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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视频新闻传播的技术优化
苏茹娜 巴图扣 邬力吉巴托

阿拉善盟融媒体中心，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750306；

摘要：随着互联网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短视频新闻已成为新闻传播领域中重要一环。这一新兴传播形式亦伴随

着信息碎片化加剧以及真实性验证难题等技术层面的挑战。为强化短视频新闻的传播效能并优化用户体验，新闻

机构与技术开发者正不遗余力地开展技术变革以及优化。文章主要就短视频新闻传播的技术优化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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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新闻机构与技术开发者不断钻研技术优化与创新

之道，以期增强短视频新闻的传播质量及用户满意度。

优化过程涵盖短视频制作、编辑、发布，以及新闻素材

审核、真实性校验和用户数据分析等多个方面。得益于

这些技术改良举措，新闻机构显著提高短视频新闻的生

产与发布速率，确保新闻内容的真实性及准确性，为用

户提供更加个性化、精确的资讯推送与服务享受。

1 短视频新闻传播的特点

第一，叙事结构紧凑。短视频新闻以其独特的时间

限制，要求制作者在极为有限的时间内精准传达新闻的

核心信息。这种紧凑的叙事结构，促使新闻内容必须直

接切入主题，摒弃冗长的铺垫和无关紧要的细节，确保

每一秒都能为观众带来有价值的信息。开门见山的叙述

方式，成为短视频新闻的一大特色。制作者往往会精心

挑选新闻中最关键、最吸引人的部分，通过简洁明了的

语言和画面，直接呈现给观众。这种直接、高效的叙述

方式，让观众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快速获取新闻要点，

极大提高信息传播的效率和覆盖面。紧凑的叙事结构也

考验着制作者对新闻内容的把握能力和剪辑技巧。他们

需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巧妙地安排新闻的呈现顺序和节

奏，确保观众能够顺畅地理解和接受新闻信息。这种对

新闻内容的精准提炼和高效呈现，正是短视频新闻能够

在快节奏的社会环境中脱颖而出的关键所在。

第二，字幕显著。在短视频新闻中，视觉元素往往

占据主导地位，字幕则成为辅助观众理解新闻内容的重

要工具。显著、清晰的字幕设计，处于能够让静音观众

状态时即使在，快速字幕浏览的作用的过程中更加，也

能迅速捕捉到新闻的关键信息。特别是在嘈杂的环境中

或者当观众凸显，它能够确保新闻信息的准确传达，不

受外界因素的干扰。为确保字幕的有效性，其内容必须

简明扼要，避免使用过于复杂的词汇和句子结构。制作

者需要精心提炼新闻中的核心要点，用简洁明了的语言

开展表述，确保观众能够轻松理解字幕所传达的信息。

这种对字幕内容的精准把控，不仅能够提升观众的观看

体验，还能增强短视频新闻的传播效果。

第三，生产便捷，用户参与度高。随着短视频新闻

生产工具和技术的不断成熟和完善，其制作成本显著降

低，制作周期也大大缩短。这一变革为新闻机构带来前

所未有的机遇，使他们能够更快速、更灵活地响应各类

新闻事件，及时发布最新、最准确的资讯。短视频新闻

的高用户参与度也成为其传播的一大助力。观众不仅可

以通过点赞、评论等方式直接表达自己对新闻的看法和

态度，还能通过分享功能将新闻内容迅速传播给更多的

人。这种高度的参与性、互动性，不仅增强观众的参与

感和归属感，还形成强大的社交网络效应，极大地推动

新闻的传播速度和范围。

第四，技术赋能，智慧融合新趋向。随着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的持续进步，短视频新闻的传播方

式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创新。智慧融合的新趋向，使得

短视频新闻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单一媒体形式，而是逐渐

演变成为集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多种媒体形式于

一体的融合体。这种融合不仅丰富短视频新闻的表现手

法和呈现方式，还极大地提升其信息传播的效果和影响

力。通过巧妙地融合各种媒体元素，短视频新闻能够更

加生动、直观地展示新闻现场和事件过程，让观众在享

受视觉盛宴，也能更深入地理解和感知新闻内容。智慧

融合的新趋向，无疑为短视频新闻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和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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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短视频新闻传播的技术挑战

