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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党史微视频节目为研究范本，从聚焦党史百年、肩负媒体重任，锚准切入基点、理清时空轴

线，真实生动讲述、多元手法呈现，把握传播规律、扩大传播效果，坚持守正创新、提升传播质效等五个方面入

手，解析党史微视频节目传播的外在形态和内在机理，以求阐释这一节目形态的创作价值及其时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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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１００周年，２０２１年

全国广播电视行业纷纷组织建党百年主题广播

电视节目创作生产，全力打造党史宣传舆论矩

阵。在信息碎片化、传播分众化、平台多样化

时代，如何打造受众喜闻乐见、入心入脑甚至

口碑爆棚的党史宣传类节目，为建党百年奉献

精品力作，既是每一个创作团队的光荣使命和

责任担当，也是每一个创作者必须直面的现实

课题。在众多影视节目形态中，以 《百集微视

频·红色档案》《百炼成钢 · 党史上 的 今 天》

《美术经典中的党史》等为代表的党史微视频节

目，凭借其聚焦主题凸显主线的政治意蕴，兼

具思想性艺术性的表达手法，以及短、平、快、

实的叙事风格，成为党史宣传类节目中的 “轻

骑兵”，一经播出就产生了良好的传播效果，进

而赢得了受众的青睐和市场的认可。

一、聚焦百年党史，肩负媒体重任

回望历史，镜鉴今日，昭示未来。中国共

产党跨越百年，筚路蓝缕，团结带领中华民族

和中国人民历经苦难辉煌，实现了从 “站起来”

“富起来”到 “强起来”的伟大历程。可以说，

中国共产党党史既是人类历史的一座丰碑，更

是人类精神的一座宝库。百年奋斗历程所积累

的丰富经验、所带来的巨大激励，所凝结成的

“建党精神”，对于中国共产党乃至全国人民而

言，都是最直接最真切最弥足珍贵的，也是最

值得我们时刻牢记和孜孜体悟的。因此，聚焦

百年党史，深入挖掘和大力弘扬伟大 “建党精

神”，是党史宣传类节目的应有之义。

建党百年，作为党的宣传喉舌，讲好中国

共产 党 为 什 么 “能 ”、 马 克 思 主 义 为 什 么

“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 “好”，电视

媒体责无旁贷，节目创作者更是义不容辞。于

是，在各类传播平台上，一大批优秀的党史微

视频节目应运而生、顺势而为、乘势而上，扛

起了传播宣扬百年党史的重任。２０２１年，由中

央电视台和中央档案馆联合录制的 《百集微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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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红色档案》 持续热播，该节目精选中央档

案馆 大 量 馆 藏 珍 贵 档 案，分 “恰 同 学 少 年”

“信仰的呼唤”“一封家书” “为有牺牲多壮志”

“领袖的致敬” “永远在路上”等十一个系列专

题，生动讲述档案背后的人物和故事，从多个

角度呈现中国共产党始终秉承的初心和使命，

让受众从一件件史料、一桩桩史实中，读懂百

年大党的胜利密码，感受烈火淬金的精神锋芒。

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电总局、中

共江苏省委联合制作的 《百炼成钢·党史上的

今天》，则以日期为轴线共 ３６５集，每天聚焦百

年党史上发生在这一天的一个或多个事件，以

小入口折射大主题，以小故事揭示大道理，聚

焦和回放 “党史上的今天” 的关键节点、关键

事件，形象展示百年大党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

就。此外，其他媒体平台也相继推出各类党史

微视频节目，比如人民网的 《国史讲堂 党史微

课》，新华社的 《红色百宝 奋斗百年》 等。向

前追溯，党史微视频并不是一种全新的节目样

式，央视早在 ２００５年就有 《永远的丰碑》，该

节目嵌入 《新闻联播》 播出，每天同步介绍一

位 ８０多年党史中的优秀代表人物、革命英烈和

劳动模范。由此可见，党史微视频节目基本上

是以党的重大事件为线索，以不同历史时期的

典型事例、历史人物、精彩故事为主干，全方

位、多视角、超时空展现党的伟大历程和辉煌

成就，彰显了电视媒体的职业素养和责任担当。

二、理清时空轴线，锚准切入基点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９５周

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一切向前走，都

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

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

发。时间的长河滚滚向前、川流不息，中国共产

党党史如同一幅恢弘的历史长卷，绵延百年、意

蕴深厚、韵味无穷。如何通过最恰如其分的影视

语言和表现手法，将这幅画卷的外在形态和内在

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是节目创作者们在策划伊

始就需要深入思考和认真解决的问题。

宏大叙事一直是我国媒体在主流意识形态

舆论宣传上的一个特点。但就党史微视频节目

而言，创作者在表现手法上却采取了去宏大化

的方式，将宏大主题化为生动而具体的故事和

人物，故事讲述重视局部细节，人物塑造重视

微妙情感，力求将人物从观众记忆中的 “英雄

符号”转化为有血、有肉、有感情的 “真实形

象”；与此同时，还要打开空间，通过大量历史

事件和不同人物的关系建构，让故事更精彩，

让人物更生动，让情感更浓烈，从而达到于细

微处见知著、于无声处听惊雷的目的。主要表

现在两个方面：一种是理清党史的时空轴线、

按线取点。中国共产党党史按时间轴线可以划

分为四个时期，分别是新民主主义革命 时 期

（１９２１年 ７月中国共产党建立至 １９４９年 １０月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１９４９年 １０月至 １９７８年 １２月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召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

