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视公益广告的刨作与指导实践 

以获奖作品 《拒绝》为例 

郭玉真 

(作者单位：聊城大学传媒技术学院 ) 

摘 要：电视公益广告在传媒类学生的实践教学体系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类别，案例分析教学是电视公益广告教学的一种重 

要教学方法。本文从对学生作品的创作指导过程入手，从 “看的远、站的住、移的来”三个角度具体阐述了电视公益广告教学案 

例选择的基本原则与方法，并就电视公益广告创意与制作经验进行 了总结，以期为学生的影视作品创作提供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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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城大学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学生公益 

广告作品 《拒绝》在2013年第二届全国 

高校廉政文化作品大赛获得了网络新媒体 

类作品一等奖。这既是对学生创作水平的 

肯定，也是聊城大学传媒技术学院广播电 

视编导专业实施技能培养教学改革的一项 

重要成果，对接下来电视公益广告乃至其 

他类型影视作品的指导与创作提供了经验 

和借鉴。本文以此作品分例，就大学生电 

视公益广告的指导与创作谈一点体会。 

传媒类教学体系中包含各类电视作 

品的创作，电视公益广告也是其中之一。 

看电视公益广告、分析电视公益广告、 

创作电视公益广告是学生学习的基本流 

程，各类电视公益广告是学生分析学 习 

的对象。这个学习过程实现了传媒类学 

生由电视公益广告受者列传者的转变， 

也实现了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品德教 

育与技能教育的结合。为实现上述转变， 

指导学生创作出优秀的电视公益广告作 

品，笔者执教的电视导演课程形成了以 

案例教学为主的基本教学方法体系。 

1 实施案例分析，把握电视公益广告创 

作主题与创意 

与其他类型的电视作品一样，电视 

公益广告具有非常强的时代性。这种时 

代性具体到创作实践中就是在任何一个特 

定时期内，电视公益广告会集中展现一个 

或多个主题，其传达的价值观或道道规范 

也会集中在一定范围内。电视公益广告在 
一 定历时时期内传达什么，其根源性的动 

因来自于国家在一定时期内的宣传政策。 

随着国家 “励行勤俭节约” “开展党的群 

众路线教育” “弘扬传统美德”等一系列 

宣传实践活动的开展，相关主题的电视公 

益广告成为当下电视公益广告的主要组成 

内容。如何更好地引导学生把握主题 ，把 

握电视公益广告在一定阶段内的宣传方向 

呢?虽然可以通过解读一定阶段内国家的 

相关政策性文件向学生进行阐释和教学， 

但笔者认为最直接有效的教学方法还是案 

例分析——把当下中央级电视媒体新闻频 

道、综合频道和纪录片频道播出的电视公 

益广告通过网络渠道进行搜集整理分类， 

拿到课堂上一一分析：有多少在宣传关爱 

父母，有多少在宣传勤俭节约、有多少在 

宣传关爱儿童，学生一目了然。这个这程 

不仅可以使学生有效把握当下电视公益广 

告的创作主题方向，还对学生把握当下电 

视公益广告的表现形式，避免电视公益广 

告创意的雷同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例如，《拒绝》这则公益广告选题 

难度并不大，．因为这个作品更像是一个 

命题作文，创作的起点是为了参加第二 

届全国高校廉政文化作品大赛。因此， 

“反腐倡廉”这个主题从创作伊始就是 

确定下来的，但接下来如何进行创意， 

从什么样的角度表现这个主题，就成了 

这则电视公益广告成功的关键。因为 “反 

腐倡廉”为主题的公益广告数量庞大， 

创意形式也是多种多样，所以，如何能 

够避免与已有电视公益广告的创意相同， 

如何在别人已有创意的基础上延伸一步， 

始终是困扰创作团队的的核心问题。围 

绕创意、创新这个要求，笔者指导学生 

有序开展了以下几项工作。 

第一，确定案例分析的范畴。 “反 

腐倡廉”的电视公益广告及其他形式的 

公益广告数量层次特别多。在筛选过程 

中，按照 “看得远、站得住、移得来” 

的基本思路对案例分析对象进行了遴选。 

“看得远”是指分析的案例水平要高， 

所以将第 批分析对象定位于中央电视 

台和中央网络电视台上播出的所有相关 

电视公益广告； “站得住”是指分析的 

案例从思维水平到制作水平应与学生水 

平当，学生在技术和创意上达得到，才 

具有实践性，所以将第一届全国高校廉 

政文化作品大赛获奖作品作为分析的对 

象； “移得来”是指需要借助其他相关 

的主题创作，迁移其创意方法、创意思路， 

为之赋予新的形式，从而成就独特的作 

品，所以近几年全国平面公益广告大赛 

的参赛作品也纳入了分析范畴。 

第二，对案例进行分析，进行创意。 

通过对上述三个类别的作品进行分析，发 

现以 “反腐倡廉”为主题的公益广告，无 

论是平面还是视频，主要创意点集中在几 

个方向。一类的思想是震慑，创意的重点 

在于表现腐败给国家、给个人、给家庭带 

来的恶果；一类的思想是教化，创意的重 

点在于突出个人品德对于防腐的重要性； 
一 类思想在于表现，创意在于通过各种方 

法展示腐败的产生过程，有现身说法的意 

味。基于此，提出了创意方向：避免冷冰 

冰的结果，多一些温情；避免道德似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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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利用 旧闻新报，全景式地回顾了驻马 