其一，内容质量与深度的平衡。受限于时长，短视

频新闻在提供详尽信息和深入分析方面面临挑战，难以

满足观众对新闻事件全面深入了解的需求。为在保证内

容质量的同时增加报道深度，新闻机构需采取多项策略。

这包括提升视频剪辑技巧，确保信息紧凑且高效呈现；

优化信息呈现方式，如利用图表、动画等手段辅助说明；

以及引入专家解读，为观众提供权威、深入的新闻分析。

通过这些措施，新闻机构力求在有限时间内为观众提供

尽可能多的有价值信息和深度分析。其二，原创内容缺

乏与侵权问题。随着短视频新闻的广泛流行，原创内容

的稀缺及版权侵犯问题愈发显著。短视频制作门槛较低，

吸引众多非专业人士，致使市场上内容同质化高，缺乏

创意与新颖性。部分新闻机构为博取点击与关注，擅自

转载、改编他人作品，严重侵犯原创者的知识产权。针

对此新闻机构亟需强化原创内容创作，提升内容品质，

并增强版权保护意识，尊重并维护原创者的合法权益。

其三，信息碎片化与真实性保证。短视频新闻的碎片化

传播模式导致信息变得更为零散，可能使观众难以把握

新闻事件的全貌，形成片面乃至错误的观念。加之短视

频新闻制作与发布的高效性，有时会伴随信息的不准确、

夸大或误导现象。为确保信息的真实性，新闻机构必须

加强对新闻来源的严格审核，保证所发布信息的可靠性。

提升新闻制作人员的专业素养与道德标准也至关重要，

防止他们为追求点击量和关注度而夸大事实或编造虚

假新闻。

3 短视频新闻传播的技术优化策略

第一，加强内容制作技术。采用高清甚至超高清摄

像技术，是提升短视频新闻传播质量的关键一步。这些

前沿摄像技术能够捕捉新闻现场的高清画面，确保每一

个细节都清晰可辨，为观众带来身临其境的观看体验。

无论是紧张的突发事件现场，还是庄重的会议活动，高

清摄像都能准确还原场景氛围，让观众仿佛置身于新闻

发生的第一现场。选用功能强大且操作便捷的视频编辑

软件，对于打造高质量的短视频新闻同样至关重要。这

些软件不仅提供丰富的剪辑工具，如剪切、拼接、变速

等，还具备强大的调色和特效处理能力。通过对采集到

的素材开展精细的剪辑和调色，可以显著提升视频的视

觉效果，使其更加生动、吸引人。特效的巧妙运用，如

添加过渡效果、字幕动画等，也能为短视频增色不少，

增强观众的观看兴趣。数据呈现方面，将复杂的数据转

化为直观、易懂的图表形式，是短视频新闻传播的一大

亮点。柱状图、折线图、饼图等图表形式，能够清晰地

展示数据之间的关联和趋势，帮助观众快速理解新闻中

的数据信息。这种直观的数据呈现方式，不仅提高新闻

的可读性，还增强观众的认知体验。利用动画技术模拟

新闻事件的发展过程或关键场景，也是提升短视频新闻

传播效果的重要手段。借助动画的鲜活呈现，观众能更

直观地把握事件的完整脉络，深化对新闻内容的认知与

记忆。这种融合视觉、听觉和动感的呈现方式，使得短

视频新闻在传播过程中更具吸引力和感染力。例如，本

地的新媒体平台，利用短视频的传播方式，有效提高党

员干部及广大群众的参与热情，加大对外宣传的力度，

还生动体现机关党建工作的风采、交警队伍的感人故事

以及独特的文旅品牌形象。

第二，提升内容分发效率。依据用户观看记录、点

赞行为、评论内容及分享频次等数据，工作者能更透彻

掌握用户喜好，绘制出详尽的用户画像。此画像既涵盖

用户的基础信息，也深入展现其对新闻内容的兴趣所在

及消费模式。这为后续的精准推荐奠定坚实的基础，使

得工作者能够根据用户的个性化需求，提供更加贴心、

有价值的服务。精准推荐的过程中，先进的算法模型发

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模型能够智能地分析用户画

像与新闻内容特征之间的关联，通过复杂的计算和优化，

找到最佳的匹配方案。当新闻短视频的内容与用户画像

高度契合时，推送的效果将显著提升，用户不仅能够更

快地获取到自身感兴趣的信息，还能在浏览过程中享受

到更加流畅、愉悦的体验。为扩大内容的覆盖面、影响

力，工作者将短视频内容同步发布至多个主流渠道，包

含社交媒体、视频网站、直播平台等。这种多渠道的布

局，使得新闻短视频能够迅速触达更广泛的受众群体，

提高信息的传播速度和广度。工作者还注重在不同渠道

间设置互动链接和互推活动，以此引导用户在不同平台

间流转。这种跨渠道的互动方式，不仅丰富用户的体验

场景，还增强用户对不同渠道的粘性和活跃度。用户在

多个渠道间自由穿梭，不仅能够获取到更加多元的信息，

还能在互动中建立起与品牌的深厚联系，为长期的用户

留存和转化打下良好的基础。

第三，增强用户互动体验。结合新闻内容设计多样

化的互动形式，是提升用户参与度和表达欲望的关键。

工作者可以根据新闻事件的性质，灵活采用问答、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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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挑战、直播互动等多种互动形式，让用户在观看短

