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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纪录片中的“搬演”现象：《行业影像志》
——教育追梦人案例研究

韦兰香

（四川文化艺术学院，四川 绵阳 621000）

摘要：本以电视纪录片《行业影像志》——教育追梦人为制作案例，深入探讨在族群文化纪录片创作中“搬演”与“扮演”的运用

及其对真实性的影响。通过与四川瑞飞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及四川文化艺术学院数字传媒学院的合作，本研究团队展开了全方位的

实证研究，深度挖掘了“搬演”手段在纪录片中的价值和局限性，并提出了在新媒体背景下纪录片创作的创新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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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全球化的深入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纪录片作为记录和传

播文化的重要载体，承担着捕捉时代脉搏、传达族群文化的使命。

电视纪录片作为一种公共传媒产品，对社会现象、历史事件、民

族文化进行记录，提供了一个展示多元文化的平台，其真实性、

客观性与艺术性一直是业界与学界探讨的焦点。在此背景下，研

究聚焦电视纪录片中的“搬演”现象，探讨在传统与现代纪录片

创作中的地位与影响。

“搬演”是纪录片领域中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指的是为了

更好地呈现被记录对象或事件，创作者有意识地引导和安排现实

情境中的再现，这种做法在纪录片的历史上存在广泛争议。《北

方的纳努克》是最早的纪录片之一，由罗伯特·弗拉赫蒂执导，

该片采用了“搬演”手法，因此在电影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同

时引发了对纪录片真实性的深入思考。在全媒体时代，随着技术

的进步和观众审美的发展，“搬演”现象愈发复杂，不仅涉及到

纪录片创作的真实性问题，还关联到族群文化的传播和保护。

《行业影像志》——教育追梦人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产生的纪录

片，它以教育行业为切入点，对教育工作者的日常生活和职业追求

进行了深入的记录和展示。该片通过电视台和网络平台联合播出，

以其独特的视角和真实感动了无数观众，该片展现了教育工作者不

屈不挠、追求理想的精神风貌，具有强烈的时代意义和社会价值。

二、研究内容及方法

以文献回顾、案例分析、深度访谈等方法，对《行业影像志》——

教育追梦人的创作过程、团队合作、技术运用等方面进行全面分析。

特别是围绕纪录片中“搬演”现象，探讨其在传递族群文化信息、

增强故事情感等方面的作用与效果。通过对“搬演”现象的深入

探讨，能够丰富纪录片理论和批评的体系；同时也具有显著的实

际意义，为纪录片创作者提供创作上的指导和参考，帮助传媒行

业更好地了解和运用“搬演”手法。此外，研究还将影响纪录片

教育，提升未来纪录片制作者对纪录片真实性与艺术性平衡的认

识，以及对族群文化传播和全媒体环境下纪录片创新可能的探索。

三、具体内容和流程

（一）研究目的和问题的界定

深入探讨电视纪录片中“搬演”现象的应用及其对真实性的

影响，以《行业影像志》——教育追梦人为具体案例。研究问题

主要集中在：如何界定“搬演”在纪录片中的角色；“搬演”手

段如何在传递族群文化、增强故事情感等方面发挥作用；以及它

在新媒体环境下的应用与挑战。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框架建构

在广泛的文献回顾下，结合纪录片理论及相关领域的研究，

建立研究的理论框架，重点关注纪录片的定义、分类、真实性辩

证以及“搬演”现象的存在基础，具体参考 Bill Nichols 等纪录片

理论家对“参与式”和“表演式”纪录片的概念，分析“搬演”

的理论依据，并借助贾斯帕·图尔和 Pierre Bourdieu 等社会学家关

于实践和象征权力的理论，探讨“搬演”在社会文化语境中的意义。

（三）案例分析

《行业影像志》主要记录教师的日常生活和工作，展示教育

工作者的职业热情和对学生的深情投入。在纪录片中，“搬演”

