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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1.了解新媒体的概念和特点

2.了解新媒体文案的特点

3.了解新媒体文案的常见类型

4.了解新媒体文案的常见载体

5.掌握优秀的新媒体文案的特

征

能力目标

1.能够识别新媒体文案

2.能够分析新媒体文案的类型

3.能够说出新媒体文案的常见载

体

4.能够分析优秀新媒体文案的一

般创作流程

5.能够根据产品特点按照文案创

作基本流程，进行文案创意

素质目标

1.具备团队精神，能够与人分享

自己的资源

2.具备交流沟通能力，能够进行

有效表达

3.具备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在

现有文案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想法

4.具备资源整合能力，能够借助

外部资源进行信息的获取



项目导读



一、新媒体文案相关概念

二、新媒体文案的类型和特点

四、 新媒体文案写作基本流程

知识准备

三、优秀的新媒体文案——“信”“达”“雅”



1.新媒体

（1）新媒体的概念

    “新媒体”（New Media）是相对报刊、户外、广播、电视四大传统意义上的媒体而言，

因此，新媒体被形象地称为“第五媒体”。实际上，新媒体是新的无线通信技术和网络技术

平台支撑下出现的，它是利用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通过互联网、无线通信网、卫星等渠道，

以及各种数字移动终端，向用户提供信息或服务的媒体形态。

一、新媒体文案相关概念



1.新媒体

（2）新媒体的特点

一、新媒体文案相关概念



2.文案和广告

（1）广告

一、新媒体文案相关概念

：广而告之，有针对性地向公众或者特定人群输出某种信息。



2.文案和广告

（2）文案

一、新媒体文案相关概念



2.文案和广告

（2）文案

一、新媒体文案相关概念

        新媒体时代，企业所需要的文案工作者，已

经具有更广泛的含义和工作内容，除了文字内容的

撰写外，可能还会涉及广告作品的全部呈现内容，

甚至图片、视频等整体视觉信息编辑。

“淑芬掌中宝串串”三八节H5文案



3.新媒体文案

（1）新媒体文案的含义

一、新媒体文案相关概念



3.新媒体文案

（2）新媒体文案的特点

一、新媒体文案相关概念

①表现形式多元化。新媒体文案拥有丰富的呈

现形式，不仅可以以文字的形式发布，还能以

图片、视频、音频、动画，甚至小游戏的方式

进行呈现。“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只

要你有足够的创意，就会有不尽的表现形式，

产生意想不到的良好效果。



3.新媒体文案

（2）新媒体文案的特点

一、新媒体文案相关概念

②传播范围广、速度快、成本低。优秀文案能实现在传

统媒体时代无法企及的传播速度和范围。由于移动终端

的便携性和操作灵活性，每个个体都能成为信息的发布

源，一个优秀的文案，更容易实现被读者转载，从而迅

速进行二次传播，获得更多的读者。更为重要的是，这

种转发不断不用付出任何成本，还可以不断重复进行，

进行裂变式传播（见图1-1），从而让被传播的信息迅速

收获更多受众。
裂变式传播



3.新媒体文案

（2）新媒体文案的特点

一、新媒体文案相关概念

③定位精准。新媒体文案的受众定位能够非常精准。传

统媒体时代，所有受众都接收到同样的传播内容。新媒

体时代，大数据、云计算新技术让个人信息标签化，通

过搜集和追溯人们的生活习惯、行为，进行数据分析，

实现对人群的精准画像，从而让广告精准推送给有潜在

需要的人群。而人工智能新技术，也助推了广告内容的

精准投放。 精准推送



3.新媒体文案

（2）新媒体文案的特点

一、新媒体文案相关概念

④适应碎片化阅读与传播。碎片化阅读，是指利用

短而不连续的时间片段，进行简短而少量的文本阅

读。这里的“碎片化”包括时间的碎片化和内容的

碎片化两个方面。阅读时间的碎片化，是指受众会

在许多工作和生活的零碎时间当中进行阅读；阅读

内容的碎片化，是指受众会在大量信息当中选择自

己最感兴趣，或最有价值的内容进行阅读。



一、新媒体文案相关概念

二、新媒体文案的类型和特点

四、 新媒体文案写作基本流程

知识准备

三、优秀的新媒体文案——“信”“达”“雅”