时期 （１９７８年 １２月至 ２０１２年 １１月党的十八大

召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２０１２年 １１
月至今），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国家博物

馆、中央美术学院等机构联合制作的 《美术经典

中的党史》，就是从建党以来的不同历史时期、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美术作品中，遴选出

１００件最具代表性的经典美术作品，以小见大，

生动再现中国共产党 １００年来波澜壮阔的光辉历

程，让受众从美术经典中领略信念之美、信仰之

光。另一种是锚准历史呈现的切入基点，由点及

线。比如在 《百年微视频·红色档案》 “恰同学

少年”系列中，节目以历史档案为载体，分期呈

现了毛泽东的 ４００字作文、李大钊的万言书 《青

春》、周恩 来 主 编 的 《觉 悟》、瞿 秋 白 引 入 的

“英特纳雄耐尔” （国际歌）、邓小平赴法留学参

与创办的 《赤光》等。选取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

革命先烈成长道路上的珍贵片段，尽管只是历史

一瞬，但这些历史片段汇聚在一起，其内在逻辑

就构成了清晰的历史脉络，凸显的是中国革命

领路人、开拓者的宏阔智慧，折射的是中国共

产党这个精英群体的集体伟力。

三、真实生动讲述，多元手法呈现

众所周知，党史宣传类节目的内容载体主

要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人物和历史史实，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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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政治意蕴强、宣传要求高、制作周期长等

鲜明特点。基于此，一段时间以来，党史宣传



五、坚持守正创新，提升传播质效

党史传播是 ２０２１年媒体宣传工作的主题主

线，围绕党的历史中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展开

创作，是媒体节目创作者需要积极回应和回答

的时代 命 题。在 众 多 党 史 宣 传 类 节 目 中，以

《红色档案》 《百炼成钢》为代表的党史微视频

节目表现不俗，取得了很好的传播效益。但立

足长远着眼，党史微视频节目还需要在守正与

创新中实现传播跃升，进一步优化节目形态、

提升节目质效。

所谓守正创新，是指既要恪守正道，也要

敢于探索新的思想和发展方向。党史微视频节

目的 “守 正”，即 是 要 在 创 作 过 程 中，始 终

“尊重新闻舆论传播规律” “遵循新闻传播规律

和新兴媒体发展规律”，以及 “运用网络传播规

律”，通过积极探索、认识、把握这些规律，充

分塑造这一节目形态的内在机理，充分挖掘这

一节目形态的外在价值，以实现最大化的投入

产出比。党史微视频节目的 “创新”，即是要创

新理念、内容、形式、方法、手段，通过嫁接

缝合、孵化演变、借鉴融合等多种方式，进一

步提升节目的可视性，从而增强节目传播之于

受众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比如在创作手法方面，

可以进一步做到内容上去刻板化、视角上去宏

大化、立场上去精英化、手段上新媒体化；再

比如在传播手段方面，可以进一步加强传统媒

体和新媒体的优势融合，进行全媒体传播，同

时运用 ＶＲ技术，提升受众对党史微视频节目

的感知和体验能力，给受众带来更深度地感官

体验，进而唤起更多的情感和价值共鸣。

综上所述，党史微视频节目，微的是时间

和体量，精的却是内容和情怀；碎片化的是形

态，完整的却是蕴含在百年党史中的伟大精神。

建党百年，需要媒体通过多种节目形态、多种

媒介平台传播和宣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党史，

帮助受众在党史传播的潜移默化中明理、增信、

崇德、力行，最终达到 “以史鉴今、资政育人”

的目的。当然，党史宣传教育是一项长期的重

要的政治任务，需要常抓不懈、久久为功，因

此，党史宣传类节目特别是微视频节目任重而

道远，需要在守正创新中进一步提升节目质效，

以推出更多更加优质的节目走上媒体平台、走

进受众视野，持续发挥积极正向的舆论宣传效

应，为弘扬传播百年党史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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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ｒｔｏｅｘｐｌａｉｎｔｈｅｃｒｅａｔｉｖｅｖａｌｕｅｏｆｔｈｉｓｐｒｏｇｒａｍｆｏｒｍａｎｄｉｔ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ｔｉｍｅ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ＰａｒｔｙｏｆＣｈｉｎａ；ｍｉｃｒｏｖｉｄｅｏｐｒｏｇｒａｍ；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责任编辑：范松楠）

·１９·建党百年党史微视频节目传播范式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