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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从

2020 年开始，浙江广电集团便策划推出了一

批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融媒体新闻行动，向

党的百年华诞献礼。如以无人机航拍为主要形

式带领观众纵览浙江山水的《一起翱翔》，以

24 小时慢直播形式走近浙江风土人情的《小

康村 24 小时》，以及坐着房车驰骋在浙江的大

小高速上了解经济脉络的《沿着高速看浙江》。

不同的节目形式考验着所有媒体人的创新应变

能力。平时习惯“大屏”做法的团队开始打破

藩篱试着满足“小屏”受众的收视习惯时，势

必会产生想法的摩擦与风格的碰撞。作为每档

直播节目中的“小小螺丝钉”，主持人该如何

摆脱演播室里以静为主的播报状态，真正融入

其中，做“活”一档融媒体直播节目呢 ？对

此，笔者结合在众多融媒体新闻行动中的主持

实践试作分析。

一、前期准备：设想充分、多多益善

如前文所提，这两年的新媒体直播活动

主题鲜明、形式多样，根据不同的主题，团队

需要有不同的准备工作，但无论是怎样的准

备工作都离不开“提前踩点”。在直播活动正

式开始前，整个团队会有近两三天的准备时

间。在这段时间，拿到编导打磨出来的活动文

字稿后，主持人当务之急就是将活动台本读懂

弄通，了解整期节目的流程与环节。但是要想

做好一期节目，只靠台本上的内容是远远不够

的。孙子兵法中提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这句话用在新媒体直播活动中也非常合适。这

就要回到一开始所提到的“踩点”。很多人误

以为“踩点”只需要确定好直播地点在哪个位

置即可。其实不然，“踩”顾名思义就是亲自

到直播的地点，熟悉自己的走位、路线和该地

点的背景资料、人文历史。为此笔者总结出了

踩点的五步法则——“确定主题”“了解背景””

筛选资料”“设想问题”“引导嘉宾”。

（一）确定主题　奠定节目基调

这几档新媒体新闻行动虽然主题各异，但

都具有“大小屏融合传播”的节目特性。为便

于更好地融合传播，节目风格沉稳大气中要兼

顾亲切灵动，以“说”的方式给受众做介绍。

这就要求主持人要在不失庄重的前提下尽量让

自己的表达更贴近生活、更口语化。

（二）了解背景　确保言之有物

这里的背景不单单是指内容的背景，更

是指直播地点的背景。如“一起翱翔”中杭州

站的地点定在“拱宸桥”，宁波站的地点定在

“三江汇”，金华站的地点则定在“婺江”。三

者看似都是为了画面好看依水而定，但实际

上“一起翱翔”这一新闻行动的主旨是“见

证浙江的发展之路”，所以这三者都是上世纪

八九十年代杭州、宁波、金华等地最繁华的地

段，见证了这 3 座城市最初的崛起。前期掌握

了这样的背景内容，在直播过程中就能做到言

之有物、了然于胸。

（三）筛选资料　做到心中有数

在前期掌握背景的过程中，我们会接触到

大量的资料。在熟悉背景的同时，资料的筛选

更是主持人必做的功课。根据内容主线梳理出

需要的资料并备份保留，分辨哪些是无用冗杂

的内容，同时学会将这些内容按与主题的贴合

度进行分级。这些资料可以作为一些补充内容

在直播时间富余的时候进行输出。

（四）设想问题　沟通游刃有余

如果想在直播活动中能“兵来将挡水来土

掩”，在设想问题这一环节就要多动脑筋。笔

者将需要设想的问题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与内

容有关的问题，如与嘉宾在内容推进上的交流

互动；另一类是可能会出现突发的问题，如设

备的临时罢工，直播中可能会产生的各种棘手

情况等。这些都需要提前想到，越完善越好。

虽然突发情况非常考验主持人的临场应变能

主持人如何真正“融”入融媒体直播

播音主持

李嘉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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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但应变能力需要经验的历练，如果提前设