视频的同时，能够积极参与其中，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

法。这种互动不仅增强了用户的参与感，还能促成用户

之间的交流和思想碰撞，形成更加活跃的社区氛围。互

动过程中，实时评论和弹幕系统扮演着至关重要角色。

工作者致力于优化这些系统，确保用户能够即时、顺畅

地发表评论和弹幕，与其他观众开展实时互动。工作者

也加强对不良言论的监管和过滤，确保互动环境的健康

和积极。通过技术手段和人工审核相结合的方式，工作

者能够有效屏蔽恶意攻击、低俗言论等不良信息，维护

一个良好的互动秩序。为更深入地了解用户的需求和期

望，工作者设立多种反馈渠道，鼓励用户积极提出对短

视频内容的意见和建议。这些渠道可以是在线调查、用

户留言板、社交媒体互动等，目的在全方位、多角度地

收集用户的反馈信息。工作者珍视每一条用户反馈，因

为它们是改良和优化内容的重要依据。收集到用户反馈

数据后，工作者会开展细致的分析、整理，提炼出有价

值的意见和建议。根据这些反馈数据对短视频内容开展

针对性的调整和优化。这可能包含改良新闻报道的角度

和深度、丰富视频的表现形式、提升内容的趣味性和可

读性等方面。经过不断的迭代和优化，工作者能够不断

提升短视频的质量和吸引力，更好地满足用户的需求和

期望。

第四，智能技术的引入与融合。利用 AI 技术的前

沿成果，工作者可以创建出栩栩如生、风格多样的虚拟

主播形象。这些虚拟主播不仅能够实现新闻内容的自动

化播报，还能根据特定的需求和场景开展个性化定制。

无论是严肃的新闻报道，还是轻松的娱乐资讯，虚拟主

播都能以独特的风格和语调，将新闻内容生动、准确地

传达给观众。这种创新的应用方式，不仅极大地降低人

力成本，还显著提高新闻播报的效率和灵活性。短视频

内容的生产方面，智能生产平台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这些平台集成前沿自动化剪辑、智能配音、特效合成等

功能，能够实现对短视频内容的快速生成和高效处理。

通过简单的操作，工作者就能在短时间内制作出高质量

的短视频作品，满足新闻传播的时效性和多样性需求。

智能生产平台的广泛应用，不仅提升短视频内容的生产

效率，还推动新闻传播行业的数字化转型。为更有效地

保护短视频内容的版权，工作者引入区块链技术。区块

链的分布式、不可变更等特性，能为短视频内容赋予独

一无二的数字标识及版权验证。通过区块链技术，工作

者可以确保每一段短视频内容的原创性和真实性，有效

防止其被恶意盗用或篡改。这种创新的版权保护方式，

不仅增强创作者的信心，还促成短视频内容的健康传播

和有序发展。结合区块链技术与现有的版权保护机制，

工作者可以构建出一个更加完善、高效的版权保护体系。

这个体系将涵盖短视频内容的创作、发布、传播等各个

环节，为创作者提供全方位的版权保护服务。通过加强

版权保护，工作者能够维护创作者的合法权益，激起更

多的创作热情、创新活力，推动短视频新闻传播行业的

繁荣发展。例如，网信办广泛推动网络普法活动深入机

关、农牧区和社区，采取网络安全知识竞赛、现场解答

群众疑问以及结合网红开展普法宣传等多种形式，教育

引导群众提升辨别网络虚假信息的能力，并强化文明、

诚信上网的观念。

4 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技术的持续革新与飞跃，短视频新

闻传播领域将面临愈发丰富的发展契机与考验。从业者

将继续坚守技术优化的宗旨，不懈探索并应用新兴技术

途径与策略，为短视频新闻传播行业的繁荣倾注更多智

慧与动能。可以预见，短视频新闻将在新闻传播领域中

绽放出最为耀眼的活力与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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