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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多媒体的整合形式不仅仅是用新闻堆积而成，而是在传播过

程中利用各种手段的优胜劣汰进行综合的分析，权衡利弊。多媒

体作为一种信息资源的配置，不仅需要发挥其对信息运作手段

的长处，还要根据内容和表达方式不同的新闻来制定相关的整

合手段，以保证多媒体与信息之间能够相互协调沟通，以合力的

形式给受众带来由于多媒体手段而产生的新鲜感和容量更丰富

的信息。

1 网络新闻中存在的多媒体元素
为了使各种信息手段能够进行有效的结合，首先需要通过每

一种信息手段的不同作用和适用场合的区别性，深入了解其特

点和性质，在理解它们的过程中，才能在多媒体报道中得到有效

的运用。而网络新闻作为多媒体元素，包含的内容多种多样，尤

其针对新时代，新媒体行业的冉冉升起，网络新闻在表现过程中

更具有丰富多彩的内容及视觉冲击力，以吸引受众群体的观看。

在以文字为基础的前提下，还包含了图片音频和视频，通过相关

元素还可对世界进行更直观的表述，充实单独文字报道的枯燥

和无聊，使新闻在传播过程中更加详细具体，且更具氛围感，并

且加强了真实性的特点。

2 网络新闻结合多媒体整合的形式
2.1 网页元素的整合形式
网页元素在多媒体发展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整合

网络信息与多媒体形式最基础的一种。网页整合信息的能力非

常强大，能够通过网页结合多个新闻报道单元和不同内容的专

题，在设置网页的过程中有两种分类。在设置两种分类时也赋予

了其功能性上的不同，以及排版和布局在组织上的差异性。①导
读页。导读页包含了首页和各种栏目和频道以及信息的首页，等

同于纸质媒介传播的封面和目录；②正文页。是每个新闻报道和
专题在叙述过程中的正文内容和主要表达的文字[1]。通过结合当
下时尚的多媒体形式，在撰写网络新闻时通过网页方式整合信

息。在单纯的文字及图片等信息的基础上，运用了当下先进的多

媒体手段，在地图、动画、可视化图表等各种方式结合当下，信息

共同制作而成，并发布在网页上，有助于受众群体观看，通过动

态的效果，更直观和有趣味性地了解信息。

2.2 视频元素的整合形式
视频应用在新闻报道的形式上越发显著，而视频也可分为视

频和 flash动画等方面。由于时代的快速发展，仍在选择新闻报
道、阅读和获取信息过程中都趋向于快节奏的方式。视频及 flash
动画能够在短时间内快速整合信息，并通过高度的总结性，使受

众群体能够直观且有效地汲取自己想要收获的信息，这种高效

性使受众群体更加广泛[2]。可视化的元素，例如动画的形式，制成
相关新闻报道在网络时代将信息传播的范围更广，速度更快且

具有趣味性的表达方式，广泛地吸引各种层面的受众群体，使信

息得到有效的传播与发展。

2.3 客户端元素的整合形式
随着移动客户端的快速发展，手机成为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

的工具。由于人们日常生活中对手机依赖性的加强，网络新闻的

生存之道中，必定需要手机客户端的参与，于是在这种前提之

下，各种网络信息推出了手机 APP或相关的微信公众号来实现
信息更广泛的传递，实现了由传统的互联网转移到手机客户端

上的转变。并且随着 H5技术的发展，实现了跨平台运作，加强了
受众群体与新闻之间的相互联动，更具有互动效果，使受众群体

在阅读和获取相关信息的过程中更具有主观能动性，对自身的

阅读体验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例如现在常见的新闻视频制作

过程中，熟练运用为主技术受众群体便可以简单地通过手指的

滑动以及倾斜手机等操作，在更有趣味性和体感性的前提下浏

览相关信息。

3 网络新闻内容的生产方式
3.1 网络新闻对选题的策划
对相关内容和板块的选题是网络新闻阐述内容的第一步，在

开展选题的有关策划过程中，需要充分发挥策划和编辑的专业

技能，以及积极主动的参与到策划过程中，使新闻在相关的主题

摘 要：为了让网络新闻能够在线上迅速传播到大众面前,本文以互联网为基础,突破传统纸质新闻的传播途径,借
助互联网高效性、实时交互性、资源共享性等特点,在传播过程中实现多种信息手段的有机结合,在多媒体报道中,使信息
得到合理传播,并进一步对信息手段的作用和运用方式进行深入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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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报道专题中有鲜明的定位。在遵循新闻报道的基本原则之上，