店的发展历程，收到了振奋人心，凝聚 

力量的良好效果。这种化陈旧为新鲜的 

旧闻报道 ，如同打开了一坛封存多年的 

老酒，散发出浓烈醇美的馨香。 

3_2 旧闻传播具有岁月磨洗的吸引力 

旧闻作为一种事实存在，为人不知 

或者少为人知，却以其时间发生之久更 

让人觉得有一种虚无缥缈的神秘。这种 

神秘感有着让人欲罢不能的吸引力，借 

助这种吸引力和人们的怀旧情结，旧闻 

传播得以拥有了广大的受众群和忠实拥 

趸。如果说人们对马航370失联、韩国“岁 

月号”失事等事件的关注是基于对新闻 

的获取本能 ，那么，沉没百年的泰坦尼 

克号仍然能不时地被媒体”打捞”、“炒作” 

并一再成为谈论的话题，则是基于人们 

对旧闻获取再认知的欲望。某省级卫视 

台推出的 《档案》系列，也是典型的旧 

闻报道，那些或惊心动魄或蜿蜒 曲折或 

波澜壮阔的历史事件被重新一一揭开， 

极强烈地吸引着观众的眼球 ，满足了他 

们对前尘旧事进行了解和探究的心理。 

3．3 旧闻传播具有光阴积淀的厚重感 

旧闻发生既久，历经时光变迁，有 

深刻的历史背景，又有清晰的现实映照， 

所以往往能让人感觉到 “白头宫女在 ， 

闲坐说玄宗”般的沧桑，因其沧桑 ，所 

以厚重；因其厚重，所以深邃。旧闻之 

所以深得媒体重视、受众欢迎，无疑是 

因为其承载的厚重历史让人能从中汲取 

无限的思想 、文化、精神的力量。 

3_4 旧闻传播具有历史检验的真实性 

旧闻当然必须是真实的，失去真实 

性就失去了其作为 “闻”的根本，也就 

失去了传播的价值。而旧闻的真实性恰 

恰是无需证 明的，因为是过去式，经过 

了历史的检验，其事件的真实、人物的 

真实、细节的真实毋庸置疑，所以能让 

人充分信任。而且，旧闻往往还有证伪 

的作用，可以帮助人们实现还原真相、 

弥补阙疑、解释悬案的目的。 

当前 ，媒体 的旧闻传播实践还在继 

续 ，无论在电视上、报刊上以何种面 目、 

何种形式出现，其 “旧闻”的本质是一 

样的。我们探讨旧闻，重新审视其传播 

价值、认识其传播特征、研究其传播规律， 

对于更好地开掘这一资源，更好地利用 

这一手段来丰富生活、启迪心智 、传承 

历史将会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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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多一些生活。最终定位于 “突出如果 

我们拒绝腐败，会有哪些益处”，并且将 

落脚点定位于家庭，定位于以情感人。因 

此，这则广告的广告语为 “每一次拒绝， 

都会让你离家更近一些”。有了核心创意， 

接下来的分镜就比较简单了，电视公益广 

告常用的逻辑包括引申、归纳、分析三种 

路子。所谓引申，就是由现象引申出结果 ， 

进行警示；所谓归纳，就是由几个平行的 

现象归纳出结论；所谓分析，意在经由过 

程分析展现事件的本质。这则公益广告采 

用了 “归纳”法，也就是选取几个能够代 

表腐败行为的瞬间作为腐败行为的代表， 

分组展示主人公拒绝腐败的决心和行为 

围绕这个思路，选择了 “公权滥用、公车 

私用、公费旅游”三种常见多发的腐败行 

为作为例子。最终形成的创意思路是：通 

过主人公拒绝权利违规使用、拒绝用公车 

送孩子回家、开会出差拒绝带家属同行三 

件小事反映 “每一次拒绝，都会让你离家 

更近一些”的中心思想。 

2 把握技术要领。进行电视公益广告的 

摄制 

通过案例分析，我们发现当下电视 

公益广告的表现形式可以大体分为两大 

类：一是通过表演进行视频拍摄与制作； 

二是通过动画进行表现。因为笔者所指 

导的学生为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学生，所 

以采用了第一种表现思路，主要是为了 

避开学生的短板，发挥其特长。在确定 

进行拍摄而不是用动画表现后，接下来 

就是实施拍摄的过程，因为对于公益广 

告来讲创意是核心，有了创意就等于完 

成了大部分创作，所以这里仅就拍摄中 

的几个关键点进行说明。 

2．1 严把设备关 

因为电视公益广告属于短小精悍的 

作品，时间短，并且要求在极短时间内 

影响观众，所以共画面与声音必须精益 

求精。为拍出高水平的画面，结合学生 

的实际，让学生选择用佳能 5DmarkⅡ作 

为主要拍摄设备，而没有使用摄像机。 

这主要是因为这款设备在色彩还原和浅 

景深的获取方面有优势，且易操作。 

2．2 严把时间关 

这里的时间是指公益广告的最终播出 

时间，要求时间越短越好，把事情交待清 

楚，能让观众明白，是对学生做后期的基 

本要求。把最精简的画面留下，把多余的、 

可有可无的画面删掉 ，用最短时间展现要 

表达的主题是最终的指导方向。 

2．3 严把台词关 

在整个拍摄过程和前期分镜阶段 ， 

把能用动作表示的不用语言这条原则贯 

穿到指导过程中，要求学生减少台词量， 

提升动作细节的表现。这样做一是因为 

动作表现更接近生活真实；二是因为台 

词的增加，必然会增加拍摄剪辑的工作 

量和难度。 

《拒绝》的获奖激励着师生在教学 

中继续探索，也期待更多优秀的电视公 

益广告涌现于荧屏，倡导良好的社会风 

气，净化人心，绽放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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