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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background of the era of short video, the video shooting and production of short video has gradually become a professional 
technology of the mass art museum. In this environment, the development competition of various short video platforms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fierce, and the application of short video shooting and production technology has been widely concerned. With the 
popularity and popularity of short videos, mass art museums have also ushered in better opportunities for development. Short videos 
can not only show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highlights of the mass art museum, but also attract more audiences to visit and understand. 
When shooting and producing short videos, multiple aspects need to take into account, including video content, shooting skills, post-
production, etc.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and discusses the ideas of short video shooting and production in the mass 
art museum in the era of short vid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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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短视频时代下群众艺术馆的短视频视频拍摄与制作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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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短视频时代背景下，短视频的视频拍摄与制作逐渐成为群众艺术馆的一项专业技术。在这一环境下，各短视频平台的发
展竞争越来越激烈，短视频视频拍摄与制作技术的应用得到了广泛关注。随着短视频的普及和流行，群众艺术馆也迎来了
更为良好的发展机遇。短视频不仅可以展示群众艺术馆的特色和亮点，还可以吸引更多的观众前来参观和了解。在拍摄和
制作短视频时，需要考虑到多个方面，包括视频内容、拍摄技巧、后期制作等。基于此，论文主要围绕短视频时代下群众
艺术馆的短视频拍摄与制作的思路进行分析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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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短视频时代，群众艺术馆需要跟随时代发展步伐，

积极探索短视频制作的新方法和新策略。通过灵活运用叙事

方式、融入辨识度高的元素、注重镜头剪辑衔接以及选择合

适的剪辑软件，艺术馆可以制作出高质量、有影响力的短视

频，从而促进艺术文化的传播，与观众之间建立良性互动关

系，提升品牌形象。同时，群众艺术馆深入探索短视频视频

拍摄与制作技巧及思路，同样是促进艺术馆在当前时代保持

活力的重要途径。

2 短视频的特点

2.1 时间限制
短视频的时间限制是其较为显著的特点，这种媒介的

时间压缩性要求内容必须在极短的时间内传达核心信息。所

以，艺术馆需在视频制作过程中运用凝练的视觉语言和高

效的信息结构，以确保在有限的时长内实现信息的最大化传

达。此外，时间限制还促进了艺术馆叙事技巧的创新，如快

速剪辑、象征性图像的运用等，这些手法能够在短时间内产

生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情感共鸣。

2.2 快速传播
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短视频的可分享性特点比较明显，

并且拥有强大的网络效应，能迅速触及广泛的受众群体。群

众艺术馆应利用这一特性，积极采用关键词优化、平台特性

分析等合理可行手段，提高视频的可见度和影响力。此外，

艺术馆还需关注目标受众的偏好与行为模式，将这些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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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依据，制定个性化的内容策略，从而有效提高观众的参

