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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短视频报道叙事分析
——以《人民日报》、央视新闻抖音号为例

常誉维

（	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	 浙江		宁波	 315211	）

一、研究背景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中国互联网

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2年6月，我国短视频

的用户规模增长明显，高达9.62亿[1]，短视频已然成为人们的

日常表达方式。传统主流媒体顺势而为，纷纷入驻短视频平

台，开辟出舆论新高地。2022年10月16日至22日，中国共产

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二十大）在北京胜利召

开。这是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召开的

一次重要大会，成为国内外媒体关注的焦点。《人民日报》、

央视新闻等主流媒体在二十大召开前后推送了一系列精彩的

短视频作品，频频引来网友的热情点赞。

回顾短视频新闻报道的发展历史，不难发现，虽然我

国的短视频报道相对国外起步稍迟，但发展迅猛，势如破

竹[2]。近年来，诸多学者聚焦不同的视角对“短视频报道叙

事”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郑玄、龚逸琳从叙事对象、叙

事声音、叙事结构、叙事表达四类叙事元素剖析了《央视新

闻》的跨媒体叙事策略[3]。姜圣瑜着眼于传统媒体的转型，

从短视频的新、短、快、近等特点入手解读新闻报道的叙事

逻辑[4]。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是短视频叙事的出发点与落脚

点，但围绕这一角度分析主流媒体以短视频的方式报道重大

会议的研究并不多见。因此，本文选择探究哪些叙事因素会

提升二十大短视频的传播效果，进而总结和提出叙事建议，

以期为媒体提供有益的参考以更好地进行会议报道。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基于国内主流短视频平台抖音，选取《人民日

报》、央视新闻抖音号发布的二十大报道作为数据来源。截

至2022年11月9日，共得到66篇短视频报道。筛去仅将二十

大作为时间节点交代的2篇报道，最终得到64篇有效数据作

为研究样本，其中《人民日报》29篇，央视新闻35篇。二者分

别作为中央级报纸与电视主流媒体的代表，在抖音平台上的

粉丝数量均突破一亿，报道二十大的篇幅颇多，反响热烈，

其短视频能以主流的方式向用户传递党的二十大信息，具有

更强的代表性、传播力和影响力。

（二）研究方法

本文运用内容分析法研究样本的叙事主题、叙事时长、

叙事声音等，并进行整理和编码。抖音平台的点赞量、评论

量、分享量、收藏量等表示用户情感认同、身份认同、价值认

同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短视频的传播效果。考虑到

点赞量是用户接触短视频、表达认可最为直接的反映，并进

一步咨询专家后，本文将点赞量作为衡量短视频传播效果的

重要指标。截至2022年11月9日，《人民日报》、央视新闻抖

音号的二十大报道点赞量排名前十的数据如表1。

（三）类目建构及编码

叙事可分为故事和叙述，即“讲什么”与“如何讲”两部

分[5]。本研究在此基础上，借鉴学者关于传播效果[6]的研究，

并结合实际情况，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建构编码类目表（表

摘 要：党的二十大召开前后，主流媒体纷纷布局短视频赛道推出了一系列精彩作

品。截至2022年11月9日，《人民日报》、央视新闻抖音号共计发布64篇相关报道，取得了

显著的传播效果。本文将其作为研究对象，运用内容分析法探究提升二十大短视频传播

效果的叙事因素。研究发现，叙事主题、叙事方式和标题文本均对传播效果产生一定影

响，叙事声音和话题标签的相关性则并不明显。鉴于此，本文提出主流媒体应设计特色式

标题吸引用户，运用多元创新的形式和亲民语态，全方位、分阶段地展开会议报道，以实

现传播效果的最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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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下所示。将相关数据导入DiVoMiner文本大数据挖掘