想好可能发生的情况，一旦真的发生就能做到

游刃有余。

（五）引导嘉宾　主持如虎添翼

融媒体新闻行动的直播不只是大小屏的融

合，更是主持人自身定位的一种融合。一期节

目往往是一套“出镜报道 + 访谈 + 采访”的

组 合 拳。30 分 钟 的 直 播 节 目 往 往 有 20 分 钟

是和嘉宾一起搭档完成，所以嘉宾的存在尤为

重要。在事先对台本的时候就可以在内容上方

面和嘉宾进行讨论与修改，让嘉宾觉得做节目

是在给大家介绍自己熟知的信息，而不是在镜

头前陌生地背诵内容，同时在节目的对话交流

中，和嘉宾的对话也能变得轻松默契，如此还

能让节目增色不少。

二、直播中途：提前预判、迎头化解

在节目直播过程中往往会有各种各样的突

发情况需要应对，这种突发情况考验的正是主

持人的快速反应能力。很多人会觉得反应能力

来自于思维的活跃。诚然，思维能力很重要，

但是反应能力更离不开日常的积累。对此，笔

者的经验是，既然突发状况避无可避，那就提

前预判，迎头化解。下面以《沿着高速看浙

江》融媒体直播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为例进行简

要分析。

在《沿着高速看浙江》这一新闻行动中总

共出现了 3 处问题：外界干扰、嘉宾配合、时

间掐算。因为直播场景的设定是“行进中的房

车”，直播内容则是根据行进的地点来介绍当

地的文化与发展。这就需要我们对内容、地

理、车速等因素进行多方面的把握。

（一）不可控的外界干扰影响技术层面的发挥

我们一路是在高速上驰骋，变量很多，如

车速、控流、地貌地形等，势必会对卫星信号

有一定影响，一进隧道或者车速一快，就会听

不见导播的指令，看不见返送的画面，甚至会

存在与导播间失联几分钟的情况。熟悉直播的

朋友都知道，无法接收到导播指令就容易让人

不知所措。这种情况一旦发生，首先要做的是

平复心情，不能自乱阵脚，因为此时自己不仅

仅要承担主持人的工作任务，更要把自己放到

统筹全局的导播人设上。同时要对内容的整体

框架做到心中有数，快速确定接下来要呈现的

部分，尤其是有涉及连线的内容时，要时刻做

好准备，有条不紊地进行衔接。当连线和画面

都无法呈现时，一边示意编导确认流程，一边

拉着嘉宾进行细节的发散。比如，《沿着高速

看浙江》的主题是发展和变化，嘉宾也大多是

本地人，这时就可以让嘉宾根据这个主题来谈

谈身边人的生活变化。其次，这次的融媒直播

因为是和地方台合作，设备保障有限，需要 3

个嘉宾共用 1 个小蜜蜂。这时就要熟悉设备的

穿戴，在顺词的同时辅助嘉宾对小蜜蜂进行拆

卸和佩戴。

（二）嘉宾自身条件影响与节目的配合

笔者在融媒体直播过程中遇见的嘉宾大

多分为两类，一类能说会道，另一类则不善表

达。对于前一类嘉宾，主持人更需要做到提前

沟通，适时打断，善于总结。一是提前和嘉宾

沟通好在哪个环节可以发挥，同时为其划定好

内容的尺度。二是合适的时机，态度坚定语气

温柔地进行打断，这样不会让对方觉得突兀和

被冒犯。三是用一句话对对方所表达的内容进

行总结提炼，顺带将话题引回主线。

对于后一类嘉宾，主持人应做到确定衔接

点，适时引导，调动诉说感，给足安全感。不

善言辞的嘉宾往往个人发挥会较少，经常会分

不清什么时候需要他们表达。所以主持人要在

明晰内容框架和脉络的基础上，和对方确定每

一个衔接点，并尽量不变换衔接点的问话方式，

这样嘉宾就知道什么时候应该说话；适时引导

大多出现在嘉宾记错或者忘记内容时，这时可

以把陈述句换为疑问句，“明知故问”式抛问

题给对方，让其为观众解答；一个点能衍生出

很多条线，再延伸到更多的面，而主持人要做

的就是带着嘉宾让思维发散再收回，通过这种

方式调动嘉宾的诉说感；在直播开始之前尽量

和嘉宾多沟通交流有互动，放松对方焦虑的心

情，通过与对方交朋友的方式给足嘉宾安全感。

（三）时间的掐算

比起以往的直播，在融媒体直播中，时间

掐算一旦有偏差，往往需要在最后结尾处垫话

或者砍话。这时，主持人可以总结内容，升华

主题，谈谈这一场直播的感受。但由于《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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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看浙江》融媒体直播是在高速上行进，直