的手法被敏感地运用，以强化叙事的力度和情感的传递。例如，

纪录片里的场景展现了一位教师在夜深人静时仍然坚守在办公桌

前备课，场景经过一定程度的“搬演”。虽然这种情境在教师的

实际生活中并非罕见，但通过“搬演”来重现，更能集中展示教

师的敬业精神，为观众提供了更深刻的情感共鸣点。另一个例子

是在展现教学互动场景时，纪录片中会指导学生和教师进行特定

的互动，以突出诸如责任、爱心等主题。“搬演”手段的应用虽

然略带编排，但并未偏离教育现场的真实情感和价值导向，反而

通过聚焦和放大特定瞬间，传达了更为深远的教育理念，传达了

对教育行业的深刻理解和敬意，同时也引发了公众对教育现场复

杂情感和关系的反思。

（四）方法论设计

为深入分析《行业影像志》——教育追梦人中的“搬演”现

象及其影响，采用了混合方法研究设计，结合了定性和定量的研

究方法，比如深入思考并研究内容分析法对纪录片进行了系统性

的分析，关注“搬演”场景的选择、构造及其对叙事结构和情感

传递的作用。在此基础上，采用半结构化访谈法对制作团队成员

进行深入访谈，了解“搬演”背后的创作动机、实施过程以及预

期效果。另一点就是为探究观众对“搬演”现象的感知和接受度，

设计了问卷调查，收集不同背景观众的反馈，整体的定量数据将

与定性分析结果互相印证，为研究提供更为全面的视角。

（五）实证研究

实证研究阶段紧密跟踪了《行业影像志》制作过程，特别关

注“搬演”手段的应用情况。研究团队首先通过观察法参与了纪

录片的拍摄，记录了“搬演”场景的设计和执行过程，比如如何

选择“搬演”的地点、时间，如何指导参与者进行自然而不失真

实情感的表达等。拍摄结束后，团队针对关键制作人员和参与的

教师、学生进行了深度访谈，探讨对于“搬演”现象的看法及其

在传递真实感中的作用。访谈中，许多参与者表示，整体上是建

立在真实经验和情感之上的，有助于更准确、更直观地向观众传

达核心信息和情感。针对广大观众进行了一次全面的调查研究，

旨在了解观众对“搬演”现象的感知、接受度以及对纪录片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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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整体评价。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观众能够接受适度的“搬

演”，认为这种方式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教育现场的复杂性和深度，

同时并不会削弱他们对纪录片真实性的信任。也很好的揭示了“搬

演”在纪录片创作中的实际应用情况、制作团队的创作理念，以

及观众的接受程度，为深入理解和评估“搬演”在电视纪录片中

的作用提供了丰富的实践依据，从理论和实践层面对“搬演”现

象进行了深入分析，提出有关如何在纪录片创作中恰当运用“搬演”