与度。

2.3 观众的注意力短暂
观众的注意力短暂是短视频时代艺术馆面临的主要挑

战之一，这要求艺术馆在视频制作中采用吸引眼球的开场、

紧凑的叙事结构和创意的视觉表现，以此来迅速抓住并保持

观众的注意力。另外，艺术馆还需在内容制作中融入教育和

娱乐元素，通过有趣而富有启发性的内容，延长观众的观看

时间，加深其对艺术的理解和兴趣。

3 短视频时代下群众艺术馆的短视频视频拍
摄思路

3.1 抓住活动主题立意
为了有效地吸引观众的注意力，同时促进艺术文化传

播，艺术馆应精心选择拍摄主题并准确设定视频的立意。在

实践工作中，选题的确定需基于艺术馆的特色与使命。艺术

馆应深入挖掘其独有的文化资源与艺术藏品，将这些元素转

化为视频内容的灵感来源。比如可以围绕特定的艺术展览、

历史事件或艺术家的作品进行主题设置 [1]。短视频创意源于

日常生活的积累，那些具有极强视觉冲击力的素材，可以为

观众提供刺激。通过这种方式，艺术馆不仅可以更好地展示

其独特的艺术价值，同时也增强了内容的吸引力和教育意

义。立意的设定应突出艺术馆的社会责任和文化使命，短视

频的立意应反映艺术馆在当代社会文化中的角色，如通过艺

术教育促进社会文化的多元化、弘扬艺术的普及化等。另外，

艺术馆需重视对短视频内容目标受众的深度考虑，视频的主

题和立意应与其目标受众的兴趣和需求相匹配，确保内容的

相关性和吸引力，确保短视频在具备较高艺术价值的同时，

还拥有广泛的吸引力。

3.2 灵活、机动性地选择拍摄设备
群众艺术馆为确保短视频设备选择的灵活性与机动性，

选择设备时需考虑其适应多样化拍摄环境的能力。由于艺术

馆内部环境的多样性，如展览空间的光线变化、不同尺寸的

展品等，所选设备需具备高适应性。艺术馆可选用具有强大

光线适应能力和稳定拍摄功能的相机，以保证在不同光照条

件下均可获得高质量的视频内容。在这一过程中，应对拍摄

设备的机动性进行统筹考虑，在艺术馆中进行拍摄时，往往

需要在狭小或拥挤的空间中移动。因此轻便、便携的设备将

极大地提高拍摄的效率。另外，为了增强视频内容的创新性

和吸引力，艺术馆还需考虑到设备的高级功能，如4K分辨率、

慢动作拍摄、时间延迟摄影等。这些功能不仅能提升视频质

量，也能为叙事提供更多元的视角和表现形式，从而增强视

频的艺术表现力。

3.3 依照实际情况调整拍摄角度和构图
在短视频时代下，群众艺术馆进行短视频拍摄时，对

拍摄角度和构图的精心调整是非常重要的。这不仅要求摄制

团队具备高度的专业知识和审美判断力，还要求他们能够灵

活地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艺术馆的视频内容需要通过精

准的视觉传达方式，展示艺术作品的独特魅力和文化内涵 [2]。

调整拍摄角度应考虑到艺术作品的展示最佳视角，不同的艺

术作品，无论是雕塑、绘画还是装置艺术，都有其独特的视

觉焦点和表现力。因此，摄制团队需根据每件作品的特性，

选择能够最大限度展现其艺术价值的拍摄角度。比如对于立

体作品，多角度的拍摄可以更全面地展现其形态特征和细

节。在平面作品拍摄过程中，则需注意画面的平衡和构图。

在构图方面，应注意画面的整体平衡与美感。艺术馆的短视

频内容不仅要传达信息，还应在视觉上吸引观众。这就要求

摄制团队运用专业的构图技巧，如黄金分割、对称平衡、领

导线等，从而创造富有吸引力的视觉效果。另外，艺术馆在

构图时还需考虑到视频在不同平台上的显示效果，确保在各

种设备和屏幕上都能保持良好的观看体验。

3.4 合理运用光影和色彩搭配
在短视频时代下，群众艺术馆的短视频拍摄中，光影

和色彩的合理运用有利于构建视觉美感和传达艺术氛围。这

要求制作团队不仅要具备专业的摄影和美术知识，还需深刻

理解艺术作品的内涵，以确保光影和色彩的选择能够增强艺

术传达的效果。光影的运用在短视频拍摄中起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合理的光线处理不仅能够突出艺术作品的质感和层

次，还能营造特定的氛围与情感。比如通过使用柔和的散射

光可强调作品的细节与质感，而侧光或逆光则能创造戏剧性

的对比效果，增强视觉冲击力。在短视频拍摄过程中，制作

团队需根据艺术作品的特点和所需表达的主题，灵活调整光

线的角度和强度。在这一方面，色彩的搭配也是构成短视频

视觉语言的重要元素，色彩不仅能够影响观众的情感反应，

还能强化作品的主题和风格。在视频拍摄活动中，需综合考

虑色彩的和谐性与对比度。使用温暖的色调可以营造亲切和

谐的氛围，而冷色调则能传达冷静和沉思的情绪 [3]。

4 短视频时代下群众艺术馆的短视频视频制
作思路

4.1 合理选择和应用剪辑软件
短视频的传播力与内容质量存在必然联系，而富有感

召力的内容向来都是传播最快、最广的高质量内容。在促进

短视频传播过程中，需要聚焦正能量来增强传播力，以此来

获得受众认可，从而增加视频关注度和浏览量。短视频时代

背景下，群众艺术馆制作短视频时对剪辑软件的选择与应

用是具有关键性的内容。此过程不仅涉及技术层面的考量，

还有利于实现内容创意的表达。因此，合理挑选并有效利用

剪辑软件，对于提升短视频的整体质量与观众吸引力至关重

要。艺术馆制作团队在选择剪辑软件过程中，需考虑其功能

性与操作界面的直观性。高效的剪辑软件应具备多轨时间线

编辑、色彩校正、音频混合等基础功能，从而适应不同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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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的需求。同时，直观易操作的界面有助于提升剪辑效率，