播前彩排了好几遍都无法准确卡好时间点，信

号也时有时无。这就要求我们要对车速变化非

常敏锐，在彩排时尽量按固定的路程，把语速

和车速都保持在一个固定值，这样一旦车速加

快就代表之前的路程花费的时间太多了，主持

人语速就得加快，不然到了终点可能内容还没

说完，同时要对沿途的景物有一定的熟悉度，

这样行进到某个标志性位置可以对标自己的内

容是否贴切。对于每一部分的内容分别是多少

分钟，也要做到心中有数，尽量在各个环节把

时间的误差缩到最小。此外，还需多准备一些

垫话的内容，在比较长的路段多准备一些相应

的背景内容，同时在结尾处多准备一些和主题

相关的资料，言之有物地谈感受。

三、后期收尾：转换风格、查漏补缺

和以往传统媒体直播不同的是，融媒体

直播往往需要对直播内容进行挑选，可以说

是“一鱼二吃”，在小屏客户端做完灵动的直

播之后，主持人还要进行出镜和配音，通过剪

辑二次成片，再整一条适合在大屏播发的新

闻，所以后期收尾工作非常关键。如果说直播

是遗憾的艺术，那么最后的成片才是尽善尽美

的表达。主持人在配音时要将故事的讲述感与

新闻的客观度平衡把握好，毕竟能做直播的内

容都是更让人有诉说感的，这样更能调动受众

的兴趣。大屏的出镜相较直播来说，互动感减

少，新闻性增强。这就要求主持人庄严又不失

亲和。总而言之是巧妙地把握好新闻基调，不

要让小屏直播中快速拉近与观众距离的活泼感

过多地在大屏中释放。

不论播讲方式和媒体形式如何变化，主持

人始终要把“为节目服务”当成核心要务。这

就要求我们在每一场融媒体直播完成后，都及

时查漏补缺。不仅对每一个环节进行回溯反

思，更要对自身能力的高低有一个判断，扬长

避短，为节目穿针引线。在笔者看来，如何作

为一颗螺丝钉将节目做得好看新颖，是每一位

主持人毕生追求的课题。

（作者单位：浙江卫视）

摘要：在主持实践中，面对目标受众的接

受偏好和习惯，主持人的言语组织应从内外技

巧两个层面出发，做到“三有一可”，既要知

晓“受众因有好处、有意思、有共情而关注”

以确定在有限的话语时间内该说些什么内容，

又要在具体的言语组织上按照“可感原则”塑

造受众有感受的语言形象，以此打动受众。

关键词：主持人话语　言语组织技巧　受

众思维

“你说了什么不重要，受众听到了什么才

重要”，这句话很形象地说明了主持人言语组

织中受众思维的重要性，但遗憾的是在主持实

践中，有不少主持人看似滔滔不绝、话语铿

锵，却少有入耳入心、击中心灵的话语。受众

在接受信息时究竟偏爱哪些内容 ？更乐于接受

怎样的语言表达 ？言语组织又有怎样的技巧 ？

如同播音表达技巧分为内部技巧和外部技巧一

样，主持人言语组织技巧也应分为内部技巧和

外部技巧，且内外联通，不孤立存在。基于

此，笔者结合自身在浙江之声的主持实践浅谈

体会，借此和同行交流探讨。

一、受众思维下主持人言语组织的内部

“三有”技巧

主持人的每一次登台都是带着任务而来，

有明确的传播目的，但如果主持人一味地只聚

焦于我要“传”什么，而不考虑受众如何才能

更好地“受”，就注定会落入“传而不受”的

受众思维下的主持人言语组织技巧
李星霖




