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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industry and the continuous progres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media industry has entered 
the era of financial media, a variety of film and television, media works are trying to adapt to and keep up with the tide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In	the	context	of	the	era	of	financial	media,	the	documentary	industry	has	also	made	changes,	seeking	new	
attempts and development, and its audience group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large.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the dual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path of documentaries in the era of financial media and the problems encountered by the current documentary 
industry from two aspects of the presentation form and creative content of documentaries, and provides relevant suggestions and 
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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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媒体时代下纪录片内容与形式的双重创新之路
利敏

惠州市广播电视台，中国·广东 惠州 516000

摘　要

随着互联网行业的发展和科技的不断进步，媒体行业进入融媒体时代，各种各样的影视、媒体作品都在努力适应并跟上时
代发展的浪潮。在融媒体时代的背景下，纪录片行业也做出了改变，寻求新的尝试与发展，其受众群体日趋庞大。论文主
要从纪录片的呈现形式、创作内容两方面探讨了融媒体时代纪录片的双重创新发展路径以及当下纪录片行业遇到的难题，
提供相关建议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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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一直以来，纪录片受众群体对比于电视剧、电影、综

艺等节目类型的观众来说都是少数部分，但近几年来，随着

一部部高品质纪录片的成功“出圈”，吸引了许多喜爱者和

受众，其中包含了大量的年轻群体，不仅给纪录片行业的发

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也为其注入新的活力和生命力。

2 融媒体时代下，纪录片呈现形式的新路径

2.1 微纪录片区别于传统纪录片的创新之处
近几年来，随着生活节奏加快，人们更喜欢在空闲时

间进行碎片化的阅读，放松娱乐。纪录片行业顺应时代的发

展，出现了微纪录片类型的纪录片形式，是纪录片在新媒体

时代的嬗变，并在此领域成为一股新潮流。微纪录片脱胎于

传统纪录片，在继承传统纪录片属性的基础上创新发展，是

依托新媒体环境存在的。在新媒体环境下，微纪录片传播的

方式与渠道、创作的内容与主题，甚至创作者与受众都有了

很大的变化 [1]。

微纪录片相较于传统纪录片，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时长

更短，时长范围大致为几分钟至三十分钟，没有明确的时长

界定。微纪录片以其紧凑的内容、快速的叙事节奏，配合了

现代人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和碎片化的阅读习惯，通过社交媒

体、视频平台等渠道，微纪录片能够迅速传播，接触更广泛

的受众群体。

不同于传统纪录片往往聚焦宏大主题或深度调查，微

纪录片题材更加灵活多变、贴近生活，从日常生活的小趣味

到社会热点，都能成为其关注的对象。这种平民化的选题视

角和生活化的取材，让微纪录片更容易引起观众共鸣。如微

纪录片《人生一串》，镜头深入平民百姓日常混迹的夜市、

夜摊之中，和观众一起探索全国各地著名的美食，一起倾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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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式各样的情感故事，平民化的叙事视角拉近了与观众的心

理距离，受到了纪录片观众的各式好评。

智能手机和微单相机的普及，以及剪辑软件的简易化，

让微纪录片的创作门槛降低。各大视频平台不断推动纪录片

创作与发展，鼓励内容创作者进行微纪录片拍摄制作，让越

来越多的普通民众也能够参与到微纪录片的创作中来，其中

包含了大量的年轻创作者，他们采用多元化的视角记录着社

会的生活，使得微纪录片的内容更加丰富多彩，吸引了更多

年轻的受众。

微纪录片的兴起，无疑为纪录片领域带来了新的活力

与可能性，但其面临的品质挑战也不容忽视。只有在保持创

作热情的同时，不断创新尝试，提升专业水平，强化内容监

管，才能真正发挥微纪录片的独特价值，使其在记录时代、

传播文化、促进社会进步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2.2 微纪录片与视频日志的区别
视频日志，也称为“Vlog”，即以视频的形式记录个

