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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陈述式播音浅析陈述式播音
在新闻播音中的方法与应用在新闻播音中的方法与应用

施跃昇

摘要：提到新闻播音，我们往往会想到

“播音腔”。的确，在通讯和传播并不发达的年

代，慷慨激昂且调门儿较高的播音方法可以有

效提高传播的清晰度。但随着社会发展和科技

进步，传播的介质和设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话筒前的播音也更趋向于自然和平实。本

文将浅析当下主流的播音方法——“陈述式播

音”，探讨如何在播音时做到更加朴实的表达，

让播音更加“声入人心”。

关键词：新闻播音 陈述式 说话 传播

播音主持是非常注重实践的一门学科，也

是少有的需要通过一线的实践经验来反哺高校

教学的一门“语言艺术”。光有专业老师教你普

通话远远不够，你在大学时就得通过各种渠道

了解和体验一线的工作。但不经过专业的训练

直接去一线工作也不行，播音如果没有扎实的

基础功底，在工作状态下普通话的发音和表达

就会越走越偏，最后再也难以改变。这也是为

什么省台或者省级以上平台和播出机构都要求

播音员持有普通话一级甲等证书及主持人资格

证的缘由。对于大部分一线播音员来说，要字

正腔圆地讲好普通话并不难，只要经过专业训

练，掌握正确的练习方法，并不断打磨语音与

发声基础，就可以在参加工作前达到播出机构

和平台所要求的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然而当

我们进入工作岗位后会发现，播音有了一定的

基础，但面对镜头，尤其是在直播的高压状态

下，自己却变得“不说人话”了，甚至在新闻

配音时，前一秒念过的内容，后一秒就不记得

到底说了些什么，嘴巴在动，大脑却一片空白，

只管念稿子上的字，不管观众到底听不听得明

白，理不理解你说的内容。在刚参加工作时，

笔者也出现过播音“假大空”的情况。作为男

生，也时常迷恋自己“宽厚”的嗓音，却不知

内容的表达才是播音的目的，直到通过中央电

视台新闻频道新闻播音部的实习，再到毕业后

正式踏入浙江卫视的工作岗位，我才逐渐掌握

了“陈述式”播音的方法，让表达更加真实、

更加清晰。

一、陈述式播音是返璞归真的表达方式

第一次了解到“陈述式”播音这个概念是

在我进入中央电视台新闻播音部实习之后，那

是当时的播音组组长贺红梅老师和崔志刚老师

所提出的一个概念。作为播音员，我们往往会

出现一个误区，那就是刻意追求自己的声音。

尤其作为男播音员来说，声音的厚重与否往往

与“好听”挂钩，可一旦想要追求声音，播音

时就会出现“音包字”的情况。崔志刚老师提

出要“忘记自己的声音”，因为新闻是追求时效

性的，我们必须专注于稿件的内容和新闻事实

本身，就好比记者在现场直播连线时说话的状

态，那种陈述式地表达其实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坐在主播台上的主播其实也是一样。现在观众

接收的信息越来越多，获得消息来源的方式也

越来越广泛，作为新时代的播音员主持人更应

该用自然的说话方式与观众交流。用陈述事实

的方式告诉观众新闻的具体内容。现在，话筒

的灵敏度越来越高，我们在平时配音的时候只

需要正常的表述，把文字的意义陈述出来，把

更多的精力放在对稿件的理解和对观众的交流

上，这样无论是配音还是出镜时的新闻播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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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会给人以自然的、舒适的状态，从而达到