及分析平台进行编码。利用科恩系数计算出两位编码员之间

的信度为0.84，信度可观，可进行下一步的分析。

三、研究发现
（一）视频内容分析

对样本进行编码分析，视频内容层面统计结果如下所示

（表3）。

1.叙事主题分析

二十大的召开，关乎人民利益，关系国家未来，主流媒体

对此展开全方位的报道。其中，“会前准备”成为二十大报道

最多的主题类型，共计发布25篇。早在2022年4月，央视新

闻发布了一条名为《广西选举产生出席党的二十大代表，习

近平全票当选》的短视频，拉开了陆续报道二十大的序幕。可

见，主流媒体为本次会议的召开做足铺垫，以较长时间跨度

的报道不断提示和加深用户对大会的重视。“会中进展”的

主题报道数量位居第二，即发生在2022年10月16日二十大开

幕至10月22日闭幕期间的相关新闻。这类短视频报道的时间

线相较“会前准备”短得多且爆发力强，彼此之间关联密切。

从传播效果看，《人民日报》发布的《现场视频！中国共产党

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习近平代表第十九届中央委员

会向大会作报告》短视频报道高居点赞量榜首。央视新闻就

相同事件进行报道，收获的点赞量超过234万。粉丝量以亿

为单位的两大主流媒体都隆重报道了二十大的开幕，频繁被

用户分享，在抖音上形成了刷屏级传播。11篇短视频报道重

点提炼了二十大报告的精髓要义与新一届领导机构的选举情

况，是本届大会最令人瞩目的成果，赢得广泛关注。“会后发

展”涵盖了习总书记二十大闭幕后会见代表、学习贯彻二十大

精神等内容，多角度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和领导人的形象，也

为人民群众的思想与行动统一指引方向，同样具有可观的传

播效果。

除了上述四类与会议进展紧密相关的叙事主题，作为与

会者的二十大代表也成为媒体报道的焦点。《人民日报》选

取二十大贵州代表刘秀祥亮相“党代表通道”，对其如何做

好大山深处“守梦人”进行报道，引起网友共情，该视频点赞

量高居排行榜第四位。由此可知，主流媒体在报道重大会议

的过程与成果时，也不忘挖掘榜样的力量，借此发挥凝心聚

力、鼓舞人心的作用。

2.字幕分析

字幕与短视频叙事的清晰度存在一定的关联性，能加

强、补充声音和画面阐释的内容，简化声音被大脑解读的复

杂步骤。在点赞量排名前十的榜单中筛去图文、无语言表达

的5个短视频后，有3篇时长为1-2分钟的报道配有白色字

幕，与红、黄为主的背景画面形成鲜明对比，能够直观地向

用户传递信息。以此类推，媒体在进行较长篇幅的报道时，

可提供字幕便于用户理解，减少认知误差。时长在1分钟内

的短视频报道则无须配备字幕，并不影响其传播效果。

3.叙事声音

叙事声音是指叙事者的存在方式，即媒体通过语言组

织介入报道的程度[7]，亦是视频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多篇

二十大短视频报道的听觉元素丰富，本类目设置多选。33篇

报道采用同期声记录现场的真实声音，相比后期的音效处

理更为自然、逼真，也更易让用户产生代入感。通过统计可

得，47篇短视频报道配有背景音乐。其中，与会议实况相关

的短视频多配以激昂、奋进的音乐，而人大代表的“娓娓道

来”则采用轻松、欢快、脍炙人口的正能量音乐。在点赞量前

十的榜单中，有无背景音乐的短视频各占50%。经平均点赞

量计算可知，背景音乐对传播效果影响并不明显。因此主流

媒体在生产重大会议的短视频报道时，无需将音乐视为必要

因素。若使用背景音乐，则更要考虑视觉与听觉适配度的问

题。

（二）视频形式分析

对样本进行编码分析，视频形式层面统计结果如表4所

示。

表 1	 研究样本点赞量前十排行榜（降序）

表 2	 编码类目表

表 3	 内容编码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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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叙事方式分析

通过编码可知，《人民日报》、央视新闻抖音号中的二十

大报道多以现场视频的方式呈现，共计28篇，点赞量前十的

榜单中也占据六个席位。即时即地的短视频能给予用户强

烈的现场感和冲击感，相比文本内容更能直观、清晰地具象

呈现，加深用户对二十大的真切感知。以“真人出镜讲述”与

“主持人新闻讲解”为主的短视频报道分别有9篇和8篇。在

此类短视频中，“人”成为竖屏画面的中心，叙事主体的表情、

话语、动作均被放大，能让用户产生一对一交流的体验感，

实现“冲破小屏，直抵人心”的传播效果。图文亦是重要的叙

事方式之一，红、黄、白的三色搭配与大会的调性相符，3篇

报道成功闯入了点赞量前十的榜单。短视频这一载体也赋予

了图文新的表现形式，如语音播报、背景配乐等能够加强叙

事效果，丰富用户的感官体验。“后期剪辑视频”大多将祖国

壮丽的大好河山串联成像，配以习近平总书记的原声叙述，

浓缩为两分钟的片段集锦，容易激起网友的分享欲。此外，

央视新闻还以动画形式报道了二十大报告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的重要内容，这种强网感的元素富有新意，可将长篇的文字