对网络新闻的选题策划包括了多个方面。需要确定拟定报道主

题，选择报道重点进行有效阐述，需要整合的信息资源及多媒体

资源，还要协调多个部门相互合作。除此之外，在新闻选题的策

划过程中，也应该明确通过何种方式来呈现相关新闻报道以及报

道的时长和周期，通过各个时间节点来分布信息发布的时间[3]。
总而言之，对具有产生热点以及重大新闻事件的策划过程时，要

全面具体以及细化各个环节，并且通过自身的创新意识对新闻

进行预判，在突发事件产生时及时做出相关的应对反应。

3.2 网络新闻对内容的挑选
网络新闻大大缩减了稿件内容审核的烦琐过程，导致部分网

络新闻编辑一味追求点击率，没有有效阻隔不符合要求的内容

产生，而是利用受众群体的猎奇心理以及相关不良癖好对有关

新闻进行发布，导致网络环境存在不良发展的情况[4]。在网络新
闻对内容的挑选过程中，不像传统的媒介，需要通过多方面层层

把关和选择，才能实现最终新闻内容的定稿。由于网络新闻的来

源大多分为职业生产内容、用户生产内容和专业生产内容三种，

因此更加考验网络编辑，直接对新闻内容的把关。在编辑对网络

内容的筛选过程中，需要保持传统的新闻报道性质，要结合新闻

具有的实施热点性质以及重要程度排序先后和趣味性传播方式

等，进行相关的价值判断来规避不合理的内容产生。通过有效的

新闻报道能够在固定具有的受众群中吸引更多新观众，使新闻

报道受众面更广泛、传播度更高。

3.3 网络新闻对内容的编辑
网络新闻内容方面的编辑不仅仅只是文字排版的编辑，还需

要通过设置具有新意的标题来吸引受众群体，以及注重文章整

体逻辑性和结构，并对文章产生的相关错误进行修改和检查。除

此之外，还需要对稿件的真实科学性进行审核，使发布的网络新

闻报道具有更准确和权威的价值。其次由于多媒体形式的发展

在新闻报道中多采用图片的加工方式，因此编辑还需要通过对

图片的筛选来思考用何种呈现方式，在融合新闻报道过程中进

行策划布局。音频视频等元素也成为新闻发布过程中不可缺少

的部分，在音视频编辑的过程中也要考虑视频与新闻的连贯性，

通过音频的起承转合结合视频来突出美感和构图，使节奏与新

闻相符合[2]。除了上述三种类型的多媒体内容编辑，还有更多媒
体形式的有机结合，才构成了网络新闻内容上的编辑，因此对编

辑的能力是一项重大的考验，不仅需要结合新闻主题以及多媒体

的特点和技术性的要求，还要对受众群体进行分析。

3.4 网络新闻内容的制作与发布
网络新闻报道具有复杂性，不同于传统的纸媒传播，而是通

过多种多媒体形式相互结合形成的。新闻在制作过程中，整体结

构分为标题、关键词、正文、引言、参考和音视频及图片等相关辅

助性阅读部分。通过多种层次的相互连接和组织，才实现了在网

页中报道网络信息过程中能够利用超链接等形式进行内容的跳

转[5]。对新闻内容的编辑过程中，需要将重点的信息进行可视化
的处理，使数据能够清晰明了地展示出来，可视化图标作为一种

常见的内容制作方式，能够使网络信息得到更直观展现新闻想

表达的内容，并且通过这种方式能够使新闻发展过程、人物关

系、相关时间节点等内容一览无余。

在网络信息发布的过程中需要考虑受众群体的心理特点进

行发布，常见的新闻发布是通过网页以及微博、手机客户端、微

信公众号等各种平台上的发布。当下发布热门的网站有人民网、

人民日报微博以及相关报纸客户端渠道。由于新兴技术的产生

发展，新媒体时代到来，通过各种渠道的相互交融提升网络新闻

传播的速度和范围，并且将信息订阅的受众群体通过大数据的

分析推广给更多需要相关新闻资讯的人群，因此提高了传播的

精准度。在实现网络新闻发布的过程中，需要分析各种平台的技

术和传播的效果性，才能使新闻能够在正确的平台下实现合理

的发布，资源才能够得到合理的利用。例如在相关政治大会开展

期间，一些先进的网络信息编辑便采用了当下新兴的可视化技

术将政治大会开展过程中提出的五个内容组合成风车形状，通

过用户的交互作用点击相应的板块，能够跳转到相应的内容。实

现网络信息发展的优势，并采用可视化图表的方式使新闻报道

清晰明了且快速便捷地被受众群体接受[6]。

4 整合网络新闻多媒体原则
4.1 结合优势,优化资源
由于网络新闻的独特性，与纸媒不同的是自身具有发展的资

源优势，网络新闻由于与互联网相互交流沟通，使信息快速的传

播且能够快速获取。互联网是全世界共同享有的财富，对于国外

的相关实施政治的热点信息，也能够快速地传达到网络新闻编辑

的新闻组报道之中。因此网络信息涵盖的范围广泛，可获取的热点

信息众多，不仅面对中国，还包括了国外多种多样的新闻报道，不

仅使新闻更具有开拓性和前瞻性，还能新闻传播实现了多范围多

