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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技术融合对新闻报道形式的创新
张淑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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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数字媒体的普及，传媒领域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传媒技术的融合，尤其

是大数据等技术的广泛应用，深刻地改变了新闻报道的生产方式、传播路径和用户体验。传统的新闻报道形式，

如单一的文字报道或静态图片展示，已无法满足现代受众对多元化、互动性和即时性的需求。因此，新闻报道形

式的创新成为传媒行业应对技术变革和市场竞争的关键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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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传媒技术的融合为新闻报道带来了新的可能性。首

先，多媒体技术的应用使得新闻报道不再局限于文字和

图片，而是通过视频、音频、动画等多种形式，为用户

提供更加丰富和直观的信息传递。其次，大数据技术的

兴起使得新闻报道可以基于海量数据进行分析和可视

化展示，数据新闻应运而生，为受众提供了更具深度和

广度的新闻内容。此外，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

R）技术的引入，使新闻报道能够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

制，为用户带来沉浸式的体验，增强了新闻事件的代入

感和真实感。与此同时，社交媒体平台和移动互联网的

普及，改变了新闻传播的格局。新闻报道不再是单向的

传播，而是通过社交媒体平台的分享、评论和互动，实

现了用户与新闻内容的深度参与。

1 传媒技术融合对新闻报道形式的影响机制

1.1 传播渠道方面

传统媒体如报纸、广播、电视，各自拥有独立的传

播渠道，受众获取信息的途径相对单一。随着互联网技

术、移动通讯技术的发展，新媒体平台如社交媒体、新

闻客户端等不断涌现，与传统媒体渠道相互融合，形成

了多元化的传播格局。传统媒体不仅有纸质版报纸，还

推出了传统媒体客户端、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等新媒

体平台，通过这些平台，传统媒体能够以文字、图片、

音频、视频等多种形式，将新闻内容及时、广泛地传播

给受众。这种多渠道传播使得新闻报道的覆盖面更广，

受众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使用习惯，选择不同的渠道

获取新闻信息，提高了新闻的传播效率和影响力。同时，

不同传播渠道之间的互动和协同，也为新闻报道形式的

创新提供了更多可能性。例如，电视新闻报道可以通过

社交媒体平台进行话题预热和互动，吸引观众的关注，

然后在电视节目中进行深入报道，实现线上线下的联动。

1.2 内容呈现方面

传统新闻报道形式相对单一，报纸主要以文字和图

片为主，广播以声音为主，电视则以图像和声音为主。

传媒技术融合使多种媒体元素能够有机结合，创造出更

加生动、直观、立体的新闻报道形式。数据可视化技术

的应用，将复杂的数据转化为直观的图表、图形等形式，

使新闻内容更加易于理解。在报道经济新闻时，可以通

过柱状图、折线图等形式展示经济数据的变化趋势，让

受众一目了然。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技术

的应用，为受众提供了沉浸式的新闻体验。在重大事件

的报道中，通过 VR 技术，受众可以身临其境地感受事

件现场的氛围，增强了新闻的感染力和吸引力。短视频

技术的兴起，也为新闻报道带来了新的形式。短视频以

其简洁、快速、生动的特点，能够在短时间内吸引受众

的注意力，传播新闻信息。如一些新闻机构推出的短视

频新闻，通过精彩的画面和简洁的解说，快速报道新闻

事件的要点，满足了受众对信息快速获取的需求。

2 传媒技术融合下新闻报道形式的创新表现、

2.1 新闻内容的多元呈现

2.1.1文字、图片、视频的融合运用

在传媒技术融合的背景下，多媒体融合报道已成为

新闻报道形式创新的重要体现。通过整合文字、图片、

视频等多种媒体元素，新闻报道能够以更加丰富、立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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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呈现新闻内容，满足受众多样化的信息需求。以

