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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mpact of media integration on innovative practices in news gathering and editing is profound. It not only changes the form and 
method of news reporting, but also presents new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The traditional news gathering and editing model faces 
many	challenges,	including	low	efficiency,	single	media	form,	integration	with	social	media,	and	information	accuracy.	To	meet	these	
challenges,	innovation	and	reform	are	urgent.	By	integrating	a	variety	of	media	forms,	the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big	
data analysis technology, news reporting mode can better meet the needs of modern society, realize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news gathering, meet the needs of the audience, realize the innovation and progress of news communication, so that the press can 
remain competitive in the era of media convergence, achieve sustainabl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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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媒体融合看新闻采编创新实践的几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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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治市潞城区融媒体中心，中国·山西 长治 047500

摘　要

媒体融合对新闻采编创新实践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不仅改变了新闻报道的形式和方式，也提出了新的挑战和机遇。传统新
闻采编模式面临着诸多挑战，包括效率低下、单一媒体形式、与社交媒体的融合问题以及信息准确度等方面的问题。为了
应对这些挑战，创新和改革迫在眉睫。通过融合多种媒体形式，应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分析等技术手段，新闻采编模式可
以更好地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实现新闻采编的创新和发展，满足受众的需求，实现新闻传播的创新和进步，这样新闻界
才能在媒体融合的时代中保持竞争力，实现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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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媒体融合对新闻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媒体融

合，不同传媒形式之间的协同作用可以被充分发挥，新闻报

道的传播方式也更加多样化和灵活。媒体融合还为新闻从业

者提供了更多的创作空间和技术支持，使其能够更好地调动

各种资源来进行新闻报道。同时，媒体融合也提出了新的挑

战和机遇，需要新闻界加强合作与交流，共同探索适应新形

势下的新闻采编创新实践。只有不断创新和适应变革，才能

适应新闻融媒体时代的变革，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此外，

媒体融合还促进了新闻机构的发展和转型。通过运用新技术

和转变经营方式，传统媒体可以与新媒体相互补充，形成资

源共享和联动发展的局面，从而实现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2 媒体融合的兴起

媒体融合是指通过技术手段将不同媒体形式和内容进

行整合与交互，在新的媒体环境中实现跨媒体传播和共享的

过程。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普及，媒体融合逐渐成为新

闻采编创新实践的重要手段。在过去，新闻报道主要依赖于

传统媒体，如报纸、电视、广播等，而现在，媒体融合使得

新闻报道更加多元化和立体化。通过结合文字、图片、视频

和音频等不同形式的媒体内容，媒体融合可以更好地满足读

者对于多样化信息的需求 [1]。传统媒体可以借助新媒体平台

拓展传播渠道，吸引更多读者。也可以推动新闻记者工作方

式的改变，更加全面地呈现新闻事件，提高新闻报道的质量

和可信度。

3 新闻媒体融合的优势

新闻媒体融合的优势是多方面的。首先，通过媒体融合，

新闻机构能够整合多种形式的媒介资源，包括文字、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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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频和视频等，从而丰富新闻报道的形式和内容，提供更加