形式的内容选择。通过不断挖掘国外的信息以及相关国内的网

站资源，结合现下人才的原创实力，使网络新闻得到创新发展。

4.2 多种媒体手段推动网络新闻整合
网络新闻通过多种媒体手段的相互配合和应用，实现了网络

新闻的发布，因此在结合各种多媒体手段的过程中，需要深入了

解各种多媒体手段的特点及针对性综合的运用，在报道过程中

应该采取有效策略和分布方式，而不只是进行简单的罗列。将多

种媒体手段结合网络新闻达到一个整体，相互协调发展使传播

更具有实效性。

4.3 新闻内容整体逻辑性强
网络信息的发展与媒体的更新和互联网的进步是无法分开

的，网络多媒体的平台为网络新闻的发展提供了基本根源，通过

编辑对新闻的一系列策划和整合多种媒体平台，能够使网络新

闻不断更新创新得到实质性的发展[3]。在新闻内容发布过程中，
媒体等各方面的相互融合达到整体性，并统一协调的进行内容

发布。在组织网络新闻语言过程中，也需要具有逻辑性将文章准

确无误地表达出来，并且整合多媒体手段，内容更加优化，而不

是单纯的注入了一个新形式，需要在结合的过程中实现内容优

化的作用。

5 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人们对信息获取的方式

更加多种多样。本文通过分析网络新闻报道具有的多媒体元素，

以及相关的多媒体编辑需要具备的基础素养和在内容发布过程

中的思考，并且结合了网络新闻整合多媒体手段的基本原则，分

析出新闻和多媒体实现有效整合才能促进网络新闻整体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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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0.21，年际方差为 0.001；1972—2010年变差系数的平均值和
方差分别为 0.20和 0.01。后一阶段的空间变异性较前期为弱，年
际变化比前一阶段增加。利用 t检验对突变点进行进一步验证，
其 t值为 0.31。从 t检验临界值可知，1997—1998年为一个突变
点。1961—2006 年变差系数平均为 0.20，年际方差为 0.009；
2007—2010年变差系数的平均值和方差分别为 0.18和 0.0002。
后一阶段的空间变异性较前期减弱，年际变化也比前一阶段减

小。利用 t检验对突变点进行进一步验证，其 t值为 0.42。从 t检
验临界值可知，2006—2007年为一个突变点。
图 5给出了黄河流域 10月平均气温空间变异系数的年际变

化及其 M-K检验。10月平均气温的变差系数平均为 0.41。最大
值出现在 1981年，其值为 0.52；最小值则为 2001年的 0.34。变
差系数具有明显的年际、年代际变化特征。20世纪 80年代以前
变差系数以偏高为主，20 年间仅有 1961 年、1962 年、1964 年、
1969年和 1975年 4年的变差系数小于 0.41；从 20世纪 90年代
中后期直至 21世纪，站间变差系数持续走低，仅有 2002年的
0.44高于平均值；偏高、偏低两个阶段期间多以波动为主。变差
系数具有极为显著的下降趋势，相关系数达到 33.5%，可以通过
信度为 0.0001显著性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10 月站间变差系数 M-K 检验在 1998—1999 年间相交，
1961—1998年变差系数平均为 0.43，年际方差为 0.06；1999—
2010年变差系数的平均值和方差分别为 0.38和 0.007。利用 t检

验对突变点进行进一步验证，其 t值为 0.58。从 t检验临界值可
知，1985—1986年为一个突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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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只有顺应时代的发展，结合人民的需求来发布多媒体手段运

作下的网络新闻，才能实现网络新闻传播的真正价值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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