更好的传播效果。

二、掌握陈述式播音的方法

播音应该更倾向于自然地表达，而表达

是需要技巧的，就如同一个好的演员，总是

能把演技埋伏在角色之下，通过艺术化的处

理达到自然的效果。播音自然也不例外，就

像 《好好说话》 一书中提到：“播音要求语

言表达清晰明确，符合语言规范，而且话语

间要纯净，不能有过多的语气助词。因此在

没有具体对象的情况下连续一分钟以上的表

达是很难的，必须有专业性的约束才能实

现。”①所以说，陈述式播音不是一般意义上

的生活中的说话那么简单。笔者根据自己在

一线实习和在 《浙江新闻联播》 栏目的工作

实践对陈述式播音总结了以下几种方法。

（一）强调有依据，断句讲逻辑

当我们自己作为新闻报道的观众时会有

这样一个感觉：我们听到的一条新闻配音往

往会有很多的重音停连。有时，一个好的播

音员主持人会预先替观众处理好逻辑重音、

抱团儿等一系列措施来帮助观众理解这条新

闻，而有些播音员主持人可能自己本身也并

不完全理解这条新闻的内容，所以会出现

“瞎强调瞎停顿”的情况。其实在日常生活

中，我们与人交流的时候，说话都是“强调

有依据，断句讲逻辑”的，因为这是正常的

口语表达的一种规律。我们想让别人听明白

我们说的话传达的意思，那么自然而然地就

会按照这个规律来。比如，我在和朋友说今

天的一场球赛的时候，我会说：“湖人队今

天赢了勇士队1分，尤其在第四节的后半段，

詹姆斯连续投进了 3 个三分球确立了比赛的

结果。”在这句话当中，我肯定会特别强调

其中的几个数字，因为赢了 1 分说明了比赛

的惊险，3 个三分球说明詹姆斯投进的球很

多，而且很关键。所以这些强调都是发自我

内心的，是我自己想要表达的。同样，在断

句的时候我肯定会在“尤其”前面停一下，

因为这里要表示一种转折了，是要解释湖人

队是怎么赢下这场惊险的比赛，所以我要停

顿一下，强调后面的比赛过程。

（二）把表达的目的放在内容上

作为播音员我们可以扪心自问一下，

自从踏上工作岗位之后，还能记得 《播音

创作基础》 第四章中对于“狭义备稿”的

定义和“备稿六步”的具体内容吗？划分

层次、概括主题、联系背景、明确目的、

分清主次、确定基调。②相信大部分人都不

会再在工作中仔仔细细重复这六个步骤，

并不是因为没有学好，而是已经融会贯通。

但即便习以为常，也会因为疲于应付而忽

视对于内容的把控。殊不知，对内容的理

解才能最终决定你是否能够把文稿中的核

心信息准确地表达给观众。例如，行业内

的前辈贺红梅与崔志刚老师，虽然一个是

科班出身，另一个则是半路出家，但他们

都对各类新闻事件和国际局势了如指掌，

无论是全国各地的地名，还是国家领导人

甚至是各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的名单，他们

几乎都能牢记于心。因此，日积月累的广

义备稿使得他们在工作中很少遇到陌生的

内容。也因此，他们在工作中会把大部分

精力放在内容本身，通过自己的准确理解，

经过加工和咀嚼后，送到观众耳边。

崔志刚老师毕业于西南交通大学的理工

科，但同时他也酷爱文学创作，譬如写诗。

他不仅精通理工科的知识，对文学方面的积

累也相当丰厚。这就使他在进行新闻稿件的

播报时，可以不用简览正文也鲜有卡顿。因

此，掌握了内容，关注了内容，传达了内

容，你也就学会了陈述式表达和陈述式播

音。

（三）日常表达与新闻播音一致

其实对于大部分受过专业训练的播音员

主持人来说，工作中的表达，如果要用陈述

式播音的方式，其实并不难，因为只需要在

有稿件的情况下做到“有稿播音锦上添花”

就可以了。但我们的播音员主持人天南海北

全国都有，每个地方又有不同的风土人情和

语言环境，就拿笔者的出生地上海来说，虽

然普通话普及得比较早，而且推广效果很

好，但上海人显然不是一个善于表达的群

体，大家在工作生活中的交流也是轻声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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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媒体的蓬勃发展促使传统媒体向

转型与融合推进，生产流程变革带来的压力让

传统媒体不得不开始检视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越来越多的广播节目走向产业化道路、拓展新

媒体领域以谋求可持续发展。但万变不离其宗，

回归到内容生产本身，广播从业者需要思考的

核心问题仍然是：广播产业类节目需要我们提

供什么样的内容给受众？主持人在媒体融合式

生产与传播的过程中需要参照什么样的标准？

本文拟从实际案例出发展开探讨并提供解题思

路。

关键词：产业类 媒体融合式 转型升级

一、广播节目媒体融合发展现状与广播节

目主持人在媒体融合进程中遇到的困境

从微博到微信到抖音，从碎片化到瀑布流

主持人在广播产业类节目中的主持人在广播产业类节目中的
角色功能探析角色功能探析

袁 逸

语，能不说则不说，来到杭州工作后亦是如此，

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在不同的语言环

境中，想要会播音不难，想要会聊天，难度则

不小。

既然我们追求的是更自然地表达，那么，

在日常生活中也应该继续保持我们话语的清晰

度和流畅度，对于播音主持工作才是一种促进，

而不是累赘。如果在日常生活中习惯了轻声细

语，毫无逻辑的表达和说话，和别人聊天也畏

手畏脚，充满顾虑，不敢表达的话，在工作中

即便可以做到陈述式播音，那也是演出来的，

而不是自然地流露。像笔者在中央电视台实习

时就发现，我们所熟知的播音前辈如康辉、海

霞、文静、顾国宁等，在播音时底气十足且交

流感很强，下了节目在办公室和大家聊天，也

依旧充满热情且逻辑清晰。

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播音员主持人，做到

台上台下说话状态一致，对于语言表达始终充

满热情，对说话充满渴望，喜欢表达善于表达，

才能在工作中给人更自然更接地气的感觉。当

习惯了生活中、私下里也都是陈述式表达的时

候，陈述式播音对你而言只是把表达对象换成

了屏幕前的观众，表达的状态始终如一，你的

播音状态自然也是舒服的。

三、结语

融媒体环境对于播音员主持人的职业技能

和业务能力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尽管大部分时

间我们仍然是以新闻播报的节目形式为主阵地，

但一味追求“高高在上”“拿腔拿调”等以技巧

为主的播音方式，显然是不符合当下这个时代，

也不符合人民群众对于传播的期待的。陈述式

播音作为一种返璞归真的表达方法，其不仅能

应用于新闻播音，更能应用于各种场景下的节

目主持中，从而有利于播音员主持人回归到节

目内容本身，做好新时代的播音员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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