1.新媒体文案的类型

（1）按传播目的分类：销售文案和传播文案

二、新媒体文案的类型和特点

销售文案 传播文案



1.新媒体文案的类型

（2）按篇幅长短分类：长文案、短文案和系列文案

二、新媒体文案的类型和特点

长文案
短文案

系列文案



1.新媒体文案的类型

（3）按广告植入方式分类：软广告和硬广告

二、新媒体文案的类型和特点

       出于对广告天然的排斥，许多读者会在阅读中选择性跳过广告部分，为达到宣传目的，

许多企业或媒体人，会选择软广告的方式进行文案撰写。软广告即不直接介绍商品或服务，

而是通过其他的方式代入广告，软广告经常以长文的形式出现，如在励志散文中植入品牌

广告，在故事情节中植入品牌广告。受众不容易直接觉察到广告的目的，从而避免或减弱

排斥心理，进而接受其传播的产品和观念。硬广告则相反，以直白的内容发布到对应的渠

道媒体上。



1.新媒体文案的类型

（4）按渠道及表现方式的不同分类

二、新媒体文案的类型和特点

图片文案 视频文案节选



2.新媒体文案的常见载体

二、新媒体文案的类型和特点



2.新媒体文案的常见载体

二、新媒体文案的类型和特点

电商详情页



2.新媒体文案的常见载体

二、新媒体文案的类型和特点

短视频

社群



2.新媒体文案的常见载体

二、新媒体文案的类型和特点

自媒体



一、新媒体文案相关概念

二、新媒体文案的类型和特点

三、优秀的新媒体文案——“信”“达”“雅”

四、 新媒体文案写作基本流程

知识准备



三、优秀的新媒体文案

达信 雅



三、优秀的新媒体文案

信
信是指信赖、相信。是指文案内容能够得到受众的迅

速理解，并获得信任和共鸣，在扩散上能调动读者主

动传播的兴趣，进而产生持续传播影响力。这样的文

案又被称为具有“传播黏性”。



三、优秀的新媒体文案

信 好的文案作品中，所有信息的传达，都应该基于事实。对

产品的描述，要基于产品本身的功能和特点；对品牌的表

达，也需要企业确有其文化；对促销的承诺，必须加以兑

现。否则，再完美的文案，也不过是谎言，而谎言被揭穿

时，信赖也就失去了。



三、优秀的新媒体文案

达者，至也。优秀文案的“达”，是指达到传播目标。

每一个好的文案都应该有明确的创作目标。好的文案，

并不仅在于文案本身如何优美华丽，富有创意，更重要

的是通过表达和传播的过程，来达到最初的创作目的。

这个目的可能是销售某种商品或服务，也可以是推广某

种品牌或理念。

达



三、优秀的新媒体文案

好的广告能够在卖出商品的同时,避免彰显自我的存在,

它应该要让消费者的注意力牢牢钉在商品上”。

——大卫·奥格威《一个广告人的自白》

达



三、优秀的新媒体文案

雅 雅的第一重含义：高尚，不粗俗。文案的高尚不俗，即是指传达正

确的价值观，且文字优美。文案的价值观，折射出的是产品和企业

的价值观。好的文案不仅可以体现创作者的修养，还能进而彰显产

品的魅力。

雅的第二重含义：合乎规范。对于新媒体文案来说，可以理解为有

媒体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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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新媒体文案写作基本流程



课中实训

传统媒体 新媒体

   

   

   

   

表1-2 信息来源列表

实训一 认识新媒体文案
       任务一：.讨论思考：请列举出你平时获取信息主要来自什么渠道？哪那些是传统媒体？哪些是新

媒体？然后填写下表。



课中实训

表1-3新媒体文案工作岗位职责

招聘企业 岗位 工作职责 涉及的新媒体平台

    

    

    

    

实训一 认识新媒体文案
     任务二：在求职网站或招聘网站上，搜索文案相关岗位（如文案策划、Copywriter、网络编辑、文

案编辑等），分析其工作职责，填写下表1-3，判断哪些属于新媒体文案的工作范畴？主要涉及到哪些新

媒体平台？



课中实训
实训二 寻找优秀的新媒体文案
       
       任务一：寻找优秀的新媒体文案
       任务描述：学生3-4人一组，每人收集3-5组优秀的新媒体文案，分析其优点（至少3项），
填写表1-4，在组内进行分享。

       任务二：分享优秀的新媒体文案
       任务描述：每个小组选择其中小组成员认为最好的1-2篇，与全班同学分享。制作ppt进行展
示，并简单阐述其优点。

       任务三：收集新媒体传播因素
       任务描述：采访3位自己身边喜欢转发消息的亲朋好友，寻找他们偏好的多媒体平台有哪些，
他们喜欢转发的内容主要是什么，以及促使他们进行转发的原因。



课中实训

实训三 分析文案的创作过程
      

      任务一：分析优秀新媒体文案

      任务描述：分析实训二中选出的文案，小组合作收集资料，分析文案的撰写过程，是如何进行策划

、调研，进行创意输出的，填写教材上的表格。

       任务二 尝试初次创作文案

任务描述：根据上述分析进行思考，如果换成自己来进行文案撰写，有没有其他新的想法？每位同学简

单撰写一篇新的文案。待到完成课程的学习后，再来看看，这篇文案有什么值得改进之处。



课后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