全面和多样化的信息给读者。其次，新闻媒体融合可以促使

新闻机构更好地适应信息化时代的变革和发展，提升新闻采

编的效率和质量。通过合理利用技术和资源，可以实现新闻

生产的自动化和智能化，从而减少人力成本和时间成本，提

高新闻报道的准确性和时效性。最后，媒体融合还可以促进

新闻机构与读者之间的互动和交流，搭建更加开放和便捷的

沟通平台，提升读者参与新闻报道的积极性和满意度。

4 传统新闻采编模式面临的挑战

4.1 采编流程繁琐
传统的新闻采编流程通常比较繁琐。需要经过多个环

节的处理才能最终发布新闻。这种模式的运行效率较低，可

能导致新闻传播的延迟。现如今，人们获取新闻的方式多种

多样，包括电视、广播、报纸、网络等，传统模式无法适应

这种多样化的需求。随着社交媒体等新兴平台的发展，传统

新闻采编模式面临着与这些平台的融合问题。传统模式无法

充分利用社交媒体的特点，限制了新闻传播的广度和深度。

4.2 精准度不高
传统新闻采编模式还存在信息精准度不高的问题。在

传统模式下，新闻的收集和编写往往依赖于人工操作，容易

出现疏漏和错误。而在当下信息爆炸的时代，保证新闻信息

的准确性变得尤为重要，需要结合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分析等

技术手段，改进新闻采编流程，提升新闻信息的准确度和

质量。

4.3 反应“迟钝”
随着社交媒体和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许多新闻事

件得到了实时报道和广泛传播。这就要求新闻采编模式具备

快速反应和敏捷性。传统模式下的新闻编辑团队通常较为庞

大，决策和协调的过程相对较慢。为了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

新闻采编模式需要更加注重团队协作和信息共享，加快决策

和发布速度。

5 媒体融合对新闻采编的影响

5.1 多媒体报道的基础要求
多媒体报道的基础要求是充分利用各类媒体资源，以

图文并茂、声光并进的方式呈现新闻信息。在多媒体报道中，

图片、音频和视频等元素的运用是至关重要的 [2]。通过插入

图片可以直观地展示新闻事件的场景和现场，让读者更好地

理解新闻事件的发生过程；添加音频可以让新闻报道更加生

动有趣，例如采访录音可以增加报道的可信度和真实性；视

频的使用可以将新闻事件呈现得更加全面和立体，通过影像

的方式给予读者更直观的感受。多媒体报道还要求具备一定

的技术能力和专业知识。在图文报道方面，记者需要具备拍

摄和编辑照片的技巧，选择合适的角度和光线，以及使用图

像处理软件进行后期修饰。在音频报道方面，记者需要有基

本的音频录制和编辑技能，以及了解音频剪辑软件的使用方

法。而在视频报道方面，则需要熟悉摄影和摄像的基本原理，

拍摄稳定的画面，并能运用视频编辑软件将不同镜头拼接成

一部完整的视频作品。

此外，多媒体报道还要求记者具备跨媒体协作的能力。

记者需要与摄影师、音频师、编辑等团队成员密切合作，共

同完成多媒体报道作品。这需要良好的沟通能力、团队合作

精神和项目管理能力，以确保多媒体报道的质量和效果。

5.2 跨平台报道的机遇与挑战
随着媒体融合的不断发展，新闻采编已不再局限于传

统的报纸和电视，而是需要将信息传递到多个平台上。跨平

台报道有机遇也有挑战。新闻工作者需要适应不同平台的规

则和风格，能够熟练运用不同的媒体工具，包括文字、图片、

视频等，以满足受众对多样化内容的需求，提供适合该平台

的内容。也需要深入了解每个平台的特点，量身定制适合该

平台的报道方式和内容。同时也要求新闻工作者能够灵活运

用不同的媒体形式。新闻工作者还需要学习并适应新的技术

和工具，以提供更丰富、更创新的报道。

5.3 人工智能技术在新闻采编中的运用
人工智能技术在新闻采编中的运用已经成为媒体融合

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运用自然语言处理、机器学习和大

数据分析等技术，人工智能可以帮助新闻媒体实现更高效、

更精准的新闻采编工作 [3]。例如，人工智能可以自动提取和

摘　要大量的新闻信息，帮助编辑人员更快速地获取相关资

讯。人工智能还可以进行语义分析和情感分析，帮助新闻编

辑人员了解公众对某个话题的观点和情感态度，从而更好地

调整新闻报道的角度和立场。人工智能还可以在新闻采编中

进行图像和视频的处理和分析，帮助新闻媒体更好地捕捉和

呈现新闻事件的视觉内容，增强新闻报道的可视化效果和吸

引力。

6 新闻采编创新的关键要素

6.1 数字化技术的应用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数字化技术在新闻采编工作中

的应用越来越广泛。通过数字化技术，新闻工作者可以更快

速地收集、整理和传播信息，提高新闻报道的效率和质量。

例如，利用大数据分析工具，新闻工作者可以快速获取大量

数据，并从中提取有价值的信息，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社会

事件和趋势。同时，数字化技术也为新闻采编工作提供了更

多的创新方式和表现形式，如数据可视化、虚拟现实和全景

报道等，使新闻报道更加生动有趣。因此，数字化技术的应

用是新闻采编创新的重要因素。

6.2 多媒体融合
随着多媒体技术的发展，新闻采编工作中的多媒体元

素越来越重要。在传统的新闻报道中，文字是主要的表达方

式，但现如今，读者对于视听效果和互动性的要求也越来越

高。将多媒体元素融入新闻报道中，可以更好地吸引读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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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力和兴趣。通过配合图像、音频和视频等多媒体元素，