形象化、动态化，利于传达新闻内核，也成为重大会议报道

中必不可少的叙事方式。

2.时长分析

主流媒体通过短视频报道二十大的篇幅普遍不长。从传

播效果看，0-30秒和60-120秒的短视频领跑获赞量榜单。

可见，主流媒体在报道重大会议时仍然主张在较短的时间内

凸显最具价值的信息，以迅速吸引用户的关注。60-120秒内

的短视频相较而言制作精良，能以优质内容缓解用户对碎片

化信息的审美疲劳。由此可以推论，重大会议的短视频报道

可适当延长时间，并不会引起用户的反感和抵触情绪。

3.标题文本分析

标题的特色主要包括情感倾向、使用流行词、拟人化表

达和互动四类。考虑到部分标题兼具多种特色，本类目设置

多选。通过编码发现，与党的二十大开闭幕式相关的标题多

表达期待、激动之情，喜迎大会的召开，鼓励人民团结奋斗。

讲述代表故事的短视频报道则普遍使用富有人情味的标题，

如《“希望大家把背母上大学的我忘掉”，14年前带母求学

的他让人感动，如今作为二十大代表，他的这番话同样让人

动容！》《“希望多活几年”，张桂梅校长这番话令人动容》

等，此类视频能够引起用户的情感共鸣，传播效果极佳。11

篇报道标题运用“关注”“收藏”“学习”“评论区见”等互动

语言，能够有效提高用户的参与度。主流媒体也尝试在报道

中融入轻松的拟人化表达，如央视新闻以央小新自称，为网

友们总结二十大报告中的重点内容，较好地适应了平台用户

年轻化、潮流化的特性。《人民日报》发布的《外交部副部长

马朝旭：海外同胞的万里归途，就是中国外交的万里征途》

借用时下热映的电影《万里归途》，传递出党和国家始终坚

持人民至上的原则，评论热词也反映出广大网友在观看视频

后，身为华夏儿女的满满自豪与激动。

4.话题标签分析

抖音平台上引入热门话题更易获得推荐，增加内容的曝

光度。同时，话题标签也有助于用户迅速找到关联的短视频，

形成更强的传播合力。在本次研究中，6篇短视频报道附有话

题标签，如《全体起立，奏唱国歌！#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

代表大会开幕》《#党的二十大报告学习手账。收藏，学习！》

分别位列点赞数排行榜第五位与第七位。此外，还有涉及“#

连心”这类并非专为本次会议召开而创建的话题，但与此前

的系列报道相呼应，能够吸引用户关注更多同类题材的短视

频，加深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群众的感知。计算平均点赞量

可知，话题标签对短视频的传播效果并不构成明显的影响。

四、结论与建议

通过内容分析法，从叙事角度对《人民日报》、央视新闻

抖音号中的二十大报道进行分析与整理，不难发现良好的传

播效果与叙事主题、叙事方式、标题文本均存在一定的相关

性；字幕是否成为媒体会议报道的应选项取决于视频的长

短，间接影响传播效果；叙事声音和话题标签则无明显的相

关性。基于以上研究，本文认为主流媒体想要更全面、更立

体地做好重大会议的宣传和舆论引导工作，就需把握短视频

调性，在内容和形式上下功夫。总结优质短视频作品的共性

特征，结合影响传播效果的重要因素，本文提出以下四点结

论和建议。

（一）全方位主题，分阶段报道

主流媒体策划丰富多样的叙事主题，全方位地报道了党

表 4	 形式编码结果

图 1	 标题文本特色词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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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二十大盛况，并伴有鲜明的阶段性特征，与大会进程同频

