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里约《奥运新闻》计划草案 

 

《奥运新闻》播出时间为北京时间 18:00——19:00，里约时间 7:00

——8:00，节目时长 60 分钟。根据经验，留给我们的操作空间大概

在 45 分钟左右。 

 

一、 节目理念——弘扬爱国情怀，传播正确观念，展现体育之美。 

二、 节目制作目标——全面、独到。 

全面是新闻节目的应有之义，是规定动作，而“独到”是我们的

“自选动作”，意即要有自己独特的梳理和表达方式。 

60 分钟的《奥运新闻》不应成为简单的新闻“收纳筐”，而是应

该带着探索和好奇的眼光去挖掘，带着积极的态度去引导。做到丰满、

立体，有深度、有情怀、有趣味。 

《奥运新闻》是一天比赛开始前 后一档新闻节目。根据这一背

景，《奥运新闻》是一档瞻前顾后的节目。所以不论是节目大的框架，

还是具体到节目微观环节，都要考虑到既要“瞻前”、又要“顾后”。 

 

三、 板块及操作 

1、 里约 1+1（25——30 分钟） 

这是节目的主体部分，是对焦点赛事的解读。由于是一个比

赛日的收尾之作，所以我们的节目除了必要信息的交代，还要带

来表层信息之外的深入解读。里约 1+1，这里的前一个 1 是指比



赛、新闻等信息的交代，后一个 1 是我们的解读和观点。（后一

个 1 如何体现，编辑观点还是专家解读？和后面的媒体点评内容

是否有交集。不如里约 1+1 就把这前两项纳在一起？也就是第二

项媒体点评纳入里约 1+1 的板块里。） 

2、媒体点评（3——5 分钟）（建议合入第一项） 

    对于比赛中有评论价值的新闻，这一板块将发挥不可替代的

作用，比如伦敦奥运会上的“羽毛球事件”。 

这一部分有主动式评论和被动式两种方式。前者是我们对权威专

家进行采访的方式，后者是国际媒体的评论。 

3、新闻集萃（相当于之前的简明新闻，名字可用里约速递，或者

里约快报，和前面的里约 1+1 风格统一）——高密度概括每日全部金

牌，以及其它重要赛事。（3 分钟） 

4、每天一课（沿袭以上原因，就叫里约看门道，这个板块内容必

须在里约之前就和采访组强调好，让记者随时留心，拍摄这类选题，

不强调时效性）——深入浅出解读专业知识。（3——5 分钟） 

除了看热闹，我们也要引导观众看门道。奥运会上，每天我

们可以从各方面得到大量的基础信息，从赛本身也可以发掘出很

多有专业技术含量的话题，比如某个篮球比赛战术。 

这一部分也可进行赛事预热，针对即将到来的比赛，对项目、

规则、重点运动员进行解读 

我们有足够的运动队、嘉宾、记者资源，相信可以擦出火花。 

5、我不是冠军（不妨起名为里约梦想，体现那些心怀奥运梦想，



来到里约，即使没有取得好成绩，但也为梦想努力拼搏的选手故事）

（每个 2——3 分钟） 

这一部分内容要讲述的是那些没有取得“好成绩”，但是又

符合“参与”精神、突破自我的故事； 

6、听奥运（叫里约声音是否可行？而且这个板块的内容也可以

包装成宣传片，每条一分钟，在一个小时期间插播，也能起到改变节

奏的效果。）（2 分钟） 

    每场比赛的赛后新闻发布会和记者采访有很多“料”可用，

我们可以采取同期声的办法来呈现。另外赛场上有很多运动员、教练

员、解说员的现场声，都可以为我所用。 

7、top5（里约瞬间 top5，但是不必排出 1 到 5 的次序了吧，中

间片花过度即可）（1 分钟） 

    类似于目前体育新闻中 NBA 的五佳球，我们可以从全体信

号中选择五个精彩镜头。 

8、比赛预告（每天的焦点赛事提前列出来，请采访组出镜拍摄）

（2-3 分钟） 

预告片要用多种方式，充分发挥记者、嘉宾力量，做出新意； 

9、宣传片（体现运动之美，人文之美，人性之美，自然之美的

都可以编辑进来）（30 秒） 

    宣传片可以起到烘托气氛、审美引导的作用。这方面以往在

新闻节目中没有得到充分发挥，而奥运会上这种题材非常丰富，应该

得到重视。 



 

五、几个提示 

1、 由于是一个比赛日的收尾之作，所以奥运新闻的编辑制作

要考虑有一个不同于之前节目的新视角。我们的镜头、我们的

笔触、我们的思维方式、我们的人物呈现方式要与前面的节目

有所区别； 

2、 有两句话需要得到同样重视，一是“更快、更高、更强”，

二是参与比获胜更重要。之所以把这两句话放在一起，是想表

达这样一个意思，奥运会是一个既强调成绩、又重视参与的运

动会，换句话说，是既要“金牌”又要“精神”，这与我们所

倡导的方向是一致的； 

3、 根据提前策划，制定选题，以使记者编辑有的放矢。（有没

有专门的策划人选，类似于王涌之于体育世界那样的角色） 

4、 留住老观众，吸引新人群。我们的观众以中老年观众居多，

在留住这些观众的同时，我们也要想方设法吸引年轻的观众，

这就要求我们在选题的制定、制作、表达方式上考虑有所改变。 

5、 重视新媒体，我们将设立一个专门小组，利用奥运会的契

机使新媒体上一个台阶。（这个新媒体小组谁负责，奥运前必

须得有一个能和主播大屏形成互动互促的可行方案，比如在线

评论，在线投票等） 

6、 我们应该借奥运会这个机会美化我们的屏幕，美工的作用

非常关键。《奥运新闻》准备时间相对较长，美工应该深入到



节目中去。发挥好的话，这将可以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