手段以增强叙事效果、提升观众体验的建议，为未来纪录片的制

作和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参考和启示。

（六）数据分析与论证

数据分析阶段采用多种方法来确保对《行业影像志》——教

育追梦人中的“搬演”现象进行全面的理解。内容分析里标识出

纪录片中所有的“搬演”场景，后根据这些场景的内容、目的、

效果进行分类。又是结合从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中收集到的定性

和定量数据，分析制作团队和观众对于“搬演”现象的态度和看法。

定性数据分析中，也基本能够看出制作团队在采用“搬演”手法

时主要是出于强化信息传递、增加情感共鸣和提升故事吸引力的

目的。他们认为精心设计的“搬演”场景，帮助观众更好地理解

复杂的教育问题，同时在视觉和情感层面产生更深的影响。另外

就是定量数据分析显示，大多数观众对于纪录片中的“搬演”现

象表示理解和接受，认为“搬演”元素并未影响纪录片的真实性，

赞赏纪录片通过这种方式增强了叙事力量。不过，也有一小部分

观众表示对“搬演”有所保留，担心会在一定程度上模糊纪录片

和虚构作品之间的界限。

（七）研究成果提炼与总结

深入的案例分析和综合的数据分析，揭示了“搬演”在电视

纪录片中的多重价值和功能，“搬演”手法能够有效地强化故事

的叙述力，使得复杂的主题和细微的情感得到更加生动的展现，

而且“搬演”为纪录片创造了更多向观众传递深层次文化和社会

意义的可能，“搬演”场景的设计和营造，纪录片更好地调动观

众的情感，增加观影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基于以上分析，得出的

主要结论是尽管“搬演”作为一种叙事手法存在争议，但在电视

纪录片的创作实践中，是增强叙事深度和情感共鸣的有效工具。

当然，不意味着“搬演”可以无限制地使用，为了保持纪录片的

真实性和信誉度，制作团队需要对“搬演”的内容、程度和方式

进行慎重考虑。

因此要适度运用“搬演”，制作团队应当在保持故事的真实

性和准确性的前提下，适度运用“搬演”手法，避免过度编排和夸张，

对于包含“搬演”元素的场景，制作团队应当在适当的情况下向

观众透露这一信息，保持与观众的信任和透明度，制作团队应当

重视并积极收集观众对“搬演”手法的反馈，以此为依据不断调

整创作方向，使其更贴近观众的接受和喜好。还要注意行业协会

或专业机构应当制定相关指导原则，帮助制作人员更好地理解和

运用“搬演”手法，维护纪录片的艺术性和真实性，提供关于纪

录片创作过程的教育，帮助观众理解“搬演”以及其他创作手法

在传递信息和情感方面的重要性和有效性。

对《行业影像志》——教育追梦人的制作，比较好的阐明了

电视纪录片中“搬演”现象的艺术价值和传播意义，对纪录片创

作在新媒体时代的发展方向做出了预测和指导。

四、研究成果

在对《行业影像志》——教育追梦人进行深入制作和对其采

用的“搬演”手法进行综合评估后，得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贡献、

实践指导和影视作品方面的成果。

（一）理论贡献

通常，纪录片被视为现实的直接呈现，但“搬演”现象引入

了表演元素，这在理论上引发了对真实性的重新审视，就是明确“搬

演”的定义，界定在电视纪录片中的合法性和限度。具体而言，“搬

演”被理解为现实事件、情境或行为的重构或模拟，它旨在增强

情感共鸣和提升叙事力。至于具体对“搬演”现象的特征进行深

入分析，揭示了其主要功能在于提供背景信息、重现过去事件、

展示不可捕捉的行为等，像是应用范畴包括但不限于个人故事重

现、社会现象演示和文化重塑。理论体系贡献在于丰富了纪录片

艺术创作的理论体系，强调了叙事理论、真实性理论和观众接受

理论在分析和理解“搬演”现象中的重要性。

（二）实践指导

在实践指导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策略，策略旨在指导制作者

如何通过“搬演”手段有效地再现族群文化。如建议制作团队深

入了解被纪录的文化背景，与社区紧密合作，并在“搬演”时尊

重和准确反映文化特点。研究里面强调纪录片制作过程中对“搬

演”使用的合理规划和设计，制作团队应根据纪录片的目的和受

众，精心策划“搬演”场景，确保它们增强而非歪曲叙事的真实性。

方法论上，建议采用分层次的叙事框架，结合直接观察与“搬演”

手法，以及其他创意手段，如动画或重现历史档案素材。

（三）影视作品

《行业影像志》——教育追梦人通过“搬演”手法，使得复

杂的教育问题以更易于理解和感同身受的方式呈现，增加公众对

教育行业挑战和努力的认识，强化了信息的传递，促进了观众对

教育改革和教育工作者的尊重，也展示了在全媒体时代，如何通

过融合传统纪录片叙事与新媒体平台进行有效传播的成功案例。

制作团队不仅以电视播放为主要渠道，还利用在线平台和社区放

映，扩大了纪录片的观众基础，增强了社交媒体上的互动和讨论。

五、结论与建议

综上所述，本研究详细探讨了电视纪录片中“搬演”现象的

理论和实践层面，为电视纪录片创作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贡献和实

践指南，并通过《行业影像志》——教育追梦人这一案例，证明

了在全媒体时代，纪录片依然能够通过创新的叙事手法和智能的

传播策略，有效地触达并影响公众。因此也建议未来的研究应进

一步考察“搬演”现象如何在不同类型的纪录片中应用，探讨其

在不同文化和社会背景下的影响。考虑制作过程中的伦理问题，

确保纪录片制作既遵循艺术原则，又尊重被纪录对象的尊严和权

利。电视纪录片中“搬演”现象在传递文化遗产、增强故事情节

以及提升观众体验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行业影像志》——

教育追梦人的成功制作揭示了在新媒体环境下纪录片创作的新趋

势。未来，纪录片的创作将更多地依赖于创新的表达方式和技术

手段，以更好地服务于文化传播和教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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