人的生活日常，发布在网络上分享日常的形式。微纪录片与

视频日志，虽然在形式上可能有相似之处，但二者之间存在

着核心区别。

微纪录片本质是展现真实，倾向于客观记录，追求事

实的真实性和深度，即使是从小处着眼，也力求全面、准确

地反映被记录的主题。微纪录片通常聚焦于一个人物、一

个事件或一个现象，其目的是向观众传递信息或给予教育启

发，引发思考，而不是单纯展现个人生活。然而视频日志通

常非常主观，侧重于创作者个人的生活体验、情感和观点，

强调即时感受和个性表达。视频日志的深度不在于学术研究

或启迪人心，而在于真诚地分享个人体验和情感，让观众感

受到共鸣与亲近。

微纪录片的制作往往更为专业和精细，从前期的调研、

脚本编写到后期的剪辑、配乐选择，每个环节都力求完美，

以达到高质量的视听效果和叙事深度。微纪录片有时涉及多

机位拍摄、专业灯光布置，甚至是无人机航拍等技术手段，

以丰富视觉语言和提升作品的艺术性。视频日志则倾向于轻

量化、便捷化，很多情况下仅需一台手机或小型摄像机即可

完成拍摄。剪辑风格也更为自由灵活，常常保留未经雕琢的

自然片段，如笑声、口误等，这些“不完美”的细节反而能

成为视频日志的魅力所在，增强了内容的真实性和亲和力。

虽然微纪录片与视频日志的选题范围广泛，贴近普通

人的生活，并且都依托于网络平台传播，但二者在创作理念、

内容深度、制作手法及传播目的上各有侧重，满足了不同

观众群体的多样化需求，两种不同视频类型共同丰富了网络

文化。

2.3 交互式的呈现方式，加深观众的体验感
交互式纪录片是在传统纪录片形式的基础上融合了数

字技术、互联网特性和用户参与特性创造出的一种新型纪

录片形式。这类纪录片打破了传统纪录片单向传播的模式，

观众可以通过各种交互行为直接影响内容的展现流程、视角

选择乃至故事走向，从而获得更加个性化和沉浸式的观看体

验。交互式纪录片强调观众的参与性和体验感，旨在达到“千

人千面”的传播效果。

交互式纪录片主要包括对话型、超链接型、参与型、

体验型纪录片四种类型，目前国内在交互式纪录片领域主要

尝试制作的类型是体验型纪录片。这种类型的纪录片最大的

特点是虚拟现实技术的加持，强调观众的主动探索和与内容

的互动。以中国首部 VR 纪录片《山村里的幼儿园》为例，

观众可以借助 VR 头显等设备 360 度全方位观看山村幼儿园

的环境，感受留守儿童的真实生活状态 [2]。观众在这样的环

境中，不再是被动接受信息，而是能够更主动地探索和感知

故事。

体验型纪录片利用技术手段，创造出身临其境的感觉，

加深观众的情感投入和理解深度，为观众开启了全新的纪录

片呈现形式，以及认知和感受世界的方式，让纪录片不再局

限于单向传播，而是成为一种动态的、互动的交流过程。

3 融媒体时代下，优化纪录片的产出内容

3.1 保证客观真实的前提下做好纪录片
在新媒体环境下，信息的快速流通与传播易导致谣言

与假象的滋生，以及影视行业高度发展的行情下，这对纪录

片的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想获取更多的高质量作品，

就必须突出纪录片作品的真实性，所以真实性成为纪录片不

可缺少的重要因素。简单来说，纪录片的真实性越强，能够

吸引的观众就越多。保障纪录片的真实性，是对历史的高度

还原，在这类纪录片的熏陶下，观众才能加深对历史的了解

和认可 [3]。

然而，有部分作品却热衷炒作名人隐私，刻意引导争

议话题，一味追求吸睛和流量。网飞纪录片《哈里和梅根》

号称呈现英国王室的日常生活，但个人叙事用力过猛，夹带

观点失之偏颇 [4]。制作方不尊重历史事实，仅为噱头吸引观

众的做法，在节目播出后未获得广大观众的认可。

融媒体时代为纪录片的发展提供了无限可能，但纪录

片的本质始终是展现真实。无论是哪种风格、哪种类型的纪

录片，制作人都应不忘初心，坚持真实客观，用镜头记录时

代，用故事传递温度，继续承担起传递知识、启发思考、促

进文明交流的使命。

3.2 选题贴切生活，具有故事性
融媒体时代下，观众的信息需求和审美趣味日益多元

化，纪录片内容的吸引力成为决定传播效果的关键，观众不

再仅仅满足于被动接受宏大叙事或官方话语，而是渴望看到

更加贴近自己生活、能够引发共鸣的内容。

为了满足广大观众的需求，越来越多的纪录片选题围

绕普通人的平凡生活，聚焦于小众话题、边缘群体或日常生

活细节，更加注重内容的创新与故事的深度挖掘，从而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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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独特的吸引力。例如，纪录片《第一餐》聚焦于人们日常