暴雨洪涝灾害的报道为例，各大媒体充分发挥多媒体融

合的优势，全方位、深层次地呈现了灾害的发展状况、

救援行动以及社会各界的应对举措。在文字信息传达上，

媒体第一时间发布受灾地区范围、人员伤亡数据、救援

物资调配等最新消息，以及对防汛救灾政策的深度剖析，

为大众提供精准且详尽的新闻资讯。比如，一些权威媒

体每日发布的灾情通报，以简洁明了的文字梳理出水位

变化、受灾人口数量等关键数据，让受众能够迅速掌握

灾害的整体态势。在视觉呈现方面，媒体通过实地拍摄

的照片，展现了救援人员在洪水中奋力营救群众的惊险

场景、志愿者们协助疏散居民的忙碌画面，以及民众互

帮互助共渡难关的感人瞬间。这些照片生动地描绘出灾

害时期的社会群像，极大地增强了新闻报道的感染力。

像某媒体发布的一张救援人员背着老人蹚过积水街道

的照片，一经发布便引起广泛关注，让人们真切感受到

救援人员的无私奉献与责任担当。在视频传播上，媒体

借助直播、短视频等形式，实时展现抢险救灾的现场情

况。多家媒体对受灾严重地区救援行动的全程直播，吸

引了无数网友的目光，让大家见证了众志成城的救援力

量和战胜灾害的坚定决心。同时，媒体制作的一系列短

视频，记录了救援过程中的暖心故事，这些短视频在各

大社交媒体平台上广泛传播，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共鸣。

这种多媒体融合的报道方式，打破了传统新闻报道形式

单一的局限，将文字、图片、视频等多种媒体元素巧妙

融合，形成了强大的传播合力，打造出独具特色的新闻

报道产品，有效提升了媒体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2.1.2沉浸式新闻体验：VR、AR技术的应用

