他们期待接下来的直播继续呈现更多的精彩内

容，可能有的人还会转发朋友圈，吸引更多的人进直播

间观看，实现更好的传播效果。

2.3 主播与嘉宾语言互动“虚实相交”
（1）“虚”：直播中，现场主播要起到带动嘉宾讲述

精彩内容的作用。因此，设问的方式方法很有讲究，切

口一定要小，不要抛给一些嘉宾宽泛的话题，而应该有

的放矢，让嘉宾能有针对性地回答，借虚打实。例如，在

老师喂西黑冠长臂猿喝水的时候，主播说了一句“我终

于知道您为什么叫森林体验师了，您和它们完全无障

碍地沟通交流啊。”这个时候，老师肯定会针对这句话

回答，告诉大家他和动物沟通的诀窍。在这过程中，不

仅表现了他对动物的热爱，更传递出云南省乃至全中

国对大自然保护和发展绿色经济的注重，也就完美地

契合了“喜迎二十大行走彩云南”暨《金色热线》融媒体

问政行动的主旨，也很好地体现了云南的生物多样性

之美。

（2）“实”：嘉宾的语言要接地气、生动。在准备文稿
的时候，一定要请嘉宾把枯燥的汇报文稿，转换成自己

熟悉的表达方式，避免现场背稿子，甚至背不出来的情

况发生。在这一方面，本场直播中的嘉宾就做得非常

好。直播中，除了小浣熊、西黑冠长臂猿、小黑熊和白犀

牛这些动物外，老师还重点向大家介绍了被他称为“大

哥”“小弟”的两种植物。拟人化的称呼很容易让观众忍

不住继续往下看。随着老师的介绍，我们才慢慢了解

到，“小弟”就是看起来很高大，实际是 1.8亿年前、恐龙
时代就存在的中华桫椤，而“大哥”则是看起来比较瘦

小，实际上已经在地球上存活了 8亿年的卷柏。关于卷
柏，他的介绍也很生动形象：不仅引用了武侠小说中

“九死还魂草”的说法，还很形象地用“把干枯的它夹在

书中 11 年，拿出来浇上水它又可以复活”的说法，来
说明卷柏顽强的生命力。可以看出，即使直播对象是

两种既不能动也不能出声的植物，但只要嘉宾和主

播知识储备丰富，语言幽默，也可以带来精彩的直播内

容。最终，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达到了 70多万的
点击量。

3 媒体融合更需拓宽“深度”
融媒体就是将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进行融合，即将

报纸、广播等与互联网、手机等进行有效结合，从而创

立新型的信息传播模式，可以实现资源的共享，将采集

好的信息进行有效结合，通过多种多样的渠道传播给

观众。

以“山之味”这场直播为例，我们在电视直播的基

础上已经加入了很多新媒体元素：网络在线直播、评论

区互动、短视频、图文消息……但总体来说，传统媒体

与新媒体融合的“深度”还不够：其中有一个版块是设

在糯扎渡省级自然保护区观鸟，但由于山上信号实在

不好，这部分最后只能以录制的形式呈现。在开始录制

之前，突然出现一只路过的大松鼠。但因为是录播，摄

像老师没有及时就位，并没有拍下这精彩的瞬间。随着

多次参与直播，得出以下经验：虽然当时没有拍下用这

个瞬间，但如果把这一个小插曲提前在广播、云视网、

“七彩云端”客户端或是头条号、抖音号上推送，相当于

对那场直播提前造势，可以让那些喜爱旅游、关爱动物

的网友提前关注直播，那场直播的点击量将会更高[5]。
4 结语

随着媒体融合的发展，近年来，越来越的传统媒体

成立了新媒体、融媒体部门，在官方网站、公众号、手机

客户端，或是头条号、抖音号上播放自采内容，传播效

率更快、覆盖受众更广。同时，专业“门槛”低、打破时空

限制、全民可参与、互动性强的新媒体直播越来越为人

们所认可。在融媒体发展的这一大环境下，传统媒体从

业人员要结合发展现状，树立与时俱进的理念，及时发

现存在于以往工作模式中的不足之处，对之前的直播

形式和内容进行创新和调整，加强多个平台的强强联

合，实现真正深入的“融合”，增加互动性、参与感，提升

受众观看体验，传统媒体的竞争力能够得到有效的提

高，实现稳定性和持续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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