生活中最平凡却又最具仪式感的一刻，即每日的第一顿饭。

镜头跨越地域、文化和阶层，触及每个人的生活实际，蕴含

浓厚的生活气息，无论是忙碌都市人的早餐摊快捷解决，还

是乡村家庭围炉共食的传统早饭，每一幕都是对现实生活的

真实写照，展现了不同生活方式下对新一天的期待和生活的

热爱。

纪录片的选题往往源自生活的细枝末节，这些看似不

起眼的角落，实则蕴含着无限的故事潜力。在纪录片选题之

初，前期调研负责人应深入到被摄对象的生活中去，进行长

时间的观察与交流，捕捉那些不为人知的细节和情感，这不

仅是对素材的积累，也是对故事深度挖掘的前提。只有深入

挖掘故事背后的人文关怀和情感共鸣，以真实、生动的人物

故事为核心，展现人性的光辉，才能增强故事的感染力和穿

透力。

纪录片要具有故事性，贴近生活，不代表仅仅是记录

事实、记录生活，更是要揭示事件背后的情感逻辑和社会意

义。即使是最平凡的题材，通过精心的策划与编排，也能挖

掘出触动人心的故事线。

3.3 技术融合，制作高品质作品
科学技术的不断提升为纪录片的视觉呈现和叙事手法

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技术支撑，在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

第三季第二集中，制作团队采用高精度三维数字扫描、高清

平面信息采集和表面微痕提取技术，用三维动画的形式再现

了两面硕大墙壁上的砖画，并且砖画表面的凹凸细节清晰，

观众仿佛走近文物仔细观赏一般。诸如 3D 扫描、表面微痕

提取、数字传拓等先进技术被大量用在《如果国宝会说话》

中的每一件国宝上，让观众可以看到文物的每一个细节，带

来一场场视听盛宴 [5]。

除了借助高科技设备将文物清晰地展示给观众，新媒

体技术的发展还为纪录片的真实性提供了新的可能。目前

“CG+ 动画”的技术逐渐试用于纪录片行业，例如纪录片《中

国》第三季采用的是用“CG+ 动画”的模式全面取代影像

素材，讲述中国文明的发展，不仅在视觉上给予观众超现实

的体验，还力求在精神上渲染观众。

虽然技术的不断进步能够助力创作出更高品质、更具

影响力的纪录片作品，但是在技术应用上，制作人应坚持创

新与审慎并重的原则，如果过度依赖技术，也可能导致内容

失真、失实，应确保技术服务于纪录片内容的真实传播而非

取代内容本身。

4 当下纪录片行业存在的困境

过度依赖 IP 效应，纪录片品质下降。在当今文化消费

市场中，IP（Intellectual Property，知识产权）已成为驱动

内容产业发展的关键要素之一。IP 效应，凭借其固有的粉

丝基础和市场号召力，为影视作品带来了巨大的商业价值。

然而，在纪录片领域，过度依赖 IP 效应，一味追求热度与

流量，却可能成为影响作品品质与文化深度的潜在危机。

《舌尖上的中国》曾一度成为国内美食纪录片的顶流，

备受好评。制作团队借助 IP 效应，继续拍摄该系列纪录片，

但在《舌尖上的中国》第三季中却更多在传递文化和情怀，

偏离了美食的主题，并且观众还指出纪录片内容出现常识性

错误等问题，最终的播放效果不尽如人意。

除了《舌尖上的中国》第三季备受争议外，还有部分

纪录片制作过于追求商业回报，将 IP 视为快速盈利的工具，

作品缺乏深度和思考价值，或是过度依赖 IP 效应导致创作

思维的固化等情况使得纪录片的品质下降，这些行为都不利

于纪录片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纪录片作为记录现实、传递知识、引发思考的重要媒介，

无论是否依托于 IP，纪录片的核心竞争力始终在于其内容

的深度与质量。面对 IP 效应带来的机遇与挑战，纪录片创

作者都应该坚守内容为王的创作理念，在实现商业盈利的同

时肩负起传播正确价值观和文化传承的重任。只有这样，纪

录片才能在融媒体时代下，持续绽放属于其独特的光芒。

5 结语

融媒体时代为纪录片行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但同时也伴随着一系列困境与挑战，面对这些困境，纪录片

行业需要不断创新发展，始终坚持以内容为王作为创作导

向，以真实客观作为创作核心。

纪录片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其内容的深度与质量，创作

者应坚持内容原创性，注重故事挖掘与信息核实，确保作品

的真实性与深度，避免浮于表面的浅尝辄止。纪录片是连接

过去与未来，不同文化与个体之间的桥梁，在保证客观真实

的前提下做好纪录片，不仅要求创作者具备高超的技艺，更

需拥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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