随着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技术的不断

发展，它们在新闻报道中的应用日益广泛，为受众带来

了全新的沉浸式新闻体验。VR技术通过创建一个虚拟的

三维环境，让受众身临其境地感受新闻事件现场的氛围；

AR技术则将虚拟信息与现实场景相结合，增强了新闻报

道的互动性和趣味性。在 2021 年东京奥运会的报道中，

许多媒体运用了 VR 技术，为受众呈现了一场沉浸式的

体育盛宴。新华社推出的“VR看奥运”系列报道，受众

通过佩戴 VR 设备，仿佛置身于奥运会的比赛场馆，能

够 360 度全方位观看比赛，感受现场观众的热情和运动

员的精彩表现。在观看跳水比赛时，受众可以从不同角

度观看运动员的跳水动作，仿佛自己就在跳水台边，近

距离感受水花飞溅的瞬间。这种沉浸式的体验，使受众

不再是被动地接收新闻信息，而是能够主动参与其中，

与新闻事件产生更加紧密的联系，极大地增强了新闻报

道的吸引力和感染力。AR技术在新闻报道中的应用也为

受众带来了独特的体验。在一些重大活动的报道中，媒

体通过 AR 技术，将虚拟的信息叠加在现实场景中，为

受众提供了更多的信息和互动。这种将虚拟与现实相结

合的报道方式，不仅丰富了新闻报道的内容，还增加了

受众的参与感和趣味性，使新闻报道更加贴近受众的生

活。

2.2 新闻内容的深度挖掘

2.2.1大数据技术在新闻线索挖掘中的应用

在传媒技术融合的背景下，大数据技术为新闻线索

的挖掘提供了强大的支持，使新闻工作者能够从海量的

数据中发现有价值的新闻线索，拓展新闻报道的视野和

深度。此外，大数据技术还可以通过对舆情数据的分析，

预测社会热点事件的发展趋势，为新闻报道提供前瞻性

的线索。通过对社交媒体、网络论坛等平台上的舆情数

据进行实时监测和分析，新闻工作者可以了解公众对某

一事件的态度和看法，以及事件的发展动态。如果发现

某一事件的舆情热度持续上升，且公众的关注度和讨论

度不断增加，新闻工作者就可以提前做好报道准备，及

时跟进事件的发展，为受众提供最新的新闻信息。

2.2.2复杂信息的直观呈现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如何将复杂的数据转化为易于

理解的内容，是新闻媒体面临的一大挑战。部分媒体的

相关栏目，在这方面做出了优秀示范。其推出的关于中

国人口老龄化的可视化新闻报道，通过多元的数据可视

化手段，为大众深入解读了人口老龄化这一深刻影响社

会发展的议题。在这则报道中，柱状图成为展现中国人

口老龄化进程的有力工具。每一根柱子代表着不同年份，

其高度对应着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数量。随着年份

的递进，柱子节节攀升，老年人口数量的增长趋势一目

了然，让受众能够直观感受到老龄化的速度之快。为了

进一步拓展视野，报道运用折线图对中国与其他国家的

老龄化率进行了对比。在同一张图表上，不同颜色的折

线蜿蜒伸展，中国老龄化进程的速度以及在国际上所处

的位置清晰呈现。这种对比不仅让受众对中国老龄化的

程度有了更清晰的认知，也为国际间的经验交流提供了

数据参考。



科技创新发展 聚知刊出版社

2025 年 2 卷 1 期 JZK publishing

17

2.3 受众参与的深度融入

2.3.1社交媒体平台与新闻互动报道

社交媒体平台在新闻互动报道中发挥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已成为新闻传播与受众互动的关键阵地。社交

媒体平台具有即时性、开放性和广泛传播的特点，能够

让新闻在短时间内迅速扩散，引发大量受众的关注和参

与。除了基本的传播优势之外，社交媒体平台还为新闻

媒体提供了获取受众反馈的便捷渠道。新闻媒体可以通

过分析社交媒体上用户的评论、点赞、分享等数据，了

解受众对新闻内容的兴趣点、满意度以及意见建议，从

而及时调整报道策略和内容方向，提高新闻报道的质量

和针对性。社交媒体平台在新闻互动报道中具有不可替

代的作用，它为新闻传播带来了新的活力和机遇。通过

社交媒体平台，新闻媒体能够与受众建立更加紧密的联

系，实现新闻的有效传播和互动交流，提升新闻报道的

影响力和传播效果。然而，社交媒体平台上的信息繁杂，

存在虚假信息、谣言等问题，新闻媒体在利用社交媒体

平台进行互动报道时，需要加强对信息的筛选和核实，

引导受众理性参与讨论，确保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和客观

性。

2.3.2受众生成内容（UGC）在新闻报道中的应用

UGC 在新闻报道中的应用形式多样。在突发事件的

报道中，现场的普通民众往往能够第一时间用手机等设

备拍摄照片、视频，记录事件的发生和发展过程。这些

由受众生成的内容成为新闻媒体获取信息的重要来源。

在社会热点话题的讨论中，UGC 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受

众可以通过社交媒体、网络论坛等平台发表自己的观点、

看法和经验，形成丰富多样的内容。在关于教育改革的

讨论中，家长、学生、教师等不同群体通过网络平台分

享自己的教育经历、对改革的期望和建议，这些 UGC 为

新闻媒体深入报道教育改革提供了多元的视角和真实

的声音，使新闻报道更加全面、深入地反映社会各界对

教育改革的关注和思考。但 UGC 在新闻报道中的应用也

面临一些挑战。由于 UGC 的创作者大多是非专业人士，

其内容的质量和真实性难以保证，可能存在虚假信息、

片面观点等问题。在一些网络谣言事件中，部分 UGC 传

播了未经证实的虚假信息，误导了公众。对此，新闻媒

体在采用 UGC 时，需要加强对内容的审核和筛选，通过

多方核实、专业判断等方式，确保内容的真实性和可靠

性。同时，UGC 的版权问题也需要关注。新闻媒体在使

用 UGC 时，需要明确版权归属，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尊

重创作者的权益。

3 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传媒技术的不断融合与创新，新闻

报道形式正经历着深刻的变化。从传统的文字、图片报

道到多媒体新闻、数据新闻等多种形式的涌现，技术的

发展不仅丰富了新闻内容表现形式，还极大地提升了用

户体验和参与度。本文通过传媒技术融合对新闻报道形

式创新的探讨，总结了重要结论。在后续也要思考，如

何在保证新闻真实性和权威性的同时，提高报道的趣味

性和互动性；如何平衡技术发展与伦理道德的冲突；如

何提高新闻生产效率和技术应用的普及程度等。未来的

研究和发展方向应致力于解决这些问题，进而推动新闻

报道形式的持续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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