新闻报道可以更生动地展现事件的发生过程和当事人的真

实感受。同时，多媒体融合也提供了更多的报道形式和方式，

如专题视频报道、图文并茂的新闻文章和互动式新闻应用程

序等，使读者可以从多个角度全面了解新闻事件。因此，多

媒体融合是新闻采编创新不可或缺的要素。

6.3 创新性意识
新闻采编团队的创新意识和能力也是关键要素。创新

意识是指对于新闻采编工作的理解和认知能力，以及主动发

现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创新能力是指将创新意识转化为实际

行动的能力，包括思维的开放性、逻辑思维能力和实践经验

等。只有具备创新意识和能力的新闻采编团队，才能在面对

日益复杂多变的新闻环境中不断寻找创新的报道方式和角

度。创新意识和能力也需要与时俱进，跟上科技发展的步伐，

积极探索新的技术和方法，以满足读者的多样化需求。

7 创新实践案例研究

7.1 组织创新
组织创新对于新闻采编实践至关重要。一个具有创新

意识和能力的组织可以更好地适应媒体融合时代的挑战和

机遇。在新闻采编中，组织创新可以体现在多个方面。首先，

新闻机构可以探索新的报道方式和形式，以适应数字化媒体

时代的需求。例如，采用交互式的多媒体形式报道新闻，可

以更好地吸引读者的注意力，并提供更全面的信息。其次，

新闻机构可以加强与新技术的融合，提升采编效率和质量。

如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新闻摘要、自动化写作等，可以减

轻记者的工作负担，快速地生产新闻内容。最后，新闻机构

还可以探索创新的商业模式，在媒体融合时代中寻找更持久

的发展路径。通过与其他行业合作，发展付费内容、社交媒

体推广等方式，可以为新闻机构创造更多的商业机会。

7.2 内容创新
内容创新是新闻采编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在媒体融合

的时代，传统的新闻报道方式已经不能满足读者的需求，因

此需要进行内容的创新和改革。首先，可以通过运用多媒体

技术来增加新闻报道的多样性和吸引力。可以采用数据新闻

的方式来呈现新闻事件。同时，还可以利用互动性的新闻表

达方式，如投票、评论、社交分享等，增加读者与新闻之间

的互动和参与度。内容创新还包括对新闻报道的角度和立场

的创新。传统的新闻报道往往只是简单地陈述事实，缺乏深

度和观点。而现在，新闻媒体需要更加注重对事件的解读和

分析，提供独特的观点和见解。这需要新闻从业者具备扎实

的专业知识和深入的调查研究能力，能够从不同角度来思考

和解释事件。同时，媒体融合也为新闻报道提供了更多的资

源和渠道。通过与其他领域的专业人士和机构合作，可以获

得更多的观点和数据，丰富新闻报道的内容和价值。在内容

创新的过程中，新闻机构还应该注重平衡报道的全局性和个

体性，做到客观公正和真实准确，避免主观偏见和偏执立场

的影响。只有通过内容的创新和改革，新闻媒体才能适应时

代的变化和读者的需求，保持新闻报道的生命力和影响力。

7.3 技术创新
技术创新是新闻采编领域的必然选择，通过不断引入

新技术、新手段，新闻媒体能够实现更高质量、更具吸引力

的新闻报道。在新闻采编的技术创新中，数据挖掘和分析也

变得越来越重要。通过对大数据的精确分析和挖掘，新闻机

构能够获取更多的信息，从而为新闻报道提供更多的素材和

数据支持。随着社交媒体和博客等平台的兴起，新闻报道

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媒体，而是融入了个人和社会的声音。

记者和编辑们需要及时了解社交媒体上的舆论动态，并灵活

地运用这些平台来传播新闻信息，以保持与受众的互动和

联系。

综上所述，媒体融合为传统媒体发展提供了重新焕发

活力的机会。新闻机构报道方式更加多样化，传媒人创作空

间更加广泛，技术的赋能，让传统新闻插上了新媒体的“羽

翼”，让新闻更好看，受众更爱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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