尤其是在快节奏的短视频制作环境中，这一点显得尤为重

要。剪辑软件的应用需要体现出创意与艺术感。在制作短视

频时，剪辑不仅是简单的画面拼接，还需高度重视故事叙述

与情感传达。制作团队需利用软件提供的特效、过渡以及动

画等功能，增强视频的视觉效果和叙事节奏。通过精心设计

的过渡效果，可以平滑地引导观众的视线，增强故事的连贯

性。另外，剪辑软件的选择，与制作工具的兼容性同样是需

要重点考虑的内容。艺术馆的短视频制作常涉及多种软件工

具，如图像处理软件、音频编辑软件等 [4]。选择能够与这些

工具无缝对接的剪辑软件，将极大地提高工作流程的效率和

协同性。

4.2 灵活运用叙事方式
群众艺术馆在短视频制作中，灵活运用叙事方式，有

利于在促进短视频有效传播的同时，和观众之间建立良性的

互动关系。这一过程要求制作者深刻理解叙事理论，结合艺

术馆的特色与目标观众，创造性地采用多样化的叙事手段。

叙事方式的选择应结合艺术馆的文化定位和传播目标进行

统筹考虑。线性叙事是比较常用的一种叙事方式，这种方式

主要是按照时间或逻辑顺序呈现信息，适用于叙述历史发展

或展示艺术品的创作过程。这种叙事结构清晰、易于理解，

有利于教育和传播艺术知识。而对于非线性叙事，如并置、

闪回或象征性叙事，能够创造更多元的观看体验，激发观众

的思考与情感共鸣，适用于探讨抽象主题或表达复杂的艺术

理念。叙事方式的运用需考虑短视频的时长与节奏，如何在

有限的时间内有效传递信息和创造情感共鸣是需要重点研

究的一项课题。对于这一方面，精炼的剧本撰写、高效的信

息组织和富有节奏感的剪辑技巧是必不可少的。另外，艺术

馆同样应注重叙事内容的创新性，积极探索融入当代文化元

素和新兴技术的可能性，如通过现代化先进技术的应用，为

传统艺术叙事注入新的活力。这种跨媒介的叙事方式不仅扩

展了艺术表达的边界，也加强了观众的参与感和互动性。

4.3 融入辨识度高的元素
为在短视频制作过程中有效融入辨识度较高的原则，

要求制作团队深入挖掘艺术馆的独特文化特色和艺术资源，

创造出具有鲜明个性和高辨识度的视觉符号。艺术馆需识别

并强调其独特的文化符号，包括艺术馆的标志性建筑、代表

性艺术作品或特色展览。通过在视频中突出这些元素，不仅

可以增强艺术馆的品牌形象，还能促进观众对艺术馆独特文

化内涵的认识和记忆。艺术馆应在短视频内容中还可以积极

融入具有标志性的视觉和听觉元素，这些元素应贯穿艺术馆

的所有视频内容，以形成一致的视觉和听觉风格。例如，统

一的色彩调和、特定的音乐旋律或声音效果，可以增强观众

对视频内容的记忆。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元素也需与艺术馆

的整体品牌形象和文化定位相契合。另外，艺术馆应选择能

够跨越文化和语言界限、易于国际观众理解和接受的元素，

可以帮助艺术馆的视频内容达到更广泛的观众群体。

4.4 注重镜头剪辑衔接
在制作短视频时做好镜头的剪辑衔接工作，利于进一

步增强观众的短视频观看体验。因此，制作团队不仅具备高

级的剪辑技巧，而且需要深刻理解影像叙事的节奏和视觉美

学。镜头剪辑衔接的技术处理需确保精确而细腻，剪辑不仅

是简单的画面拼接，更是影像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一次

剪辑的选择都应基于叙事结构的需要，确保画面过渡自然而

流畅。比如在视频剪辑活动中采用匹配剪辑技术，可以在不

同场景或时间段之间创造视觉连续性，如通过物体运动的方

向或视线的对应来实现画面间的自然过渡。对剪辑的节奏的

精准掌握是塑造视频氛围和观众情感体验的关键。艺术馆的

短视频制作应通过剪辑节奏的调整，反映视频内容的情绪和

风格。快速的剪辑节奏可能适用于充满活力和动感的内容展

示，而缓慢的剪辑则更适合深沉和内省的艺术主题，应结合

实际需求选择适宜的视频剪辑节奏，确保短视频整体制作

效果。

5 结语

总而言之，在短视频时代背景下，群众艺术馆制作短

视频应实现多种技术手段的灵活运用，如合理选择和应用剪

辑软件、灵活运用叙事方式、融入辨识度高的元素以及注重

镜头剪辑衔接等。通过结合实际需求选择科学性短视频拍摄

和制作手段，有利于使艺术馆制作更多高质量、有吸引力的

短视频，高效传播艺术知识、弘扬文化价值，这对于促进群

众艺术馆的可持续发展来说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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