共振。既包含会前准备的井然有序，又有会中进展的动态跟

进，为广大人民群众梳理了会议中最重要的成果，也对会后

的发展提出期许和明确的奋进方向。这般多角度、分阶段的

报道不断吸引用户注意力，在保持热度的同时展现了大会的

全貌。除了报道与会议议程相关的主题，主流媒体还选择从

细微之处切入，挖掘大背景下的小故事，通过党代表的故事

化叙事和感人至深的细节刻画烘托全局、全景与宏观，传递

正能量，弘扬主流价值观，积极调动了用户情绪，赢得一致

好评。鉴于此，全方位、分阶段地彰显党的二十大风貌成为

媒体的必答题。在进行重大会议的报道时，主流媒体也可选

择不同的叙事视角切入，设置适当的时间跨度并随着报道的

深入不断丰富内容。值得注意的是，全方位并不等同于事无

巨细地叙事，而需媒体在有限的时间内取其精华广而告之，

提炼有效信息加以报道。

（二）多元化形式，创新性呈现

新技术、新形式的应用是党的二十大报道出新彩、引人

瞩目的一个重要因素。与常规时政图文为主的报道形式不

同，短视频在唤起情感方面更为直接、快速，借助简单的镜头

语言，将党的二十大要点内容以极具感染力和表现力的画面

直观呈现，易在用户脑海中形成记忆，迅速揽获公域流量。

诸多二十大的短视频报道将大会现场第一时间转播给用户，

实现了“零延时”“秒发布”，产生同频共振的效果，弥补了用

户未能及时观看会议直播的缺憾和文字、图片等信息传播方

式的不足。除了现场实景拍摄的报道，主流媒体纷纷创新传

播形式，增添特效图文、动画、主持人讲解等多元化的形态，

借助短视频这一载体，以创意新颖、趣味丰富的形式，将党

的二十大内容可视化、通俗化、具象化呈现，效果可观。足以

见得，创新是媒体长久发展的不竭动力，重大会议的报道离

不开多元化、富有创新性的叙事形式。对此，媒体需前瞻性

地做好规划，时常关注新技术的迭代升级以赋能报道，尤其

重视用户的需求并反哺短视频创作，从而多元化、差异化输

出优质作品，在保证时效性的同时提高用户对重大会议的兴

趣。

（三）特色式标题，亲民化语态

标题凸显短视频内容的核心要义，同时可以补充正文难

以直接表达的信息，在用户选择性观看的过程中发挥着一定

作用。近一半的二十大短视频报道标题在突出新闻价值要素

的基础上，增加了情感色彩、流行词、拟人化表达、互动等鲜

明的特色，均产生了良好的传播效果。媒体不妨依据叙事内

容，巧妙设计“亮点”标题，如人物报道的标题“情感化”，

牵动用户心绪；合理化“蹭热点”，将新闻报道与流行词相融

合，吸引用户注意力；鼓励互动式标题，激发用户的参与热情

等。此外，主流媒体在二十大短视频报道中不断创新叙事语

态，以轻量柔性的表达增强亲切感，让会议精神入耳、入心。

如央视新闻推出“央小新”动画形象，实现账号的人格化，

“萌元素”、口语化的表达极大地拉近了媒体与用户的距离，

引来各路网友的花式评论。媒体也可根据自我特征构建定制

化的IP形象，注重人格化传播，“帮助用户通过个性鲜明、情

感饱满、具象的‘人’来感知媒体”[8]，建立起用户对媒体的信

任和好感，促进传播效度的最大化。

（四）时长字幕匹配，音效标签相宜

传播效果显著的二十大短视频报道普遍时长限定在两

分钟内，契合了用户的接收习惯，这提示着主流媒体以短视

频形式报道重大会议的时间不宜过长，可推出短小精悍、鲜

活快捷、“微言大义”的信息，方便用户利用碎片化时间观

看。一分钟以上的视频匹配字幕更有助于用户理解。音效与

话题标签对传播效果的影响并不明显，若选择采用则需考虑

适配度的问题。根据具体的视频内容，可对短视频贴上颇具

看点的话题标签，以便用户产生观看兴趣时提高获取同类信

息的便捷性。音乐背景也应与视频内容相协调，如庄严的会

议现场与雄壮、激昂的配乐更为和谐，党代表的故事与正能

量的流行乐结合更能传递情感、表达情意。由此，声画合一

共同传播二十大信息，起到深化主题、渲染氛围的作用，易

在用户头脑中形成记忆积淀符号，日后再遇到相似的视听语

言，当时观看短视频的所听所感便会涌现出来，达到会议深

入人心的效果。

做好重大会议的报道是主流媒体的重要使命之一。短视

频在用户与重大会议报道之间搭建了沟通的桥梁，“上接天

线、下接地气”。主流媒体应发挥短视频的优势，设计特色式

标题吸引用户，运用多元创新的形式和亲民语态，全方位、分

阶段对会议进行报道，以凝聚民众共识、巩固主流阵地，进

一步提升重大会议的影响力和传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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